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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錦翠

 
  丙申年正月十二日(2月19日)
的猴年新春團拜及3月30日的“目
標150＂聚餐，都是紅耳鵯組員難
得聚首一堂的機會，大家把握時間
來個合照，留下美好回憶。聚餐當
晚，觀鳥會劉偉民主席送出十數份
名貴又實用的禮物供抽獎，為活動
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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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柏  葉大維 

 

精英盡出紅耳鵯  揮汗尋鳥力不疲  八十九位同舉鏡   
百五目標貼距離  希望明年再努力  同心合力齊達標 

 
  為響應香港觀鳥會每年舉辦
的觀鳥比賽，2015 年 12 月份紅
耳鵯委員會議議決，籌辦在 2016
年 3 月 30 日(星期三) 為紅耳鵯
義工服務隊員舉辦「目標 150 普
查」觀鳥活動，並於當晚舉辦聯歡
晚宴。 
 
  紅耳鵯義工服務隊員以「目
標 150」為題參與活動，目標是希
望能在同一日內的觀鳥活動，紀
錄達到 150 種雀鳥。 在 2014 年，

以 100 為目標，我們成功超越錄得 114 種雀鳥，並於 2015 年增加到 130 的記錄。 
今年以普查的方式進行希望令記錄能更進一步。                                  

 
  這次活動由組員自行組隊，先行點算家居附近的品種，
然後再分頭去熟悉的觀鳥點觀察、記錄經確認的雀鳥品種。
每隊組員當完成每一個地點後，即時連同成員相片，把紀錄
結果利用手機通訊傳送。 透過活動，我們希望：            
1. 以觀鳥普查為媒介，認識家居附近的鳥況，推廣給身邊的

人；  
2. 集結大家的努力，達到目標 150 這個指標；  
3. 支持及響應香港觀鳥會的鳥類保育及教育工作； 
4. 晚宴相聚，以鳥會友。 

 
  2016 年 3 月 30 日，活動當日天朗氣清，共有 89 位參加
者以小隊形式分頭向 33 個地點出發。參加的組員新舊各佔一

半，顯然達到舉辦活動的目的。累積結果，經刪除重複點算的鳥種後，共錄得 124
種，其中 50 種屬「留鳥」。 屬「非留鳥」(候鳥、過境遷徙鳥、迷鳥及偶見鳥)
則共有 74 種，即「留鳥」與「非留鳥」的比例為 4 : 6。 
 
  正如大家所料，「新界西」因該區有「米埔」的關係錄得絕大多數鳥類 108 
種，其中約有 63% 屬「非留鳥」。 這個有趣的情況，在市區「留鳥」與「非留
鳥」的比例 7: 3 卻剛剛相反。                    
 
  舉行活動當日，出現在普查地點次數最多的品種當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紅

耳鵯、珠頸斑鳩、鵲鴝和白頭鵯。 可惜的是，我們期望遇見的鳥類，例如：山
斑鳩、火斑鳩、扇尾沙錐、針尾鴨、蛇鵰、黃腰柳鶯、鳳頭鷹和藍翡翠等，卻未
見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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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耳鵯開創了長者自行舉辦鳥類普查活
動，由於資源、能力和學術水平所限，所得數
據資料顯然較為粗疏，但團結精神卻再一次得
到發揮和體現，使這個艱巨任務順利完成。期
盼這可貴的團結精神能得以無限期延續下去，
使這項活動的成績，經過累積經驗，一年比一
年進步！    
 
 

 
 
 

 
 

 
 
 
 
 
150 150 150 150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150 150 150150 150 150150  

      

三月三十日目標佰伍隨想 

周振榮 

三月三十多高興    目標佰伍齊響應    家居附近搜鳥影    不管鳥蹤或鳥聲 

雙方核實求確認    組隊結伴往啓程    港九新界探究竟    天公造美天朗清   

結伴師姐與師兄    探尋港島區山徑    林地忽然傳異聲    灰背鶇兒露蹤影   

細心靜察觀動靜    隊友樂透皆高興    黑喉噪鶥終現形    枝幹躍動樂忘形   

千姿百態任君影    遊人歡笑喜盈盈    此刻活動亦暫停    收穫不算太豐盛   

點算鳥種待驗證    輕鬆歡笑享過程    笑語喜悅洗心靈    歡樂晚宴於荔景   

六席鳥友好心情    分享趣聞樂傾聽    卡拉 OK 伴唱詠    佳餚美酒多豐盛    

鳥會抽獎添高興    中獎鳥友樂盈盈    拍照留痕齊賀慶    歡樂晚宴笑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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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玉瓊 

