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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 (第 35 期) 通訊向各位詳盡報導紅耳鵯 10 周年

紀念晚會的盛況。當晚高朋滿座，新知舊雨言笑晏晏、舉杯互

祝的情景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為留住當日歡愉的時刻及回顧紅耳鵯過往 10 年經歷的重

大事件，委員會決定將當晚由葉大維、 唐景禮、 陳秀慧、 邱

彬、周秀如、高榮禧及楊炳忠等各位組員所拍攝的照片及錄

像，加上歷年別具意義的相片，輯錄成一張供珍藏的光碟，作

為紅耳鵯俱樂部的一個里程紀錄。 

 

這片光碟的製作，有賴負責攝影的組員提供精彩的圖像。

然而後期製作，由選材、剪輯以致完成，過程漫長又艱鉅。製

作得以完竣，全賴委員會同人通力合作，特別多謝文權溢主

席、鄧永成副主席和丘漢光委員的全情投入。 

 

相關光碟已錄製完成，並在 4 月 13 日的「香港觀鳥日」

晚宴上致送給出席的嘉賓和組員。 尚未領取光碟的組員，可

於辦公時間內，親臨觀鳥會辦事處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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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 香港觀鳥會 
     紅耳鵯俱樂部 
 

2014 年 5 月      第   36  期 

兩屆主席向觀鳥會劉偉民主席致送光碟 

周錦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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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少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 2013 年 12 月 7 日及 14 日兩

天再度與香港觀鳥會在香港公園合辦『香港公園綠色大

搜索』活動。一如往年，活動首天主要是訓練參賽者熟

習比賽環境、嘗試辨認野外雀鳥和學習一般自然生態常

識。在比賽日，還安排一個以雀鳥為題的帽子造型設計

比賽；這環節每年都有令人驚嘆的作品，充分表現出孩

子們的創意和藝術才華。 
今屆參與的小學生共有 150 多名，分為 31 隊。訓練日和比賽日都喜見天色明朗，

清風送爽，氣溫徘徊在 20-22 度之間，真是非常適合小朋友戶外活動的大好日子。雖則

我已是第二次參與是項活動，但礙於觀鳥資歷甚淺，香港公園亦非熟識的地方，所以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希望盡力跟隨有經驗的師兄師姐學習，務求做好我所負責的工

作。 
訓練日當天我很早便到達會場候命。當一批批精神抖擻的小朋友由學校代表帶領

進入場地，他們燦爛的歡笑聲充斥了整個會場，所有在場的大朋友都被這班天真爛漫

的小朋友感染得情緒高漲。在簡介和訓練環節上，小朋友們都表現得興致勃勃和認真

地聆聽，對提問都反應熱烈及敏捷回應，令人驚嘆原來他們對雀鳥的認知還有一定的

水平，讚賞聲和笑聲在會場上不斷此起彼落。 
 
我享受浸淫在這熱鬧氣氛當中，亦不斷仔細地在小朋友群

中，尋找去年跟我一組的聖公會聖馬太小學四位女孩的踪影，很

可惜未能如願。回想去年她們和我一樣都是沒有經驗的首次參加

者，比賽成績真的強差人意，有些指定題目亦未能完成。比賽結

束後，我為自己是一名不稱職的訓練員和評判而有點不快，相反

她們卻一點沮喪也沒有兼愉快地對我說：『認識了這麼多雀鳥，有緣在近距離看見松鼠

在樹幹上奔跑嬉戲，又可跟好同學暢快地在香港公園內玩了兩個上午，比賽成績根本

不重要，我們已覺得自己是大嬴家呢!』聽罷她們的話，我真的十分慚愧，想不到這四

位小女孩比我更確切認識這活動的真正意義。她們令我反思當訓練員的責任重點是甚

麼? 小朋友來參與這個大搜索比賽的意義在那裏? 其實，我可以和她們一同開心地為

尋找雀鳥、松鼠和各類昆蟲踪影而在公園內東奔西跑，沿途又可觀賞及認識花草樹木，

當中我何嘗不是樂了兩天呢? 
所以，今次的活動，我決定讓跟隨我組別的小朋友，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參與，

