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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漢光 

  時光荏苒，2018 年已跑在我們前面，而農曆戊戌(狗)
年亦將於下月登場，在此祝所有紅耳鵯組員在新一年身心康
泰、龍馬精神、事事如意、鳥運亨通！ 

  回顧過去十二個月，對紅耳鵯俱樂部委員會和組員都是
繁忙和成果豐碩的一年。作為一個絕大部分成員都是退休人士
的團體，我們發揮退而不休精神，以觀鳥為經、保育為緯，推
廣各類社會服務，提高公眾人士對生態的重視。  

  歷年來，我們藉
著小學生的綠色大搜索
觀鳥比賽、逢週三、週
五的公園清晨觀鳥導
賞、鳥季期間的濕地公
園導賞服務、每月首個
週六的野外觀鳥活動等
等向公眾推廣觀鳥，甚
至成為海外遊客的重點
行程。去年我們特別和
相關團體合作，為聽
障、視障和智障人士作

觀鳥導賞。為有特別需要人士推廣觀鳥將是我們年內的重點工
作。    

  推廣工作卓有成
效有賴全體組員的投入
和付出，在此代表俱樂部
向組員致以最深的謝
意。隨著第九屆訓練班學
員的加入，祈望我們的服
務會更進一步，與所有人
分享觀鳥和保育，共同創
造可持續環境。 

香港觀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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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花鳥蟲魚展 

特殊需要人士觀鳥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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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作剛 

 香港觀鳥會紅耳鵯俱樂
部在 2017 年 10 月啟動第九
屆觀鳥導賞員訓練班，參加
者踴躍，人數不遜上屆。兩
個月的訓練包括七堂講座
及七次戶外考察。講座都在
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舉
行，先灌輸學員大自然保育

的重要、繼而觀鳥守則、戶外活動安全知識、公園常見雀鳥及樹共鳥關係、田
野鳥、林鳥、水鳥的辨識、觀鳥技巧等。 

 
 戶外實習地點廣泛，有濕地
公園、九龍公園、香港公園、塱
原、城門水塘、米埔。各地點的
生境、鳥種有異。學員們表現興
奮，專注觀察，樂在其中。有學
員主動發問，勤用單筒望遠鏡實
習。間亦有沉默不作聲者少動手，
但受到感染也漸漸活躍起來，認
識到觀鳥導賞是要面對參加者，
要主動溝通。 
 

 完成訓練是時候考試了。早上在九龍公園分組觀鳥比賽、比試辨識雀鳥能力。
繼而模擬引領參加者觀鳥，由組員扮演參加者，測試準導賞員的溝通技巧和應
對能力。筆試在梁顯利舉行，學員們坐滿課堂，拿著試題推敲，剎那間彷彿時
光倒流，真有童年時會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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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尾鵟(見註) 

 
  

觀鳥參加者問: 我明明是站在鳥的後方不動聲色，竟也被牠發覺，然後飛掉﹗

難道雀鳥有後眼的嗎﹖ 

導賞員答: 對呀！某些鳥種，例如山鷸，幾乎不用轉頭就能環顧四周及上方，

可以隨時偵測敵人的蹤影。 

   

問：人們用「鷹眼」來形容視覺銳利，據說金

鷹能洞悉一英哩外小兔的動靜。看來，與

雀鳥比較，人類的視力只能說是望塵莫及

吧！ 

答：的確，大多數鳥兒的視覺高度發達而聽覺

也很靈敏，能分辨人類無法區分的音符。

不過，牠們的其他感官：觸覺、味覺和嗅

覺就明顯很不靈敏了。           

 

問： 同是鳥類，有些是狩獵者，專吃其他動物，

而另一些卻是被獵者；兩者的視覺需要不

同，眼睛的構造相信不一樣吧？ 

答：正是如此！貓頭鷹及幾乎所有猛

禽，兩隻眼睛朝向前方，有寬闊雙目

視野和較狹窄單目視野使牠們對前

方距離判斷精確。而經常被猛禽捕獵

的鳥類，則兩隻眼睛朝相反方向，單

目視野開闊，雙目視野狹窄，不轉頭

也能環顧四周及上方偵測敵人蹤影。

其他鳥類的視野，大概介乎上述兩種

極端之間。   

 