  自從完成觀鳥會紅耳鵯俱樂部舉辦的觀鳥課程後，有感觀鳥活動是一項很
值得推廣的活動，而這活動無分年齡階層、祗要有興趣便可以參加，對每個年齡
組別的人士會發揮不同的效果。 
 
  例如小朋友，可以訓練專注力、學習欣賞大自然，從而明白一草一木都會影
響自然生態，把環保意識融入生活、擴闊視野、增加聯想力。對年青人及上班一
族而言，能偷得浮生半日閒、放下手上課本或工作，走入郊外，欣賞大自然、欣
賞花、鳥、蟲、魚，減減壓，對身、心、靈、健康一定有幫助，真是人生一樂也！
退休人士或年長的朋友們，藉著觀鳥可以結交一些有活力而喜愛大自然的朋友，
使退休生活增加一點色彩，何樂而不為？ 
 
  幾個月前，一
位師兄提議邀請我
一向服務的明愛中
心合辦觀鳥活動，
我立即讚成，與明
愛聯絡商討後，決
定舉辦一場觀鳥講
座、三場公園觀鳥。 

  
  講座當日，參
加者有退休一族、
亦有扶老攜幼的主
婦。我只負責支援，
但見講者講解十分
生動、清晰，透過講
座讓大家瞭解雀鳥與大自然的關係，令聽眾彷如置身郊外，我亦不禁神遊野外。
第一次參與向公眾介紹觀鳥樂趣的經驗還真不錯。 
 

**************************** 
 

 
編者按：去年十二月的『北區花鳥蟲魚展』，
紅耳鵯組員在超過一星期的展期內藉著做
襟章、填色遊戲等活動推動雀鳥保育訊息。
一對小兄弟戴上自己填色的貓頭鷹面具，
盡顯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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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敏中 

  新的一年開始，紅耳鵯俱樂部在一月七日假鯉魚門渡假村舉辦新年活動，約

有八十位組員參加，反應非常踴躍。 

  當天在早上九時十五分到達集合地點的時候，不少精神奕奕的組員已經到

達並圍着羅先生報到和領取通訊刊物，而天氣亦由初時的天陰逐漸放晴。大家走

進營地聽過簡介後，就開始參與多個熱身遊戲，包括拍手打招呼、模仿動作，最

後我們以尋找相同月份生日的方式來分組。遊戲後，我們就開始大搜索的簡介和

比賽，各隊都爭取時間跟着指示去尋找答案。比賽過程中大家都是活力十足且全

程投入，

是 誰 勝

出 也 不

重要了。 

  午

飯 後 大

家都去參加了不同的康樂活動。由於當天不是假日，户外康樂設施没有開放，但

渡假村內環境優美，鳥語花香，還可在茶座遠眺鯉魚門風景，所以大家都十分享

受這個環境，非常寫意。另外，亦有不少組員到了卡拉 OK 房一齊高歌一曲，促

進友誼。我們都十分享受這一天，並十分期待紅耳鵯俱樂部未來的活動。 

 

塱原及大埔滘觀鳥後感想 
羅仲軒  

  我們「中基三人組」十分幸運能夠參與塱原及大埔滘的觀鳥導賞，由觀鳥會

紅耳鵯俱樂部的成員帶領我們觀賞不少平時在市區看不到的雀鳥。我最深的印

象是在大埔滘看到一對赤紅山椒鳥在停

車場迎接我們，真是「樹上有雙鳥，翩

翩雄與雌」。總括來說，今次的觀鳥導賞

全賴文 Sir 的耐心指導及其他紅耳鵯成

員陪同，令我們有一個愉快觀鳥經歷。 

 

 [编者按:作者是中學生觀鳥賽參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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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員感想撮要 
 
