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嶺「鳥王」從捕獵到保護

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雲南省西北
部的保山市和怒江州瀘水縣境內，是雲南省面積
最大的自然保護區，國家級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
自然保護區，以其生物多樣性，被學術界譽為
「世界物種基因庫」，為世界生物圈保護區。

高黎貢山，是中國鳥類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
一。截至目前，在中國境內發現的鳥有1,300多
種，雲南就有900多種，其中高黎
貢山鳥類分佈達500多種，佔全國
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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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雲南保山相隔逾2,000公里，但高黎貢山的鳥
兒卻在遙遠的他方，召喚着香港的張浩輝。張浩輝

告訴記者，自1994年首次到高黎貢山百花嶺觀鳥後，每
年冬季他都會如約而至，「因為高黎貢山幾乎擁有喜馬
拉雅山系的所有鳥種，百花嶺一天可以看到100多種
鳥，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張浩輝的另一個身份是香港觀鳥會中國自然保育基金
委員會前主席，有着逾20年的欣賞及保育鳥類經驗。他
說，觀鳥運動對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是全球最大
的候鳥遷飛區，每年途經的候鳥數以萬計，而且香港濕
地公園每年都會舉辦觀鳥節。
雲南是動植物的王國，光鳥類記錄就有900多種，然
而因為經濟、信息落後等原因，觀鳥運動始終得不到普
及。張浩輝說：「香港居民主動參與環境保護的意識至
少比內地領先30年。」他還認為，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
觀鳥者也不多，市民的環保意識也不夠強烈，但如今香
港觀鳥會已發展到2,000多名會員，而且每年都在增加。
為了推動內地的鳥類保育事業，張浩輝在保山市中心
購買了一套小公寓安身，儘管飲食、語言和生活上有些

不習慣，但每天能夠親近自然，推廣
生態環保，他已十分滿足。他想在未
來20年裡，培養出內地更多的觀鳥愛
好者，為自然環境改善做努力。

帶團觀鳥 帶旺漢龍村
每次往返滇港之間，張浩輝都會為

高黎貢山帶去一撥又一撥的觀鳥愛好
者，每一個愛好者又是一個輻射源，
帶來更多的觀鳥迷。隨着接待張浩輝
觀鳥團隊次數的增多，高黎貢山百花
嶺的村民，不僅對鳥類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還看到了巨大的潛在商機。
一進百花嶺的漢龍村，村口就陸續

出現了與觀鳥有關的吃住行廣告牌，
恍如進到了觀鳥俱樂部。張浩輝告訴

記者，他初來百花嶺時，當地的村民還在獵殺鳥類，或
拿去賣錢，或自己烤着吃，沒有任何的保護意識。「當
時的百花嶺村民還以傳統的作物為生，村民忙於生計問
題，不會去想着保護那些鳥類。」在張浩輝的帶動下，
百花嶺吸引的鳥迷越來越多，得到回報的村民自覺地成
為了自然志願者，更加保護自己賴以為生的鳥類。目
前，漢龍村已經有33個以帶領遊客和鳥迷觀賞鳥和拍攝
鳥為職業的「鳥導」。

聞聲知鳥 能辨百種聲
「聞聲知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張浩輝說。豐富的

觀鳥經驗讓他能辨別100多種鳥類叫聲，還能辨識這些
叫聲是源於躲避天敵、求偶，還是飢餓。他還介紹，有
些鳥媽媽除了教兒女學會捕食、躲避天敵等基本生存技
巧，還會教小鳥學習模仿其他鳥的叫聲，用來吸引異性
關注或用天敵的叫聲嚇走同類，「鳥類的聰明和智慧，
往往超乎常人想像，這也是觀鳥的樂趣所在。」
目前，張浩輝正在編撰更新以中國境內野鳥為主的

《中國鳥類辨識圖鑒》一書，預計今年9月份面世。

20多年來，他行走在香港、內地之間，舉辦講座，教授鳥類自然科普知識，倡導環保；他為

內地帶去一撥又一撥的觀鳥愛好者，帶動當地村民護鳥；他提前10年退休，每日觀察鳥情，

記錄鳥種，編撰「鳥書」。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浩輝，為了發展內地鳥類保育事業，安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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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老侯是在百花嶺漢龍村的農家
樂裡，一輛旅行社的中巴車停放在院
子裡，院子一側的廂房，一塊大大的
鳥迷簽名布前，坐着幾名來自澳大利
亞的鳥迷遊客。老侯在記者面前脫口
而出的第一句話是「我很生氣，現在
高黎貢山的鳥少了，從620多種減少
到580多種了。」
「鳥兒現在是我們村的寶貝，誰都

不准傷害牠。」「鳥王」老侯本名叫
侯體國，是高黎貢山百花嶺的第一個
鳥導，因為敏捷的身手和豐富的喚鳥
技巧、辨識鳥的能力，被圈內人稱作
「鳥王」老侯。但老侯慚愧地說，他
這一身本領都是通過獵鳥學來的，從
小在高黎貢山長大的老候，大山就是
樂園，漫山遍野的打鳥、獵鳥更是少
時的樂趣。