問：人們用「打雀咁眼」來形容目不

轉睛，似乎雀鳥看人時也是目不轉睛

的啊！？ 

梁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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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你說得真對！鳥類無法像大多數動物那樣大幅度轉動眼球。以貓頭鷹為例，

牠的眼球轉動幅度不到兩度，而人類的眼球轉動幅度可達一百度。為了彌

補這個情況，鳥類的頸椎極富彈性，可以把頭扭轉到肩後，以便向後瞧。 

 

問：你剛才說鳥類的聽覺也很靈敏，可以再談談這方面嗎？ 

答： 當然可以！好像貓頭鷹左右耳一高一低，每隻耳接收到的聲音有些微時差，

藉此確定獵物的位置。皆因牠們在光線幽暗的黑夜獵食，不但需要銳利的

眼力，也要有特別靈敏的聽覺哩！雖然有些貓頭鷹會長出兩簇耳形的羽毛，

但其實是沒有外耳構造的。不過，牠們寬大的臉，足以收集聲波並導向頭

骨中的耳膜。  

 

問：如何比較鳥耳和人耳？ 

答：一般而言，鳥耳所聽到的聲音和人耳差不多，年輕人聽到的聲頻範圍為

16~20000Hz，而鳥類為40~29000Hz。有些鳥類(例如鴿)能聽到極低頻(0.05Hz)。 

一些夜行或在黑暗崖洞棲息的鳥種，可以發出超聲波並根據回聲定位。 

 

問：哎，你提到家鴿，牠體形豐滿，頭部細小；說來，從比例上說，其實牠的

眼睛可不小啊！ 

答：事實上，鴿眼與頭骨相比，其相對大小為脊椎動物之冠。一般兩眼球的重

量超過腦重，家鴿為 1：1。而鳥類腦部的大部分組織都是和視覺有關。如

此集中「投資」於視覺也別無選擇，鳥類飛翔生活中的定向、定位以及覓

食、防禦等多種活動都是靠視覺啊！呀，我得還補充一句：雀鳥的視網膜

較哺乳類動物厚，而用以感光和分辨顏色的視錐細胞也密布得多。 

 
註:紅尾鵟的大眼晴和突出懸垂的眉毛，突顯著目光銳利鳥種的典型特徵；與貓一樣的前置雙

目視野，使牠能精確判斷距離和景深。 

 

[按:文章內全部繪圖均取材自大衛．柏尼著、姜慶堯譯《目擊者叢書-鳥》北京:

英文漢聲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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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權溢 

 
  貴州有 48 個民族，漢族是其
中之一；地道菜式有酸湯魚、烏江豆
腐魚、 花江狗肉……加上貴州八怪 
[即: 草根當好菜 (魚腥草)、樹皮當寶
賣 (杜仲)、老太太行山比車快、厠所
隨身帶、愈醜愈好賣、東邊下雨西邊
晴、石板當瓦蓋、靈芝切片賣]和秀麗
風景等等都是引人一遊的魅力，紅耳
鵯俱樂部遂在八月中組團同遊。 
 

  8 月 2 日各團友都準時到達機場，可惜國内空管，我們在機艙內待了一
個多小時才起飛，下午 2 時才到達貴州龍洞堡機場，再坐 3.5 小時車程才到達貞
峯縣貴峯賓館。 
 
  第二天上午參觀
雙乳峯，天陰有霧，最重
要的峯頂被遮蓋了 !  傳
說在布依觀峯台看似 20歲，
另一角度似 40 歲，再換一
角度似 60 歲的雙乳峯，我
看則祇是山峯綠樹一叢，
沒有甚麼鳥  ! 下午飯後
驅車前往興義縣馬嶺河峽
谷，開始塞車、塞人，車
龍、人潮、雨雲也蜂湧而
至。在 15 公里長的峽谷，
上千百的遊人扶老攜幼已不易行，再加上下著雨，各人更是狼狽。遊罷峽谷，
太陽竟然出來了! 跟着前往有十萬大山之稱的萬峯林景區。將軍峯、眾星捧月、

