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梁國華 

季節的變化對各種野生動物的生存影響極為重要，現在以鳥類中

的北極燕鷗為例，為甚麼要以北極燕鷗為例呢？因為各種野生動物的

遷徙行為，其中以鳥類的遷徙路線最為遙遠，而北極燕鷗是鳥類的〝表

表者〞，牠們每年冬季 10 月以後，從北極凍原飛遷至南極，這時南極

的氣候較為溫暖，而且容易尋找足够的食物。待至明年的四月以後，

南極開始轉冷而北極開始轉暖，牠們又飛回自己的故鄉繁殖下一代，

所以我們敢說：北極燕鷗是千真萬確的「長途旅行家」。那麼北極燕

鷗又怎樣實現每年一次的〝壯舉〞呢？原來北極燕鷗從蛋中孵化出來

成為雛鳥後，牠們就立刻注意日月星辰的方位，六週後，牠們就準備

離開北極圈鳥巢，遷飛到南半球去。在遷飛前常在鳥巢或棲息地上空

反覆盤旋，以加強對附近地理特徵的記憶，即對〝地標〞的記憶。 

當牠們作長途跋涉的遷飛過程中，如果是在白天，牠們就觀察太

陽的位置，將太陽的位置與自己體內的生理時鐘互相核對好。倘若太

陽被雲層遮蔽，只要雲彩中露出一線陽光，牠們仍然能够探測到陽光

偏振角度的變化，從而準確無誤地確定飛行的方位。 

如果牠們是晚上從北半球開始遷飛，牠們就利用星辰的位置作為

導航，例如可參照北斗星的固定位置而飛向目的地。 

如果遇上陰天，又怎麼辦呢？牠們就利用另一種辨別方向的系

統。原來牠們的頭部和頸部均有磁性徵粒，能够探測到地球磁場的磁

力線。地球磁場的磁力線以一定角度與地面相交，所以牠們只要感知

磁力線與地面的夾角，就能確定所處的位置，從而沿著正確的路線飛

往目的地。小燕鷗到達南極後，將花三年時間，在該地生活以便熟識

周圍環境後，然後才返回故鄉——北極。 

U3A 第三齡大學（長者自助學習模式的一種） 

紅耳鵯俱樂部 
「長者領長者觀鳥計劃」長者自然導賞員服務團 

通訊  二零零四年五月  第六號 

策劃 
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認可公共性質慈善機構 

贊助 
安老事務委員會 
「康健樂頤年」社區協作計劃 

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金 

(資料來源： 部份內容引自「生活自然文庫鳥類」- 紐約時代公司出版) 



                   陳季伯 

  2003 年 3 月 8 日（星期一），我參加了安老事務委員會「積極健康樂碩

年」專責小組，召開的澳洲第三齡大學分享會，地點在香港美利大廈 2005 室，

出席者約廿人，其中有社聯會員機構、安老事務委員會委員、學者、香港電台長 

者空中教育節目負責人。 

 會上報告了澳洲 U3A 的特色，如寓歡愉於學習，鼓勵義工精神，人人皆可為

師，靈活多元化系統式的網絡。 

 香港六十歲以上的長者，現已突破一百萬大關，本地長者服務流於復康護

理，未能為長者提供自我增值的途徑，而在澳洲則提供各種專業培訓，提升長者

知識修養之餘，更可以回饋社會，此點與紅耳鵯俱樂部的服務一樣，我們所參與

的長者導賞員義工工作，亦已可回饋社會。 

 香港一般的老人家很寂寞，文化水平不高且欠缺活力，除了對養生保健有興

趣外，對其他知識如詩詞、畫畫等等興趣不大，還好對觀鳥興趣很大，這也是紅

耳鵯俱樂部能成功帶領長者觀鳥的原因之一。 

 目前香港因欠缺場地及優秀義工師資未能推動老人終生學習，唯一可推動的

可能是「觀鳥」，因香港有鳥類資源，而鳥類學研究最迷人的地方是仍有大量工

作待人去發掘，為我們終生學習提供廣闊的天地。 

 因觀鳥我們行山，學習各種地質知識；研究濕地；學習各種林木知識；學習

畫鳥；……從而推動我們多方面的學習興趣。 

 

