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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  黃瑞芝  

日期：2006 年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 

行程：起點陝西省長安經甘肅蘭州、武威、張掖、

酒泉、嘉峪關、敦煌到新疆 ─ 吐魯番以烏魯木齊

為終點。 

策劃、領隊：Bill MAN  

隊員：岑榮昌夫婦、高瑞森夫婦、娜姐、三姐、  
C.K.、Eliza、Mon。 

還有三位特別嘉賓：日本野鳥會琦玉縣支部：
MR. YOSHIKUNI YAMAGUCHI (25年觀鳥經驗)，
MR. SUSUMU HOSHI (30年觀鳥經驗)，佐久間博
文先生﹝肥仔﹞( 23年觀鳥經驗)。 

 

 

一‧雷台漢墓【銅奔馬】 

古墓旁有數棵高聳入雲的箭楊樹(生

一千年、死一千年)，燕隼在枯樹橫枝

築巢為家，三隻幼鳥互相嬉戲、理羽，

成鳥則在旁俯視著一群癡人，癡人們

則不停為牠們拍照。導遊小姐也來湊

高興，看個不亦樂乎。梁潔貞發揮紅

耳鵯精神向她介紹我會早晨觀鳥活

動。 

 

 

香港觀鳥會

策劃 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認可公共性質慈善機構 

紅紅耳耳鵯鵯俱俱樂樂部部通訊 
2006 年 12 月   第 14 期 

 

(各路英雄大合照 -嘉峪關) 

(雷台古墓 – 燕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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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掖─大佛寺【最大臥佛】 

七時十五分到達，導遊介紹景點及歷史，肥仔聽到啄木鳥聲音，大家轉向、

圍著古松樹仔細找尋。 

「看到了，黑白色，紅Pat Pat，肩羽有大塊白斑，頸後有紅色帶，是雄性大斑

啄木鳥，用強而有力的利爪抓著樹幹，不停用長嘴巴啄食，啄木聲非常響亮。 

「啊！又添一新品種！」 

 

三‧戈壁灘 

一望無際，人煙、車輛罕見，荒涼淒清寂靜，左邊祁連山脈，右邊龍首山，除

了沙粒和礫石外只有紅柳、駱駝刺，蓬草等。中途加油站小休，看見鳥友們在

洗手間不遠處破落城牆邊圍觀，連忙跑上車取出雙筒會合他們。看見一隻白鶺

鴒【personata 亞種】站在木椿，Bill說：「Mon，肥仔發現右邊沙地有料到。」

三點方向望去，一隻身形比鶺鴒細小，沙黃色、臉側、頸、喉及尾部黑色的小

鳥跳來跳去，離牠不遠有一隻頭側近黑、頦及喉白色的小

鳥站在鐵線上擺動尾巴、左右顧盼，枯草叢中還有一隻小

東西呢！  

「MR. YAMAGUCHI，這是甚麼鳥？」 

「不知道，沒有見過。」 

餘下來的節目：查書、翻看影像、討論。一宿無話，吃

早點時迷語已解。 

【漠﹝即鳥﹞，一雄一雌一幼鳥】 

又到休息時間，看見YAMAGUCHI 走上小山丘，以為他

又發現鳥蹤，遠遠跟隨，原來他只是小解。 

 

四‧鳴沙山、月牙泉 

早上五時半騎著駱駝，隨著駱駝鈴聲上鳴沙山觀

日出，陪同是一個高瘦、熱情、笑容滿面的小伙

子，為節省六十塊錢，徒步上山，一邊走一邊唱

情歌，歌聲嘹亮浪漫，令人心動。月牙泉是沙漠

中罕見奇景，潭水清澈，草木青翠茂密，棕背伯

勞幼鳥在園中小樹林跳躍鳴叫。 

(棕背伯勞 –幼鳥 (月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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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山莊原來是觀鳥好地方，有茂盛樹木而人、車稀少。發現一隻野鳥飛入

桃園﹝大大的桃子掛滿樹﹞，連忙追入，可惜被護衛發覺干涉，真令人沮喪。

在門口與三位日本朋友相遇，齊齊觀鳥。 

「CUCKOO！」HOSHI 舉鏡望著草叢小灌木輕聲說。 

杜鵑鳥像一個小頑童，知道我們在附近，左右兩邊馬路飛來飛去，四個傻瓜跟

著牠橫過馬路跑上跑落，足足耍了半小時才飛走，幸有

小樹掩護拍到牠前後左右玉照。 

「什麼類型杜鵑？」 

「大杜鵑﹝赤色形﹞」YAMACUCHI 一邊翻書一邊說

「照片中後枕有白色羽毛，書中大杜鵑則沒有，是否另

一品種？」 

「不同意，我認為是大杜鵑，白色羽毛是底下羽毛，被

風吹或受損。」 

後來又有另一隻大杜鵑﹝後枕沒有白羽毛﹞及灰伯勞。 

 

