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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1 -10 日)   

文： 駱俊賓 圖：文權溢、黃瑞芝 

 
 
 
 
 
 
 
 
 
 
 
 
 
 

是次觀鳥團由文權溢和黃瑞芝加上 10 個紅耳鵯的團

友組成，目標是看到台灣的 23 個特有鳥種。這次旅程由

一個台灣領隊和一個鳥導帶領。  

 
旅程自中午飛機降落台北桃園機塲開始。 下機後，

立刻乘預訂客車南下台中直上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團

友第一次見到顏色鮮豔的五色鳥和雜色山雀，都非常

雀躍。 之後多天都在台中的 2,000 至 3,200 公呎山區 
(大雪山、小雪山、合歡山等等) 渡過。 好鳥陸續出

現，在大雪山見到名聞遐邇的藍腹鷴伉麗和帝雉伉

儷，能夠在不太遠的距離清楚地看到他們美麗的身

影，令人喜出望外，而台灣其他的特種鳥類如酒紅朱

雀，栗背林鴝，黃山雀，棕腹藍仙鶲等，加上其他 

香港觀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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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鳥等不時盛裝花枝招展地出現在你的眼前。 台灣噪眉

更不怕人而隨處可見，最常見到的是冠羽畫眉、白尾林

鴝、白耳畫眉、紅嘴黑鵯和黃胸藪眉，山上不時雜上牠

們的歌聲，好不熱閙。 小剪尾竟然在一個山谷裡的小瀑

布找到。 從大雪山轉到合歡山途中，我們先從大雪山下

山到埔里，放下我們前期鳥導許長生。 許先生因有要

事，須要返回台北老家，之後換上我們的後期鳥導蔡牧

起。 蔡老師借在埔里的機會，帶我們到附近公園走走，這

裡我們竟然看到朱鸝，黑冠鳽和黑枕王鶲等。之後再驅車上

清境農場，經中橫公路上合歡山。 在山上沿途觀鳥，團友

們看到體形細小的而尾巴豎起的鷦鷯，火冠戴菊鳥興奮時彈

鮮紅色的冠羽，都嘆為觀止。 山區氣候變化很大，尤其是

現今的黃梅季節，有兩天雨勢稍大，「好難頂」！氣溫約 10 - 
13 度，大多數時間霧很大，偶有太陽，看到宏偉的崇山峻嶺，

可惜看到機會不多。 

 
 
 
 
 
 
 
 
 
 
 
 
 
 
 
 

渡過五晚的山區生活後，我們之後有三晚在平地
(花蓮、台東、台南)留宿。 我們經中橫公路下山到花
蓮途中，順路經天祥、太魯閣。 一路盡情欣賞這一帶
聞名的風景區，烏頭翁已悄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到
達花蓮，我們看到一隻白化了的小鸊。 在台東我們
也看到環頸雉，小毛雞，小雲雀，金頭扇尾鶯，和小量
的水鳥等。 花蓮和台東都很純樸和寧靜，令我有世外
桃源的感覺。 在台南我們看到斑腰燕，而絕大部份的
水鳥紀錄，都是在台南嘉義沿海濕地看到的，水鳥大致
和香港相似，不過黑腹濱鷸較多。 

 帝雉雌鳥(文權溢攝) 

黑冠鳽 (黃瑞芝攝) 

棕頸鈎嘴鶥 (文權溢攝) 

鷦鷯 (黃瑞芝攝)

棕腹藍仙鶲 (黃瑞芝攝) 

黑枕黃鶲 (黃瑞芝攝) 

帝鴙雄鳥 (文權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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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再從台南上阿里山，並在山上一間