動植物公園到香港公園   袁裕泉 

 2004.3.6.上午八時三十分「紅耳鵯俱樂部」十多位會員，來到中環匯

豐銀行總行門前集合，由蔡松柏師兄帶領，穿過大道中，經過不少斜坡和石級，

到達動植物公園的小食亭，是日天朗氣清，春光明媚，溫暖的太陽高掛天空，四

周的花草樹木欣欣向榮，我們正想去禽鳥籠觀賞戴勝和其他鳥類，咦！路口掛著

紅色的膠帶，并且寫上「請勿內進」（因又有禽流感之故），十分無奈也！ 

 我們繼而往香港公園去，果然得賞所願：木棉花開得鮮紅美艷，有小群珠頸

斑鳩正在啄食花粉花蜜，享用大自然賜予之豐盛早餐呢！不遠處幾對穿著漂亮婚

紗的新人，由婚姻註冊處出來，匯同嘉賓淑女、親朋姊妹齊擺「甫士」謀殺菲林，

剎時疑是「四大美女」今日參加港遊？怪不得池中的錦鯉也在表演「沉魚落雁」

的英姿！那邊的大石上，有許多大龜小龜晒著暖暖的太陽！不覺已日上三竿，時

近正午，就此與各師兄姊話別！ 



畢業了          何榮輝  

 在聖公會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學習傳統山水國畫，初期只是抱著嘗

試的心態，後來發覺自己深深地愛上了國畫，回想初期拿著毛筆落點

寫畫都很顛簸不定，因數十年來都未能用毛筆書寫，同時文化亦很膚

淺，在老師悉心教導下，經過一段時間，筆法技巧有所進步，大半年

後開始對山水、竹及花卉有了深刻的認識，明白了控制水份和墨色份

量的技巧是很困難，若是控制不好，畫面容易一片片黑色，欠缺層次

分明感，並且落筆時手重手輕的技巧也要小心處理，否則影響效果。 

家人最初覺得我所畫的東西太不像樣，但後來有所進步都會多加

讚美和勉勵。 

在過去數年間先後跟老師學習工筆畫及嶺南花鳥，繼而參與「畫

出彩虹」師資培訓證書班，提高思巧、佈局、構圖的水平，經過八個

多月的磨練，得到主辦機構的認同，我終於畢業了。 

今天回想，六十歲退休後，經過一段悠長的歲月，整整十年光景，

時時刻刻的磨練，有了今天的成就，我多年的願望終於實現了。 

 

 

 

 

 

 

 

 

 

 

 



