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劉美能（大同國小教師）

 

2008 年 1 月 23 日下午 5 點多，在學校的水

生植物園附近觀看植物時，一隻大鳥飛行的樣子

很特別，忽然從我的背後飛過停到前面的麵包樹

上。平常在校園只看過體型像斑鳩一般大小的

鳥，趕緊到樹下，眼光往樹上搜尋…，先前曾聽

主任提及，校園中「似乎有」一隻像貓頭鷹的鳥

停留在廁所旁邊的鐵刀木上，終於發現這不尋常

的身影～褐鷹鴞。 

自那時起，只要在高雄的日子，從不錯過可

以用影像為牠寫日記的機會，截至 5 月 16 日，已

歷時四個多月。 

‧2 12 22 寒假期間，白天不受干擾

時，牠幾乎停留在第一個棲息地〈鐵刀木〉；開學

後，一大早依舊停留在鐵刀木上，大約 7 點 40

分左右，樹下開始有小朋友進行打掃工作，便飛

到第二個棲息地〈麵包樹〉。 

‧2 23 上午 6 點 30 分，捕捉到牠在麵包

樹上大啖白頭翁的影像；上午十點，牠在鐵刀木

上繼續吃剩下的早餐。 

‧2 27 在麵包樹下讓中、低年級的小朋友

透過數位攝影機的螢幕觀看牠可愛的模樣，大部

分的學生也會主動指引前來觀看的參訪者。 

‧ 3 9 牠維持一貫的作息，一大早

先在鐵刀木上，等到小朋友打掃時，就飛到麵包

樹上。 

‧3 10 14 都停留在麵包樹上。 

‧3 15 鐵刀木和麵包樹上都搜尋不到牠

的蹤影。 

‧3 16 巨星般的重現在麵包樹上，接受鳥

會的愛鳥人士帶來十幾支大砲對著牠猛「攝」。（感

謝福康國小葉昭瑜老師贈送自拍的褐鷹鴞相片，

貼在警衛室。） 

‧3 17 又不見了，可能前一天當模特兒太

累了，去度假。 

‧3 18 20 又回到麵包樹。 

‧3 18 21 麵包樹和鐵刀木上都不見

牠的蹤影，在校園四處尋覓，結果在網球場旁最

高的那棵黑板樹上發現牠，不知道前二次搞失蹤

是不是也停留在此？ 

‧3 22 23 又回到在麵包樹上。 

‧3 24 在第三個棲息地網球場旁最高的那

棵〈黑板樹〉上，而且在更隱密地方。 

‧3 25 27 一早在鐵刀木上看見牠，

已有 15 天不曾在這裡發現牠的身影，約 7 點 40

分又飛到麵包樹上。這兩天下著雨，不知牠是否

安好？ 

附記：3 月 26 日 12 點 40 分發現錄下了虎鶇

的姿態；3 月 27 日午休時間，在教室前面雨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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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幸運的發現兩隻小啄木鳥並錄影。 

