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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閩島嶼

走進楊金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形形色色的鳥類
照片，又或是自然風光、鳥類遷徙圖。楊金有個

別名叫“紫嘯鶇”，他表示紫嘯鶇是一種很常見的
鳥，喜歡生活在深山溪澗旁。其近山樂水的習性，與
他的性格很相似，所以用作別號。
2003年2月，楊金和他的夥伴成立了福建省觀鳥會並

出任會長，最初對觀鳥會的定位，是一個時尚、休閒
的團體。但一次經歷讓楊金的初衷有所改變。一次群
眾性觀鳥活動中，一位“愛好者”對楊金說：“我怎
麼看所有的鳥都和麻雀差不多。”甚至有90%的人會
說出“這個鳥好肥，好不好吃”之類的話。隨後觀鳥
會對初中以下的學生進行了調查，部分孩子甚至不能
區分燕子和麻雀的特徵，即使在圖片上也無法做到。
這種情形讓楊金感到“有點痛心”，於是，他開始
把福建省觀鳥會定位轉向了“生態環保社團組織”。
據楊金介紹，自2004年3月起，福建省觀鳥會平均每
年進入中小學開展生態宣教不下15次，舉辦鳥類知識
講座等活動，累計逾五萬人次的青少年直接接受了生
態教育。

籌建監測站 阻捕獵鳥類
“我們對大自然要感恩。”從一開始的興趣愛好，
到做自然研究的觀鳥繼而開展志願宣教，楊金希望通
過自己的努力，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真正了解自然、
保護生態。福建閩江河口濕地位於福州長樂東北部閩
江入海口南側，是福建最大的原生態河口濕地，每年
有逾10萬隻候鳥在此覓食、繁衍、棲息和越冬。從
2003年11月起，楊金和福建省觀鳥會會員、志願者們
每月定期檢測閩江口濕地鳥類，每年定期開展濕地清
潔公益行動。2005年，觀鳥會自籌資金籌建了閩江河
口濕地第一個鳥類監測站，收集了許多數據提交政府
部門作為保護的依據。這些都有效阻止了過度圍墾、
捕獵鳥類的行為，為閩江河口濕地保護作出了貢獻。

訪600無人島 研鳥類分佈
“無居民海島的生態是獨特而脆弱的，也是許多海
鳥的棲息地。我們希望通過調查，弄清到底哪些島上
有鳥棲息，接下來進行重點保護。”2009年開始，在
國際鳥盟和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的支持下，楊金帶領
他的團隊連續開展了四年的福建無居民海島調查和宣
教活動。“截至目前，我們已經調查了600多個島嶼，
記錄到逾10個重要的海鳥棲息島群，並在基層沿海13
個學校和社區開展了宣傳活動。”據了解，福建省的
無居民海島大多分佈在寧德、福州一帶，調查初始需
依照地圖冊找出了可能存在鳥類活動的島嶼。
最令楊金難忘的，是2009年前往福鼎台山列島的旅
程。當時出海沒多久，大家臉上的興奮表情變為了慘白，
大風捲着巨浪拍打上來，幾乎要把整條船吞噬。而這僅僅
是開始，到主島途中大家都坐在船艙外，一邊暈船嘔吐不
止，一邊死死抱住身邊的固定物體。“我都快暈過去
了。”楊金說，後來他們挨到島上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
虛脫了，且渾身濕透，冷得瑟瑟發抖。

拒口頭保育 籲付諸實踐
在無人島調查的過程中，楊金亦會給成員們講解該
島的生存物種、地理環境以及鳥類遷徙等情況。他經
常會心生感觸：觀鳥的最終目的是保護環境，了解得
越多，感覺需要做的就越多。楊金也會經常思考自己
和團隊還可以做些什麼，如何盡可能杜絕捕殺稀有鳥
類，讓更多人增強環境保護意識。沒有確鑿的調查數
據就不能給保護環境提出有力的建議，否則，愛護環
境永遠停留在口頭，而缺乏實際行動，所以他說自己
一直在路上。