希望他們不會將分數看得那麼重要，因為重點是學習和享受參賽的過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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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榮斌 
 

  正確辨識雀鳥是一門艱深大
學問。 要進步，必須多看、多查圖
鑑，若要是有名師在旁指導，就會事
半功倍。 
 
  過去幾年，紅耳鵯俱樂部都
邀請得駱俊賓先生帶領組員作特別
觀鳥訓練，加強對雀鳥的認識。 今
年再次獲得駱先生首肯，帶領我們進
行九次的户外訓練，地點遍及塱原、
大埔滘、米埔、石崗、豐樂圍、蒲台
等。 
 
  每次訓練活動，駱先生都堅持自己扛起單筒望遠鏡，為我們找尋雀鳥。 每當找到不
常見的雀鳥，他會詳細講解雀鳥的品種和如何辨識特徵，更經常出動他手機內「私相簿」的
相片，為我們重點講解如何區分近似品種。 
 
  駱先生每次都儘量找雀鳥為我
們講解，傾囊相授。 若然偶爾走過的地
方 「水盡鵝飛」，駱先生會語帶歉疚的
說: 「搵唔到雀俾你地睇」。 其實駱先
生犠牲個人時間給我們指導，已是我們
極大的榮幸，「搵到雀」是附加的恩賜。 
 

駱先生非常體貼組員，會經常查
詢是否累了? 可否繼續? 在一些觀鳥點，
他會指出某些雀鳥的私竇」，以便我們日
後自己再觀鳥。 

 
訓練已在 4 月 30 日結束，總計看到超過 130 

種雀鳥，大大充實我們的觀鳥技巧。 
 
衷心一句：「多謝駱生」，是參與訓練組員的共

同心聲。 
          

  
 
 

米埔觀鳥 (19/2/2014) 

蒲台觀鳥 (25/2/2014) 

主席致送紀念品給駱俊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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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香港觀鳥會每年舉辦觀鳥大賽，紅耳鵯俱樂部亦會同步舉辦「目標 100」觀鳥

活動，讓組員投入集體的尋找雀鳥行動。 顧名思義，「目標 100」就是希望在活動當日

找到 100 種或以上的雀鳥。但回顧過往幾年，好像從未達標 ! 

  

   今年的「香港觀鳥日」在 4 月 12、
13 日舉行，紅耳鵯的「目標 100」也在 4 
月 13 日進行。 跟往年不同，委員會今

次擬定超過 10 條觀鳥路線，組員及親

友可以自由選擇觀鳥點組隊進行活動，

並在下午 3 時前匯報結果，再集中統計

尋找到雀鳥種類的數目。 組員甚至也可

以在住所附近觀鳥及匯報。 
 
   4 月 13 日，十二隊總共超過 60
名組員參與「目標 100」活動，選定的路

線包括香港公園、九龍公園、青衣公園、

濕地公園、石崗、大埔滘、米埔、塱原、

梧桐寨、東涌等；部分隊伍在早上 7 時
已到達觀鳥點尋找鳥蹤! 截至同日下午 
3 時，共錄得 114 種雀鳥，首次超逾

“100”的

目標！ 
 
   每組在各個觀鳥點分別錄得 11 至 82 種雀鳥，

當中成績最彪炳的是盡享地利的米埔三人組。 在兩個觀

鳥點都看到的長尾紫壽帶被評為當日「最靚雀」。 
 
   2014「目標 100」能夠超標完成，全賴組員的

積極參與﹔祈望明年續創佳績。 
 
 

 

濕地公園隊 

梧桐寨隊 

紫綬帶 (周秀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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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平  劉漢餘 

