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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過二十年 踏上新坦途  
勞榮斌  

 在 6 月 23 日的紅耳鵯委員會會議上，全體新一屆執委會當選委員

通過互選，選出各個職務(見左面紅耳鵯委員會及工作人員列表)，任期兩

年。忝任主席，希望在新一屆執委會的衷誠合作和帶領下，紅耳鵯俱樂部

的服務穩步踏上另一個新階段。 

 自 2003 年 8 月 16 日紅耳鵯俱樂部正式成立，在歷任觀鳥會主席、

會長及職員扶助及支持，加上六位前任紅耳鵯主席的帶領下，我們的成員

數目及服務數量不斷增加，服務的對象更擴大到有特殊需要人士。粗略估

算，在 20 年間，我們的公眾服務超過 1,500 次。以長者義務服務而言，

絕對是一個驕人數字。這個成績，完全有賴全體成員的參與和支持，為大

家鼓掌、喝采！ 

 隨著疫情過去，社交毋須隔離、公眾導賞服務全面恢復，剛好我們也

走過 20 年的歲月，預備邁進另一新里程。委員會會著重為全體成員加強

觀鳥知識、導賞技巧、輔助器材如望遠鏡和相機的運用等培訓，重新激發

大家的觀鳥熱情。委員會會組織更多觀鳥活動，加強組員的聯繫。同時，

我們會積極回應及參與外界的導賞服務要求，推廣觀鳥和自然保育。 

 無可諱言，高齡化是我們的隱患。故此我們積極籌劃第十一屆導賞員

訓練班，吸納更多新近退休人士，加入觀鳥及保護自然行列。目前萬事俱

備，只欠場地。屆時請各位向身邊的親友推薦這個有意義的課程。 

 剛過去的 8 月 14 日，接近 100 位成員聚首共慶紅耳鵯 20 周年，滿堂

歡笑。我們期待下一個五年、十年的大型聚會。更期待在恒常的活動中見

到大家！ 

紅耳鵯 20 周年聚餐大合照 

2023 年 9 月  第 6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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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年聚餐相片集 
[是晚精釆影像眾多，只能選取小量刋登。整理好之後，會有連結供各位下載。] 

 祝酒 與嘉賓合照 

觀鳥會會長、主席、及紅耳鵯全體執委與五位元老組員 元老組員成為「打卡」對象 

 老當益壯八十後 公園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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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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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獎嘉賓和幸運兒一樣開心 我都有 

我嚟抽 喺你喇 

                                  飲勝 贏了比賽抽到獎 

粤曲粉絲 多謝三位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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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三年疫情後，香港終於在年初復常並解除所有聚會人數限制，紅耳鵯俱樂部得以在八月
十四日舉辦慶祝成立 20 周年聚餐。 

 今次選址在銅鑼灣的皇室堡有別於以往的九龍佐敦。筆者有幸曾參加 10 周年和 15 周年的聚
餐，無可置疑，今年的場地優勝很多，除了寬敞之外就是全場沒有柱位，可讓每個參加者都能一覽
無遺整個會場。 

 筆者是今屆執委兼這次聚餐司庫，知悉晚會的編排，
直覺上很懷疑緊湊的流程能否在預定時間內順利完成。結
果筆者的疑慮是多餘的，在勞主席的帶領下和 Bill 哥的統籌
及一眾負責晚會的執委努力下，整個晚會進行得非常流暢。
當然兩位司儀，陳小冰和陳寅添可居功不少，他倆除控制時
間外還一唱一和，妙語如珠把全場氣氛搞得熾熱，笑聲不
絕。                                                          

 是晚共有 110 人出
席，包括觀鳥會主席劉
偉民先生和名譽會長林

超英先生，他倆都發表了
精采和風趣的講話並全情投入抽獎活動。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
位第一屆元老級師兄、師姐出席，他們都是紅耳鵯俱樂部的前行
者，沒有他們的帶領，紅耳鵯俱樂部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大會安排兩個歌唱節目助興，首先由陳芍彤小姐表演流行
曲。美中不足是酒家方面的音響未能配合，配樂音量太大掩蓋了
表演者的聲音。幸而在黎家燕老師及廖美玲小姐的粤曲表演並沒
有音響問題，兩位表演者盡情發揮繞樑三日的歌藝，令大家回味
無窮。                                                                   