五‧吐魯番、火焰山、葡萄溝 

早上六時四十五火車到達吐魯番大河縣火車站，大漠氣候多風少雨，天氣乾

燥，日間炎熱，晚上較為涼快，降雨量1.6毫米而蒸發量則1400毫米。火焰山山

呈紫紅色，為紅砂岩構成，在烈日照耀下紅光灼灼，因刮風沙，天陰大風，竟

要穿外套拍照﹝早一天氣溫則是四十九度﹞。葡萄溝是火焰山西側的一片峽

谷，溝的兩側山坡上寸草不生，但溝內卻流水潺

潺，綠樹成蔭，一串串葡萄掛滿架上。 

在一處較偏遠葡萄架旁有一叢向日葵，幾隻巨嘴沙

雀﹝沙色、兩翼粉紅、嘴亮黑、翼及尾羽黑而帶白

色及粉紅色羽緣、雄眼先黑雌鳥眼先無黑色﹞在覓

食，但見牠們用巨嘴夾碎瓜子殼吃果肉，其樂無窮。 

 

 

六‧天山天池，南山牧場 

去天山途中經過的戈璧灘，因土質關係，顔色是黑色。天山山頂長年積雪，彷

如一條銀龍，天池湖光山色，風景秀麗，令人流連忘返，可惜遊人衆多像趁墟。

一大群麻雀像開派對，在草地覓食，完全不怕人。一隻黃鶺鴒從遠處飛來，停

(敦煌山莊–大杜鵑)

 
(巨嘴沙雀 – 萄葡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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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地上，一邊擺尾一邊發出“ISWEEP＂聲。坐

船暢遊古稱「瑤池」的天池，披雪的山嶧和四季長

青的松林倒映在水中，普通鵟在空中翱翔，三隻烏

鴉﹝體大，嘴粗厚，但頭頂不上拱﹞awa, awa 大叫

在我們頭頂飛過。 

小天池瀑布洶湧澎湃，流水沖沖而下，打在岩石水

花四濺，七色彩虹掛在空中，如此良辰美景令人讚

嘆！遠處杉樹林蒼綠高聳，雌性紅額金翅雀﹝嘴

細、身灰、尾黑、黑、白及黃色翼斑非常醒目﹞站

在樹旁小叢林迎風搖曳。回程途中經過密林，鳥聲

處處，清脆悅耳，礙於時間已到，急忙下山，走了一段路，

忍不住又舉鏡尋覓，跑跑停停，始終過了集合時間，陳小姐罸我們自付車費五

元到飯店吃午飯。 

南山牧場─山坡蓋滿茂盛雲杉，山花、青草鋪滿大地，羊群馬匹點綴其間，騎

馬馳騁草原，老鷹們空中盤旋。團友探訪哈薩克氈房牧民，品嚐乳酪、奶茶及

糕點，可惜完全不合脾胃。離開氈房，站在廣濶草原用雙筒四圍張望，一隻猛

禽﹝白頭鷂﹞站在木椿上，英姿颯颯，身驅粗壯，目光銳利，上體黑和灰色，

下體白色，尾淡灰色，頭黑中帶白，飛起時雙翼上舉成V形。 

    

七． 總結 

第十天遊紅山公園、巴扎市集。從烏魯木齊乘飛機到深圳再回香港。 

今次旅遊行程緊湊，天氣良好，團友和睦，導遊專業，餃子宴、蘭州拉麫、黃

河第一座鐵橋、嘉峪關、戈壁灘、戈壁灘數百隻黑鳶空中飛翔及其中一隻爪著

老鼠從車頭迎面飛過、鳴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火焰山、千佛洞、葡萄溝、

交河古城、坎兒井、天山天池、南山牧場、全羊宴、無核葡萄、西瓜、蜜瓜等

美景美食令人再三回味，「甜品」是三十多種鳥種： 

 

(1) 白鶺鴒 (2)黃鶺鴒 (3)灰鶺鴒 (4)大白鷺﹝深圳﹞ (5)黑鳶 (6)家燕 

(7)小白腰雨燕 (8)金腰燕 (9)大嘴烏鴉 (10)喜鵲 (11)八哥 (12)樹麻雀  

(13)山麻雀 (14)家麻雀 (15)遊隼 (16)燕隼 (17)禇紅尾鴝  

(18)漠﹝即鳥﹞ (19)大斑啄木鳥 (20)灰斑鳩 (21)珠頸斑鳩 

(22)棕背伯勞 (23)黑額伯勞 (24)紅尾伯勞 (25)灰伯勞 (26)原鴿 

(27)巨嘴沙雀 (28)緃紋腹小鴞 (29)白頭鷂 (30)烏鶲 (31)紅隼 

(32)紅額金翅雀 

(白頭鷂 – 南山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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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國華 

