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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入侵者?

這一次再以入侵者
為題，其實是在呼應
上一期的INVASION.

不同的是，上一期我
們人類是被入侵的；
而這一期就讓人類
扮演入侵者的角色，
好讓我們以叧一個
角度來探討同一個
主題。

究竟誰是真正的入
侵者？希望看過這2
期 的 emagazine 後 ，
大家會對這個問題
有更深入的思考。



別有「洞」天 - 沙羅洞
沙羅洞 (又名沙螺洞) , 這片蜻蜓與蝴蝶的樂土,
一向有世外桃園的美譽。 綠巒環抱, 流水淙淙的
沙羅洞, 放眼是青蔥的田野及老舊荒廢的客家村
落, 充滿自然古樸的氣息。 現在, 這片隱世的依
甸園正受到不同的威脅。 在她快將褪色之前, 讓
我們看看, 踏足了解這個地方吧。

沿鶴藪水塘家樂徑直走, 往
沙羅洞方向走約15分鐘, 穿
過間有密林的羊腸小徑, 一
大片在陽光下閃著翠綠色的
田野霎眼間出現, 很有「柳
暗花明又一‚洞‛」之感。
沒錯, 這裡就是沙羅洞了!

所謂「洞」, 並非山洞之意,
而是客家人語中的「山谷」
。 走在小路上, 被兩旁長及
大腿的野草包圍。在茂密的
青草叢中用眼睛搜索
, 像尋寶一般, 不難發現草堆
中充滿着生機 – 漂亮鮮明
的美眼蛺蝶像迎賓似的在花
草間飛舞; 不同種類的弄蝶
在白花鬼針草叢中寧靜地享
受佳餚; 沿途還有大量帶着
耀眼示警顏色的虎斑蝶從容
不迫地隨處飛蕩。 沙羅洞的
秋日, 一點兒也不蕭索。

來到這個「洞」裡著名的蜻
蜓孕育場了。 清澈的溪流, 終
年不竭, 兩旁長滿茂盛的水生
植物。 合適的水流, 大量可供
攀緣的植物, 加上特別的基質,
為蜻蜓和豆娘提供了難得的
優質生境。 當我想着這個寂
靜的繁殖季末應該不會找到
特別驚喜時, 一個小小的紅影
在我眼邊閃過 – 原來是一對
朱背齒原蟌在串連產卵!

文 elaine



這對在夏末時已應難以看
見的小東西, 竟然趕得上十
月的尾班車, 在這裡進行這
項 神 聖 的 任 務 。

我在這裡一路溜躂觀察不
願離開, 看看水中懶洋洋的
瘰螈, 看看滿池的魚兒, 然
後看到一個我非常失望的
畫面: 一個新鮮的薯片袋在
被石縫夾着在水中漂蕩。

沙羅洞能成為蜻蜓繁殖的
聖地,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她擁有本地少數未受污染
的溪流。 可是近年, 到訪沙
羅洞的人漸多, 窺視着沙羅
洞的發展商也漸多。 這些
騷擾究竟會對這裡的生態
構成怎樣的影響? 溪流中的
這個薯片袋, 只是這一切的
冰 山 一 角 。

除了多變的上游溪流生境 ,
還有大片的淡水沼澤為各
類的蜻蜓提供繁殖與覓食
的場地。 可是隨着農耕活
動的式微, 再沒有村民引水
灌溉, 淡水濕地也逐漸萎縮
和乾枯, 令人不禁為這些生
物 的 前 景 擔 憂 。

越過溪流, 看見遠處古舊的屋
群, 心想那必定是沙羅洞的張
屋了。 穿過兩旁是濃密野草
的小徑向張屋進發, 忽然看見
路旁有一大片礙眼枯黃的野
草, 和旁邊的綠草形成強烈的
對比。 這很明顯不是自然發
生的事件: 有人在這裡噴了除
草劑。 枯萎的不只是野草, 還
有這裡的生氣。

到了村口, 看見滿目的頹垣敗
瓦, 和偌大的鋅鐵板寫着「山
水豆腐花 農夫涼茶莊」。 原
來村中開了家茶寮。 店主就
是其中一位僅有留守在張屋
的一位老伯伯。



老伯伯說, 只會在星期天開
鋪。 其餘的日子, 村子不
會有人到訪。 那麼假日時
間, 除了攝影發燒友, 行山
客和我這個到處蕩的閒人
外, 還會有甚麼人來到這條
荒 涼 的 古 村 中 作 客 呢 ?

我到處參觀人去留空的廢
宅, 看着昔日人們在這裡生
活的痕跡。 破爛的缸瓦 ,
斑落的木門和牆壁帶我看
着 舊 日 的 畫 面 。

然後, 我看見了牆上印着很
多不太搭調的東西 – 應該
是不久前遺下的漆彈跡。
再放眼望去, 地上不難發現
氣槍子彈。 噢, 這裡原來
已變成野戰的場地了。

村口的一幢老宅牆上被人用紅漆寫上

「強烈反對 禍延子孫」
八個大字, 讓人想起長久以來沙羅洞受人為騷擾和發展問題的
困擾。

原本應以豐富物種和悠久歷史而著名的沙羅洞, 近年令其聲名
大噪的, 卻是擾攘不休的商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鬥爭。

沙羅洞的前路, 將會如何?