香港公園  2015年 12月 2日（星期三）（陳鼎華） 

参與者中有兩位多倫多的遊客，有超過 30年經驗的資深觀鳥者。雖然身在旅途中，他
們仍然隨身帶備望遠鏡，留意雀鳥，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是多麽熱愛觀鳥活動。有一位
參與者是將近退休人士，他正在考慮日後的活動安排。我們向他介紹每星期的公園觀
鳥活動，他認同活動的好處，亦對雀鳥很有興趣。 
 
九龍公園  2015年 12月 4日（星期五）（勞榮斌） 

一位 IVE 女同學為了完成她的“生態調查”功課，老早跑來跟我們觀鳥，希望規劃出
一條調查路線；她邊走邊做筆錄，還挺認真呢。來自蘇格蘭的夫婦專程來找我們參加
活動；太太多年前在香港教授英文，此次重臨，特地跑了幾個觀鳥點。在知悉近年可
見的鳥類減少，她說蘇格蘭也有類似情況，並相信是因為農夫濫用除草劑造成的惡果。
夫婦倆欣然接受邀請，參加翌日的塱原觀鳥活動。 
 
香港公園  2015年 12月 9日（星期三）（吳勁昌） 

天陰有雨，公園遊客和雀鳥也比較平日少，亦令導賞工作倍添難度。在人流減少、雀
鳥稀疏的情況下，需要利用圖片、單張去介紹雀鳥。口述公園內常見或獨有雀鳥，如
香港公園小葵花鳳頭鸚鵡、紫嘯鶇及夜鷺，吸引遊人注意留下，帶出欣賞興趣。 
 
九龍公園  2015年 12月 11日（星期五）（黃秀英） 

一對來自台灣的年輕夫婦自備防震雙筒望遠鏡及攝影機參與活動，並分享了在台灣觀
鳥的見聞。林師兄介紹如何分辨白頭鵯及白喉紅臀鵯，梁師兄亦分享如何分辨夜鷺幼
鳥及池鷺。我亦請來了一對路過的晨運老夫婦觀看我們的單筒望遠鏡，他們半信半疑
的一看，就看到一對紅耳鵯，仿如發現新大陸一般，露出驚喜的笑容。 
 
九龍公園  2016年 1月 8日（星期五）（關合珠） 

在鳥湖，平時喜停留在湖中枯枝上的夜鷺不見了，原來職員在池旁清洗地面，用作清
潔的水散發出濃烈漂白水味。到雕塑園，在榕樹下，見有食環署九龍樹木組的大型車
及幾位工作人員在開工。榕樹附近冷清清的，不見雀鳥蹤影。園的另一邊，見有多隻
紅耳鵯及白頭鵯在樹林間飛來飛去，好不熱鬧呢。雀鳥們都是喜歡在不被滋擾的地方
活動。有幾位參加者反映平時有留意到義工們用單筒望遠鏡觀鳥，但未察覺到原來是
觀鳥導賞活動，還以為是私人性質的觀賞活動，建議會方考慮提供 A4 大小的活動展
示板，讓義工們可在現場展示或掛起，既增加吸引力，亦可宣傳觀鳥會和紅耳鵯俱樂
部。 
 
香港公園  2016年 1月 27日（星期三）（何家強） 

整個早上都是多雲有雨，幾隻小葵花鳳頭鸚鵡也很合作出來遙遠作伴，幫助我們向多
位遊人介紹。雨勢加大，我們轉移陣地到茶具文物館旁。由於天雨及低温影響，遊人
稀少兼且大多匆匆跑過，不願逗留觀鳥。早上最大亮點就是有幾隻紅嘴藍鵲在我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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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飛來飛去，又有一對黄眉柳鶯夾雜在一羣麻雀，在我們前面不遠處的草地上。牠們
忙碌地覓食，並吸引一位男士近距離為黄眉柳鶯拍照。接近十點的時候，很高興見到
有百多位高小學生跟他們的老師來到公園作大自然觀察的實習課。難得老師們沒有受
近日寒冷天氣影響而改變，使年青一代的成長不會被人詬病像温室的小花。事實上大
自然觀察是需要在不同天氣時段進行而不應單單只在風和日麗的時候進行。 
 