田園錦繡、八卦田、六六大順峰、落
水天坑，最後上車離開的觀景台。山
下有碑刻上「悟」字，遊人又悟到甚
麼呢 ！晚上返回市區入住興義鳳凰
酒店。       
          
第三天 8:30 從酒店出發趕到黃果樹
景區已是 11:20，還是塞了卅分鐘才
能到達景區飯店。為了避開人潮，我
們決定先吃午飯才購票入內。果然
13:15 閘前人龍少了三份二， 我們等
到第二部景區巴士就可上車!  先遊

安
順
龍
宮 

貞豐縣雙乳峯 

萬峯林區－八卦田

黃果樹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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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天星橋的橋上橋上橋，它是由
地下河塌陷而成，繼而形成水上
石林。另一奇景是銀鏈墜潭瀑布，
實際上是漏斗形瀑布， 水量最
是澎湃。若是在陽光照耀下，流
水漫頂而下，仿若滾珠落玉、閃
閃發光，似有無數銀鏈墜入潭
中。                                   
 
  黃果樹瀑布的水量大，
堪稱中國及亞洲第一大的瀑布，
在大瀑布的上游和下游 20 公里
的河段上，分佈有雄、奇、險、
秀風格各異的瀑布 18 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1999 年被列入世界健力士紀
錄。 由於紅耳鵯組員比較年長，旅行社特別為我們安排來回乘搭上下行觀光扶
手電梯，節省體力。我們乘搭的相信是世界上最長的扶手電樓梯，兩段合共 48

層樓高。黃果樹瀑布高 67 米、
頂寬 84 米，水勢洶湧奔騰而下
猶如銀河傾瀉，十里之外亦能
聽到瀑布的迴響。瀑布背後更
隱藏著一條百米長的水簾洞，
置身洞中，飛瀑從頭上拋灑而
下，感覺奇妙。但因為遊人太
多、道路過於擠塞，我們放棄
了遊水簾洞。晚膳後入住鎮寧
縣銀河國際酒店。 
 

第四天早餐後兩小時車程到安順縣龍宮景區，坐船遊龍宮溶洞，但
回程時遇着對頭船而擁塞。遊罷再觀看一個這邊洞口流入而從另一邊傾瀉而出
的瀑布。晚上入住青岩古鎮的隨緣客棧，先來一個美麗黃昏、再享用古鎮風味
晚飯；我更有幸夥同三兩酒友品嚐芝士佐 53 度貴州茅台和多雲少星的晚上呢 !       

 在古鎮的客棧感
受了一晚古人的「把酒
談心」，第五天吃過地道
的牛肉麵早餐後，從北
門離開古鎮，恰好遇著
入城的旅行團大軍，這
才得知我們昨晚從西門
入城和入住客棧是完美
的安排。時間尚早，我
們進入花溪濕地公園，
坐上電瓶車暢遊公園，
再下車拍照半小時才去
午膳。之後就起程去貴
州龍洞堡機場回港，也
就結束了五天歡笑、大
食、貴州瀑布群之旅! 

安
順
龍
宮 

青岩古鎮 

安順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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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公園  2017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五）（關大成） 
經過連日大雨，今早天氣明顯好轉，觀鳥導賞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觀鳥還未開始，已
經有兩名分別來自澳洲和中國成都遊客在等候，看來我們的活動宣傳具相當效果。 
 
香港公園  2017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梁家永） 
近奧林匹克廣場門口有移除病樹工程，水炮向天射水，未知此情此景，是否影響了鳥
類的正常生活，致使不少鳥類遠走高飛，或瑟縮躲藏﹖組長特意帶備了「視像分享套
裝包」，以實地試驗有關裝備的「實用性」和「可攜性」。他把所有組件置於一個有輪
手拉行李包中，「可攜性」應符理想，而「實用性」更大有改進。把攝像頭套上單筒全
無難度，而且連接全靠插線，毋須任何技術設定，簡單易用。然而，在轉移導賞陣地
時，則難免有左支右絀之感，至少要多搬動支撐屏幕的腳架和手拉行李包。 
 