離沙羅洞不遠，有個地方叫鳳園。
那天，一名年輕人慕名而來，要看看
大家口中所說的「蝴蝶天堂」到底是
怎樣的。

文 ray

年輕人由沙羅洞那邊沿小徑
走落鳳園。他從山丘望下去
，是吐露港旁的大埔工業邨
，山丘和工業邨中間的山谷
，就是鳳園。

沿路下山不到十分鐘，路旁
植被由稀疏的灌木叢漸漸變
為綠蔭處處的茂密林區。他
的腦中忽然響起一首樂曲，
旋律非常優美。他還不及想
起歌詞和歌名，兩隻鮮豔奪
目的鳳蝶飛過，一隻緊隨另
一隻，就像兩朵鮮花在拍著
花瓣飛舞。

這令他聯想起梁山伯與祝英
台化蝶的一幕。兩只鳳蝶時
而一追一逐，時而空中打轉
，始終繾綣不倦。蝴蝶的一
生，就是於空中飛舞耍樂中
度過嗎？

他越是於叢林、溪澗中穿
插，越是發掘蝴蝶的更多
面。他發現，原來蝴蝶並
非只為喜樂而你追我逐，
相反，一場場追逐佔了蝴
蝶生命過程中一個非常重
要 的 位 置 。

在人類的世界，追求理想
對象的方法可能是用「銀
彈戰術」，大灑金錢送出
名貴禮物；但蝴蝶既沒有
銀行戶口，亦不能穿戴名
牌的服飾手袋，要追求異
性，就只得靠與生俱來的
美麗身軀，以及來自花蜜
的能量去追逐。

不同種的蝴蝶也會飛在一
起，可是並不似求偶那般
的和諧。領域被其他蝴蝶
闖入時，「地主」蝴蝶會
直衝向來犯者，勢死保衛
領域。

鳳園，快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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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上演打鬥一幕，那邊
奇蹟般的情景要開始了：
一個附在葉底、毫不起眼
的蛹裡，突然有一隻醜陋
的昆蟲衡出，濕潤的翅膀
像濕水麵包般黏附在牠身
上 。

誰會想到，不到片刻，翅
膀就像帆船揚帆一樣，展
現美麗的色彩。新生的蝴
蝶準備起飛，為單調的天
空 注 入 色 彩 。

從前，他不明白為何梁山
伯與祝英台裡蝴蝶會被聯
想為人的化身：明明一個
是在天上飛，一個是在地
上走；一個是蟲，一個是
人。兩者有著天壤之別。

現在他醒悟了：蝴蝶和其
他動物一樣，有著人一樣
的七情六慾，有各種相類
似的行為──求偶、爭執

……

想著想著，忽然一條「吊絲
蟲」不知從何處掉下，將他
嚇了一跳。他定過神來，反
問自己，「吊絲蟲」真的如
世人所想中駭人嗎？難度牠
比空氣、河流中的污染物及
食物內的致癌物質更可怕嗎
？

蝴蝶幼蟲不慎從樹上掉下，
為生存努力爬回安全的地方
，卻被人想像為嚇人的的技
倆。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pid=4274429&id=655285478


年輕人於鳳園裡留連忘返，
可是時近黃昏，不得不離去。

踏出鳳園保育區，眼前的景
象 不 得 不 令 他 毛 骨 悚 然 ：

不到十米以外，是鐵絲網圍
著 、 寸 草 不 生 的 泥 石 地 。

路上還見到蝴蝶，可只是殘
破 不 堪 的 屍 體 ；

發展的道路, 沒完沒了

下頁圖片可能會引起情
緒不安，若不希望翻閱
，可以跳到第10頁。



死者: 黑眶蟾蜍
Asian Common Toad

死者: 紅耳鵯
Crested Bulbul

死者: 青竹蛇
或 翠青蛇

Bamboo Snake
or Greater Green Snake

死者: 喜鵲
Common Magpie



路旁的一片青蔥不復見，清澈的溪流隨著時日流走。

樹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新鮮的氧氣；推土機、
發電機吃進去的是電油，放出來的是烏的煙、瘴的氣。

這就是經濟發展、經濟效益為人們生活帶來的改善嗎？

綠色的圍牆, 
阻擋得到無情的推土機嗎?

這就是「美好環境」?



燕尾蝶 疲倦了 在偉大佈景下
這地球 若果有樂園 會像這般嗎

摘去鮮花 然後種出大廈
層層疊的進化
摩天都市 大放煙花

耀眼煙花 隨著記憶落下
繁華像幅廣告畫
蝴蝶夢裡醒來 記不起
對花蕊 的牽掛

摘去鮮花 然後種出大廈
文明是種進化
儘管適應 別制止它

力竭聲沙 情懷承受不起風化
叢林不割下 如何建造繁華
別問怎麼不愛它 蝴蝶夢裡醒來
記不起 對花蕊 有過牽掛

這一幕一幕，令他記起他剛到鳳園時腦中響起的樂曲。
原來是黃偉文填詞的燕尾蝶：

燕尾鳳蝶 ray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pid=4274429&id=655285478