去年十一月廿七日早上，紅耳鵯一行 60 人，來到南生圍參觀漁塘。原來觀鳥

會在去年進行一項「漁塘管理協議計劃」，邀請后海灣作業的漁民，每年最少連續七

天降低漁塘水位供水鳥覓食。 在清塘後，將沒有市塲價值的水產留下，讓水鳥飽餐，

漁民亦可收一定管理費用，達致雙贏。 今天我們兵分兩路，跟隨觀鳥會的漁塘生態導

賞員，來了解漁塘生態。 

來到塘邊，漁民蘭姨夫婦就準備好向我們介紹。 他們養的是四大家魚：烏頭、

大魚、草鯇和金山鯽 (福壽魚)。 魚的成長期有別，金山鯽只需三數月，烏頭則要一年

多。養魚要注意保持水質，如果看到水色呈混濁，或出現啡紅色，就要用增氧機來打

氣，當然更要有充足魚糧。 蘭姨熱情地拿着幾瓶魚糧，叫我們猜猜是什麼。 原來除

了正統魚糧外，還有威化餅和公仔麵! 這些從食品廠回收來的次品，既經濟又環保，不

用丟往堆填區。 漁塘除了養魚外，堤壩都會種果樹；這樣既可保護堤壩，又可增加收

入。 介紹完後，夫婦兩人示範撤網捕魚。 他倆先在陸地上解釋，然後撒網向漁塘，

果然撈了多條福壽魚 ! 

我們沿着塘邊漫步，來到一個大棚屋。 這兒是八十歲老漁民根叔的工作間，

裡面放滿撈魚桶、魚網、水褲、増氧機等工具；外面吊着多條魚脊。 根叔笑說這是要

曬乾自用的脆肉鯇，並介紹說養脆肉鯇只要在收成前幾個月用蠶豆餵魚就成，餵得越

久就越脆 ，天氣冷時需求很大。 我們看到旁邊一個漁塘已乾了， 正在用推土車翻土。 

原來漁塘用了幾年，沉積物多了，要把土翻一翻曬塘，再加些碱性物，中和酸度。 

  在行進中，導賞員指示給我們看一些漁塘是用機械化餵魚，魚糧用管道定時噴

出，可以減少人手。 他指出這些漁塘堤壩的草長得很高，而那些人手餵魚的魚塘堤壩

的草都割下來給草鯇吃，物盡其用。 導賞員又指出一些漁塘給地產商收購而荒棄了，

很是可惜。 談笑間，紅耳鵯鳥友當然不會放過觀鳥；除了在漁塘自得其樂的鷺鳥外，

普通翠鳥、黑卷尾、絲光椋鳥等都逃不過我們的目光。 

  在回程時，再經過蘭姨那兒，他們說如今缺乏新一代入行，對漁塘發展有些擔

心。 最後，他倆再撒一次網撈魚送給我們，部份分到漁獲的鳥友歡天喜地滿載而歸。 

[編者按: 本期有兩篇漁塘之旅文章，作者均用心報導，故一併刊登，讓各位更全面瞭解目前新界漁塘

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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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公園   201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  (蘇勇全) 

今天是一個吹微風、天晴而暖和的日子﹔匆匆出門朝着九龍公園進發，觀鳥去也。  進入九龍公園，

數隻亞歷山大鸚鵡已經站在圓拱門上歡迎觀鳥者，有時在空中飛舞，偶然在樹頂盤旋，又或呼的一聲

失去蹤跡。兩隻麻鷹亦不甘寂寞在空中飛舞，或旋或轉，合力表演一場每天都演出的舞蹈。正看得入

神，突然間全部都無影無縱了。 走到鳥池後，正尋覓通常盤據旁邊樹叢等待展示捕魚技巧的夜鷺時，

Mon 姐快步前來協助調較單筒望遠鏡，調較完後告訴我們一隻遊隼正站在對面高樓。細看之下，像

帶了面具、畫了金眼圈的猛禽，非常漂亮威武地呈現眼前。  
每次進入九龍公園我都感到非常興奮，因它能滿足我及不同人士，送給我們或靜或動美好舒適的環境

享受大自然。 只要願意前來，這是絕不令你失望的公園，多謝大自然。 
 

九龍公園   201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黎李愛麗)  

天色昏暗，在最初的半小時有雨，雀鳥幾乎絕跡。雨不斷地下着，我們衹可停留在集合地點靜待，單

筒鏡失準地對著樹梢呆呆等候着。雨暫停，觀鳥遊人不斷增加。其中有一位年约廿多歲的女士很有理

想， 她專程到公園觀察，想取多些城市雀鳥生活特色報告，計劃將這份資料與她同年紀的朋友分享。.