香港公園  2017 年 9 月 6 日（星期三）（徐淑儀） 
一位最近時常來觀鳥的女士雀躍地過來問：「今天有什麼雀仔睇？今天有沒有那個大
“Mon”？」當時我們仍未能找到雀鳥讓她觀賞，也沒有大“Mon”！一位拍友慷慨地把昨
天拍得的鳥兒照片跟她分享。最終有三隻小葵花鳳頭鸚鵡出現在遠方的樹上，她開開
心心看過了才離去。 
 
九龍公園  2017 年 9 月 8 日（星期五）（黎劍民） 
一位在佐敦區居住了超過五十年的退休男士一早就來參加我們導賞活動並告知這地區
的掌故。據他所知公園內的鸚鵡都是於數十年前的一次意外從園內鳥籠逃逸而繁衍，
是耶，非耶，有待考究。一位居住在美國紐約華裔女遊客對我們的導賞很感興趣並告
知她的男友是國際地理雜誌的特約野生動物攝影師，他倆經常外出拍攝野外動物包括
鳥類並向我們展視她手機內的相片，為此我特帶她到鴨池指出毛雞幼鳥出沒地點，希
望她此行有所收穫。 
 
香港公園  2017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黃秀英） 
工作人員用漂白水清洗公園，可能氣味嚇怕了雀鳥，所以周圍的雀鳥甚是稀少，但正
正也給予我們時間和參與者交流觀鳥心得；分享外籍人士的觀鳥經驗，別有一番體驗。
導賞期間，明顯地引起一些途人對觀鳥產生興趣，也帶給我們一定的動力。 
 
香港公園  201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文詠瑜） 
導賞初段時間雀鳥不多見，水靜河飛！唯一非紅耳鵯俱樂部捧場客袁先生快要中途離
場了，幸得梁浩熾師兄及時發功，偶爾聽到隱蔽雀鳥發出叫聲，請客人一同靜心聽聽！
幾隻一經點名後，馬上或沒多久便現真身！袁生佩服之極，雀躍地說，以後他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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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嘗試分辨各種不同的鳥鳴聲！結果，他與我們一起觀鳥至 10 時，還說希望參加
下一期紅耳鵯訓練班！  
 
九龍公園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何家強） 
兩位曾參加鳥會舉辦的觀鳥訓練課程的年青人跑過來問我們今早的鳥況，我們只好無
奈地如實報告，鳥蹤冷清難尋。幸好剛離開泳池範圍便見到樹梢上有兩隻噪鵑，企定
定讓我們的單筒望遠鏡捕捉。幸組長從旁協助他倆使用手機拍攝大頭相，稍稍滿足了
他們的熱情盼望。去到鴨池旁，多位資深紅耳鵯會友幫助我們邀請更多中外遊人加入
觀鳥活動。 
 
 
香港公園  2017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張婉霞） 
八時卅分，清潔工人沿湖開始洗地，我們搬遷位置也不能久留。上行至太極園，該處
又在洗地，且帶有漂白水的氣味，難怪鳥兒們都躲得遠遠的，讓今天的嘉賓們很失望。 
 
九龍公園  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梁志華） 
有一位晨運朋友到訪，說我們是否早了開始。立時看看手表，果真早了兩三分鐘！這
提醒自己，作為導賞員，真的要準時設立好導賞點。實在有許多有興趣觀鳥的朋友，
留意著我們觀鳥的活動！ 
  
香港公園  201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蘇澤良） 
準八時已有 6 位不同國籍人士在水池旁等着我們，他們興緻勃勃的跟著我們行畢整個
香港公園行程。他們還說星期五早上一定會到九龍公園觀鳥，還多謝我們詳細介紹各
種雀鳥的特徴。 
 
九龍公園  201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譚雪珍） 
一位從美國回港探親的華僑說每次回來都會到九龍公園及香港公園探索可愛的鳥兒，
他今早亦全程地跟隨著我們一起觀鳥。來到鳥湖，一隻夜鷺正在靜候覓食。刹那間已
見牠含著正在掙扎的魚兒，慢慢地吞噬。三名來自菲律賓的旅客非常耐心及投入聆聽
在現場介紹的各種雀鳥。 
 