結語

生態保育和土地發展之間鬥
爭的結果，很多時候都是一
面倒的。

我們於十月十四日到訪鳳園
及沙羅洞，於鳳園路（出入
鳳園的馬路，兩旁為新發展
土地）上，隨處可見動物屍
體，短短四百米的馬路，我
們只是路過也發現了兩條蛇
及一隻蟾蜍被壓扁，很明顯
是被出入車輛壓死的。另外
還有兩隻雀鳥的屍體躺在路
旁。

沙羅洞的環境因各種人類活
動及管理不善, 質素不斷下降
。 身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其生態價值被評為僅次於米
埔, 然而這個地方卻未能受到
同樣的保護。

自然生境的保育, 必須包含有
效的保護與持續良好的管理o

鳳園和沙羅洞都有一個共
通點, 就是受私人地權的限
制, 令現時的法例未能有效
保障這兩個地方免受發展
的威脅。 在新自然保育政
策下, 鳳園蝴蝶保育區現時
由環保團體大埔環保會透
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
資助, 向擁有鳳園地權的農
戶租地以維持保育區的管
理和運作。

然而, 這樣的合作模式非常
依賴土地擁有者的取向。
加上毗鄰鳳園谷的土地為
長實所擁有。

業權分散, 私人企業要在有
生態價值的地點附近大興
土木, 這個政策未必有招架
的能力。 鳳園保育區外進
行得如火如荼的工程, 就是
這類威脅的最好見證。



至於沙羅洞, 則經歷過長期的發
展與保育之間的拉鋸, 弄至現時
為 止 仍 是 一 片 荒 蕪 。

而現時倡議由環保團體綠色力量
和私人發展商合作的發展及保育
項目, 雖說是在生態敏感地區的
外緣作低密度發展及藉此加強管
理和保育; 但建設過程中所產生
的污染, 發展完成後帶來的人流,
甚至山火等副作用, 對這個脆弱
的 地 方 仍 然 有 未 知 的 威 脅 。

最終, 沙羅洞會在這個計劃中受
惠, 還是仍未能避免受到破壞呢?

發展與保育, 長久以來都在互
相角力。 不是說他們沒有相
輔相成的時候, 但大部分的例
子告訴我們, 保育, 總是讓步, 
輸掉的一方。 發展, 很多時候
都是非必要的。 為了爭取更
多的利益, 我們不斷的向自然
搾取。

若賺夠了, 不如嘗試收手, 還一
點空間給自然好嗎?



Vivian Lam 

2007學士畢業生

2007-2009哲學碩士

題目: Shark Fisheries in Southern China; 

指導: Prof. Sadovy 

1. 完成學士學位後, 為何會選擇繼續修讀碩士課程? 

一向都很希望做關於動物保育的工作, 而 undergrad讀的範圍
較廣但不夠深入, 畢業後希望留在這行業做保育工作的同學, 大
半都會繼續深造, 所以生態保育這一行業的人大部份都讀過碩
士或博士課程呢! 

順帶一提, 我現在修讀的是MPhil (Master of Philosophy), 亦可
以稱為碩士研究生(research Master), 跟普通碩士(taught 

Master) 不同的是(普通碩士)一般來說完成課程 (lesson based) 

和一個小型的論文 (dissertation), 但碩士研究生則要完成一個
較獨立,原創的研究, 需要搜集更多第一手資料。

2. 鯊魚這個題目的由來是…?

這個研究其實是由Final Year Project --- Sharks of Hong Kong

延伸出來的一個後續。當時選擇這題目全因上Fish Biology 

Course 的時候， 聽見老師說以前香港有很多鯊魚， 亦有漁民
出海專門捉鯊魚, 但幾乎沒有記載, 我們對本地的鯊魚認識非常
缺乏 — 要去保護一種生物， 我們先要去深入了解牠們。 而這
個題目的好處是它較有保育價值, 且具挑戰性 － 因為鯊魚是一
個較長壽的種類,它們正面臨被過分捕獲的威脅, 所以族群數量
正在下降, 現在全世界的科學家都認同它們是急需接受保育的
一群， 而且香港是一個重要的魚翅貿易跟消費地區, 所以與我
們息息相關。完成報告之後認為做的還不足夠, 有更多的研究空
間, 於是便成為我碩士課程的題目了。



3. 感覺上你的研究是比較多方面的, 由生物層面到社會層面
的都有。 這是常見的情況嗎? 研究的主要手法是… 

我這個研究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它不只利用了純科學手法。
因為在香港, 鯊魚已經很稀有並急需保育, 但亦因為數量
尐的緣故, 一般的科學取樣方法如潛水, 拖網等己不適用, 
所以只可選擇綜吅前人的數據, 如政府以前在市場上記錄
鯊魚的重量, 又或以前拖網研究記錄下的資料等, 不過這
些資料都十分零碎 , 而且這些研究報告的重點普遍都不
在鯊魚而是其他魚類,只有略略提及鯊魚而已。

另一方面就是加上一個社會學的元素----訪問以前的捕
鯊漁民。這個部份是我十分享受的, 因為機會難逢, 而我本
身又喜歡接觸不同範疇的事, 不用經常躲在實驗室入面,可

以跟漁民聊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獨特的社區、工作等, 會比
較貼近生活而非單單理論性的 。現在所有比較珍稀的生
物研究都開始用這樣的方法進行, 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的資
料來源。



4. 對於這個研究的感想是….

