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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尤祖彪 1950年4月出生，祖籍泉州，
现居晋江青阳，晋江老年大学书法班学员。

“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说起追星之旅，颜明哲的记忆一下就拉
到了幼年时期。颜明哲的父亲是一名政治
老师，家里有许多书籍，五六岁的颜明哲只
看得懂以图片为主的书，但一点也不妨碍他
对科学、自然方面的书籍产生兴趣。那时，
他听着老人讲述关于月亮的传说，总是会想
象天上的月亮星星是如何走动的，也常常会
躺在屋顶数着星星，想象浩瀚的星空里发生
了什么。

上初中时，颜明哲一有空就会到学校的
图书室借阅《天文爱好者》杂志。但当时这杂
志只有一本，每次一下课他就立即冲去图书
室，即便如此，也常常借阅不到。于是他向母
亲申请订阅这本杂志，没想到母亲同意了，当
颜明哲拿着母亲给的钱独自去邮局订阅时，
他的内心激动万分。

初二那年，颜明哲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制
作望远镜的文章，于是学着用玻璃和牛皮纸
制作了一个简易望远镜，为了让牛皮纸和镜
片贴合，他一点一点慢慢地修剪牛皮纸。制
作望远镜时光轴很重要，为了让它不会歪，
他不停地调整，花费了一个星期才做好。做
完之后，这个望远镜可以放大物体几十倍，
用它来看月球，甚至还能看到月球上的环形
山。“第一次看到月亮的细节，觉得很兴奋。”
颜明哲说自己动手做的第一个望远镜能看
得那么清晰，让他既惊喜又骄傲。

安海颜明哲：追星40余年

本报讯 3月5日上午，由泉州市华侨历史
学会、晋江市池店镇华侨联合会、晋江市作家协
会举办的晋江归侨作家唐涛甫《追梦》创作座谈
会顺利举行。当天还是唐涛甫的 84岁生日。
会后，众人一齐为他送去了生日的祝福。

唐涛甫系晋江著名归侨作家，晋江池店镇
唐厝村人，坚持业余文学数十年如一日，在国内
外报刊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数百
篇，其华侨题材的作品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在座谈会上，唐涛甫介绍，《追梦》一书是半
自传体长篇小说集，它的创作是以改革开放为背
景，讲述了一位归国华侨生活在晋江侨乡这片创
业热土的故事。其中，主人公的创业经历也是作
者唐涛甫的真实经历。特殊的年代，他在漫长艰
难曲折的人生旅途中，怀着对故乡文化矢志不渝
的追求，在波澜壮阔的商海中,他抱着“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铿锵信念去追逐他
的创业梦，几经风雨几经浪，终于获得丰收。

追梦不息，笔耕不辍。作为一位跨界精英，
唐涛甫不仅是商界成功人士、侨界知名人士，还
是一位知名作家，先后出版了《归国之后》《海峡
涛声》《山海风雨》《追梦》《赤子情》《飘落的浪
花》《祖国永恒》等文学作品集，多达 160万字。
他的作品表达了深深的爱国心和赤子情，激发
了人们爱国爱乡的豪迈情怀，也引发了人们对
生命价值的思考。

2019年6月20日，唐涛甫在晋江五店市尚
书第举办《“祖国永恒”一位著名归侨作家的心
路》主题展览。展览通过“文明传承”“如烟岁
月”“商海弄潮”“博爱胸怀”“笔耕不辍”“人生风
采”“赤子情怀”等7个篇章，以实物与图片，翔实
全面地展示唐涛甫毕生的奋斗追求和奉献,体现
了唐涛甫对祖国永恒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

归侨作家唐涛甫《追梦》
创作座谈会举行
笔耕不辍84岁仍在追梦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董瑞婷采写

晚晴达人

今年56岁的颜明哲是咱厝安海镇人，从小他就有一颗追星的心，从仰望星空找寻“月亮上的嫦娥
玉兔”到在天文杂志里了解星体，从自制望远镜到制作星体追踪设备……他在追星的路上一路钻研，
渐渐成为天文爱好者中的佼佼者。2020年11月，嫦娥五号发射时，颜明哲配合央视直播，为央视提供
了实时月球画面和嫦娥五号在月球挖宝的地点图片。今年1月29日，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还
专访了他，以“手工打造望远镜‘监工’嫦娥五号挖宝”为题，讲述了他“追星”的故事。