香港公園  201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陳莉莉） 
雀鳥導賞吸引了來自英國和澳洲的雀鳥愛好者，自𢹂望遠鏡一起在公園尋找鳥蹤，與
導賞員分享各地觀鳥的樂趣。他們特別欣賞「市區常見雀類」小冊子，說是香港政府
送給他們一份禮物。 
 
九龍公園  201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梁玉瓊） 
第九屆的小師妹用心聽師兄講解單筒望遠鏡使用方法，又熱心向途人推介觀鳥活動，
心裏有些安慰。有一位遊客走過來説：「我星期三在香港公園，知道有觀鳥活動，得知
星期五在九龍公園也有這觀鳥活動，特意再來。」見到這位朋友對觀鳥有興趣，我們
再繼續推介濕地公園的服務。 
 
香港公園  2017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陳漢榮） 
有位第九屆的學員全程投入，積極參與，並不時發問。不久將來，她必定是一位出色
的導賞員!今天出席人數不多，鳥種也偏少。今次觀鳥活動加插了特別節目，組長接受
明報訪問，介紹 / 推廣觀鳥活動，還展示了他發明的觀鳥神器。今次活動也就在一遍
熱鬧、歡樂、討論聲中結束。 
 
九龍公園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潘振權） 
一班新觀鳥導賞員很熱情地派單張邀請晨運客觀鳥，與他們興高采烈地傾談。在鳥湖，
他們邀請外地來的遊客，用單筒望遠鏡觀賞夜鷺。來自荷蘭、法國、澳洲等地的遊客
都很開心雀躍，讚賞香港雀鳥品種多，又好客。主動和熱情是可以吸引遊人觀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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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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2 2018/5/9 2018/5/16 2018/5/23 2018/5/30

2018/6/6 2018/6/13 2018/6/20 2018/6/27 2018/7/4 2018/7/11

2018/7/18 2018/7/25 2018/8/1 2018/8/8 2018/8/15 2018/8/22

2018/8/2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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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4 2018/5/11 2018/5/18 2018/5/25

2018/6/1 2018/6/8 2018/6/15 2018/6/22 2018/6/29 2018/7/6

2018/7/13 2018/7/20 2018/7/27 2018/8/3 2018/8/10 2018/8/17

2018/8/24 2018/8/31 -- -- -- --

 

野外觀鳥導賞 

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8 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六組 2018/5/5 南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大堂近彩晶軒 

第一組 2018/6/2 雷公田 0900 石崗雷公田路口# 

-- 2018/7/7 暑期暫停 -- 

-- 2018/8/4 暑期暫停 -- 

# 1. 在元朗泰衡街總站或錦上路鐵路站 C 出口外乘 72 號專線小巴往雷公田，或 

2. 在荃灣地鐵站乘九巴 51 路往前往雷公田 

工作簡報:  
香港公園 –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314 人次 
九龍公園 – 2017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485 人次 
濕地公園 – 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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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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美倫  圖．周美倫 劉考儀 張智宏  
 
 十一月的首個週六，簡組長及宗師兄帶領公眾人士往南生圍觀鳥。一行三十
餘人，清晨齊集元朗往目的地進發。適值潮漲，組長預料今天不會見著太多水
鳥，但並無影響各人的興緻，笑容滿面起步。                                     
 
 河道在望，果如所料，滿滿的
河水緩緩流著，水鳥影兒不見一隻。
抬頭望天，六七隻燕子靈巧地左右
穿梭；遠些天際有兩隻黑鳶悠閒地
翱翔。路旁大樹鳥聲不缺，唯只聞
聲不見影，此時頗為懊惱自己學藝
未精，未能聞鳥鳴而辨品種，非要
再下苦功不可了。 
 