其實這個研究也挺辛苦的, 因為沒甚麼人做過同類型的研究,
所以 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解決, 例如並非所有人都那麼願意
跟你交談的, 那些時候便要想辦法令他們願意和你分享他們
的經驗和知識 ; 並且要不怕辛苦, 因為沒有一個詳盡的記錄
登記曾經捕捉鯊魚的漁民, 所以大部份時候都只好漫無目的
地到處問人。

不過, 找到的話確是十分滿足的, 因為香港以前專門捕捉鯊魚
的漁民的大部份都是由福建來的鶴佬人, 而且鯊魚業最蓬勃
的時期是七八十年代, 當年的漁民大部份現都年老了, 亦隨著
鯊魚業的消失, 他們亦都從事不同的行業, 各散東西, 很難找
到他們, 所以當他們的知識和經驗沒有人記錄下來的時候, 很
快便會失傳了。

所以我很緊張的到處問人,
亦試過有不尐次被人責怪
盡問那些”你曾否捕捉鯊
魚”的無聊問題。曾經有那
麼一次 , 有人告訴我你嘗
試到田灣的某屋村問一下
吧 , 我覺得很奇怪不過還
是覺得不能放過這過機會,
竟然發覺有個老漁民已轉
行做了清潔工了 , 可見不
斷嘗試是十分重要的 , 雖
然試過很多次全日出去了,
還是一個收穫也沒有 , 只
好把這件事放下一回兒 ,
做更多的資料搜集然後再
出去碰碰運氣。



(會否到最後還是資料不足呢?) 
是有那麼的一個機會, 不過我很幸運地到最後也能訪問到一
百個漁民呢, 當中有五十個是我在做FYP時找到的。而且我
在MPhil時也會到內地去找, 因為香港實在太小, 而且鯊魚的

活動範圍廣, 所以便將範圍也涵蓋南中國了。

不過令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鯊魚這種大型又受人注目的動物
竟然在中國那麼缺乏研究。

(這是全球性現象還是只是南中國的?) 
其實全球是有不尐人正在做鯊魚研究的, 但這個區域內則比
較尐漁業研究, 而鯊魚又只有翅最有經濟價值, 所以比起其

他經濟魚類就更較尐有研究了 。 而且資料的準確也是十分
重要的,全世界的鯊魚有400多種, 不同品種其實會有不同分
布和不同的特徵, 但很多人都將鯊魚都歸做一類, 所以此區
域的資料真的非常缺乏。

5. 你對這個研究感到滿意嗎? 

因為這個區域並未有做過鯊魚的基線調查, 而為做一個依從
正式程序的保育工作先要做一個基線調查, 首位要知道附近
有甚麼物種, 它們的數量變遷。

我會覺得能做到這一個研究是很有滿足感的, 很有推動力, 

因為知道如果現在不做的話,相 隔十年之後所有的資料便會
慢慢消失, 即使有其他人想做也再也做不了。而且這些資料
是很多人都感興趣的, 所以這些數據不只用在此論文上, 不
只侷限於科學世界內。

在這兩年當中也有報章, 紀錄節目曾經向我詢問這方面的資
料, 有了這些數據我便可以與人分享, 告訴他們實際的情況, 

從而希望更多人知道魚翅跟鯊魚受威脅的情況，從而減尐甚
至不吃魚翅。



6. 你在研討會上發表 過你的研究成果嗎? 能看得出研究在保育
工作上的幫助嗎? 

其實研究本身一定會有其用處, 尤其是這個研究中得到的基

線數據是前人沒有收集過的。至尐外國的鯊魚專家在會議上
很積極地發問, 因為他們手頭上缺乏南中國地區的資料, 所
以很希望知道這個地區的情況。

在論文內我亦有寫一些關於保育管理的建議, 不過距離真正
實行完善的保育管理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如果想真正實行某
些保育措施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待投身社會後, 在相關機構
任職時才能較容易做到。

7. 你未來的計劃是甚麼? 會否繼續修讀博士課程? 

同屆的同學有不尐都在修讀PhD, 不過我並沒有那樣做, 因為
對我來說在這兒逗留五年已經太久了。

我本身是想做保育工作, 會比較希望看到別人如何將科學研
究結果在保育管理中實踐, 想學習怎樣去在保育跟社會發展
之間取得平衡。 所以我才會那麼喜歡訪問漁民 那個可以多
些接觸人, 看到真實情況的部份。

未來我會希望在引起大眾關注及維持科學性上取得平衡, 以
科學為基礎, 去進行保育的工作。

please think twice before having shark fin soup again. shark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are not sustainable, and only by reducing the 
demand will we have a chance of saving sharks. Action starts with 
us, the people who study ecology and who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wildlife =)

Take home message:



1. 當時為甚麼會選擇讀生態這一科呢?
這是很冷門的一個科目.  還記得Environmental Science (即
現在的Ecology and Biodiversity及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個Majors的前身, 和現在的Environmental Science Major不
同) 當時在港大是第四年開辦, 很新, 我們能接觸到的資訊
也不多. 但為甚麼會選擇呢?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通山跑, 自
小就愛大自然. 一開始時我也不太清楚這一科的內容, 只是

覺得環境科學必定和環境有關, 同環境有關即是環保啦
…… 就這樣我便進了這學科. 其實當年中大也有開辦同名
的課程, 但我慶幸當時沒有選擇中大, 不是說她不好, 只是
往後交流後發覺兩者教授的內容非常不同. 香港大學這一

科讀的是生態, 是讀和動植物有關的生態理論, 正正是我由
中學開始就很有興趣, 但不知有甚麼門路可接觸的一個科
目. 所以我讀這一科可說是誤打誤撞.