  200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2 時，長榮航機徐徐降落臺北桃園國際機場。3 時

多才辦妥通關手續。因辦手續人龍過長延誤了出關，出到機場外，臺北市野鳥

學會陳道揆〈解說員〉來接我們，他呆等了兩個鐘頭。 

  5 時左右，車子到達我們入住的酒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中心環境清

潔及井井有條，非常舒適，房間不大，正合我們心意。此地交通方便，在圓山

飯店的山腳下。去士林夜市徒步約 20 分鐘，交通非常方便，離捷運〈即地鐵〉

不遠。 

  傍晚 6 時在中心大堂集中，是次博覽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觀鳥會代表，包

括美國、日本、菲律賓、斯里蘭卡、成都、新加坡、以色列及香港。我們齊坐

上一輛旅遊巴士到臺北市政大樓，會場各界傳媒早已在場守候。代表們分別入 

座後，臺北官方有關部門的領導分別作了簡短講話。講話完畢便進行自助晚餐。

同時彼此交換名片、互相交流有關賞鳥、開展推廣觀鳥……等等的心得，會場

洋溢著輕鬆及歡樂的氣氛，直至 9 時結束。 

（葉大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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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 6 時清早起來到旅館外觀鳥，見到白頭鵯、一群鴿子、數隻鸕鷀、

一大群〈有一百隻〉白腰雨燕。8 時車子抵達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我們把分配

給我們的攤位佈置好。利用空閒時間，我們輪流到會場各處跑了一圈，亦走上

二樓觀看坭灘上的雀鳥，從大型雙筒望遠鏡看到一隻埃及黑睘鳥（埃及聖睘鳥）、數

十隻牛背鷺和一隻豆雁。 

 

在攤位，不少臺北市民到我們攤位詢問怎樣去香港米埔保護區觀鳥，我們表

示熱烈歡迎任何人來香港旅遊，同時歡迎他們來米埔自然保護區觀鳥，並派發

“以自然為師”單張，以便他們和香港觀鳥會聯絡。由此說明通過今次交流彼

此增加瞭解，加強了溝通途徑，以利於今後互相更密切的交往。 

傍晚 6 時，我們徒步來到聞名已久的“士林夜市”品嘗這裡的地道美食，

蚵仔煎、臭豆腐、天婦羅、十全排骨等等…… 

11 月 12 日清早 6 時起床，天氣晴朗，到戶外賞鳥見到一隻火斑鳩。10 時

環繞關渡自然公園各個觀賞點走了一周，仔細聆聽各解說員的講解，從植物到

動物；從各類生態環境到水土的治理，例如：怎樣用製氧機把氧氣輸入水中，

以增加水中的含氧量，以利水中魚、蝦、蟹、貝殼和各種浮游生物的生長，解

說得異常詳盡。下午 2 時，為了更全面瞭解這塊濕地水質是怎樣淨化，我買了

一張門票〈50 元台幣〉進入“水磨坑溪”水質淨化設施參觀，由一解說員帶我

們參觀了各項設施，並一一作了詳細解說，設施是怎樣一步一步把水質淨化，

最後又是怎樣測量淨化後的水質到要求的水質。由此，再次說明，關渡自公園

的導賞員確實有一定的專業水準。 

晚上 7 時，各地觀鳥會的代表紛紛來到晚宴廳，臺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劉

新光先生作了簡短講話，隨後各代表作自我介紹。最後理事長發紀念品給每位

代。至此，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總算完滿降下帷幕。 

         

（葉大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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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一見的雀鳥遷徙壯觀景象   
                                              梁國華   

2006 年 11 月 13 日下
午 4 時 20，正當第五
屆紅耳鵯學員 完成在
米埔自然保護區實習
回程時， 在保護區入
口處右邊的幾棵樹上， 
有 很 多 絲 光 椋 鳥 聚
集，從遠處看好像一塊
一塊樹葉，大家都感到
有點詫異，當天傍晚看
來有點反常現象。我們
來到門口附近停留了
半個鐘。 仰頭凝望天
空，看見一批又一批的
絲光椋鳥在半空翱翔
後，朝著東南方向飛
去。每批至少有 4 至 5 百隻，約有十多批次，估計有數千隻絲光椋鳥
進行遷徙活動，場面非常壯觀，真是難得一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紅耳鵯服務簡報 
1.  海外遊客清晨觀鳥匯聚 
 除了為香港市民提供觀鳥導賞活動外，香港觀鳥會與旅遊發展局更進一步合作，向海外遊

