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走在車水馬龍的大順路旁，突然耳朵一

靈，隱約聽到「Giu－」一聲，隔約十秒又聽到一

聲，這是一般人在這種鬧區所聽不出來的聲音。 

這是一種鳥叫聲，是「蚊母」的叫聲！記得

那首「夜來香」老歌中的歌詞：…那南風吹來淒

涼、那「夜鷹」啼聲悽愴…，夜鷹就是蚊母。怎

麼感覺那麼遙遠的野鳥會出現在都市裡呢？ 

一般夜鷹出現在河床、燒過的鳳梨田，近來

由於田地日漸減少，在市郊看過夜鷹在水泥地面

築巢（其實只是收集附近小石子堆一下作為偽

裝），由於水泥地面吸熱，推測孵蛋可以輕鬆些，

只要蛋不被曬過頭就可以了，還觀察到有滾蛋行

為呢！ 

「蚊母」，好奇怪的名字，一定有許多人沒聽

過這個名字，難道牠是蚊子的母親嗎﹖可是蚊子

的母親難道不是蚊子嗎﹖原來古時候的人沒有望

遠鏡，用肉眼觀察，看到一種穿梭在蚊群中的野

鳥，以為這些蚊子都是這種野鳥所吐出來的，因

此便將這種野鳥稱作「蚊母」。其實牠哪會吐蚊

子，倒是很會吃蚊子呢！也因此在民國 50 年代的

國小課本上，還特別被列入益鳥的行列呢！ 

「蚊母」在台灣的鄉土鳥名，還被稱作「石

磯仔」，主要原因是牠常會停棲在地面或石頭上，

一動也不動地像石頭一般。由於牠的羽色很像枯

樹皮，也很像細的枯葉片，因此不論停棲在樹上

或地面上、石頭上，都極具保護色，很難被發現。

加上牠們棲息的環境大多在甘蔗園、鳳梨田或河

川荒地，一般民眾甚至賞鳥人也不見得會光臨，

因而成了被人們遺忘的一群。只有當老一輩的人

在聽到那首「夜來香」的老歌時，「那南風吹來淒

涼，那夜鷹啼聲悽愴…」才會喚起牠那夕陽中美

妙的身影。歌詞中的「夜鷹」就是「蚊母」鳥，

就是「石磯仔」，而「夜鷹」一詞根據考證，其實

是被原來日文名稱「怪鴟」，因日語發音相同所誤

導的。 

蚊母鳥有許多特色，首先，牠的羽色紋路像

貓頭鷹（屬於鴟鴞科），也和貓頭鷹一樣，晝伏夜

出，飛行無聲，可是臉型卻不像貓頭鷹，貓頭鷹

有一張平面的臉，而且頭可以轉動 270 度，而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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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鳥的眼晴在頭部兩側，頭也無法那樣轉動。或

許就是因為這些緣故，才被稱作「怪鴟」，奇怪的

貓頭鷹吧！ 

其 次 ，

牠 的 嘴 看 起

來很短小，可

是一張口，倒

是 如 假 包 換

的 「 血 盆 大

口」呢！原來

牠有一個很大的口腔，配合肉色，正是血盆大口，

適合牠張口飛行捕蚊，嘴邊兩側還各有約十根左

右的剛毛，可以在飛行時協助擄獲蚊蟲，送入口

中，真是管用！不但如此，為了清理剛毛上所附

著的殘渣，牠的雙腳中趾爪裡還各有一把梳子，

可以用來清理，豈不妙哉！也令人讚嘆造物者的

神奇。提到牠的腳，因為晝伏夜出的關係，已經

退化到幾乎無法步行，加上自恃極佳的保護色，

或許因此當人們近到咫尺時，牠才不得不起飛。 

初次遇到牠，令人印象 

深刻，雖然牠只是為了生

存而飛，也會興起您的

詩意。或許有一天， 

您會在城市邊緣驚見牠 

那無聲無息的美妙身影， 

穿梭在夕陽餘暉中。我則有幸記

錄到牠們繁衍下一代的辛苦過程，尤其在晨曦

中，當親鳥懷抱兩隻雛鳥，眼神中閃著疲累的慈

愛光芒時，不由得令人深深覺得天下的父母都是

一樣的，野鳥也不例外。然而，土地的重劃、野

狗的入侵，已嚴重威脅到牠們的地盤，徒覺人類

無形的開發腳步，正無情地侵犯這些被遺忘的原

住民，有誰能為牠們說話呢？ 

霧鎖武夷山 

鶥

離家五百里 

  

  

  

↓腳上的趾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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