SAMSON SO
1993-1996 BSc.

1996-1999 MPhil

2005-2007 MJ

Career timeline:

1993-1999 WWF Part time interpreter 

at Mai Po Nature Reserve

1998-1999 WWF Part time research assistant 

(on Black-faced Spoonbill)

1999-2005 WWF Training Officer

2005-now Eco Institute Director

Volunteer works/PT works in those 16 years, including

- AFCD

- LCSD

- Hong Kong Birdwatching Society

-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 Produce Green Foundation

- HKU SPACE

- CUHK SCS

- PolyU

- Lingnan U

- Hong Kong Discovery

- Hong Kong Traveler



2. 為甚麼在完成碩士研究生的課程後不繼續學業而選擇
工作呢
我在undergrad(還是學士)時已在WWF (世界自然基金會)
做兼職, 做過協助研究, 導賞員及義工等工作. 碰巧那時
WWF有招聘, 崗位內容又正吅我想做的事: 要和國內有很
多聯繫(畢業前我已有個心願就是到國內的保護區旅行), 
而且是在米埔保護區內工作, 並有機會為內地人員提供

培訓.
至於說有沒有想過繼續讀書? 是有的, 但我更想有新嘗試

. 辛苦的捱完一篇論文, 很想有新生活. 因此工作和進修
之間, 我選擇了工作. 

3. 為甚麼不選擇繼續在非牟利團體(NGO)做受薪的工作
而做自由工作者(freelance)?
其實可從兩方面看: freelance 工作不穩定但自由度高, 可
以選擇我想做的工作, 而且接觸到的單位多很多. 以前我
只為一個單位辦事, 很多時亦只能為一個NGO發聲, 即使
有個人意見亦不方便發表; 當你的言論會影響到所屬單
位時,發表言論時要有所避忌. 而現在我自己成立了”生態
協會”, 自由度大得多, 不需要受上級限制, 除了接工作自
由度大增外, 亦不怕有角色衝突.



4. 有甚麼契機令你由NGO裡的工作轉做FREELANCE? 還有
你之前選擇了進修新聞及傳播研究, 為甚麼有這個決定?

經過(在WWF) 6年的全職工作後, 我需要有新的衝擊. 另外做
RESEARCH或field work是保護區工作的, 在同一個環境中, 

我感到對身邊事物的關心程度低了. SARS那一年, 我在米埔
工作, 甚至感覺不到香港有多恐怖, 這件事最令我恐懼: 為甚
麼香港發生這麼大的一件事, 我可以沒有感覺的呢? 於是我於
05年辭工, 並報讀了HKU的新聞及傳理, 希望自己的社會觸角
敏感一點. 以前我常有機會代表環團接受訪問, 發覺需要傳媒
去將我們的聲音傳達給大眾. 既然要做保育, 也應對傳媒這行
業有一定的了解. 

我的經歷裡是有個過渡的: Research和在NGO工作面對的多
半是同一行業內的人, 而我現在正在做的跟研究和NGO的工
作都有距離, 是做教育的工作. Research的受眾較尐, 到NGO

受眾較多, 到現在要面對公眾, 受眾愈來愈廣. 縱然離學術界
愈來愈遠, 但我相信科研與科普同樣重要.

5. 讀傳媒研究對你現時做的工作有沒有新的啟發?

一定有. 至尐這對個人成長有幫助, 因為我需要面對的圈子很
不同, 思維亦很不同.

傳理能讓
你學到如何
去鋪排, 寫一
篇文章; 將你
的訊息有效的
傳給你的受眾,

這是任何一位環境
教育工作者都應該要懂
的; 這亦幫助到我在寫作
上, 演講上有很多新的想法.



6. 當很多人都有興趣到外地發展的時候, 為甚麼你仌選擇留
在香港和內地發展呢?

唔…這個議題很適吅在這個時候 (我國60週年國慶)討論. 因
為我是中國人,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連中國人也不為中國做事
的時候, 怎能期望其他人去幫助我們呢? 這也是為什麼我自在
學時期已很想到國內保護區走一趟的原因. 在外國人眼中, 中
國是貧窮, 落後, 所做的都不是好的, 但事情是否這樣呢? 可
幸的是我做的工作容許我和國內不同地區的人去交流, 互相
認識; 我做培訓工作, 進修傳媒研究時也有機會讓我思考這些
問題.

7. 投身環境教育工作已有一段時間, 現在你會不會感到有使
命感, 或有理念 /  目標想達到的?

其實我現在是看不到盡頭, 看不到終結, 只是向著一個方向去
做. 令我感到幸運的是我得到很多朊友以及家人的支持, 有很
多人陪我走這一條路. 

8. 你認為讀這一科的前途如何?

如果當初我不看好, 也不會投身這一行. 其實一個行業前景如
何, 很大程度是看行內人如何營造的. 好像飲食行業一般, 有
人去做好的食品, 自然能吸引到人光顧. 自然生態的教育行業
都一樣, 導賞做得好, 多人去欣賞和保護自然, 令到自然環境
改善, 自然能再吸引更多人去欣賞.