九龍公園  2016年 2月 19日（星期五）（關合珠） 

天陰。梁家永師兄帶備他設計及製作的精美觀鳥告示牌及可供拆除的索帶，以便把牌
掛上腳架，真細心！參加者中，有一位剛退休的男士專誠來觀鳥，他最近亦參加了香
港公園觀鳥導賞，並查問參加觀鳥會麻雀普查日的細節，隨行的梁組長亦詳細告知。
陸續有參加者加入觀鳥活動，他們多是主動過來，顯示了告示牌的效應。參加者對單
筒望遠鏡的清晰度都讚賞不已。有位女士查詢在何處可購買鸚鵡，因她的兒子想飼養，
真令我們啼笑皆非，只好勸喻她多帶同兒子外出觀鳥，讓他欣賞自由自在生活的雀鳥
會更有樂趣。 
    
香港公園  2016年 2月 24日（星期三）（蔡鎮權） 

在我們用單張講解和透過用單筒望遠鏡觀賞雀鳥時，兩位初次觀鳥及對雀鳥認識不多
的老友記都看得十分開心，表示對我們的介紹非常讚賞。這對一個導賞員來說是很鼓
舞的。當我們離開香港公園時，有幾位朋友幸運地看到一隻不常見的銅藍鶲，更即時
舉鏡拍下牠的優美型態。大家在歸家途中仍然興高彩烈地談著牠，盡興而歸。 
 
九龍公園  2016年 3月 4日（星期五）（陳美玲） 

天陰有微風，參與觀鳥遊人大多是路過感好奇，接受我們邀請從單筒望遠鏡觀看鳥兒，
並由我們簡介鳥兒的名稱和特點，分享一些有趣的鳥兒故事，以增添趣味，參加者很
享受當中的過程也都驚訝在市區公園看到這麼多和特別的鳥類。其中多位參加者是特
地來觀鳥且是全程參與。當中兩位是多次參加，由此可證明活動確能引起並培養參加
者對觀鳥的興趣。另一位年青女士則帶同相機攝鳥，她分享這是她第一次觀鳥，當透
過單筒望遠鏡清晰觀察到鳥兒的姿彩時，發出興奮的驚歎。最後一位是乘郵輪來港渡
假兩晚的美國男士，他是有經驗的觀鳥愛好者，曾來香港渡假兼觀鳥，他主動與大家
分享他相機內的鳥兒照片。 
 
九龍公園  2016年 3月 18日（星期五）（林寶華） 

今次是第一次當值，心裏很高興，但是天氣很差，大霧，間中還有些雨點，以為沒有
甚麼雀鳥可以看到。誰知牠們像上班一樣如常出現，紅領綠鸚鵡、黑鳶、珠頸斑鳩、
夜鷺及俗稱“毛雞”的褐翅鴉鵑等輪流登場，還有最精采的一幕是絲光椋鳥雀巢鳩佔，
霸佔了麻雀的巢。有兩位來自台北觀鳥會會員專程到訪，他們跟隨大隊在九龍公園穿
梭，煞是興奮。有機會和海外的前輩交流經驗，令我獲益不淺。 
 
香港公園  2016年 3月 30日（星期三）（梁少娟） 

很高興有一班由老師帶領的中學生興致勃勃來參加清晨觀鳥。他們曾經參加綠色大搜
查，所以對鳥類已有基本認識，例如紅耳鵯、樹麻雀、小葵花鳳頭鸚鵡等。很開心看
見年輕人參加觀鳥活動，希望他們能夠成為觀鳥大家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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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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7

2016/9/14 2016/9/21 2016/9/28 2016/10/5 2016/10/12 2016/10/19

2016/10/26 2016/11/2 2016/11/9 2016/11/16 2016/11/23 2016/11/30

2016/12/7 2016/12/14 2016/12/21 2016/12/28
 
 
九龍公園 – 逢星期五上午 7:30至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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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2 2016/9/9 2016/9/16 2016/9/23 2016/9/30 2016/10/7

2016/10/14 2016/10/21 2016/10/28 2016/11/4 2016/11/11 2016/11/18

2016/11/25 2016/12/2 2016/12/9 2016/12/16 2016/12/23 2016/12/30

 