民宿渡過我們這次旅途最後一夜。 民宿的主人帶

我們去一個有台灣山鷓鴣經常出現的地方，並且

安排我們在一個隱蔽的帳篷內等待牠出來覓食。 
安靜耐心地等待約 45 分鐘，漂亮的牠終於出現，

是很好的回報。 黃昏時在民宿門前看到台灣夜鷹

在頭頂飛來飛去，又整夜都聽到領角鴞在呼叫。 
一覺醒來，清晨繼續在阿里山一帶觀鳥，我們看

到煙腹毛脚燕、煤山雀、黃腹樹鶯等等。 「埋齋」

一隻是白眉林鴝的公鳥！ 看到牠，台灣的領隊和

鳥導們都非常興奮，他們說白眉林鴝公鳥是非常

難見的，除了與台灣朋友分享喜悅，也感到幸運

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 之後約 11 時離開阿里山，

驅車 5 個多小時直奔台北桃園機場，結束十天台

灣環島觀鳥之旅。 

 
這次觀鳥旅程，每天出發時間是早上 05:30 或 06:00。 早餐和午餐大多在野外享

用，晚上 18:00 返回酒店，對我們平均 60 多歲的長者的體力是一個考驗。 台灣的酒

店或民宿都有 WIFI，非常方便，設備也很好，滿意。 總括來講，這次旅程台灣領隊

安排得相當滿意和順暢，鳥導經驗豐富，許多目標鳥出現的地點，他們都瞭如指掌，

而幸運一直在我們身邊，很多目標鳥都不用花太多氣力便可見到。23 種台灣特有鳥

中，只有 5 種因衹聽到聲音或未被清楚看到而不計入紀錄，而台灣藍鵲全程未見，因

牠的活動只在台灣北部，不在我們今次的旅程範圍。 全程共記錄到 150 種鳥，其中林

鳥 103 種，水鳥 47 種。 

 

雄藍腹鷼 (黃瑞芝攝) 雌藍腹鷼 (黃瑞芝攝) 

台灣山鷓鴣 (黃瑞芝攝) 

白眉林鴝 (黃瑞芝攝) 

黃胸藪鶥 (文權溢攝) 玉山噪鶥 (文權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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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考儀 

 

Bill 兄送來陸層好攝影展邀請 e-mail；我認識好姐，但「陸

層好」這大名就有些陌生了。 

 

攝影展前幾天在地鐵偶遇好姐，她欣然遞過邀請咭，啊！真

是失敬和失禮了。 如此緣份，我就沒有藉口錯過展覽了。 

 

5 月 20 日中午到達元朗劇院展館，只見好姐精神飽滿、笑意

盈盈的迎上來。 原來有不少紅耳鵯朋友都來捧塲呢！ 好姐作品

內容豐富，風景、人物和生態都充足，有不少出色作品，例如那

幅把相機上下揺動的相片便很有趣。 好姐的嘉賓簽名畫冊也很

別緻，它包括了所有作品，來賓就在畫冊上簽名，仿拂把自己的

足跡和親友的笑容都留住了。 

 

好姐有兒女陪伴，到處遊玩取景，這種福氣教人羨慕；

而這個會塲也由兒女親手佈置，這個展覽洋溢著家庭溫馨。

好姐說這些展品是涵括了過去六年的作品，她退休多年，很

想趁這個展覽與濶別已久的同事朋友聚舊，只見整個下午好

姐都忙著招呼親友，她是多麽樂在其中了！ 

 

我們常用「更上一層樓」祝別人作品有更好佳績，但我似乎在好姐的名字上看到那份心

滿意足的智慧 ! 我為好姐今次展覽喝采也期待她另一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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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碧雄 