 來至河道一處有若水閘般的平台，喜見忙於覓食
的成群金眶鴴。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沿途陸續
出現大、小白鷺、蒼鷺、鸕鶿、白胸苦惡鳥……，
一隻池鷺剛捕得一尾小魚，叼著小魚的牠，在飛行
途中竟讓魚兒扎脫掉回水中，唉，覓食從來不易!行
行重行行，河中央露出淺灘一片，長滿水草，一隻
黑水雞在踱步，旁邊有三兩隻褐色斑紋的鴨子，都
把頭藏在翅膀內睡覺。我們紛紛作出猜度：~綠頸鴨! 
琵咀鴨! 斑頭鴨! 意見不一。一忽兒鴨子睡醒了，
抬頭張翅伸懶腰，啊！答案是：綠翅鴨! 沒人猜中!  

 
 略略前行，不太遠的河畔，大大群的黑翅長腳鷸，七七八八分成幾堆，滿眼
的黑白色。心細的鳥友在黑白色中，發現了半截鮮明悅目的金啡羽毛。該是什
麼鳥？又來玩猜謎遊戲，都估道是扇尾沙錐。黑白鳥兒挪動少許，露出整隻金
啡鳥，今次猜中，是兩隻扇尾沙錐！驚喜沒有停止，沿途見著的陸鳥不少，棕
背伯勞、白鶺鴒、北紅尾鴝、黑臉噪鶥、暗綠繡眼鳥、蒼背山雀、八哥、純色
鷦鶯……。最是始料不及的是一處茂密樹林內，有為數不少的漂亮灰喜鵲在樹
叢跳上跳落，嬉戲玩樂有如開派對，快樂的氣氛感染了我們，觀賞的觀賞，拍
攝的拍攝，樂也融融。灰喜鵲玩累了，從林中飛往高空，一批跟著一批，竟似
源源不絕，沒完沒了，忘却細數，總該不少於百餘隻，看呆了，好壯觀的場面！
收拾起激盪的心情，繼續行程。艷麗的普通翠鳥跟白胸翡翠先後出來作飛行演
習。此時河畔石灘降落了一隻小杓鷸，稀客也。有一隻甚為｢跳皮」的磯鷸孤零
零站於小樹枝，隨風摇摇擺擺，平常動個不停的尾巴，此時不多動，怕一動就
掉進水裡吧！ 
 
快樂時間總過得快，此行看到的水鳥真不算多，但整
體收穫豐富，各人心滿足，在橫水渡掌船大叔爽朗的
道別聲中，結束今次的觀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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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斯達黎加 (Costa Rica)位處中美洲，是

著名的生態旅遊及觀鳥熱點。第四組組員

邱彬去年中前往觀鳥，錄得超過 200 種雀

鳥，將部分雀鳥相片公諸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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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紅耳鵯 
 
下午飛到吉隆坡，入住雙子塔旁的Corus酒店，步行十分鐘就到雙子塔前的公園。
第一隻見到的就是小麻雀，仔細觀察清楚是有三處黑點的樹麻雀。多隻大嘴烏
鴉在水池邊盤旋飛行，更有些站在龍牙花樹上；小白腰雨燕在高空飛翔，家燕
則在低飛，還有一隻黑枕黃鸝在我們頭上擦過。晚飯後我們再到公園拍攝雙子
塔和音樂噴泉的夜景，豈料又下雨! 雨停時已是 9 時許，公園要關門，保安人員
驅趕市民離場，但噴泉仍在噴水，音樂仍在播放，我們也一邊撤退一邊繼續拍
照。 

 
4 月 9 日 
6:45 出發。大約一個多小時車程去到鳥
點，已是陽光普照，遠處樹上有數隻大
嘴烏鴉在棲息著。在路旁有條小路通去
一處小樹林，鳥導安排我們坐著等候紅
樹林八色鶇 (Mangrove Pitta) 的到臨。
首先出現的是松鼠，繼而有灰縫葉鶯
(Ashy Tailorbird)不時出現蹦蹦跳；還有
鵲鴝，扇尾(Fantail)，我們的目標鳥紅
樹林八色鶇則在大半小時後才很羞怯
地出場！         
 