 
野外觀鳥導賞 

2016年 9 月至 2016年 12 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六組 2016/9/3 鹿  頸 0800 東鐵粉嶺站 C出口   

第一組 2016/10/1 梧桐寨 0800東鐵太和站地下 64K巴士站 

第二組 2016/11/5 南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大堂近彩晶軒 

第三組 2016/12/3 大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大堂近彩晶軒 

 

工作簡報:  
香港公園 –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371人次 
九龍公園 –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598人次 
香港濕地公園 –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24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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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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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進修預告 
 

日期 項目 講者 

2016 年 5 月 6 日(五) 智能手機的應用 丘漢光 

2016 年 5 月 20 日(五) 手機和電腦的速成輸入法及應用(1) 曾少珍 

2016 年 6 月 17 日(五) 手機和電腦的速成輸入法及應用(2) 曾少珍 

2016 年 7 月 15 日(五) (暫定) 照片後期製作(執相)基本技巧 陳志強 

2016 年 7 月 22 日(五) (暫定) 數碼攝影初階 文權溢 

2016 年 7 月 27 日(三) 黃昏日落夜景實習(須交作品) 文權溢 

2016 年 8 月  5 日(五) (暫定) 數碼攝影進階 文權溢 

2016 年 8 月 19 日(五) (暫定) 你一言、我一語 - 溝通技巧 梁家永 

2016 年 9 月  2 日(五) (暫定) 手機 + 單筒拍攝 梁厚鍵 

 
備註:  除黃昏日落夜景實習外，上課時間及地點均為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在油麻地梁顯利社區中心三樓 

 

             

     徵 求 稿 件 

  本通訊歡迎所有組員提供觀鳥及或與
紅耳鵯活動相關的文章和相片。文章和相
片可電郵至 hkbws@hkbws.org.hk 並請註
明「紅耳鵯通訊投稿」；下期截稿日期為  
7 月 21 日。 
 
  委員會保留最終採用與否及刪改的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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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慧 

「嘩，好多孩子喎！」 
「還有帶著望遠鏡的導賞員!」 
「來探訪我們吧?」 
「是嗎？今天天色不好，可能會下雨，我家的寶寶還在巢中睡覺呢！」 
 
  孩子們剛進入公園內
已驚動了園內居住的雀
鳥，大家都瞪大眼睛，異
口同聲地談論著這一刻熱
鬧的情境。我們害怕人類
的活動會滋擾寧靜的生
活。香港公園雖然位於市
區內，但因為廣種樹木，
再加上園內的溪流、水池、
懸崖和瀑布，正好成為一
個適合雀鳥棲息的理想家
園。平日遊人不多，遊人
和雀鳥都是互相悠閒地觀
賞、各自活動，今天會有
甚麼活動呢？ 
    
  一會兒後，孩子們分成小組由導賞員帶領有秩序地在園內走動。站在枝頭上
的紅耳鵯妹妹聽到導賞員對著孩子們清楚地指導一些觀鳥規則- 
 
   「同學們，發現鳥蹤時，切勿高聲大叫，否則會嚇走鳥兒」; 
   「對，可以提起望遠鏡去觀賞牠們的羽毛顏色、形態和動作」;  
   「也可以用紙和筆記下鳥兒的名稱、數目和特徵」; 
   「切記不可以邊行邊觀鳥，也不可以用望遠鏡看太陽，很危險呢」! 

 
  孩子們安靜地四處張望
找尋鳥蹤，偶然見到枝頭上
有鳥兒，便高興地迅速舉起
望遠鏡專注地觀賞鳥兒的動
態。導賞員也帶備單筒望遠
鏡並且調校適當的角度，讓
孩子們輪流仔細觀賞鳥兒。 
「見到嗎？合起一隻眼睛，
用另外一隻眼睛便可以了。」
「羽毛是甚麼顏色呢？」「體
型怎樣？屬於大型鳥或是中

比賽冠軍隊伍－鳳溪廖潤琛紀念學校黑翅鳶隊

亞軍－九龍婦女福利會李炳紀念學校反嘴鷸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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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鳥？」「是呀，正在啄食果子呢！」 
   「有趣嗎？」 
 