 紅耳鵯俱樂部的本業是觀鳥導賞，大會安排一個别開生面
的雀鳥導賞比賽，每枱派一名代表示範導賞預先指定的雀鳥。筆
者自告奮勇參加導賞指定的鵲鴝，自覺定可奪冠而回。怎知天外
有天，高手如雲，結果由導賞亞歷山大鸚鵡的周詩人取得大奬，
他描述非常生動有趣，資料豐富，得奬確是實至名歸。 

 在有心人贊助下，大會安排了一個别具一格的抽獎，由慣常
的在台上由嘉賓抽獎轉移到嘉賓和工作人員去每一枱抽出得獎
者姓名，每枱都有多個奬品，負責抽奬的嘉賓就是前述的劉偉民
先生和林超英
先生。                                    

 晚會在抽
奬和影集體相
後於九時許圓
滿結束。 

辛苦兩位司儀 

五位元老組員 

粤曲助慶 

先禮後兵，賽前合照 請纓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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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歲生日，一定要慶祝！ 

 新一屆委員會6月誕生，第
一個項目就是籌辦 20 周年聚
餐，等久未見面的組員聚一聚。
委員即時分工，各司其職去預
備。Kitty 埋首圖片堆尋寶、製
作回顧投影片，小冰領頭衝！
衝！衝！ 

 

 以往聚餐活動地點全部在
九龍，有建議試試過海去港島
區。當訂好場地開始報名時，對
組員的反應有點忐忑，最後筵
開九席，大家開心共聚。                

 

 開席前，工作人員忙忙碌碌和酒家員工一起重新擺枱，又在外面張貼好每席名
單，駐重兵在接待處迎賓。豈料不似預期，甚多參加者取道員工通道進場，要去捉
人簽到 。                                                                 

 人人有份？當真？果然！人
人有份，更是獨一無二！ 

 每位參加聚餐者，無論是組
員、親友抑或嘉賓，都會收到一個
絶無雷同的紀念品，就是印有自
家姓名的二十周年聚餐襟章。配
戴後，即使在會場外、走廊或去洗
手間途中碰面，就算互不認識的
組員或嘉賓，也知道是自己友。 

 搬椅擺枱 

預備迎賓 

         聚餐花絮     飛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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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布置風格統一，無論屏幕背景、
枱號和每個印上名字的襟章都是同一個 20
周年標誌。其實是多得一位組員的太太
Mable 拔刀相助，在百忙中為我們設計標
誌，要再次多謝她。                                                         

 當晚現場多位師兄、師姐協助拍攝，為
了捕捉每個值得留下的影像，他們難得有時
間坐低進食，辛苦晒。 

 有職責在身的都忙個不停，唯獨家永師
兄雞啄唔斷在講手機，搞邊科？原來為了確
保屏幕隨著流程準確播出不同影片和相片，他以電話聯絡被「流放」到會場外控制室
操作電腦的蕭有光師兄。師兄還要靠蕭太「外送」裹腹，難為了他。 

 五位第一屆的師兄、師姐出席聚餐，20
年如一日支持紅耳鵯，成為大家的「打卡」
對象，受歡迎程度絕不遜於天王巨星。其中
娜姐一直擔任組長，「湊大」好多代組員，
佩服之餘更要敬禮致意！                                            

 到會式抽獎！ 

 抽獎從來都是受歡迎的環節。原先只有
少量禮品可供抽獎，臨場莫老爺大加碼，皆
大歡喜! 

 「到會式」抽獎！莫非獎品都是食
物……？ 

 原來是得獎者無需奔波走到台前領獎，
安坐席中，舒舒服服等攞獎，更是由林超英
榮譽會長和劉偉民主席來到每席抽出和送
上獎品。大家除了關注是否得獎，還忙於向
兩位「打卡」。場面有趣，抽獎者與獎品一
樣咁受歡迎。同樣地，兩位都好 high！                                                             

 大合照時，大家都不停叫影相的師兄師
姐快啲埋位："埋嚟呀！爭你咋！"辛苦咗
成晚，點少得你哋？一個都不能少！ 

 

                            多謝 Mable 設計 20 周年標誌 ! 

多謝娜姐 ! 

笑逐顏開 ! 