往後天色轉晴，來觀鳥的同道師兄、師姐陸續出現。我們緩慢向前，喜見黑領椋鳥岀現，繼而大咀烏

鴉、麻雀也出場，遊人也邁開步伐四處尋找鳥踪。雨勢轉疏，早前不見出現的亞歷山大鸚鵡也在公園

内盤旋一會才回巢去。 
我們記錄得有﹕麻雀、黑領椋鳥、亞歷山大鸚鵡、噪鵑、夜鷺、白頭鵯、红耳鵯、大咀烏鴉、珠頸斑

鳩、原鴿、黃眉柳鶯、北红尾鴝和褐柳鶯。 
 

九龍公園   20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  (莫慧嫻) 

今天天朗氣清，氣溫略低，只有 14 度，但不減慣常參加九龍公園觀鳥活動鳥友的興緻。總共記錄了

14 種雀鳥，原鴿、珠頸斑鳩、樹麻雀的數量更特別多。較少露面的一對白腰文鳥在挺水植物風車草

的粗短莖幹上嬉戲，而一隻雌性噪鵑則長時間棲身在光禿禿的苦楝枝幹上，全無遮擋，讓拍友隨心所

欲。 最開心是看到一隻紅嘴藍鵲在噴水池上空飛過，長長的尾巴拖得非常漂亮。三位負責義工合作

愉快，很用心向幾位第一次來觀鳥的朋友介紹雀鳥品種及習性。 新朋友對使用單筒觀賞到苦楝樹上

的噪鵑及紅領綠鸚鵡的美態感到驚訝，因為可觀賞程度遠超肉眼所及。 

 

香港公園   2014 年 1 月 1 日（星期三）（吳永生） 

天氣和暖，陽光普照，今晨鳥兒離巢在空中飛翔及在樹幹上覓食的特別多，有常見的紅耳鵯、小

葵花鸚鵡、麻雀及珠頸斑鳩。 牠們的歌聲響亮，姿態美妙，神采飛揚，似是來迎 2014 年第一天。

公園內遊人很少，但不減觀鳥者的興緻。 行行重行行，我們十數人沿途談談笑笑，交換觀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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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在兒童遊樂場附近的「小葵花鸚鵡樹洞棲息地」不見了，不能夠再看到牠們破壞樹枝、樹

幹的實境及情況。 細問之下，得知在兩星期前的一場大雨把枯樹推倒了。很可惜，又一個觀景

點消失了！  

 

九龍公園   20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梁浩熾） 

在 13∘C 的清晨，九龍公園遊人稀疏，有一對夫婦前來簽到，說已是第二次參加。 他們沿途詢問

禿枝上紅領綠鸚鵡和亞歷山大鸚鵡如何分別？水池畔的夜鷺頭上為何會有兩條辮，有的身上的羽

毛卻是棕色？池中樹上俯伏的褐翅鴉鵑是在園中居住嗎？ 雌性义尾太陽鳥和暗綠繡眼鳥如何分

別？ 談笑間話題甚廣，不一而足。來到尾聲時，鳳頭鷹和一對喜鵲前來相賀，為我們添加完滿的

句號。 本日參加者 25 人，鳥類有 16 種。  

更難得的是蔡師兄找來了第一屆、只聞其名多年的文詠瑜師姊回巢兼當值，足見師兄在維繫組員

上花了很大的心思！ 

 

香港公園   2014 年 3 月 5 日（星期三）（曾秀珍） 

八點前到達香港公園，唐景禮師兄已拿着單筒在園內準備妥當，真是一位盡責導賞義工。早上氣

温只有 16 度，天色陰沉加少許寒意，但沒有影響觀鳥朋友的熱誠。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外籍朋友