今天，《晚晴》带你走进颜明哲的天文世界，听听他的追星故事。

颜明哲的追星故事成了天文爱好者
圈中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天文爱好者
专门从全国各地找到颜明哲的家中，只
为了用他的望远镜亲眼看一眼星空。“有
一个大哥从黑龙江辗转来找我，他从电
视上看到后就到处找我的联系方式，后

来通过村委会联系到我，立刻就买
了机票飞来福建。”颜明哲对于来访
的天文爱好者非常的欢迎，不仅详
细地讲解自制望远镜的细节，也和
他们交流关于天文的知识。

去年 5月，一个 8岁的男孩特
意从漳州来到安海找颜明哲。这
个男孩虽然小小年纪，天文知识
丰富且专业，让颜明哲大为惊
叹。他和男孩聊了整整一天，男
孩对天文的热爱让他仿佛看到了
过去那个年幼的自己，“有兴趣，
又有人引领是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自己和他交流能让他在天

文领域有更多的收获。”
现在，颜明哲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天文、喜欢天文。每当
有大的天文现象出现时，他总是会被
各级媒体邀请去当讲解员，带着市民
去观测。一些小学也会邀请他和他的
望远镜进校园上科普课，“我把自己的
经历讲给孩子们听，希望能让更多的
孩子对天文产生兴趣，也希望他们可
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勤于思考、
主动探索。”

1987年，颜明哲从泉州高级技工学校毕
业，到工厂做机械类的工作。工作之余，他
把精力都放在研究天文上。1995年，颜明哲
花了几百元购买一台直径 60厘米的折射望
远镜，可是它的效果很差，跟他在初中时自
己制作的望远镜差不多，但好的望远镜他又
买不起，只好通过看书解馋。2014年，颜明
哲在网上看到有人打磨镜片拍摄天空，这启
发了他自制天文望远镜的想法。

说干就干，对于从事机械设计工作的颜
明哲来说，制作原理不难，难的是材料。他
先绘制了3D图，然后到处买材料，为了买齐
材料，他走遍了镇里的五金店，托老板帮忙
寻找合适的材料。而后，他根据图纸施工，
在施工中不断修改。天文望远镜最核心的
部件就是镜片，颜明哲花了 800元买了高档
玻璃镜片、磨料 300多元、镀膜 800元，然后
靠自己的坚持一点点将平直的玻璃镜片打
磨成光滑的凹面。“一天按 3个小时算的话，
400毫米需要打磨一个多月；500毫米需要两
个多月。打磨的技巧性不大，但要非常耐
心。”颜明哲坦言，磨镜的时候是他最放松的
时候，背景音乐里播放着他喜欢的歌，在歌
声里，他有节奏地磨镜，“我把它当作是一种
运动，心情放松的状态下，做出来的精度也
会更高。”

就这样，颜明哲开始了自制星体追踪设
备的旅程，而且一发不可收，从第一代一直制
作到了第四代。“第一代是纯手动的，只能上
下左右两个方向转动。第二代虽然也只能水
平方向移动，但是带有电机跟踪。第三代，跟
赤道仪原理一样，从二维进步到三维追踪。
现在第四代全部用的电机跟踪，跟踪系统转
动升级到遥控器了。”颜明哲用这些自制的天
文望远镜观测过太阳系的所有星体，在自家
房顶上，他用望远镜清晰拍到了月坑、木星云
层……最远可观测到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
星云。

“为央视提供的图片就是用第四代自制
望远镜拍摄的。我现在研究第五代，希望能
够观测到更多的天体现象。”最近，颜明哲忙
于自己的机械设计工作，“自制望远镜是个
很‘烧钱’的事，有些镜头材料市场价要好几
万元，想要制作更高端的望远镜就需要有经
济支撑。”为此，颜明哲一边努力工作赚钱，
一边为新的想法做着准备。

从小喜欢天文

自制星体追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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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明哲自制的第四代星体追踪设备（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