                               誰是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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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職場火線，為填補突來之絕對空虛，經已故師姐 Joe 介紹，抱著不妨一

試的參加了第七屆訓練班。轉眼十年，由“鳥白癡”到懂“觀”鳥僅算是幼園水

平，能辨認的雀鳥不出 50 種！皆因：首是懶，次是取向有異。 

  訓練班雖是無償，但也非免費午餐，承擔數次的清晨觀鳥導賞是必須的義

務。原先抱著滿足最低要求便算了，實則一出勤便鍾情！不能自拔的，不是因掌握

了辨認鳥種的“成就”感，而是每星期在濕地公園出勤導賞過程中，體會到不論是

從雙筒或單筒中的“觀“，本質上是“獨樂”，而義務導賞的工作，則是透過對公

眾的講述，將“獨樂”延伸成“與眾同樂”。 

  我不勤奮到野外“觀”，而使用“與眾同樂” 為潛移墨化戰略，試圖喚起

公眾對保育野鳥的共鳴，則是我的“取向有異”。 

  能否有效實現“與眾同樂”，則又面對兩個難題：人與器材。 

  這文章，先談人，日後再談器

材。 

  導賞工作中，實現“與眾同樂”，

得看導賞員能否把講述的焦點不局限在

“這鳥名字叫什麼”。若導賞員的手機裡，

有豐富的雀鳥資料隨手可得，那可講述的

便可突破“這鳥名字叫什麼”的簡單框

架，就更能說好雀鳥故事，喚起保育野鳥

的共鳴。這動機驅使下，趁疫情期間，大

家多宅在家裡之時，執委會支持策動了二

十多位組員，委任我領導，經一年時間，

合力編製了《紅耳鵯俱樂部-導賞服務資料

手冊》，內含雀鳥的種種趣事及冷知識，

而且是可下載到手機中，隨時可供查閱，

大大方便了各導賞員說好雀鳥故事。有此

資料庫支援，期望各導賞員拿出“識少

少，扮代表”的膽色來啊！ 組員合力編製的手機版導賞手冊，研

習、導賞必備。 

梁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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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值防疫措施鬆綁，執委會順勢拓展服務到各區地區公園，並刻意提高導賞

服務素質，各區公園專屬的《XX 公園賞鳥導賞-領隊及導賞員指引》應運而生，與

《導賞服務資料手冊》相輔相成。《領隊及導賞員指引》內含職責分工、紅耳鵯俱

樂部簡介、安全守則、保護野鳥法例、賞鳥是多元的、有關公園簡介、行程摘要等

等，讓任何組員都有據可依，擔當起領隊或導賞員的職責。 

那標題中的“觀”與“賞”有何分別？《導賞服務資料手冊》中的“賞鳥是多元

的” 論述了“賞”是： 

觀： 肉眼可觀，有望遠鏡輔助則觀得辨認特徵細節，從而得知鳥兒命名的奧秘，

如長尾縫葉鶯、黑臉噪鶥等等。但望遠鏡不是必需的器材，有敏銳的觸角，

肉眼也可觀得鳥在何方。 

聽： 耳聽八方，沒門檻；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從國際鳥鳴聲網站中，熟習有關鳥

種的鳴叫鳴唱聲，便可知其伴在你左右，如鵲鴝的善歌唱，你即樂在其中。 

聯想：有關雀鳥故事、冷知識、文學音樂作品等等，如：喜鵲搭橋讓織女與牛郎相

會在七夕、文人雅士描述的鶯歌燕舞、原鴿象徵和平、減壓音樂多有鳥鳴唱

聲等等。這些有趣故事、冷知識皆可從《導賞服務資料手冊》查閱，閑來可

自娛，也可為出勤作準備。 

分享： 隨身的手機是方便的鳥攝及錄

音工具。拍得的照片與收錄得

的鳥鳴聲都是閑來自娛，及與

兒孫或朋輩共享你親歷過的喜

悅的上佳材料，加上《導賞服

務資料手冊》的資料，不局限

在出勤當導賞員之時，各位隨

時隨地都可以說好雀鳥故事！ 

  

 望這千字文，帶出從“觀”到多

維度的“賞”。也期望各位出勤導賞

服務時儘量利用《導賞服務資料手

冊》及《領隊及導賞員指引》，以提

升服務素質。 

  至於器材，留待下期紅耳鵯通

訊與各位見面。 
《領隊及導賞員指引》， 詳載當次公園導賞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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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公園鳥  
 本期鳥攝專題『地區公園鳥』獲得六位組

員/朋友分別提供相片/文字，多謝各位的支持。

第六十五期主題是「水鳥」，如你拍攝到有趣的

相片/短片，請與大家分享。 

張自然 

鵲 鴝 

白頭鵯 

噪 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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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書豪 

白鶺鴒見「細」面  



 