‧3 28 31 又回到麵包樹上。 

‧4 1 2 在鐵刀木和麵包樹間移動。 

‧4 3 4 停留在麵包樹上。 

‧4 5 6 有時在鐵刀木上，也會移動

到麵包樹上。4 月 6 日，有一位老人接近，牠便

飛到麵包樹上，老人家隨即跟過去，牠又飛回到

鐵刀木，最後飛到幼稚園旁的樟樹上落腳。緊接

著被黑枕藍鶲驅趕到麵包樹上，又被逐回鐵刀木

上。看到牠落荒而逃的景象，真是啼笑皆非。 

‧4 7 25 都雄踞在麵包樹的頂端，偶

而會在鐵刀木上停留片刻，再回到麵包樹上。4

月 21 日發現白鷺鷥飛到水生植物園吃魚，有時也

會停在麵包樹上；4 月 25 日看到短翅樹鶯。（均

有錄影） 

聽來校打網球的人說：黑板樹幹上有「啄木

鳥」的洞，「啄木鳥」有時會探出頭來。於是，拿

起數位攝影機跟他去瞧瞧，原來是五色鳥的窩，  

4 月 27 日發現有兩隻五色鳥成鳥、一隻幼鳥，幸

運的錄下牠們育雛的身影。 

‧4 26 29 連著四天都沒發現褐鷹鴞

出現在棲息地的蹤影，不知道是不是因為白鷺鷥

的關係而暫時離開？ 

‧4 30 5 6 褐鷹鴞又出現在鐵刀

木上，但沒有到麵包樹上。4 月 30 日聽小朋友說

有兩隻白頭翁的幼鳥掉到地面，趕緊趨前尋覓，

為了安全，我把牠們放到茄苳樹上，護兒心切的

親鳥可能以為我要對牠們的小寶貝不利，不斷在

距離我不到一公尺的地方大聲鳴叫，並對我發動

攻擊，但為了幼鳥的安全，也顧不了那麼多，驚

險的是將幼鳥放到樹上，不知怎麼的又掉了下

來；歷經三次努力，花費了兩個多小時，兩隻幼

鳥終於爬到較安全、較高的地方。幸虧在搶救幼

鳥的兩個多小時中，親鳥仍有餵食幼鳥的動作，

總算讓我這路人甲鬆了一口氣。 

5 月 2 日錄到極北柳鶯可愛的身影；5 月 3

日上午 8 點 30 分褐鷹鴞被一隻松鼠趕走，不知去

向。9 點 40 分巧遇蒞校觀賞褐鷹鴞的台北鳥會林

勝惠先生，感謝他相贈最新的鳥類圖鑑。10 點左

右聽到茄苳樹上白頭翁的警戒聲，原來牠這回飛

到茄苳樹上，不知是想吃白頭翁成鳥，還是幼鳥？

不過最後又飛回鐵刀木上。 

‧5 7 5 16 這些日子比較常停在

鐵刀木和麵包樹上，真希望大家不要去驚嚇、打

擾牠。5 月 16 日早上 10 點左右，看到牠在追逐

白頭翁，之後便不見蹤影了。 

5 月 8 日發現白頭翁的新巢，成鳥好像在孵

蛋。5 月 13 日孵出 3 隻幼鳥，成鳥餵食，並錄影。 

‧5 17 5 26 都不見褐鷹鴞的蹤影，

真的走了，嗚…。5 月 21 日下午發現兩隻白鶺鴒，

其中一隻誤闖我的教室，每回在操場看到牠們覓

食，總是來不及錄影，但是卻讓我錄下 7、8 隻綠

繡眼在茄苳樹上覓食的模樣。5 月 26 日發現 3 隻

白鶺鴒在地上覓食（2 成 1 幼）以及白頭翁的亞

成鳥。 

能以 3-5 公尺的近距離，肉眼觀察褐鷹鴞是

很難得的機會，此次記錄牠生活動態的巧遇，更

令我永生難忘。四個月來，每天到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牠是否棲息在鐵刀木、麵包樹或黑板樹。

確定身影後，我會跟牠揮揮手，並誠心問候牠一

切安好；牠也會靜靜的看我這奇怪的路人甲在做

什麼？偶而幾天尋不著牠的蹤影，心想牠去度

假、另覓第四個棲息地或找另一半共築愛的小窩。 

在觀察過程中，令我印象較深刻的是一天上

午 6 點 30 分左右，牠停留在麵包樹上，我靜靜的

在一旁錄下牠的姿態。大約經過 20 幾分鐘，牠突

然舉起左腳，爪子抓著一隻完整的白頭翁，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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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食幾口；直到 10 點多，牠轉飛到鐵刀木上繼續

享受美食，但爪下的獵物已看不清形體。 

另一次是牠誤闖黑枕藍鶲的領域，大個頭的

牠居然被黑枕藍鶲追來追去，看牠落荒而逃的景

象，令人哭笑不得，那麼大「一隻」居然還被欺

負；孤單的身影來到這人生地不熟的地方，頓感

「虎落平陽被犬欺」的淒涼，憐憫牠的處境。 

一天清晨到校，牠不在附近。次日到校，又

見牠英挺的模樣，牠似乎接到通告似的，一大早

又出現在麵包樹上最佳的位置，擺出最酷的姿

態。此時，正有十幾支「大砲」對著牠，牠的巨

星光采，頗令人折服。說也奇怪，隔天牠又不見

了，不知是不是被「轟」得太累了，度假去了。 

這段時間的觀察，遇到下雨時，就會擔心沒

有「家」的牠會不會因淋雨而感冒，但想想牠應

該比人類還「勇」吧！最近看牠日漸消瘦，不知

是不是病了？還是食物來源匱乏？或思鄉心切沒

有胃口？著實為牠憂心。 

雖然希望牠常駐於此，成為大同國小的鎮校

之鳥；卻也怕形影孤單的牠在此孤老。撇開錯綜

複雜的思緒，願祝牠安居期間養精蓄銳，有朝一

日遨翔天際，再返老家與親人相聚，重享家庭溫

暖。即使內心萬分不捨，期盼牠能記得：南方國

度曾有一群為牠癡迷的人們，來年再相會，仍能

見其翩翩風采。 

非常感謝牠的引薦，讓我認識了一些愛鳥同

好，教我如何辨識鳥類，與我分享一些有趣的「鳥

事」。看他們為了留下鳥類的身影，上山下海、南

征北討，甚至遠渡重洋，那份執著認真的態度及

關心自然生態的情操，讓我心生敬意。 

褐鷹鴞棲身本校的期間，我有幸錄下了牠的

生活動態，同時也欣賞到探訪本校的其牠鳥種。

雖然費了些時間，卻讓我體會到：能在生活中同

時享受拓展視野和擁有休閒的幸福，更要對大自

然懷抱著敬愛心，欣賞、珍愛與身邊萬物和諧共

處的片刻。 

 

學名：Ninox scutulata  英文名：Brown Hawk Owl 

保育類，屬留鳥、過境鳥、冬候鳥，體長約

29 公分，身體暗咖啡色，腹面有縱紋，沒有明顯

的顏盤及耳羽，腳爪有剛毛。又稱為「青葉鴞、

綠葉鴞」，分布範圍自大陸東北、韓國、日本、台

灣至亞洲南部及印度，在台灣棲息於海拔 2000

公尺以下的樹林，能適應各種生態環境，會在白

晝活動，並以優越的飛行能力突擊空中飛行的獵

物，多以昆蟲或鳥類為食。出現在台灣本島的褐

鷹鴞大多為冬候鳥，而在蘭嶼的褐鷹鴞則為留

鳥，有生殖行為，族群數量不普遍。 

↑腳上抓著白頭翁↓嘴上還殘留著白頭翁的羽毛(柯木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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