跟隨紅耳鵯師兄姊們觀鳥半年，發覺很多樂趣原來分文不用花，只需要舉起雙筒

望遠鏡，或借用單筒，便可以目不暇給。 像那天早上在家附近公園，竟然讓我看見白

鶺鴒兩次，雖然只是一閃而過，但都好像突然看見偶像出現一樣開心。 
 
又發覺獨個兒往米埔，跟大伙去有很大分別。 因為四周無人，在四月底仍然可以

在禁區外圍看到三十鳥種以上。 而且牠們都沒有戒心...... 白胸苦惡鳥、灰背椋鳥等，

都變成馬路上的走地雞。 我亦能在一米距離内用雙筒看純色山鷦鳥 5 分鐘，牠邊唱邊

左右擺動跳舞，而且合拍子的！ 所以我上癮了！ 一連去了三星期。  
 
五月初，在城門谷公園見一特别小的未成年夜鹭，身體支撐在一枝蓮葉柄上，專

注地凝望著池水覓食，是牠的第一次嗎？ 但未有看到媽媽在附近打氣，不過牠真叻

仔，先後抓到兩尾極小的魚兒，看牠吞食大一點那條時，尾巴末端要用力伸展來幫忙，

吞幾次才吞入肚，真擔心牠被咽著。 
 
5 月 5 日一行 8 人跟娜姐在香港仔公園觀鳥，全部鳥兒都是從樹上找出來的。 另

一天我自個兒去，整個燒烤場只有兩人，看褐翅鴉鵑及大嘴烏鴉，就不用抬頭找了，

因為牠們已放心公然轉往地面上活動，讓我看個夠！ 
 
前兩天傍晚去深圳園博園，目的是看看蝴蝶及蜻

蜓，以為在國內不容易見到多少鳥兒，竟然讓我看到

八種香港常見的公園留鳥，簡直令我喜出望外，上次

去香港公園還没有那麼多鳥！ 有興趣的朋友可乘深

圳羅寶綫地鐵，僑城東站 C 出口便可。 裡面有幾個不

那麼人工化的小湖泊，花草林木多，但人少，值得一

看。 
 
現在有十多種鳥兒對於我已没太大的吸引力，因為是每星期都見到牠們，少了那

種雀躍、心動，甚至震撼的感覺。 不禁對昔日的後宮佳麗同情起來，也比較理解當皇

上的心態。 話雖如此，實力派如小翠等還未有被我打入冷宫呢！ 我們觀鳥相對於去

迪士尼樂園，像進食原汁原味東西相對于食精製食品，有綠色及環保的感覺，不用調

味。 再加上看到花叢中色彩繽紛的蝴蝶，公園內翠綠的春葉或橙紅色的秋葉，和顏色

鮮豔的花卉，一些更發出香味。 所以我現在經常愛掛上雙筒鏡，進行我的綠色活動，

省回很多外遊「洗費」。 唯一不好就是皮膚被曬黑了！ 但也吸收多了維他命 D，對

骨骼有好處，有失必然有得嘛！ 
  



紅耳鵯俱樂部                                    6                                  第 31 期通訊 

香港觀鳥會紅耳鵯俱樂部委員會委員及工作人員 

主  席：蔡松柏 副主席(內務):黃潮樞  副主席(外務):文權溢
秘  書：鄭金源  
顧問委員：梁國華 
委  員：葉大維（總編輯） 陳季伯  鄧永成  梁浩熾   
組  長：文權溢  蔡松柏  鄭耀寰  黃潮樞  吳仁娜  黄瑞芝 
編輯小組：葉大維  陳志強*   
通訊記者：梁潔貞*  劉成坤*  周鴻輝*  
關懷小組：梁國華  孫 亮*  曾 華* 
（註：*表示是工作人員） 

 
隨著義工培訓班結業，我三月中在一些資深的師兄姊們帶领下開始到濕地公園觀

鳥屋當觀鳥義工。 初時有些疲倦，後來便習惯了。 其實只要熟識體型比較大的和幾

種漂亮標緻的鳥兒已經足夠你行走江湖了。 未曾「有客到」時可自己尋找稀有鳥兒練

習及自娛。 在那里有時會遇到些趣事：如有一次，一遊客通過我們調校好的單筒看黑

臉琵鹭，很開心，連聲說：「嘩，呢個錄影好靚呀！」 全部人都忍不住笑起來，我於

是指出鳥兒就在泥灘不遠處，肉眼也可看到，但小得多；另一次見蒼鷺，我打開雙臂，

說牠展翅時，可以有一米幾闊，她望著我，說：「吓！咁巨型？」，我才發覺自己沒

有蹲下，忙蹲下，說：「不超過一米高」。 
 
我現在生活充實了！ 在這裡由衷感謝當年紅耳鵯各發起人，設立這長者觀鳥俱樂

部， 把快樂帶給我們！ 

 