紅耳鵯俱樂部                                                                            12                                                                           第 64 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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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朗公園出發  

吳金壽 

 

我是第三組組員吳金壽。自從 2004年 4月中完成「長者自然導賞員」培訓課程
後，因健康問題一直都沒有參加過紅耳鵯俱樂部的各種活動。年前得到梁家永主席的
鼓勵，再次重歸觀鳥行列，編入了第三組。 

 

地區公園賞鳥計劃 

 

今年 4月至 6月，紅耳鵯俱樂部舉辦了 6次「地區公園賞鳥」活動，先後進軍﹕
青衣公園、大埔梅樹坑遊樂場、香港公園、
元朗公園、北區公園，以及茘枝角公園。 

 

元朗公園的歷史及特點 

 

元朗公園依山而建，原址是水牛嶺
山，高約30米的山崗。 南麓水牛嶺平房區，
於 1986年 12月清拆， 以便興建元朗市鎮
公園。 公園於 1988年動工， 佔地 7.5公
頃，1991年春季落成啟用。                                    

 

這公園可說是市民與先人共享的地
方， 因為公園東面入口處附近，有 4個風
水墓穴，聞說叫「犀牛望月」。公園西面另
闢公地安放金塔，相信這是興建公園時當
地村民的要求。 另外在瀑布旁邊，還有一
個公墓，相傳是供奉日戰時期為地方捐軀
的亡魂而建的。 

 

元朗公園面積較小，環繞公園徒步
一周，約需 15分鐘。它的出入口很多，沒
有圍欄；雖然梯級很多，但也有很多斜路
通往任何角落，對一般長者來說相信沒有
多大問題。                                                  

 

「百鳥塔」是公園的主要建築物， 
塔高 7層， 低層飼養了很多雀鳥所以叫百
鳥塔。登上塔頂可欣賞遠近景色，是遊人打
卡勝地。 

 公園南面斜坡避雨亭中銘記元朗公園前身的牌匾 

 整裝待發顯軍容 

 出發前道明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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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園賞鳥實況 

 

「元朗公園賞鳥」，由第 3組負責，組長陳小冰和副組長關合珠統籌策劃；惜
關合珠因感染新冠臨時未能上陣。賞鳥於 2023年 5月 27日上午八時至十時舉行，參
加人數共 33人。除了紅耳鵯各組組員及親友之外，還有「鄰舍輔導會天瑞鄰里康齡中
心」的老友記。當日記錄到的雀鳥共 15種，很多都是公園常見的雀鳥。 

 

觀鳥的事前準備 

 

梁家永主席毎次於觀鳥前，都提
示大家做足事前準備，例如防曬、防雨、
防蚊， 帶備足夠的飲料，和衡量自己的
體力。主席本人也準備了公園的地圖、 
親自製作的雀鳥放大圖，可供參加者借
用的望遠鏡。 還有 LED屏幕，把拍攝到
的雀鳥即時顯影於屏幕上，給大家分享，
這是他的精心傑作。              

 

「地區公園賞鳥計劃」的意義 

 

賞鳥計劃是由紅耳鵯俱樂部的義工帶領長者觀鳥，藉此引起他們對觀鳥產生興
趣，從而讓自己找到了退休後生活的新方向，不再是百無聊賴地過著乏味而枯燥的日
子。大家決心踏入社區，
重投大自然的懷抱，以
鳥會友，使生活更添姿
彩。此外，長者亦可以在
參加培訓課程後，加入
紅耳鵯俱樂部義工行
列，為社會服務。總之，
引領長者觀鳥是一種非
常有意義和有益的活
動，讓他們感受到大自
然的美麗和奧秘，同時
又能夠促進身心健康和
社交活動。                

 

總結 

 

這次「地區公園
賞鳥計劃」十分成功，全
賴主席和各組組長、組
員的通力合作所致。希
望各位以後繼續努力，
以壯大紅耳鵯俱樂部的
聲勢﹗ 

 有人抬頭找目標 有人接耳換情報 

元公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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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公園的黑冠夜鷺 

周錦翠 

 

 紅耳鵯俱樂部第四組負責的北區公園導賞，在 6 月 3 日舉行，共有 21 位參加者。 

 

 當日氣溫高逾攝氏 32 度，有點悶熱，尤幸沿路不時見到有雀鳥出現，雖然大部

分都是常見品種，大家都情緒高漲、興奮雀躍。最終記錄到十七種雀鳥。 

 