見到我們就立刻走上前，友善地主動發問和交流心得。他說今次在香港只逗留五天，所以要爭取

在今早看到不同種類的雀鳥。不知怎樣，今早的雀鳥卻好像和我們捉迷藏，只能看到廖廖可數的

紅耳鵯、珠頸斑鳩、等等…。幸好還有許多小葵花鸚鵡，在公園內樹木上吱吱喳喳穿梭，令園內

不致於那麽冷清，也感染到外國朋友看得投入和雀躍。 我這個半吊子導賞，連英語也是「半鹹

淡」，要倚靠身體語言來溝通–沒有「撞大板」就好啦。有賴两位師兄師姐幫忙，總算在戰戰兢

兢中完成任務。收拾好用具，開開心心去嘆早茶了！ 

 

香港公園   2014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鄭耀寰） 

難得陽光普照的早上，香港公園內的木棉花也開始盛放，它是各類雀鳥的美食，只要站在木棉樹

附近，公園雀鳥必然一一進入眼簾。今早在人工湖旁觀察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雀鳥種類少是公園

的定數，這是一比九十九的後遺因素。人們對禽流感的無知而產生的恐懼，真接影響雀鳥的生存

權，他們不會遊行請願，但是他們會飛遷別處，作出唯一可表達的抗議行為。但是人類的自私行

為，破壞大自然已到了極限，伐木燒林，有毒農藥，工廠廢水，開發生態保育之地而發展地產等

等…。有朝一日，一家老少公園漫步，突然發覺少了悅耳的鳥聲，沒有美麗的飛羽在空中自由飛

翔，這些都只能在畫冊中、在 CD 中尋回往日的記憶。如果人們還不醒覺保育自然，上述情況並

非子虛烏有，而是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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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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014/7/2 

2014/7/9 2014/7/16 2014/7/23 2014/7/30 2014/8/6 2014/8/13 

2014/8/20 2014/8/27 2014/9/3 2014/9/10 2014/9/17 2014/9/24 

2014/10/1 2014/10/8 2014/10/15 2014/10/22 2014/10/29 2014/11/5 

2014/11/12 2014/11/19 2014/11/2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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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6/27 2014/7/4 2014/7/11 2014/7/18 2014/7/25 2014/8/1 

2014/8/8 2014/8/15 2014/8/22 2014/8/29 2014/9/5 2014/9/12 

2014/9/19 2014/9/26 2014/10/3 2014/10/10 2014/10/17 2014/10/24 

2014/10/31 2014/11/7 2014/11/14 2014/11/21 2014/11/28 - 

 
野外觀鳥導賞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日期 地點 集合時間地點 

第六組 2014/6/7 城門郊野公園 0830 荃灣城門水塘大壩茶水站 

第一組 2014/7/5 暑期暫停 -- 

第二組 2014/8/2 暑期暫停 -- 

第三組 2014/9/6 南生圍 0800 西鐵元朗站大堂近彩晶軒 

第四組 2014/10/4 香港仔水塘 0800 干諾道中恒生銀行總行門口 
7 號巴士站 

工作簡報:  
香港公園 –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263 人次 
九龍公園 –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參加導賞人數共:     394 人次 
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導賞服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 月，共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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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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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李愛麗  黃艷蘭 
 