走到一片荒廢草地，祇見藍喉蜂虎
站在短樹枝上，普通燕鴴在草地上
曬太陽。拍罷蜂虎，我欲走近普通
燕鴴 (Oriental Pratincole) 時，牠們
很驚覺地隨即起飛，造就拍攝到飛
行版的機會。 鳥導替我們找來林夜
鷹 (Savanna Night Jar)， 肉垂麥雞
(Red-wattled Lapwing)。在往海邊途
中，見到紅尾伯勞(Brown Shrike)，
棕背伯勞 (Long-tailed Shrike)，斑馬
鳩  (Zebra Dove) ， 黑 枕 黃 鸝 
(Black-napped Oriole)，還有十多隻

家燕站在海邊光禿禿的紅樹枯枝幹上，侏儒啄木鳥 (Pygmy Woodpecker) 的啄木
聲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下午開車去 Pulau Indah，大約 2 時許開始打雷，身上汗水率先被低氣壓
迫出來。來到綠胸八色鶇（Hooded Pitta）出沒的位置，看牠氣定神閒、頗有性
格地站在離我們廿呎的黑暗密林下面動也不動。雙方對峙了個多小時，牠祇出
來 3 次，合共露相不足一分鐘。相反鵲鴝伉儷則不時出來曬恩愛。我們繼續前
行，發現到有斑啄木鳥（Banded Woodpecker）和白腰鵲鴝(White-rumped Shama)。         

藍喉蜂虎

林夜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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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辦事處附近枯樹頂站了 6 - 7
隻粉頸綠鳩 (Pink-necked Pigeon)、小綠鳩
（Little Green Pigeon）、爪哇八哥 (Javan 
Mynar) 、 藍 喉 蜂 虎 (Blue Throated 
Bee-eater)，另一組鳥攝者的鳥導指著在中
距離的樹上出現了 Oriental Pied Hornbill， 
逗留不到一分鐘就飛遠了，換了一隻
Black Hornbill，而且愈飛愈遠到老遠的樹
林，望眼欲穿! 由於雨勢不停，這便完結
了第一天的觀鳥行程。                        
 
4 月 10 日(Jalan Cerdas) 
為了看闊嘴鳥，早上 7:30 已經到達 Jalan Cerdas (車子走了 1 小時高速公路、
我們再行了大約一個小時的上山路段)，沿路有 5、6 個鳥巢，但多數仍在建造中，

這就可以有機會見到闊嘴鳥銜草而回。在上
下山坡道上都有鳥攝者停駐、來回尋訪，但
可惜都等不著。等候期間遇上一個鳥浪，但
林鳥活動的速度太快，且不會站定，祇在中
途樹枝一點即衝入林中深處。等待、尋覓、
來回奔跑，不覺 5 個小時過去了，也有些鳥
友走了！原來他們早上 6 時許已經到達，且
拍了一些照片，祇想再拍多一些、滿意一點。
我們車子再往山上開，才等到一隻銀胸闊嘴
鳥(Silver-breasted Broadbill)啣草回來築巢。在
芙蓉市午飯後，3:00 再去知知港另一山頭，
尋找紅頭樹鶯，鱗胸鵯。鵯沒有出現，小鳳
頭樹燕 (Whiskered Treeswift) 則有 4 隻站在

很高的樹枝上，很難拍得清晰的影像。             
 

4 月 11 日 (武吉丁宜) 
進入日本花園 Japanese Garden 深處，鳥導帶我們在已擺設迷彩布的一處景點坐
下，等待繡紅林鷓鴣 (Chestnut-headed Partridge) 和山孔雀雉(Mountain Peacock 
Pheasant) 的到臨；還有白腰鵲鴝，黄腰斑啄木鳥 (Puff-rumped Woodpecker)，藍
歌鴝 (Siberian Blue Robin)，橙腹咬鵑 (Orange-bellied Trogon)，虎紋伯勞 (Tiger 
Shrike)。  下午在蘭章，有黑喉穗鶥  (Black-throated Babbler)，灰頭冠鵯
(Yellow-bellied bulbul)，綠背鵯，白腹黑啄木鳥(White-bellied Woodpecker)，灰額
冠鵯。今天的早、午兩餐都在文冬解決，晚上 10 時才去到 Frasher Hill 投宿，入
住 Silver Park Resort。 
 