客推廣清晨觀鳥活動，旅發局負責向本地接待海外遊客的旅行社及遊客推廣是項活動，紅

耳鵯俱樂部則負責邀請資深組員，負責輪流接待海外遊笿，活動已於十月正式開始。  接

待海外遊客人數  2006 年 10 月   共 6 次約 25 人，特此鳴謝孔思義先生協助訓練。 
2.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 
 由 2006 年 9 月開始的星期六及日，俱樂部成員正式為香港濕地公園提供義務觀鳥導賞活

動，組員主要在公園的觀鳥亭內架設單筒望遠鏡，向遊人介紹各種雀鳥，遊人透過望遠鏡

觀鳥也感到份外雀躍。 
3.  第五屆長者觀鳥義工培訓班 
 為了讓更多長者加入觀鳥導賞的義工行列，俱樂部已於去年 11 月舉辦第五屆長者觀鳥義

工培訓班，並由紅耳鵯俱樂部全力推行，是次訓練共有四次講座及四次戶外實習，及格的

參加者方有資格帶領觀鳥活動，最後有卅一位長者完成訓練，並獲頒發證書。 
4.  2006 年 7 月 22-23 日 在塔門島的碼頭放置展覽及派發單張，介紹燕鷗及其保育工作 
5.  2006 年 10 月 8 日  協助在四個公園推行“香港觀鳥日＂活動。 

（文權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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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公園 – 觀鳥好地方？ 
                                                                 黃麗儀 

有一天，鳥會的羅先生打電話給我問屯門公園

有沒有雀睇，我答：「有，唔多！」，跟住下面係我

哋嘅對答： 

「你最近有無去過？」 

「有，只不過去那裡逛逛，至於睇雀，係咁意望吓

啦！」 

「環境點樣？」 

「環境太差，好嘈！ 當日我係在下午 3 時半左右

行入公園。 行到橋邊，圍咗成班人在拉二胡。 行

過橋，聽到有人在拉小提琴，重有人拿咪唱歌添。經過池邊，遠望涼亭內

坐滿人，有鑼鼓聲傳出，原來有人在唱粵曲。屯門公園真係熱鬧呀！」 

「咁，你有無睇到 10 種雀？」 

「我答唔倒你！」 

 

兩天後，我到鳥會取單筒望遠鏡，準備星期五去九龍公園做導賞。羅先生叫我代

他打探一下屯門公園嘅情況，看看環境是否太差同太嘈，有無雀睇？ 我答應了他會去

公園打探打探，順便會數下有幾多種雀鳥。 

 

依照羅先生的話，我第二次來到屯門公園。那時候已是上午 11 時多，依照上次

走的路行入，就看到路旁的山坡有兩隻「黑領椋鳥」正在覓食，好似唔怕人。 沿著山

坡路上走，忽然傳來「格格」的聲音。「格格」竟然在這裡抬頭張望，聲音在高高的樹

上叫，但看不到「她」的蹤影。 行去橋旁邊，往日聚集成班人的地方，人群不見了，

沒有琴聲和歌聲。 我在橋上停留，看見一隻「白鶺鴒」在渠邊覓食，支支的叫，然後

見牠飛過另一邊的樹上。 過了橋，沒有人拉小提琴，池旁邊涼亭也沒有人在高歌。 

 

我曾聽朋友講，屯門公園側邊有一條渠，有大白鷺、小白鷺、夜鷺在那裡棲息，

還有鵲鴝、紅耳鵯、麻雀等種類很多，特別麻雀成群出動，在池邊飛來飛去。 原來路

旁邊留下一些遊人帶來的食物，引來麻雀覓食。 如有遊人行近，麻雀就飛到池邊的柳

樹上。 

 

屯門公園鳥類數目多，同樹木有密切關係。 公園當局用保育野生雀鳥自然生態的

方法，進行園藝保養。 少用化學劑，盡量種植有花開和會結果的樹木，並且避免修剪

樹木，以保存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屯門公園環境好，池塘又大，樹木又高，確是雀鳥的棲息好地方，也是睇雀的好

地方。 

（葉大維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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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白頭翁」遇上「紅耳鵯」 

                       葉大維 
「白頭翁」是臺北最常見的鳥兒，亦是「臺北市野鳥學會」屬下一個長者自然導

賞義工小組的名稱。  

 