  今天早上天氣已有寒意，但出席人數不減，有 60 人之多。 組員們兵分幾路，

從元朗大家樂出發，坐小巴、自駕或乘的士陸續抵達大生圍小巴站漁塘邊集合。 觀鳥

會導賞員將我們分為两組，我們的一組由導賞員 Johnson 和好姐帶領講解。 
 
  他俩首先把整個平原，包括大生圍、米埔、甩洲等等一帶漁塘前身地段，從稻

田、棄耕、地產商與政府合作改變土地用途的漸變及發展史， 一一用圖片概括略述。 

進入漁塘路徑，沿途經過村民的居所。 此處是低密度平房，每戶相隔 10 呎排列整齊，

衛生間建於屋外遠處供公用。 有趣的是那村公所；因人口日漸老化，青年人大多外出

謀生，村公所除了開會之外也漸變成士多，供村民休憩及餘閒用作搓麻雀聯誼。 
 
  Johnson 與好姐領着我們穿插漁塘，細

心說明漁塘需用上的工具。 平時我們看見的漁

塘打水機原來是泵氧氣入塘，两旁的大鐵筒附

有两枝鐵通伸延至漁塘原來是飼料容器，定時

定量把粉粒狀飼料滾入漁塘內餵飼。 路旁種植

有芒果、石榴、荔枝、香蕉、木瓜、桔、大樹

菠蘿等等。 導賞員並提及好久以前村民是用

「桑基漁塘」養魚法，他們多在養魚時在池邊種桑樹：桑樹防風、果子養雀、桑葉養

蠶、蠶糞養魚、蠶絲織布……是生態循環作業。 由於社會轉為工業化，此類作業不為

青年人接棒，漸被淘汰，逢勃不再! 
  
  一路上看見漁農將豆渣鏟入魚塘，還有很多麵包、頗新鲜餅乾一大片堆放在路

旁。 原來新鲜麵包和餅乾是因賣相不合市場出售規格，漁農用便宜價錢從麵包工場回

收來作飼料之用。 孫亮前輩童心突發，鬧着要吃餅乾碎和拍照。 
 
  漁農也會用花生麩、蠶豆渣、公仔麵碎等飼料，並會因應魚種、成長階段而決

定飼料食材，還會增添魚仔料、粟粉、麥糠等等。 元朗烏頭生長重至八両後，就改用

花生麩飼養三個月才在市場出售。 因飼料有別，元朗烏頭肉質甜美而售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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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年代這裏是一大片的水稻田，農民收穫甚豐。 我們從小就聽過元朗絲苗米，