賀第三屆長者自然導賞員培訓課程圓滿畢業   編輯組 

香港觀鳥會主辦「長者引領長者觀鳥計劃」之第三屆「長者自然導賞員培訓

課程」自三月二十三日假九龍童軍總會 924 室開學上課，在七節課程內；是次參

加培訓課程的學員，接受了不同層次的理論講座和實地到香港公園、九龍公園及

米埔自然保護區內進行觀鳥活動，達到理論知識與實際結合。使學員們認識各種

鳥類，對自然生態更加了解透徹。並於四月十七日假香港公園以分組「觀鳥比賽」

形式，在規定時間內將觀鳥結果作為是次培訓學員的畢業成績評核，學員們充份

合作，觀鳥成續非常良好，全體四十一位學員均合格。接著由香港觀鳥會教育推

廣委員會主席馮寶基先生頒發畢業證書。 

在畢業禮上，香港觀鳥會屬下長者觀鳥委員會主席陳季伯先生代表「紅耳鵯

俱樂部服務團」致詞時指出——參加培訓學員是來自全港各區精英長者，所以他

(她)們接受能力特強，不但在課堂積極學習，還對他們在課外知識的追求加以讚

揚。並勉勵出席是次畢業禮學員，從今天起又邁向人生新里程——為推廣愛護大

自然及為“關愛鳥類世界＂和諧共處而努力！ 

第三屆「長者自然導賞員培訓課程」有四個特點。其一：是屆培訓課程班由

香港觀鳥會交該會屬下〝長者觀鳥會紅耳鵯俱樂部服務團〞全權負責策劃、講座、

實地觀鳥活動……等事項，使長者學有所用，達致〝老有所為〞的目的。其二：

本屆課程內容全部由長者自己編輯教材及拍攝教材所需圖片。其三：紅耳鵯俱樂

部服務團選派陳季伯、梁國華、黃潮樞、盧耀濤、蔡松柏、韓蘇、吳仁娜、呂秀

芬、黃孝松等九位資深導賞員負責講座及實地觀鳥活動，而九位導師平均年齡是

七十歲以上。 其四：參加本屆培訓課程學員具有相當文化水準，他們來自退休

公務員及其它各行各業，人材濟濟，所以他(她)們追求知識慾望強烈，同時接受

能力也優越。所以不久之將來為紅耳鵯俱樂部服務團添上一批有活力、有能力為

保護大自然，使人與鳥類和諧共存之生力軍。 

 
 
 

                   

 

 

 



2004 年 1 月至 4 月長者導賞員服務記錄 

講座日期 觀鳥日期 參與機構 

2004 年 1 月 2 日 2004 年 1 月 12 日 香港家庭福利會 (九龍城) 長者中心 
2004 年 1 月 2 日  耆康會柴灣長者地區中心 

2004 年 1 日 5 日  長康浸信會長者中心 

 2004 年 1 月 6 日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社會服務中心 -- 黃竹坑

長者地區中心 

2004 年 1 月 6 日 2004 年 1 月 10 日 東華三院方肇彝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1 月 7 日 2004 年 1 月 9 日 循道衛理亞斯理社會服務處 
2004 年 1 月 7 日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 

 2004 年 1 月 8 日 嗇色園可誠護理安老院 
2004 年 1 月 8 日 2004 年 4 月 28 日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青衣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1 月 12 日  保良局盧邱玉霜耆暉中心 
2004 年 1 月 14 日  香港東區婦女會楊樹章耆英中心 

 2004 年 1 月 15 日 路德會新翠長者中心 

 2004 年 1 月 16 日 救世軍耆才拓展計劃 – 觀塘中心 
2004 年 2 月 4 日  仁濟醫院朱佩音老人中心 

2004 年 2 月 12 日 2004 年 4 月 26 日 鄰舍輔導會天瑞鄰里康齡中心 
2004 年 2 月 17 日  明愛富東苑 
2004 年 2 月 18 日  國際四方福音會建生堂耆年中心 
2004 年 2 月 20 日  香港亞洲歸主協會維港灣長者會所 
2004 年 2 月 23 日 2004 年 3 月 24 日 仁濟醫院曾榮夫人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2 月 27 日 2004 年 3 月 5 日 高超道仁愛敬老中心 
2004 年 3 月 3 日 2004 年 4 月 7 日 嗇色園可平耆英鄰舍中心 

2004 年 3 月 18 日 2004 年 3 月 25 日
香港仔街坊福利會社會服務中心 – 鴨脷洲

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3 月 23 日  香港家庭福利會(宏福)分會 

2004 年 3 月 24 日 2004 年 3 月 26 日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

中心 
2004 年 3 月 26 日 2004 年 4 月 21 日 嗇色園可寧耆英康樂中心 

2004 年 3 月 29 日  鐘聲慈善社胡陳金校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3 月 30 日 2004 年 4 月 13 日 循道衛理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長者中心 