成立「鳥網」觀鳥站
然而，隨着像張浩輝這樣的觀鳥
愛好者陸續來到百花嶺，既能掙錢

又能發揮自己的特長，讓老侯從鳥
殺手蛻變成護鳥者。最讓老侯印象
深刻的是，1989年，老侯在山上打
鳥時遇到一對來觀鳥的台灣陳姓夫
婦，他們正在尋找一種叫血雀的
鳥，老侯帶他們很快找到了，他們
便讓老侯做鳥導，每天支付20元的
報酬。第二天，在老侯的帶領下，
他們看到了70多種鳥，夫婦倆激動
之餘，動情的勸導老侯，不要再打
鳥了，鳥類應該受到保護。此後，
來自香港、美國、英國、俄羅斯等
國內外遊客不斷來到百花嶺觀鳥，
都讓老侯做嚮導。
「小小的鳥兒竟然能吸引人跨越千

山萬水來觀賞牠。」老侯心有所悟。
從此，放下獵槍，開始了自己的鳥導
生涯。2002年，來觀鳥的客人成批增
長，老侯在家裡建起了百花嶺第一家
農家樂， 同年，在眾多鳥友的協助
下，「鳥網」高黎貢山百花嶺站落
成。

■■百花嶺百花嶺「「鳥王鳥王」」老侯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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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浩輝指引澳大利亞張浩輝指引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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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鳥是一種全身心的投入，在欣賞大自然之美
時，身心的愉悅對現代人來說是壓力的釋放。
為了讓記者這樣的「菜鳥」體會觀鳥的樂趣，張

浩輝親自為記者做了一天鳥導。張浩輝帶記者觀鳥
的第一站，並不是鼎鼎大名的高黎貢山，而是離保
山市區3至4公里的一個名叫「大海子」的水庫，
這個方圓僅1平方公里的水庫，冬季時聚集逾
3,000隻鳥，4月並不是觀鳥的最佳時節，但在水庫
上依然有近百隻鳥停留。
透過張浩輝隨身攜帶的30倍單筒望遠鏡，水面上

鳥兒游弋、潛水、梳毛的一舉一動，都真切、靈動
地出現在眼前，「這是烏頂、這是蒼鷺，大海子還
發現了雲南的新品種白額雁、短嘴豆雁」，觀鳥時
的張浩輝儼然是個專家。此時，剛好有附近的村民
路過，張浩輝盛情邀請他們一同觀看，「太美
了」，大家一致讚嘆。
下午，記者跟隨張浩輝和老侯帶領的澳大利亞觀

鳥團，一同到百花嶺尋鳥蹤，張浩輝一路給我們講
解林鳥和水鳥的不同，澳大利亞遊客則人手一冊野
鳥圖鑒，一路看圖識鳥。透過張浩輝的望遠鏡，藍
喉擬啄木鳥、長尾地鶇，紋喉鳳眉，紅頭咬鵑……
各種鳥類，讓我們的眼睛應接不
暇。張浩輝提醒大家，不要停留太
久了，鳥要歸巢了，我們背後的枯
樹是牠的家。

村民建水塘 觀鳥吸金兩相宜

「菜鳥」觀鳥記

在高黎貢山百花嶺的漢龍
村，有一種特殊的觀鳥方式
叫「水塘觀鳥」，這種水塘
不是自然的水塘，而是漢龍
村的村民們為了吸引鳥類建
在山上的小水塘，順着老侯
指的路，我們順利地找到了
一個水塘觀鳥點。

省時省力受追捧
黑色的防曬網搭成了一個

簡易的觀鳥屋，隱蔽在樹林
中，掀開門簾，只見10餘個
觀鳥窗前，長槍短炮式的相
機一字排開，快門發出清脆
的聲音和屋外悠揚的鳥鳴聲
融合在一起。從觀鳥窗望出
去，幾隻不知名的小鳥正在一個小小的水塘裡嬉戲，
放有麵包蟲的樹枝和拴着蘋果的細繩上落滿了顏色各
異的鳥。正在觀鳥的幾個鳥迷告訴記者，「觀鳥，需
要耐心和熱情，看得多了會發現，其實鳥有許多不同
的神態，打瞌睡、伸懶腰、散步、四處張望……很有
意思。」他們已經在山上呆了4天了，每天換一個觀

鳥水塘觀賞，40元一天，相比漫山遍野地觀鳥，水塘
觀鳥省時更省力。
張浩輝說，水塘觀鳥是當地村民的一個創新，這種

方法既能觀鳥，又能給村民帶來收入，還能帶動更多
的人喜愛觀鳥，對保護鳥類是有益的。不過他更主張
以原生態的方式進行自然觀鳥。

■從觀鳥窗望出去，一隻不知名的小鳥正在水塘裡嬉戲。 記者李茜茜 攝

1、觀鳥裝備：雙筒望遠鏡、放大鏡、筆記本、
刀（防身開路）、鳥類識別手冊。

2、在野外觀鳥時，盡量穿與環境色彩相近的服
裝，隨時注意周邊的情況，是否有傷人猛獸
出現。

3、在鳥類繁殖季節，要注意自身行為，不能為
了拍攝照片而干擾鳥類繁殖。

4、鳥類怕人。在觀鳥過程中，多看、多聽、輕
聲交流。

5、請把垃圾帶回家，塑料製品可能會導致鳥類
死亡。

觀鳥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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