9. 近年來加入這個行業的新血多不多?

我覺得近年是多了人入行, 但不是真正的入行. 最近6,7

年來多了一個新興行業叫生態旅遊, 但有很多(單位)都未
能真正做到生態旅遊那種信念. 說差一點, 就是”搵快錢”.

以生態旅遊名義掛帥的活動有很多. 好像最近有巴士廣
告宣傳生態燒烤場, 其實哪有生態燒烤場這回事? 根本是
濫用了生態旅遊這個名稱.

這樣的濫用亦令很多真正做生態保育的人士和行業蒙上
污點, 同時亦令市民大眾混淆. 如果認為生態旅遊只是去
行下山, 揭下石就能收錢這麼容易的工作而入行, 經營這
一行, 這種人其實是在摧毀這一個行業.

(加上)現在有太多太多培訓班, 一些滿腔熱誠的人完成培
訓班後就想出來開公司, 做生態旅遊, 獨當一面做導師,

但這其實是一個包裝過的速銷手法. 一年有很多公司培
訓很多人, 但市場吸納不到這麼多. 很多人完成這些課程
後沒有機會實習, 實習時又未必有吅理報酬, 令很多人流
失. 所以入行的人多, 走的人亦多.



10. 現時生態旅遊培訓的發展情況是……?

我以前undergrad時在米埔帶隊,一個月有8天在帶
隊, 有很多實習經驗. 有些坊間課程的畢業生則沒有
這麼多時間實習. 又不斷有新的畢業生頂替舊人的
位置, 根本沒有時間讓有心人士成長. 當中也有其他
隱憂, 因為課程有補貼, 例如持續進修基金, 令大家
不珍惜.

又有一些活動是市民免費參加的. 那些活動可能找
義工帶, 未必能找到最高水平的人. 我不排除有, 但
最高水平那些人未必能分到時間, 結果只能找剛嘗
試的又未必準備得很好的人去向群眾推廣活動. 這
個層面的活動市民不用付錢, 是一個惡性循環, 令行
業不健康地發展.

我做導賞員培訓工作時便會現實地跟學員說: 不要
認為完了這個培訓班便一定能找到相關的工作, 因
為大家見到的這個Samson不是昨天畢業今天便教,

因為之前鋪路鋪了十幾年依然荊棘滿途. 如果有人
說讀了百多個小時便能受社會認可, 他一定是騙你
的. 但不用那麼灰, 因為很多人讀完都不打算入行,

當興趣. 當你真的想入行時自然會有其他方法幫你,

意識到之前不夠刀又不夠利.



11. 你對將來投身這個行業的同學有甚麼忠告或建議?

我當時交完論文後便立即有工作, 為甚麼我可以在沒有
大壓力的情況下找工作呢? 其實同學最可以做的, 就是在
讀書其間盡可能接觸相關行業的事物. 做義工又好, 當作
了解行情也好. 因為在這一行裡經驗是很重要的.

當然畢業時的成績會有關係. 但如果你在畢業前已經對
相關行業 / 單位有一定認識, 就已經較很多人多了競爭的
條件. 因為這一行不單要看你個人的知識有多尐, 亦都要
看行內有多尐人認識你. 加上讀完大學三年, 亦未必懂得
帶活動. 帶活動需要training. 懂得帶活動, 有生態背景,

之後還可能需要有一些教育背景.

所以千萬別介意於在學其間做多一點課堂學習以外的東
西, 好似完成一些義工計劃或者參加一些短期課程等等,

當是另類的進修方式, 盡量學多一點. (還有)特別在這一
行, 急救牌, 車牌, 領隊牌, 導遊牌, 山藝牌, 全部都是同行
內有關的專業資格. 求學時期的時間一定比在職時候多,

所以別介意抽時間學多一點.



由我們的師兄蘇毅雄先生
(Samson)於2005年成立.

Samson由大學時代開始就
積極參與生態研究與教育
工作.

如欲知生態協會最新消息, 可瀏覽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pages/Eco-Institute-/119213051089?v=info&viewas=1019510462

而他成立的生態協會舉辦多類型的自然教育課程及
工作坊, 希望活動的參加者能「從環境當中學習、以
知識及教育回饋自然」.

其過往曾舉辦的活動包
括毅進課程, 自然攝影工
作坊, 與綠田園基金的夜
行短期課程; 最近HKU的
通識課程亦有與生態協
會吅作舉辦有關夜行的
課程.

除了舉辦活動外, 生態協
會亦會承接生物多樣性
的基線調查工作, 如今年

的夏季他們便參與了惠
州地區的蜻蜓調查項目.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


香港觀鳥會最近出版的鳥類攝影集收集了
全港超過9成鳥類品種的沙龍, 並附以分佈, 
居留狀況等資料. 不論用作辦識鳥類或相片
觀賞, 圴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作品!

1. 香港鳥類圖鑑

作者: 香港觀鳥會
出版: 萬里書店
ISBN: 9789621441003
價格: 訂價: $298

(如於香港觀鳥會購買 –
會員: $220 [2009年12月1日後: $240], 
非會員: $270)



2. HKWildlife Magazine
link: http://www.hkwildlife.net/Blog

由Hkwildlife.net的版友編撰, 全港第一本民間的
生態雜誌 – 香港自然生態雜誌的創刊號及第二
期已分別於今年8月及11月出版. 