 

 

                                                圖文:  黃潮樞  

《年年歲歲花常在，歲歲年年人不同》，這句詩詞令人十分傷感，

使我想起，近三年來，體弱多病的組員相繼離世，感慨萬分！ 回顧

2004 年 1 月 7 日，我組在中區明愛長者中心推廣觀鳥期間，一位男長

者提問『雀鳥會否雜交?』 問題相當複雜有趣，在場男士無一不嘻嘻

大笑，女士們卻感尷尬。 後來這位長者，參加為第三期導賞培訓學

員，他就是早前身故組員「黃國慶」。 這位組員退休前任職銀行經理，

為人風趣有禮。 多年來因健康問題屈居老人院，最近終敵不過病魔

而離開我們，邁向極樂世界。 安息吧！  

    
 
 
 
 
 
 
 
 
 
 
 

黃國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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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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園人工湖邊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2012/9/5 2012/9/12 2012/9/19 2012/9/26 2012/10/3 2012/10/10 

2012/10/17 2012/10/24 2012/10/31 2012/11/7 2012/11/14 2012/11/21 

2012/11/28 2012/12/5 2012/12/12 2012/12/19 2012/12/26 2013/1/2 

2013/1/9 2013/1/16 2013/1/23 2013/1/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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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池門口)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 - 2012/9/7 2012/9/14 2012/9/21 2012/9/28 

2012/10/5 2012/10/12 2012/10/19 2012/10/26 2012/11/2 2012/11/9 

2012/11/16 2012/11/23 2012/11/30 2012/12/7 2012/12/14 2012/12/21

2012/12/28 2013/1/4 2013/1/11 2013/1/18 2013/1/25 - 

 

野外觀鳥導賞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三組 2012/9/1 大埔滘 0800 大埔滘松仔園公園仔停車場 

第四組 2012/10/6 香港仔水塘 0800 中環港鐵站 B 出口恒生銀行 

第五組 2012/11/3 尖鼻咀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第六組 2012/12/1 塱原 0800 上水港鐵站大堂近美心快餐 

第一組 2013/1/5 尖鼻咀 
080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 
   (面對輕鐵天逸站的門口) 

 

工作簡報:  
香港公園– 2012 年 3 月至 2012 年 7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391 人次 
九龍公園– 2012 年 3 月至 2012 年 7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744 人次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務–2012 年 3 –4 月，共有 61 人次出席導賞服務 

九龍公園交收望遠鏡可電: 2724 3344 請寫字樓聯絡保安前來簽收



紅耳鵯俱樂部                                    8                                  第 31 期通訊 

 
 
 
 
 

九龍公園 3 月 16 日 (星期五) ((梁浩熾) 
灰濛濛一片的晨曦，濕滑的四周園境，凝聚了 44 個中外人士前來賞鳥； 或是延

續(鳥共樹)課題的學員前來實習。 早上公園所見的鳥共有 19 種 - 亞力山大鸚鵡和紅

領綠鸚鵡結伴同站於一枝上，在鏡下很容易比較它們的差別；稀客-大白鷺-安詳棲息

在水池邊樹頂的一角和夜鷺為伍；鳳頭鷹則佇立在高高的羅漢松樹頂傲視一切。 Peter 
Chan 順應回答學員提出有關鷹的問題，並答應日後可給學員一次講座，以增深認識，

立刻嬴得陣陣掌聲。不甘被遺忘的褐翅鴉鵑立時在池邊的竹樹上現身，引得眾人關注

追視。 時間剛好九時半，各人都懷着滿意和興奮的心情完結了今天的賞鳥。 

 
香港公園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 周秀如 ) 