2004 年 3 月 31 日 2004 年 4 月 8 日 莊重文敬老中心 

 2004 年 4 月 14 日 救世軍竹園長者中心 

2004 年 4 月 1 日 2004 年 4 月 15 日 工聯會九龍西地區服務處 – 穎妍雅集 

2004 年 4 月 14 日  東華三院馬鄭淑英安老院 

2004 年 4 月 20 日 2004 年 4 月 23 日 聖雅各懷愛長者鄰舍中心 

2004 年 4 月 22 日 2004 年 4 月 30 日 佛教何李寬德耆英康樂中心 

2004 年 4 月 27 日  義務工作發展局 – 服務中心 

2004 年 4 月 28 日 2004 年 4 月 29 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雲漢長者地區中心 



難忘的一天  
呂秀芬 

三月中的一個週日，紅耳鵯俱樂部主席陳季伯帶着我們一眾人往錦田

八鄉觀鳥，我們在吉慶圍集合，它是一條古老的圍村，建於公元 1600 年。

圍村呈四方形，以青磚築成圍牆。村內設有一小廟，供奉了 15 位神祇。

圍前的鐵門頗有歷史價值，在 1899 年，當時的錦田鄉民便在這裏勇抗英

軍的入侵。 
 
沿着公路向前行，近巴士站附近，聽到樹上一陣的鳴聲，清脆的似笑

叫聲，大家都不其然的拿起望遠鏡往上望，不看尤可，大家都心內不禁驚

喜萬分，原來是一對雌雄噪鵑在那裡談情說愛，噪鵑仔還很細心的餵果實

給噪鵑女吃以示愛意呢，彼此追逐嬉戲，很浪漫啊！如此珍貴難得的情

景，我還是第一次遇見的，非常開心。 
 

向着水頭村、水尾村往前行，那裏不少古蹟，例如二帝書院等，那裡

的廟，很多對聯，管理員還熱心的讀出那些字句和解釋對聯的意思，使我

們獲益不少。 

 
繼續往前行，發現有很多水牛，隻隻都牛咁眼的望着我們，樣子很兇，

怕怕。昔日是農地的地方，現在已變成了爛泥地，據說是農戶業主租了出

去給人做廢料堆田區，真是很可惜，鳥兒又少個安樂窩了。 
 
來到一條幽靜的小徑，四周一片荒涼，突然眼前一亮，那雀鳥的咀部

黃色而且厚大，頭和尾都是黑色的，大約有三隻左右，站立在遠處的一棵

樹上，它就是黑尾蜡咀雀，很幸運地他們竟停留了頗長的時間，令我們大

飽眼福。 
 
 

 



 