十一月十一及十二日，楊莉琪、梁國華和我代表「香港

觀鳥會」出席一年一度的「2006 臺北國際賞鳥博覽會」，地

點依舊是「關渡自然公園」。這裏，我們首次與「白頭翁」的

主席匡憲初女士相遇。經簡單介紹後，發覺彼此的名字不但

相似，工作性質也十分接近，大家都感到非常有趣味。為此，

梁國華和我在「博覽會」完結後，與匡女士再次見面詳談，

交流彼此在服務及活動等各方面的經驗，認為有加強溝通的

需要，並探討組織一次聯合觀鳥活動的可行性。為增加彼此

的瞭解，以下是我臚列一些兩個組織的主要異同： 

 白頭翁俱樂部 紅耳鵯俱樂部 

所屬機構 臺北市野鳥學會活動組 香港觀鳥會教育及推廣委員會 

組織性質 長者自然導賞義工團 長者自然導賞義工團 

參加者資格 必須是臺北市野鳥學會會員 (成為

會員義工需參加為期約 11 個月的

訓練和實習) 並自願加入小組；沒

有年齡限制。 

55 歲以上曾接受「紅耳鵯」舉辦的自

然導賞訓練 (課程包程鳥類認識、觀鳥

與導賞技巧、實習)並承諾參加義務工

作；無須是「香港觀鳥會」會員。 

成員人數 約 22 人 超過 120 人 

成立至今 約 10 年 約 4 年 

定期主辦公園及野外自然生態導

賞活動 

定期主辦公園及野外觀鳥導賞活動、

預約旅客觀鳥導賞 

舉辦觀鳥導賞訓練、編製定期通訊、

協辦各類社會服務及觀鳥活動 

服務範圍 

參與管理支援關渡自然公園及芝山

文化生態綠園 

舉辦內部講座及聯誼活動 

可見「白頭翁」採用精兵制，團員經長期間訓練，工作著重學術知識運用和傳遞。這

位老大哥久經歷練和風浪，對各方面的沖擊都能應付自如。而「紅耳鵯」則人多勢眾，

以聯誼及訓練活動來凝聚向心力，並以基礎訓練知識向長者推廣觀鳥樂趣。「紅耳鵯」

雖然充滿朝氣地發展，但經驗尚淺，應該向老大哥多多學習。 

匡憲初女士（左）與梁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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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觀鳥導賞 

香港公園 – 逢星期三上午 8:00 至 10:00  集合地點：香港公園溫室 
九龍公園 – 逢星期五上午 7:30 至 09:30  集合地點：九龍公園拱廊 (麥當奴餐廳門口) 
 

2007 年２月至６月份活動： 

日期 領隊 活動/集合時間及地點 時間 難度 

１月６日(六) 盧耀濤 

周鴻輝 

尖鼻咀  

08: 30 天水圍天澤廣場 

08: 30 - 13:00 

 
XX 

２月３日(六) 盧耀濤 

周鴻輝 

城門郊野公園  

08: 00 荃灣地鐵 恒生銀行

08: 00 - 13:00 

 
XX 

４月１４日(六) 黃潮樞 

韓 蘇 

香港仔水塘 

0800 中環地鐵 B 出口恒生

銀行 
08:30 - 13:00 XX 

５月５日(六) 蔡松柏 

周鴻輝  
   

大埔滘  

08:30 大埔滘公園仔集合 08:30 - 13:00 XXX 

６月２日(六) 洪禮鏞 

鄧永成   

薄扶林水塘  

08:30 中環大會堂皇后碼頭 
08:30 - 13:00 XX 

 

 

香港觀鳥會紅耳鵯俱樂部委員會委員 

主席：梁國華  副主席：黃潮樞   秘書：鄭金源  

委員：蔡松柏(總領隊) 陳季伯(總編輯)  

領隊組長： 蔡松柏  黃麗儀  韓 蘇   吳仁娜  洪禮鏞  文權溢 

編輯小組： 陳季伯  孟沛文  黃 方   陳志強  李秀明 

通訊記者： 梁潔貞  劉成坤  周鴻輝            

關懷小組： 梁國華  孫亮  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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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6 年 觀鳥義工培訓班: 有 31 名學員参與 

 

 

（二）五週年聚餐 （11 月 30 日）:  

約 100 名會員及嘉賓参與 

 

 

 

 

 

（三）聖誕攝影活動（12 月 19 日）: 有約 10 名會員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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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鳥蟲魚展  

（12 月 22 至 27 日） 

 

 

 

 

 

 

 

 

 

 

（五）九龍公園青觀鳥英語導賞  

 

 

 

 

 

（六）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