那年代是上等貴價靚米。 隨着國內發展工業，引致空氣及水質變差，稻米收成及品質

大降；加上泰國及其他進口米在市場競爭，米農生計無法維持，惟有外出謀生，農田

荒廢。 到 70 至 80 年代，政府需要發展西北地段並與地產商達成共識，地產商可投地

起樓，附帶條件需要建平房屋安置原居民和聚居民。 所以村內平房屋地屬政府管轄，

村民需繳交地稅，房屋不能作買賣但可傳給下一代繼續擁有居住權。 現今錦銹花園就

是當年第一批商業樓房，而附近的平房就是地產商補貼村民而建成的政府地、私人居

住的補償屋。 
 
  Johnson 和好姐帶領我們到根叔存放多種養

魚工具的工棚，他有多個漁塘養殖脆肉鯇魚。原來

黑鯇食肉、草鯇食草，而脆肉鯇魚飼料是用蠶豆，

魚肉實且脆並不是我想像中在魚池加水壓令魚身加

强運動所致，疑惑之謎頓時解開。漁民常在深夜收

魚，叫做 ”夜間刮魚”。 
 
  每年在一定時間，漁民需將水位降低以便收取漁獲，但雀鳥此時也趁機大快朵

頤，吃個心满意足。 在鳥季，漁塘訪客太多，漁民需結網阻隔雀鳥直衝漁塘捕食，做

成煩擾及人與鳥的衝突。 另外漁塘用上一段時間後，水中雜質過多，水的酸度過濃，

漁民也需要放水清瘀泥 (俗稱曬塘、翻土)，然後試水、平衡水質酸鹼度再重新下魚苗。 
因翻土期間生產停頓沒收入，漁農往往急於回復作業，縮短停塘時間。  
 
  為保留傳統作業模式和減少漁農對雀鳥的怨氣，香港觀鳥會便提出與漁農合作，

希望每個漁塘能維持一年有七天放水，以便更多候鳥能有棲息地及提供食糧，因漁塘

乾涸時死魚也多，有腐肉供候鳥食用。 雙方議定以管理費作補貼，每公頃港幣 4,700
元。 香港觀鳥會向環保署和環境自然保育基金會申請撥款合共三百多萬，令六百多個

漁塘受惠，補貼期至 2015 年初。 計劃令雀鳥有食物，最後有利自然，漁民也樂於接

受。 

 
  Johnson 和

好姐又引領我們到

當地聚居民蘭姨處。 

一見面，蘭姨二話

不說就請我們品嘗

她所種的樹上熟牛奶蕉，味道清甜，香滑留口腔。 她性情豪邁、笑容開朗、聲調爽朗、

娓娓道出她不是原居民衹是聚居民；細說自她出嫁 40 年來，在此處生活、打理漁塘、

選擇飼料配合有機養殖。 那公仔麵碎飼料就是從大埔工業村南順公司購入。 她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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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我們的提問，仔細地描述如何保養漁塘，包括清瘀泥、放茶仔清毒、放熟石炭調

較水的酸鹼度等。 

 
  蘭姨也提及這片大地從 60 年代種水稻、70 年代養基圍蝦及至 80 年代地產發展

計劃，村民得安置住補償屋，她們現持有 300 畝漁塘土地。 她還展示老爺為她穿織的

魚網， 說時面露甜美笑容，想她和老爺相處時必定很融洽和互相尊敬。如此辛勞經營，

她整年收入除卻開支之外，衹得三萬多，連一個外傭也不及。 但看她臉上掛着心满意

足的笑容，她很满足地守着這片土地。. 
 
  最後蘭姨示意丈夫在泥地上露一手傳統撒網技術。 各人圍成大圈把相機對準，

刹那間魚網散開着陸，有些隊友還來不及拍攝；陳先生再為我們示範直接撒網在漁塘

上，拍友爭取時間捕捉撒網過程。 蘭姨非常慷慨分贈那些魚穫給隊友們，氣氛相當熱

鬧。 蘭姨和丈夫歡迎我們重來，我們也意猶未盡盼着重來再聽蘭姨導賞，挽着手信興

高采烈地離開。  

 

  非常感謝香港觀鳥會安排這三小時的漁塘導賞，讓我們全面認識這片土地。. 
 
(後記: 筆者即晚用鹹酸菜豬腩肉炆蘭姨送的鮮魚，甚是鮮美!)  
************************************************************************** 

鳴  謝 

  紅耳鵯俱樂部副主席(外務)兼第三組組長鄭耀寰先生因健康問題，已向俱樂部

委員會提出辭呈，並獲接納。 
 
   鄭先生三年前加入委員會為第三組組長，並於去年獲選為俱樂部副主席(外務)。 
鄭先生為人樂觀、處事認真、事事親力親為及務求盡善盡美，為俱樂部貢獻良多。 委
員會對鄭先生的請辭，深表惋惜﹔祈望他早日康復，再為紅耳鵯俱樂部效力。 
 
  與此同時，委員會歡迎及多謝吳靜文女士接任第三組組長。 
************************************************************************** 

          活動資訊 

＊ 『大生圍漁塘導賞』- 2014年 5月 14日(三) 上午 8:00 元朗大家樂集合。 
＊ 『智能手機備份到電腦技巧』- 2014年 5月 30日(五)及 6月 6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梁顯利中心三樓。  
＊   七、八月活動確實日期及地點後，會經電郵及由組長通知相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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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英群 
 
雀鳥是大自然的使者，我喜歡把牠們做我畫作的題材。 
我學花鳥畫兩年多，希望可以發掘不同的題材，而不同
種類的雀鳥正是好目標，我也把牠們畫下來弄了一本小
册頁《鳥趣》。 
 
香港這個很美又奇妙的都市，很多人都會迷失在她的石
屎森林中。 但，我們仍然可以抽閒到新界或郊野靜候繁
多的雀鳥。 我們可在行山途中觀看沿路的雀鳥。 有些
時候，個别稀有的品種亦可看到。 這驚鴻一瞥的相會真
使人感到满足而難忘啊！ 
 

 
    
 

 

 

 

 

 

 

 

  

 

 

普通鳾 鵲鴝-雌 鵲鴝-雄 

叉尾太陽鳥 

白頭鵯 

紅嘴相思 

紅耳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