黃潮樞 

在那寒風凛冽、市區氣溫降至攝氏 12 度下，我們來自不同地區，但求知慾

一致的驅使下，上午八時卅分集合於上水火車站，等候我們的導師——馬小姐。

由於當日氣溫驟降，部份長者被迫取消行程，回歸夢鄉。 

我們於八時四十分，轉乘 17 號小巴前往米埔，到達後，導師開始介紹米埔

自然護理區初期之設立及發起人……等等。同時介紹常見之捉魚高手——鸕鶿的

生活特性。九時半到達漁農自然護理署米埔護理員辦事處，辦理手續後，在寒風

細雨下，直朝八號觀鳥屋方向前進，邊行邊解釋生長於路邊的一些植物之名稱及

其成長。步入觀鳥屋，遙望深圳河，發現一隻白頭鷂高踞電線桿上，不知是否等

待其伴侶？或尋找獵物？雖知其名，但不知其盧山真面目！所以各人爭相觀看，

這是十分難得之機會，也是我第一次有緣相見。時值退潮，在觀鳥屋左方，有十

多隻全身潔白、嘴巴插於水中、左右不停搖晃地慢步向前，細心觀察牠的眼部，

原來就是瀕臨絕種的黑臉琶鷺，但無法辨出年歲，太可惜了！ 

雨水稍停，眾人步出觀鳥屋，沿小徑繼續向北行，約十五分鐘後，馬小姐驚

喜地說：「前面一隻飛向我們方向來的就是白腹海鵰」，並介紹其外型及特徵，可

讓我們深入認識，各人高舉鏡頭全神貫注，且說白腹海鵰主要在吐露港及西貢生

活，香港只有 8—10 對同居夫婦，牠們一直力保忠貞形象，時常一雙一對在愛

巢依偎，叫人好不羡慕！ 

行行復行行，不覺已到達 12 號基圍之圍頭（基圍博物館），各人不懼嚴寒天

氣仍興緻勃勃，在綿綿細雨下，繼續向 22、23 號基圍（錦綉花園）前進。天氣

能直接影響人類之思維，寒冷氣溫下，人的腦袋特別清醒及冷靜，對一切不甚明

白之問題，趁機向馬小姐提出，例如紅樹林之類別、特性、如何排鹽及培植，以

及基圍之形成，挖闢塘之人工改造……等等。主要問題全得到我們導師一一詳盡

地解釋，恰似在學時向老師發問的情景一樣，記憶猶新。經過卅分鐘的步行，到

達米埔自然護理區另一出口通道，步出禁區範圍外，沿著雜草叢生、荊棘滿途的

羊腸小道，一步一驚心地邁向前方，到達目的地——甩洲。沿途有多個已乾涸魚

塘，正等待陽光之洗禮，增加更多氧份，補充其本身的資源，以供繁殖各種魚類，

塘裏有多種正在覓食的鳥兒，如白鶺鴒、磯鷸、大咀鴉……等，還有一隻高踞樹

幹上，表演出不同姿勢，讓我們看得更清楚，牠是一隻雄性猛禽——紅隼，我們

能見得到是多麼有緣呀！ 

時間過得很快，已是下午二時，我們繼續向錦綉花園前進，經過一段迂迴曲

折的泥濘小道，抵達大生圍村村公所，乘坐尃綫小巴返抵元朗。在此風雨不改的

行程中，得到馬小姐在百忙中抽暇相陪，解答我們很多問題，更得到李小姐的協

助，甩洲之行，我們得益不少，同時印證了｀聽君一席話，勝讀十年書＇哩！在

六六六無窮、三三三不盡的寓意上，更上一層樓，願長者自然導賞員服務團做得

更好哩！ 



嘻！看到了沒有？ 

劉成坤 
戴勝啊戴勝？究竟在何處呢？晨早的元朗大生圍天色陰暗，正等待出發的時

刻，人齊了，大隊向尖鼻咀找尋那戴勝路！大概是戴勝居留的地址吧！沿著大生

圍乾涸的河道旁進發，行了一會便停下來，看看河道中的雀鳥是什麼？盡量運用

雙筒鏡及單筒鏡的功能，不外乎是常見的候鳥或留鳥品種吧！行至濕地禁區，雖

然擁有許可証，亦不得其門而入；原因是禽流感疫症在亞洲肆虐。於是惟有從別

的路行進，因此才有意想不到的新發現：其一是紅尾鴝，其二是黑伯勞，其三是

黑尾鷗。奇怪的是黑尾鷗居然在池塘區出現，起初只看到一隻，在塘邊的泥灘呆

站著，看似帶病的樣子，以為是迷鳥，但後來在別處發現了多幾隻，才相信牠不

是染病的禽鳥。真是有「草木皆

兵」的感覺呢？ 
我們繼續前往找尋戴勝，皆

因相信禽鳥不是疫症帶菌者，希

望這位稀客也不是吧！終於來

到戴勝路(是主席命名的路)，雖

然沒有路標，因為這位稀客曾在

此處出現多次，因而得名。於是

各人拿起雙筒或單筒鏡搜尋這

位稀客，過了好不一會，主席終

於說了：「嘻！有沒有看到這位

稀客」，可惜自始至終沒有出

現。但郤感到被太陽漸漸晒得不

太好受了。 
 
以下是這位稀客的資料： 
戴勝 Eurasian Hoopoe (Upupa epops) 
體長： 33cm/13in. 
       頭頂冠羽似斑馬紋，通常平放成扇形，喜在草坪和草原找尋昆蟲、小蜥     
蝪、小蛇和青蛙等為食‧鳴聲 (Hoo poo poo) 是英文名由來。飛行時冠羽摺疊起