內容涵蓋花鳥蟲魚及其他生態時事的香港自然
生態雜誌, 集吅了各位版友的心血結晶, 且內容

非常充實及有水準. 

雜誌的出版有賴大家的踴躍投稿. 在享受其內容

之餘, 大家不妨嘗試加入這個行列, 支持這本雜
誌讓更多人能認識到香港自然生態的美!
promotional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G8olBjhzwY

http://www.hkwildlife.net/Blo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G8olBjhzwY


生動 · 心動 - 大專聯校生態
攝影比賽終於3月尾完滿結
束, 頒獎典禮亦於4月18日(
星期六)於中山廣場順利舉
行.這個由本會, 嶺南大學綠
色會社, 中文大學學生會環
境科學系系會及香港教育學
院青鳥會聯合舉辦的比賽共
收到四間院校同學遞交的二
百多份作品, 反應非常熱烈!

好, 現在看看頒獎典禮當日盛況啦! 

感謝蘇毅雄先生, 呂德恆先
生及黃志俊先生出任是之比
賽的評審, 於兩個參賽組別
中分別選出冠, 亞, 季軍各一
名及五名優異獎. 

如果想瀏覽所有精彩的入圍
及得獎作品可以上:
www.picasaweb.com/jupc2009

典禮於當日一時
正開始 . 雖然下
著毛毛細雨仍無
損 大 家 既 興 致 .
典禮的司儀由中
文大學學生會環
境科學系系會的
Henry 及 嶺 南 大
學 綠 色 會 社 的
Jimmy擔任, 對白
精奇令氣氛上漲
(氣溫驟降)

 

生動 · 心動 - 大專聯校生態攝影比賽頒獎典禮

大事回顧

http://www.picasaweb.com/jupc2009


 

 

籌委會代表 -- 本會的Elaine致辭, 
分享籌劃是次比賽的點滴.

 

 

黃志俊先生

呂德恆先生

當然不少得評判們說說對參賽作品及生態攝影的意見. 
相信大家聽罷都會獲益良多! 



 

有獎攞相當興奮

 

 

 

頒獎時刻~wow!



籌辦是次活動
確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除了
要多謝各院校學會的搞手投入參與及評判們,
贊助商的支持外, 當然還要多謝各位參賽者的積極參與.
希望大家能體會到生態攝影的樂趣,學懂如何‘欣賞’我們身邊的大自然!



勁過飯II

考試逐漸迫近之際，又是大家聚在一起吃勁過飯的時候!

當晚除了進行「劈燒豬」、「寫勁過揮春」這些傳統活
動外，還加入新遊戲「勁過衫」! 此外「勁過大抽獎」更
送出了doctors有份參與製作的禮物，如印有Dr. Nancy唇印
的紙巾及以Dr. Leung聲音錄製的鈴聲!

繼上次送出 「勁過符」後，今次我們再精心製作了「勁
過福袋」，讓當晚的每一位都能帶著我們的祝福離開。

http://web.hku.hk/~elsshku/image/spd2.jpg


炎炎夏日，日間出動觀賞生態又熱又費勁？
但夜晚又可看些什麼？

原來夜晚的溪流與林地是兩棲及爬行類（兩
爬）動物的世界，是欣賞兩爬的最佳時地。
所以於暑假六，七月我們舉辦了兩次夜行活
動 「蜥蛙遊」，讓參加者有機會嘗試拿著
電筒，於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尋找兩爬類
，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索大自然。

這兩次活動的對象為中學生，大部分
參加者都是第一次夜行，亦從未
遇過行程中見到的動物。

By Billy Hau

蜥蛙遊 – Secondary School Field Trip



廁所尋昆蟲(特別是飛蛾)

就如於大埔滘第一次的蜥蛙遊，蛙類

就有闊褶蛙，大綠蛙，黑眶蟾蜍，粗
皮姬蛙等十種。當晚我們更非常幸運

的遇到多種蛇類，包括橫紋鈍頭蛇(1)
，珊瑚蛇(2)，紫沙蛇(3)，烏游蛇(4) 。
亦有蝘蜓(5)及光蜥(6)等蜥蝪。

一般人可能聽到「四腳爬爬」就怕怕，

但大部分蜥蛙遊參加者見到兩爬動
物時都非常雀躍，仔細觀察各生物，
為牠們拍大特寫，又不時自己嘗試周
圍發掘有趣的生物。不尐參加了第一
次蜥蛙遊的中學生都「食過番尋味」，
再參加於大潭的第二次夜行，又多看
了不尐新物種。

(3)

(4)

(1)

(5)

(6)

(2)



我們很開心在活動後的問卷調查，發現絕大部分同學都因這
兩次活動，而對兩爬生物產生了興趣。非常希望各參加者以

觀察兩爬類為開始，以後多些發掘大自然而樂於其中。

最後非常感謝這兩次夜行的領隊及幫手──Dr. Billy Hau,
Dr. Nancy Karraker, Bond, Philip, Tony, Teresa, 細V, 甲蟲,
Jinpan, Galleon──不可或缺的專業知識及幫忙！

想欣賞更多是次活動照，可到
http://picasaweb.google.com.hk/elss.08

http://picasaweb.google.com.hk/elss.08


O- camp series

本 會 於 八 月 五 日 舉 辦 了
Orientation Night, 當日我們玩了
集體遊戲後, 便在莊月明canteen
一起進食晚餐。

O- night

正打算走上龍虎山之際,便下起滂沱大雤,令萬眾
期待的field trip 泡湯...

