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鳥人速寫 

 
 

資深志工 

何方譽＆侯海珠 

期許~ 

 

鳥松濕地公園， 

是遊客欣賞自然美景的

好去處， 

是市民探索在地物種的

好場所， 

更是城居您我貼近生態的

好場域， 

讓我們一起來守護 

這屬於大家的綠寶石！ 

 
 

 
 

 

訪談／傅明玲 

一直為鳥松濕地默默付出的優良志工夫妻檔～方譽與海

珠，相識於學校為北漂學子安排的返鄉專車上。志趣相投的二

人夫唱婦隨，海珠總是默默的陪在方譽身邊，支持著先生的夢

想。 

    2007 年，方譽於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畢業後，適逢

海珠服務的第一科技大學有一個「教學卓越計劃」，委託高雄鳥

會規劃培訓校園生態解說員，隨即報名參加。 

    在高雄鳥會資深講師群～梁靖薇、翁秀麗、呂學樺、楊玉

祥等老師的引領下，從此踏入生態的世界。海珠當時還在職，

因上班無法報名參加，然結訓後兩人一起加入鳥會，成為家庭

會員；同時，他們也投入鳥松濕地棲地志工服務，一點一滴地

愛上大自然中的花草蟲鳥，從做中學，學而知不足，才又陸續

參與鳥會開辦的志工培訓及鳥類、植物、昆蟲等各類生態課程；

2016 年更參加鳥會的生態解說員培訓班，自此開啟了生態解說

服務，例如：鳥松濕地導覽解說、夜間生態觀察解說、鳥松濕

地農事體驗活動(插秧、收割)解說…等。 

    2015 年，鳥會為鳥松濕地志工開辦了一系列認識蜻蜓、蝴

蝶的課程，並由吳展耀(Wu Bird)老師、封岳老師、楊公權老師

帶領志工們進行戶外調查實習。自 2016 年起，即由當時擔任

鳥會理事的方譽，負責安排每月一次的調查日，以集合志工一

起來觀察學習及做詳實的記錄、建檔，至今已持續七年，並記

錄到蜻蜓 30 種、蝴蝶 83 種。每次調查時，都有著一份發現的

悸動與驚喜；因為只有歷經實際的調查作業， 

才能知悉物種的繁衍受制著天候與環境的 

影響甚鉅，也深切體悟到溫室效應、 

氣候變遷、節約能源等絕不是口號而已， 

「今日鳥類，明日人類」 

是最貼切的警世之語！ 

 

 

 

 

 

 

 

∣支援鳥松幼兒園解說活動               ∣協助夜間生態觀察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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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臉天蛾幼蟲．何方譽 攝 

∣白三線蝶．何方譽 攝 



 

 

 

 

 

 

 

 

    此外，陳振安老師在濕地的「認識蕨類」課

程，則開啟了方譽對蕨類植物的情愫；剛好自家

後方有兩坪大的空間、半日照環境，故開始嘗試

栽種蕨類植物，四年期間陸續與 20 種蕨類結下

不解之緣，例如：粗齒紫萁、稀毛蕨、觀音座蓮、

杯狀蓋骨碎補…等。陳新政大哥帶領的「夜間生

態觀察」及「認識蜘蛛」等活動，更讓其在解說

之餘，仍不斷有多元新知的精進，真心體會到鳥

松濕地志工群人才濟濟與生態豐富多樣，是個名

符其實的練功房！ 

    在濕地導覽解說時，常遇到蝴蝶或蜻蜓多半

不會乖乖停棲在某處，不是飄然高升，就是一閃

而過，想用望遠鏡捕捉其倩影非常不容易，僅能

藉由照片、圖鑑來和民眾分享。這時突發奇想，

若有實體的蝴蝶、蜻蜓標本，應該能讓大家看得

更清楚，也更能增加解說的豐富度！於是便參考

張永仁先生「昆蟲入門」書中所述的標本製作方

法，將自己或志工朋友在野外採集到的昆蟲，依

循著書中步驟來嘗試製作，土法煉鋼的過程蠻繁

瑣，但是當看到民眾在標本盒前看得津津有味的

模樣，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2018 年，為了對中寮山生態有一整體性的了

解，鳥會將中寮山旁的紅瓦厝聚落列為新的生態

據點，並在楊公權大哥的帶領下每月定期進行一

次昆蟲調查，方譽則負責記錄與整理，後因物種

有限未有更多新奇的發現，所以持續二年後就暫

停了。 

    如今，方譽夫妻在鳥會的志工服勤時數都已

約達 1500 小時，早已是水雉級志工！ 

 

 

 

 

 

 

 

 

    鳥會最需要這樣認真耕耘為台灣這塊土地

無私奉獻的鳥友，無論是想規劃退休生活或是想

接近大自然認識花草樹木、賞蟲看鳥， 

都歡迎來加入高雄鳥會志工的行列， 

邊做邊學，讓生活更豐富多彩。 

∣在紅瓦厝進行 2 年的昆蟲調查    ∣每月定期在鳥松濕地進行蝴蝶＆蜻蜓調查 ∣參與 NYBC 新年數鳥-援中港樣區調查  
                

 

                

 

∣生態季時展示蝴蝶、蜻蜓標本      

               
 

 

               

 

 

∣擔任鳥松假日推廣講座講師，分享觀察心得      

               
 

 

               

 

 

∣協助鳥松濕地插秧活動 ∣前往官田採芡、菱回鳥松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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