今天當值，一早到達池畔。噢！原來早有一位來自蘇格蘭凡女士在等候，鳥會的

活動真是馳名中外啊！ 今天看到的鳥種不多，只有一些十分常見的留鳥及兩種落地生

根的非原居民 --- 小葵花及紅領綠鸚鵡，正好利用空閒時段跟她分享一些牠們的來由

及放生雀鳥對牠們及原生生物的影響，在旁的一位遊客也感嘆近年的蝴蝶數量少了，

大家談談人類活動對其他生物生存空間的威脅，及環保的重要性，就這樣過了一個愉

快的早上。 

 
香港公園 201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三) (林景宜、何立人 ) 

大水池邊，麻雀如常三五成羣在地上跳躍；三四隻黑鳶神出鬼沒在高空盤旋；小

葵花鸚鵡拖著沙啞嘈吵的慘叫聲，劃空追逐而過；六七隻黑臉噪鶥穿插在海芒果白花

綠葉叢中吵鬧；紫嘯鶇稍縱即逝；三兩隻黑領椋鳥，間或出現在你眼前的空間，飛竄

到老遠的樹梢，引頸放縱地噪吵。 當然少不了紅耳鵯們，在池邊啄食遊人扔下的麵包

塊。最後飛來一隻肥胖的夜鷺，口中夾著一尾鮮魚，站在水邊石塊上，慢慢費勁地反

覆著魚的頭尾，運用渾身解數，計劃如何把獵物吞噬，終於經過多次引頸呑吐，才把

活魚運進肚裏。 相比下，小葵花鸚鵡的嘴喙利害無比，從兒童遊樂遠眺，見到牠們用

彎彎的小咀在樹上啄撕數次，瞬息間已把粗大的樹枝啄掉下來。 附近還有珠頸斑鳩，

一雙對歌的鵲鴝，三數隻比麻雀還要小的大山雀在枝頭閃躲。 我們善用帶來的單筒望

遠鏡，好讓觀鳥參與者共同驚嘆夜鷺進餐的珍貴過程。 觀鳥參與者均認同，公園觀鳥

是一項怡情養性的活動。 

 
九龍公園 6 月 29 日 (星期五) (梁業發) 

因為是首次參與觀鳥會的導賞活動，所以在正式活動前我做了不少準備。 在活動

當日，由於不少參加者對觀鳥已有一定認識，因此相較於單向導賞，當天的活動更偏

向互動形式的研究分享。 整個觀鳥過程為時約兩個小時，總體而言，活動十分成功，

我和一眾參加者均盡興而回。 當時除了本身的參加者外，還有不少市民沿途加入我

們。而他們大多對我們的活動是否收費感興趣。 當得知我們的活動免費後，全都加入

一起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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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燊 

 

2012 年 6 月 13 日紅耳鵯舉辦了的一次參觀活動，地點是位於西貢蕉坑的「獅子會自然

教育中心」。 當天早晨，冒著毛毛細雨步出家門，懷著上天會放晴的期望踏上小巴，可惜事

與願違，一眾人等到達目的地時，大部份人都變成半隻落湯雞。 當日參與活動的長者有 40

多人，集合後，導賞員蘇小姐開始介紹當日的行程。  

 

隨著參觀第一站是昆蟲館。 由於館內的蝴蝶受

到保護，蝴蝶種類又多、又大、又美麗。 從短片中

看到蝴蝶的一生要經過四個完全變態過程，當中包括

卵、幼蟲、繭、成蟲。 各人都看到非常投入。至於

其他的昆蟲標本，蘇小姐也作了簡單的介紹。 第二

站是農館，在這裡，我們認識到優質農作物的標簽。

又參觀一個小型温室，室內正在種著車厘茄。 第三

站是認識岩石，岩石徑上擺放著沉積岩和火山岩的樣

本多個，導賞員作逐一的講解。在圖片中介紹海岸公園的六角柱石、印塘六寶等景點，當中

包括有紙、筆、墨硯、印章、筆架和羅傘。 最後進入漁館，導賞員講解拖網漁船怎樣破壞海

床而引至漁業漸衰落，漁民轉型到養漁業實踐「優質養漁塲計劃」。  

 