  導賞員耐心地引導孩子們用單筒望遠鏡去分
享觀鳥的樂趣。   
 
  全身白色的小葵花鳳頭鸚鵡，還有豎起黃色
的冠羽，在一片綠油油的樹冠中顯得十分奪目，
孩子們在遠處的水池旁也可以容易地發現牠們的
蹤影，而且牠們又喜愛小群活動，更經常發出沙
啞的叫聲，很受遊人尤其是孩子們的喜愛。但是，
從導賞員的講解中，孩子們驚訝地瞭解到這群活
潑可愛的鳥兒竟然是人類的寵物鳥，更被過度捕
獵，而且都市化的發展引致大量樹林被砍伐，鳥
兒的棲息地大受破壞，現在牠們竟然是極度瀕危
的雀鳥，比大熊猫，黑臉琵鷺更稀少。孩子們聽
罷，都感覺到很婉惜呢！ 
 
  當天他們也湊巧地走近一個
樹洞，剛好碰上小葵花鳳頭鸚鵡
弟弟從樹洞中走出，並站在樹洞
外頑皮地啄咬樹枝，大伙兒便停
下來，好奇地觀賞。身旁的導賞
員也藉此和孩子們分享正確觀鳥
的態度。   
 
  「對啊，不要走得太近，要

留些距離，不要干擾牠
們」; 

 
  「鳥兒可愛嗎？你們喜愛牠們
嗎？那麼便要愛惜和保護牠們。回
到家，也要和父母分享愛護大自然 
的訊息⋯⋯」 
 
   大家齊心保育，人和鳥也能共享美麗的大自然啊。 
 

 

季軍－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麻雀隊 

銅藍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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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勇全 

  荔枝窩位於新界東
北，面向印洲塘海岸公園
和吉澳海，是一條歷史悠
久的客家圍村。除可觀賞
百花魚藤及空心樹外，更
可瞭解鄉村的歷史和建
築。400 年前，荔枝窩村
本是黃姓居民單姓大村，
其後曾姓居民遷入附近
梅子林開村。據村民曾先
生說，其先祖曾接待一位
將軍在村中留宿，二人非
常投契，其後將軍建議其
先祖遷入荔枝窩村，而將

軍作為先頭步隊，前往探視；其後獲得黃姓居民接納，曾姓居民便全村由梅子林
村遷入，荔枝窩村從此成為雙姓村落。  

 
  荔枝窩村是典型客家村落，由三條直街及九條橫街組成，外建一圍牆，圍牆
只有兩門，名曰“東門＂ 和“西門＂。據曾先生說，其祖先篤信風水，三與九
均為吉利數字，故只能建此規模及不得加建。由東
門直入，為第一直街，第三橫街為最早的一條街，
由黃姓居民建造，故黄氏宗祠位於此處。曾姓居民
則稍遲遷入，其宗祠位於第四橫街。從前“東門＂
主要接待賓客出入，並不常開；日常生活包括迎娶
媳婦入門、村民殯葬則由“西門＂進出。不過，此
規定已不再存在了。 

 
  初時村民生活非常艱苦，風水師提議建一圍
牆，方便聚財。圍牆建成後，村民生活果然得到改
善，旺財又旺丁。風水師解釋，因曾氏宗祠位於整
個村的中央，故能旺丁旺財，而黃姓居民反而人數
漸漸減少。由於曾姓居民人數越來越多，卻不能進
行加建，曾姓村民唯有分村遷往鄰近梅子林村、鎖
羅盤村等地，繼續繁衍。曾先生進一步解釋，荔枝
窩村初時遍佈荔枝樹，故名荔枝窩村。居民遷入
後，不知何故，荔枝樹全部消失，而梅子林村的梅樹也失去了蹤影。  

 
  村中現有的穩固建築物大多建於上世紀五、六十年代，一些舊建築物已經門
庭破落，殊為可惜。從一些舊建築上看到，因位處偏僻，村民就地取材；外牆用
濕泥把石頭層層疊疊建成，外層加水泥固定，後來因日久失修，外層剝落，內層