 北區公園以仿明、清揚州風格設計，有點蘇式園林水榭亭廊的味況。人工湖小島

及湖邊的樹上有超逾二十隻黑冠夜鷺，頓成大家的觀察重點。夜鷺是常見留鳥，可能

未必會引起大家的注意。由於是日數量不少，不禁舉起望遠鏡細看。除身披灰藍背羽、

頭頂繁殖羽的成鳥外，尚有不少幼鳥，驟眼看，和池鷺也有點相像。除幼鳥外，還見

到幾隻滿頭白色羽絲的「乳臭小子」在枝頭嗚叫待哺和互相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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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枝頭，有一雙伴侶正在整理愛巢，雄鳥努力用啄部將枯枝插入巢中，加固正

在成形的新居，雌鳥就一臉淡然，閉目養神，一副「本小姐就是不動手」的神態。

可能太累喇，雄鳥最終索性停下來，背對伴侶休息。  

 很明顯，這些夜鷺已經在公園內找到安身之所，將人工湖變成牠們生活的大莊園。

希望牠們繼續繁衍，為我們的生態增添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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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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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第六十五期主題是「水鳥」。

文章和相片/短片可電郵至 ckcchau@gmail.com 並請註

明「紅耳鵯通訊投稿」；下期截稿日期為 12 月 15 日。 

 委員會保留最終採用與否及刪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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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欄杆爭奇鬥艷的紅嘴藍鵲 突然出現身邊的翠鳥小姐 

威風的白胸翡翠  遠遠看到髮冠卷尾 

尋常鳥 

先來逛逛探探青衣公園: 

 香港常被形容是生活壓力大、節奏快的一個城市，據說有調查顯示香港的電梯

開關被調較得比其他城市快。但如果我們放眼看看居處附近的公園，或許你會有新

發現。紅耳鵯俱樂部推動地區公園賞鳥活動，就是希望大家在疫後重拾觀鳥樂趣，

最好邀請親人或朋友一起走走，感受大自然帶給我們的小確幸。  

陳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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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元朗公園: 

常駐候教的烏鶇 原鴿也有美的一刻 

山雀涼快涼快 偶遇過境的臘嘴雀 

遇上白胸苦惡鳥 你身邊常見而神態活潑的紅耳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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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訪馬來西亞沙巴觀鳥的 

劉燕萍 

  

 六月中旬到訪沙巴觀鳥，遇上不正常的天氣，有兩、三天下午不停落雨，希望一
睹神山三寶（懷氏咬鵑/懷氏捕蛛鳥/黑喉綠闊嘴鳥）的目標就幻滅了！清晨時份及在
神山山腳拍攝的鳥兒，因光線不足，加上有濕氣及霧氣，效果強差人意。 

  

 雖然如此，能夠親眼目睹不少婆羅洲特有種的雀鳥及大型雉科/鷓鴣科的品種，公
鳥們披上繽紛羽飾、華麗出巡，令人目不轉睛，如舞台的皇者！ 

 

Bornean Crested Fireback 鳳冠火背鷴 

 

易危物種。公母鳥及兩隻幼鳥
溫馨家庭樂，一齊尋食棕櫚的
果實，沙巴的鳳冠火背鷴公鳥
尾羽是橘紅色，而西馬地區公
鳥尾羽顏色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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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Argus 大眼斑雉 

易危物種。雄鳥是雉科體型最大的，尾羽有 140 公分長，因翼上有著整排像眼睛的斑
紋而得此名。 

Crested Partridge 冕鷓鴣 

易危物種。雄鳥頭頂有一簇漂亮腥紅色的冠羽。雌雄鳥同樣擁有紅色眼圈，非常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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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wer's Pheasant 鱗背鷴 

婆羅洲特有的易危物種。 公母鳥同框。 

 

Wallace's Hawk-Eagle 華氏鷹鵰 

易危物種。親鳥全神貫注地守候著鳥巢，隱約見到 2 隻雪白毛茸的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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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Crowned Pitta 黑頭八色鶇  

婆羅洲特有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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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員報告 
 多謝組員協助，使復常後的香港公園及九龍公園導賞服務得以

順利進行。 

 

 我們將導賞員的報告全文上載供各位細閱。委員會會跟進報告

中提及須關注的事項，使導賞服務更趨完備。 

2023 年 4 月導賞報告  2023 年 5 月導賞報告  

2023 年 6 月導賞報告  2023 年 7 月導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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