一提起觀鳥和保護鳥類，楊金
的話匣子頓時打開了。“被譽為
‘神話之鳥’中華鳳頭燕鷗1937
年記錄現於中國山東之後，直到
2000 年才再次在台灣馬祖被發
現，2004年閩江河口和浙江亦被
觀測到。”楊金說，這種鳥全球
數量估計不超過100隻，卻連續
12年夏天如期到福州“度假”，
“說明福州生態環境保護好了，
中華鳳頭燕鷗願意住在馬祖，玩
在福州。”
楊金介紹，2008年開始，在香

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資助以及
香港觀鳥會的指導下，福建省觀
鳥會、浙江省野鳥會開展歷時三
年的系列保育行動，通過本底調
查、基層宣教、設立基層保育小
隊、兩岸保育論壇等各項行動，
對中華鳳頭燕鷗開展積極的保育
行動。為了監測中華鳳頭燕鷗，
楊金定期組織福建省觀鳥會成員
到閩江河口濕地與台灣野鳥學會
同仁同步監測。“兩岸三地為了
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將給這些

極度瀕危鳥種一個安全的庇護
所。”
“兩岸隔海相望，生態保育、

合作方面空間很大。”楊金表
示，未來兩岸鳥類保育人士將繼
續加強同步調查、同時監測，加
強信息溝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亦
希望福州和馬祖形成一個大保護
區，更好開展密切合作，實現鳥
類保育資訊共享。“當我們把目
光對準這些‘神話之鳥’時，多
方合作能夠促使更多人關心牠們
的命運，應該會創造新的神話，
讓牠們繼續繁衍，壯大種群，永
遠飛翔在海峽之間。”

為鳥癡迷為鳥陶醉，為觀鳥他跑遍了福建

的山山水水；為得到黑臉琵鷺過冬的第一手

材料，他在寒冬跳進齊腰深的泥灘；為保護

濕地，他四處奔走呼籲。他是觀鳥達人，亦

是環保衛士，他就是福建省觀鳥會會長、鳥

類家園的守護者──楊金。“極端的生態保

護主義與發展主義都是不可取的，我們要在

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便需要我們對

環境有具體清晰的認識。觀鳥可以為我們提

供一種了解環境的視角，認識到存在的環境

問題，繼而找到解決辦法。”楊金如是評價

觀鳥活動。 ■文：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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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之鳥”現蹤福州
兩岸三地共同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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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高興地看到，政府如今積極支持
閩江河口濕地保護，並且已經產生了效
果。他指着辦公室牆上懸掛着一張自己
拍攝、有“神話之鳥”之稱的中華鳳頭
燕鷗照片，並提及一組令人興奮的數
據，“閩江河口濕地建立保護區後，相
關部門編制了保護規劃，在養殖區域內
建立了鳥類調節區，擴大水禽棲息地，
閩江河口的鳥類數量明顯增多：來此越
冬的小天鵝從原來的70多隻增加到400
隻至500隻，黑臉琵鷺從10多隻增加到
近百隻。”

盼建共融生態理念
楊金表示，這和他建立鳥類監測站的

初衷是一致的，“伴隨着類似生態理念
的引導，政府亦會越來越重視生態方面
的建設。”楊金說：“福州也在閩江河
口濕地自然保護區外圍致力建設濕地公
園，以增強民眾的保護濕地意識。而隨
着面積達4,663平方米的閩江河口濕地
博物館竣工，市民將來可以通過監控採
集的數據和畫面了解濕地鳥類生活習
性。”

採訪中，楊金一直很感恩團隊的力
量，“是福建省觀鳥會志願者和會員們
的同心協力，才使很多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正如採訪結束時他所說：“假如
有一天，當我們抬頭仰望再也看不到鳥
兒輕盈的身影，側耳聆聽越來越難以聽
到鳥兒或呢喃、或嘹亮的歌聲時，這個
世界就缺少了很多生機，所以，保護鳥
類刻不容緩。觀鳥人越多，害鳥者越
少。給鳥類更多更好的生存空間，其實
就是在給我們自己構築一個更美好的未
來。”

“觀鳥人越多 害鳥者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