細葉榕包圍秋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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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土更因風吹雨打後被沖走，石疊石結構出現倒塌的危機。我們有幸到曾先生家
中進行家訪，看到原始客家居庭的模樣，矮矮的冲凉房建在屋的右邊，左邊則是
厨房，灶頭近門處有小空間放置柴枝，灶頭活門對着存放柴枝位置，方便加柴加

火。煙囪位於活門上方，方便疏散灶
氣，灶的上方則放置一大鑊，灶旁牆
上方則開一方洞，以作碗櫃。大廳中
央放置八仙桌、功夫凳，大廳另一面
還有三座位長木椅，方便接待客人。
大廳間隔後方是主人房間，在房間內
我們發現一個懸掛式還可以用腳搖
動的嬰兒搖籃，好像走進了一間客家
民居博物館。屋頂是金字塔瓦頂，其
中有數塊瓦片用玻璃取代，在未有電
力供應的年代作採光之用。  

 
 屋外是一條橫向長走廊，奇怪的

是每間屋的前右方都有一塊長方型石頭，一些平面，一些凹入刀片形狀，約 4 吋
乘 8 吋長，高約 3 吋。這些到底是甚麽東西？難道村民不怕不小心踢到石塊而
弄傷？曾先生解釋說，這些石塊原來是磨刀石，因以往家家户户務農，鐮刀、刀、
斧等大量工具都要保持鋒利，所以在屋前放置磨刀石，方便使用。曾先生其後帶
領我們參觀其中一個水井，這水井是村民主要食水來源。全村合共有三個水井，
村的左右方各有一個，方便村民取水。第三個水井則離村甚遠，位於碼頭附近，
村民取水極不方便。為甚麽村民要在碼頭附近開井呢？原來因荔枝窩村位處偏

僻，間中有船隻前來補給飲用水，村民為了方便船家，
便在碼頭附近興建水井。 

 
  我們一行人前往風水林，參觀古樹名木，看到百
歲的空心樹秋楓，它的樹幹中間被真菌侵蝕，因而出
現一個可以讓人藏身的大洞，但是秋楓依然可以生氣
勃勃地生長；另一棵秋楓雖然被細葉榕包圍，但幸運
地沒有被絞殺，仍然傲氣地橫視四方。村裏還有一棵
估計在開村時已存在的五指樟，樹齡超過 300 歲，高
約 25 米，據說上世紀日治時代曾遭日軍砍去一「指」，
因村民拼命反對而得以保留四「指」。村民在風水林外
圍種滿竹樹，以竹樹為界，風水林內所有樹木禁止砍
伐。曾先生指出，其村民無論任何環境，生活如何艱
苦都不會砍伐風水林內的樹木，故風水林數百年來得

以保持完整，未被破壞。 
 

  荔枝窩村可算是生態環境保存最好的村落之一，看見候鳥北紅尾鴝的數目
比麻雀還要多。鑒於村民外遷，耕地荒廢，兩年前開始聯同回遷的村民重新開墾
荒地，種植水稻和蔬菜，「永續荔枝窩：鄉村社區營造計劃」，合作機構有香港大
學嘉道理研究所、香港鄉郊基金、綠田園基金和長春社，一方面保護當地豐富的
生態，同時在實驗新界鄉村的永續社區發展。據了解，今日漸見成效，青蛙、青
蜓和雀鳥已見明顯增多。雖然復耕計劃目前只踏出了一小步，希望在不久將來，
可以在荔枝窩村重見如曾先生所展示 60 年代的照片風貌，梯田處處。 

 

五指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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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漢餘 

  由 41 人組成的
紅耳鵯茘枝窩之旅在
2 月 21 日成行。雖然
整天都是灰朦朦的，
但總算風平浪靜，一
個半小時的海上之旅
充滿了樂趣。船上有
導賞員介紹沿途的風
光，其中黄竹角嘴的

「鬼手」吸引了一眾遊人不停的拍照，船家還特意靠近景點，讓大家照個滿意。
經過紅石門，紅色砂岩煞是好看，吸引不少遊人到那兒遠足；那就是印洲塘南面
的入口，要是天色晴朗，你會見到清徹碧綠的海水，平靜如鏡，能不叫人嚮往？
難怪當年的港督都喜歡到那兒暢泳。  