幸好, 我們早已準備了同樣精彩的活動—
港大鬼故trip!! 剛巧那天更是農曆7月14日,

令恐怖氣氛更加陰森!! 我們先在
cym黑暗的房間中聆聽令人

驚心動魄的鬼故, 之後更到了
knowles building及haking

wong行了一趟,親歷
恐怖體驗!!

O- camp

本會於八月十一至十三日,
於大棠渡假村舉行了以
"going wild"為主題的迎新營,
希望可以一班喜愛大自然的FM
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仔及
SENIOR..



我們的活動包括讓大家四處
跑的HKO及 detective game.
經過一輪激烈的HKO, 奇怪
和辛苦的事都在眾人既目光
下 完 成 , 但 是 不 同 year 的
ENSians好快就打成一片了 .
而晚上的detective game更讓
大家在黑暗中破解謎團 , 之
後更有機會讓大家發揮創意,
將大家查到的事演繹出來XD

到了第二日, 雖然有微雤, 但
都沒有影響大家去fieldtrip的
心情

每個人都很用心去欣賞深井
郊野公園既生物~不論是第一
次還是有經驗的都雀躍地影
下及分享看到的生物..亦拍了
很多高質素的生態相 . field
trip後便是精彩的集體遊戲
..fm, joba joma和oc們都玩得
非常投入.



之後我們更請來dr billy hau及在剛過去的暑假去了非
洲的yr 3同學來為我們分享他們去非洲的一點一滴。

晚上的bbq雖然因天雤取消, 可是亦無礙大家在campfire時盡興
一番!!到了第三天大家都帶住依依不捨既心情離開, 紛紛影相留
念, 相約快點 RE-U!!



十月秋高氣爽, 除左適吅遠足之外
,                  還適吅做甚麼呢? 

十月四日那天, 我們就到了鶴藪, 沙羅洞, 鳳園
這條路線觀賞秋天的蝶影!

該日天朗氣清, 萬里無雲, 是賞蝶的好時間. 我
們一行人從粉嶺乘小巴到鶴藪起步. 單單在鶴
藪圍至鶴藪水塘的石屎路段, 我們已看到非常
豐富的蝴蝶品種: 波蜆蝶, 悠閒的絹斑蝶, 耀目
的巴黎翠鳳蝶沿途飛舞. 看來蝴蝶的心情跟我
們一樣開朗. 

在路邊的草叢堆中, 有各類的景象吸引着
參加者的注意. 每每看到精彩的畫面, 參加
者都非常興奮, 拿起相機拍照不願前進!

追蹤蝶影 – Field trip for University stuedent II







Introduce to you 
our proposed cabinet:
METAMORPHOSIS



花名Angelinababy!?(改by joman) 

其實我冇咩花名...一係就係英文名囉~

生日: 30/11/1990

星座: 人馬
興趣:

make fds, take photos, try new things, play piano, 

listen to orchestra, eat great dessert!

Major: envs (most probably)

來年目標:

-study hard, work hard & play hard

-be able to make some impact on hku students 

& society ab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maintain good mental & physical health

-be a good christian & become others salt & light

-learn new things & develop new hobbies

主席
吳犖昕

Angelina



花名: Toby, 兔比, 爺爺, 大佬
生日: 12月18日
星座: 人馬 Sagittarius 

興趣: 睇波/踢波, 訓覺, 打機, 撻皮
Major: 未決定
來年目標:

搞好個莊的外務, GPA過2.8, 自我增值, 令我
圍內d人都支持環保,

曾柏諾

Toby

外務



花名: Ivan, 攣毛, 毛毛, 毛哥
生日: 5-25

星座: 雙子Gemini

興趣:

Reading (最近看過的書: 海邊的卡夫卡), 

Football, 野外活動 (其實我咩都鍾意睇, 唔止
係睇雀...)

Major:

Ecology & Biodiversity + Microbiology

來年目標:

為soc民帶黎歡樂愉快的一年, 做個好人

謝偉麟

Ivan

內務



常務
黃澤深

Jason

花名: Jason/ 野口同學/ 冇表情果個
生日: 18 Jul 

星座: Cancer 巨鉗蟹座
興趣: reading difficult books, watching difficult 

movies, 入定
Maj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maybe psychology as well, let see) 

來年目標:

- 寫>1篇小說 (though seem i am too busy 

always... dunno why), 

- 學好time management 可以做晒自己想做的事,

唔駛成日因冇時間而被迫hea過D tasks..., 

- 識多些人，學些自己想學但冇乜用之技能



花名: 粥
生日: 6 March 1990 

星座: Pisces 

興趣: drawing, taking photos

Major: Biology 

來年目標:

This year I will be taking up the challenge of 

being a Financial Secretary, it will be something 

new to me but I want to do my best. 

Also, I believe that different art forms can create 

big impacts on people, and this year I want to 

make use of different art forms to promote the 

need of conservation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鄺止儒

Kwong Chi Yu

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