下午一時了，各人選擇自己的喜好自由活動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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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麻鷹」講座，深入講解有關知識並
分享他的鳥類拍攝經驗，使與會者得
益不淺，委員會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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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鳥類圖鑑、香港及華南鳥類、猛禽觀察圖鑑) 

 
資料整理：葉大維    圖：邱漢平、黃瑞芝、劉巧儀、葉大維 

 
 

根據《猛禽觀察圖鑑》的定義，「猛禽 (Raptors, birds of prey)： 在分類上屬於隼

形目 (Order Falconiformes) 的鳥類，用最通俗的名詞來解釋, 就是泛指「鷹隼」這一

類的鳥。 由於常見的猛禽種類相當多，本文只搜集了「紅耳鵯」成員手頭有這類猛禽

相片及飛行輪廓圖的資料，包括：鶚科Pandionidae、鷹科Accipitridae 及隼科 Falconidae 
(分兩期介紹)，以最常見的次序排列，作為入門認識。 飛行輪廓圖中的飛行剪影包含

下列資料：展長比：翼展相對於體長的比值；尾翼比：尾長相對於一邊翼長的比值。 

 
1. 黑鳶(麻鷹) (體長：58-69cm；翼展：150cm )  2. 鳳頭鷹(體長：40-46 cm；翼展：70-85cm)  

(邱漢平攝)                             (葉大維攝) 

 

 

 

 

 

 

 

 

 

 

 

 

 

 

 

 

 

 

香港最常見的猛禽，全身大致深

褐色，耳羽深色。 經常在高空

盤旋，初級飛羽分開像手指；尾

末端開叉，可以此和其他猛禽區

別。 

中型猛禽。 雄鳥深灰褐色，胸、

腹有褐色橫紋。 飛行時翅膀短

圓，次級飛羽較長成圓弧狀，白

色尾下覆羽突出，有時會抖動雙

翼展示。 雌鳥和幼鳥羽色偏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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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鵟 (體長：54cm；翼展：122-137cm)    4. 鶚(魚鷹) (體長：55-58cm；翼展：145-170cm ) 
(黃瑞芝攝)                         (黃瑞芝攝) 

     
 
 
 
 
 
 
 
 
 
 
 
 
 
 
 
 
 
 

 5. 白腹海鵰 (體長：75-85 cm；翼展：180-218cm)  6. 蛇鵰 (體長：51-71 cm；翼展：126-150cm)  
    (葉大維攝)                             (劉巧儀攝) 

 

 

 

 

 

 

 

 

 

 

 

 

 

 

 

 

 

 

中型猛禽，全身大致褐、白兩色，頭、頸至下

體白色，粗黑貫眼紋由嘴基伸延至枕部，胸有

黑橫帶，翼面近黑色。常停留在淺水處木樁

上，覓食時會在水面定點振翅，俯衝而下捕取

獵物。魚鷹很少鳴叫，飛行時偶爾發出輕柔的

「丟丟丟」數聲短促連音。 

大型猛禽，飛行時黑白分明，容易

辨認。 嘴黑色，成鳥頭、頸至下體

及尾羽白色，初級飛羽黑色，有楔

形尾。 滑翔時雙翼稍為舉起成 V
形，間中停棲在樹上，靜立時上體

灰 白 色 ， 叫 聲 為 急 促 的

「ad-ad-ad-ad」響聲。  在香港繁

殖，喜在偏僻海岸的樹上築巢。 

 

 

中型猛禽，羽色多變，深淺不

一。 全身褐色，下體淡黃色，

有淡褐色縱紋； 飛行時翼圓而

寬，尾部呈扇形。 翼尖黑色，

翼底淺色，翼角有黑斑。有時站

在枯樹或電燈柱上。 

 

中型猛禽，飛行時飛羽及尾端有

明顯的淺色橫帶。 站立時可見獨

特的冠羽，後枕和腹部有白色斑

點。 盤旋時翅膀呈淺 V 型，高空

盤旋時發出多節嘯聲，遠處也可

以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