  茘枝窩是一個客家圍村，佔地甚廣，早年很多鄉人到英國謀生。現時房屋多
在重建，但他們很少留在村裏。過新年時他們會回來相聚，燒爆竹後滿地紙屑的
情景歷歷在目。現時香港大學的一些學生租用村屋進行一項復耕活動，當天他們
在村口平整土地時竟找到一件「古董」，一個原整的汽水樽，印有「安樂」二字，
大家都說它有不少於半世紀的歷史。 

  村後是一個風水林，那裏
有一棵五指樟，據說這棵樟樹
有百多年歷史，其中有五枝特
粗樹幹，故名之謂五指樹。村
口有一個「慶春約七村廣場」，
右邊的一所小學已改成一間
食堂，只在星期日供應地道食
物，最有名的是雞粥，還有客
家盤菜，不過要預訂。當日除
海路來的，更多是遠足的遊
人，絡繹不絕，好不熱鬧。當我們要回程時，店家已在清洗碗碟和鍋子了。才半
天，他們買了個滿堂紅，應該相當滿意了罷！原來店家也不住在村裏，他們住在
沙頭角乘船來回。 

  午後我們沿茘枝窩自然步道觀看了白花魚藤、銀葉古林、紅樹林和含有火山
灰的沉積岩。其中白花魚藤直徑竟有八吋之粗，生得既多且長又粗壯，真是嘆為
觀止。而那些銀葉古林板根形狀奇異，是不少拍友的摰愛。在紅樹林的一邊有一
擋土牆，我們走在上面探索前方，突然在平靜如鏡的淺灘上掀開了一小堆白浪，
由遠而近，拍打著淺灘的碎石，白浪一直向前推進直至泥灘兀然而止。這種景觀
真是可遇不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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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銀葉古林旁有一片馬甲子
林，經已葉落樹禿，有一隻雌北紅
尾鴝在樹梢上左顧右盼，忽而跳
過別枝，時而跳落地上，極盡表演
的能事。本來我們想到三椏村，但
要上坡，便作罷。天上一隻猛禽突
然俯衝而下，繼而旋向林邊，先停
在一根電線桿上，再衝入林中，林

中即時彈升一隻體形較少的鳥兒和牠纏鬥，真是驚心動魄。細看之下，那小的是
隻卷尾，弱肉强食乃大自然的規律，奈何！ 

  下午三時半街渡回航，未到五時已回到馬料水三號梯台。茘枝窩街渡
自本年初啓航，希望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讓想到茘枝窩的遊人有多一個選擇。 

[編者按:圖片由林國平及其他組員提供] 

 

 
 

 
 
 

梁家永 
 

  從被導賞至自己成為導賞員的得著有四
鳥（了）！ 
   保育意識提高了；  

雀鳥知識豐富了；         
     生活情趣增多了； 
   還有作為導賞員經常可以享受到一
種莫名的滿足感：當遊客，尤其是小朋友以
萬分好奇的眼神，望進我們一早瞄準好目標
雀鳥的望遠鏡時，興奮地叫的一聲「我看見
鳥」！ 

 
說來，和以前比較，自己真是多了一

個雀鳥視角去看事物。馬英九送「台灣藍鵲」
（瓷器擺設）給習近平，我會想，送這種鳥
有否政治含意？於是上網搜尋資料。據《經
典雜誌》介绍，「台灣藍鵲」是台灣特有本土
原生品種，但卻受到外來品種「中國藍鵲」
（紅嘴藍鵲）的生態威脅！「中國藍鵲乃貪
婪商人將之偷運入台！」 

 
  其實台灣藍鵲與中國藍鵲淵源深厚，在數百萬年前本是一家親。台灣藍
鵲的祖先，從喜馬拉雅山經由海南島播遷台灣，後因台灣海峽的形成、阻隔，成
為台灣留鳥。隨著兩岸生態環境的差異與變遷，棲息在中國大陸等地的藍鵲，已
演化出三種亞種，而台灣的藍鵲基因，更演化成唯獨這個島嶼才有的特有鳥種。 
 
  自從走進了觀鳥世界，真是多了很多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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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邱彬某日在濕地公園觀鳥，察覺翠鳥“伸頭縮頸＂，神情有異，急忙按下快
門，拍得“吐繭＂的連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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