4 月 12 日 (Frasher Hill 福隆港)   
還以為福隆港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個海港，豈料坐車上山路時，我們問現在去那？
鳥導说 Frasher Hill 福隆港。原來是山區，看林鳥的。這處是相當豐收的一個鳥
點，共有 18 種鳥：紅頭咬鵑 (Red-headed Trogon)、白尾地鴝 (White-tailed Blue 
Robin)、棕鶥姬鶲、火簇擬鴷(Fire Tufted Barbet)，黑頭穗鶥  (Grey-throated 
Babbler)、栗頭噪鶥 (Chestnut-crowned Laughingthrust)、大仙鶲 (Large Niltava)、
長尾奇鶥 (Long-tailed Cibia)、黑喉太陽鳥 (Black-throated Sunbird)、紋背捕蛛鳥 
(Streaked Spider Hunter)、山鷓鴣 (Hill Partridge)、綠翅金鳩 (Emerald Dove)，短
尾鷦鶥 (Streaked Wren Babbler)、橙腹葉鵯 (Orange-bellied Leafbird)、大皇冠啄
木鳥 (Greater Yellownape Woodpecker)等等。   
  

綠胸八色鶇

銀
胸
闊
嘴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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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  (Lipis 立碑)  
一早去到公園，只見一潭死
水，水面滿佈樹葉和青苔，
全無生命跡像，蜻蜓也沒一
隻。回程時在小湖旁的路邊
發現了不知名的螞蟻大軍，
循着蟻路摸索，卻也找不到
蟻巢。後來終於找到那群螞
蟻原來是從一棵大樹上走落
地面，不知牠們是找食物、
作戰還是搬家，整條蟻路超
過廿米長而未見盡頭。 離開
了這個湖之後返回大路，鳥
導忽然說聽到橫斑翠鳥的叫

聲， 頓時使我們感覺有了希望。在尋找
的過程中，我在很遠的最高山頭的一棵
大樹頂發現了一隻猛禽站著不動，立時
請教鳥導，他打趣說是九十九里遠的馬
拉鷹鵰(Blyth’s Hawk Eagle)。在尋找和等
候的三個小時中，雖然橫斑翠鳥的雌、
雄鳥分别先後出現，但由於體型細小，
加上樹大、枝粗、葉巨，很難觀看到全
貌。臨走時見一隻黑犀鳥(Black Hornbill)
在高空掠過。  
 

 
轉去話毛山國家公園等候一隻八色鶇。四個小時過去了，不見鳥蹤。離開公園
午飯去 ! 下午再返回國家公園，途中見到亞洲輝椋鳥(Asian Glossy Starling)，短
尾雅鶥，灰頭冠鵯，白腰鵲鴝雄鳥及幼鳥。在林中苦候三小時仍等不到榴紅八
色鶇 (Garnet Pitta)，反而等到一場大雨，幸好我們是躲在個人帳篷之內。         
 
晚飯時候仍下着大雨，但為了尋找鱗腹蟆口
鴟 (Gould’s Frogmouth)，仍忐忑冒雨進入公
園。幸好接近 8 時半，雨開始停下來，我們
到達公園會合另一團觀鳥友人。對方鳥導似
是將 Frogmouth 放在那棵樹一樣，帶我們到
園內一棵樹，用燈照著說，就在那處。我們
兩團共約 14 人，不敢靠得太近，而且亦沒
有空曠地方給我們走動，都祇是看到牠的背
部。後來牠不勝我們的聲音和亮光的煩擾飛
走了。心想今晚都未必能再見到牠了！大約
十分鐘後，鳥導也像先前一樣，走去樹林的
另一邊某棵樹，說牠好像在那兒。大伙兒正
準備走去之際，鳥導忽然說又在這邊了！於
是我們又回到先前那棵樹，祇見到牠站在原位。今次我方鳥導帶我到另一位置
觀看，可惜牠站的位置仍高，祇看到牠五份二的身影。這次牠飛走之後再沒有
出現，今晚的節目也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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