來，拍翼也很古怪‧巢位在樹上、白蟻巢或牆縫內。 
       地理分佈歐亞大陸、非洲和馬達加斯加島；北方種群在熱帶非洲、印度

及東南亞過冬。亦有中國的局部地區留鳥。 
       在香港的居留狀況為“偶見鳥＂，一般是單一出現。 
       屬戴勝科 HOOPOES Upupidae 在分類學上跟翠鳥關係並密切。 



假如我是一隻鳥 

 

              文詠瑜 

 

假如我是一隻鳥－－但願是紅耳鵯， 

每天對著你，歡欣的歌唱，展示我美麗的容粧。 

假如我是一隻鳥－－但願是小鷿 ， 

每天帶著孩子潛泳在碧波中，享受天倫樂，快慰非常！ 

假如我是一隻鳥－－但願是麻雀， 

平凡而不受人忌，人鳥相處融洽樂陶陶！ 

無論我是大白鷺、小白鷺或是黑臉琵鷺， 

是燕鷗或是相思，是喜鵲還是鵲鴝。 

在陸地、田野、高山、溪澗或海洋， 

祇要你願意，細心觀看，不難發現， 

我常伴你身旁！ 

 

 

歡迎各位以任何形式投稿(如文章、小品、日記、書信、詩、圖畫等)與各長者

自然導賞員分享，字數不限。稿件請交至香港觀鳥會項目辦公室，地址：九龍

尖沙咀漆咸道 87-105 號百利商業大厦 1612 室 

 傳真：2314 3687， 

 電郵：hkbws@hkbws.org.hk 



活 動 預 告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領 隊 

五月十五日   (六） 8：30—13：00 米 埔 陳文暢  孟沛文

五月二十二日 (六） 8：30—13：00 米 埔 吳仁娜  黃孝松

五月二十九日 (六） 8：30—13：00 動植物公園 韓  蘇  劉成坤

六月 五 日  （六） 8：30—13：00 城門水塘 盧耀濤  曾  華

六月十三日  （日） 8：30—13：00 盛屋村 梁國華  曾  華

六月十九日  （六） 8：30—13：00 甩洲、大生圍 梁國華  唐景禮

六月二十六日（六） 8：30—13：00 香港仔水塘 梁國華  韓  蘇

七月 三 日  （六） 8：30—13：00 大埔滘 陳季伯  陳文暢

七月 十 日  （六） 8：30—13：00 香港公園 吳仁娜  李佩□

七月二十四日 (六） 8：30—13：00 米 埔 黃潮樞  劉成坤

八月 一 日  （日） 8：30—13：00 尖鼻咀 陳季伯  黃麗儀

八月 七 日  （六） 8：30—13：00 碗 窰 盧耀濤  黃孝松

八月十四日  （六） 8：30—13：00 米 埔 梁國華  黃孝松

註：紅耳鵯俱樂部會員有意參加上述活動者請向領隊報名 

 
香港觀鳥會長者觀鳥委員會委員 

主席：陳季伯  副主席：梁國華    秘書：黃潮樞  聯絡：韋淑儀 

『紅耳鵯俱樂部』──長者自然導賞員義工服務團 

推廣及領隊小組組長：盧耀濤 蔡松柏 陳文暢 呂秀芬 吳仁娜 莊溫忠  韓 蘇  曾 華 文詠瑜 

通 訊 及 編 輯 小組：孟沛文 黃孝松 文詠瑜 呂秀芬 劉成坤 袁裕泉 葉成泰  黃方  何榮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