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好幾年前第一次上五公山時，好像是為

了看八色鳥，因為有人在林道邊近距離拍到牠，

等到自己上去找，卻只聞其聲不見其影，但也發

現一隻中網的殘骸，由羽毛可以確定就是八色

鳥。這二、三年來，就再也沒有八色鳥的訊息了。

那時候發現的地點是林道上去不遠之處的竹林，

由於附近有溪水流過，對八色鳥而言，應該是很

好的繁殖環境，近來上山，總覺得地表變得乾乾

的，沒有以前濕潤，看來地球暖化也會影響蚯蚓

的生息，進一步影響八色鳥的繁殖。 

一進入五公山林道，即遭遇到陡坡，由於林

道旁幾乎都是雜木林，旁邊是溪流谷地，因此鳥

況不錯，小卷尾、紅嘴黑鵯、五色鳥、小啄木、

黑枕藍鶲、小彎嘴畫眉、翠翼鳩…等很常見，還

有朱鸝、鳳頭蒼鷹、花翅山椒…等的繁殖記錄，

是一處很好的賞鳥點。此處景觀不錯，只要不缺

水，放眼過去，一片綠色盎然，令人心曠神怡，

記得有一年發現路旁竟然長滿了好大一片的鐵線

蕨，美極了。但也有一年，春雨不下，對面山頭

的竹林枯黃了，昆蟲變少了，朱鸝竟然抓了別種

鳥的 baby 來餵牠剛離巢的幼鳥，好不殘忍，看來

只要有飢荒，就會有殘忍的事情發生， 

很現實的！幾年前鳥友也在這附近發 

現一巢花翅山椒，發現時親鳥已在 

育雛，由於巢位在山坡地上，拍鳥人不可能去干

擾到牠，後來雛鳥也不見了，由於前一天有人守

候到天黑，第二天一早即告失蹤，而附近也出現

朱鸝，很可能也是牠惹的禍。今年，依然有朱鸝

的亮麗身影，看來此處是牠的勢力範圍，可以不

用擔心牠們。 

最近，春夏之交，發現幾株咬人狗結了果

實，宛如龍眼果肉，看了都想吃它，只是不甜，

倒是野鳥喜歡，綠繡眼、紅嘴黑鵯都會來吃，綠

繡眼還會表演蜂鳥的動作～空中定點啄食，是難

得的畫面。 

沿著林道彎彎曲曲往上爬升，大部分路段

都在林子裡穿梭，前段有些竹林、相思樹林，後

段則以雜木林居多，接近五公廟則為油桐林，沿

途很有機會遇上停棲的猛禽，記得有一次帶一位

剛賞鳥不久的朋友來此，就遇到大冠鷲停棲在枯

木上，在車上找旁邊樹葉的縫隙拍牠，後來繞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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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停在隱密處拍個過癮，讓這位朋友印象深刻。

有一陣子上山，常常遇到牠停棲枯枝上，有時中

午過後下山也會碰上，甚至還有沿著林道低飛的

情景呢！當然，一隻大鳥展翅從車前頭飛過那是

很震撼的。還有一次，一隻鳳頭蒼鷹突然從路旁

坡地飛到林道另一側的枯枝上，應該是在追逐小

型野鳥，或是已在用餐被車子干擾而飛離躲避，

因此沒有立即飛走，透過 400mm 鏡頭拍牠，覺

得好近，畫面還嫌大呢！這些都會令人心跳加速

的。 

這附近也看過黑冠麻鷺，但這幾年或許變得

比較乾燥，都沒看到，希望牠們是移近溪邊的密

林裡，而不是在此消失。 

從林道入口到五公廟全長約 8.5 公里，五公廟

附近有信徒及管理人員居住，環境維持的還好， 

以前棘蛛很多，蛾蝶昆蟲也豐富，最近拍到黃豹

天蠶蛾、巨網苔蛾、蠼螋，還有發現路旁有一株

血藤正在開花，像一串花掛在藤上，好生奇怪。 

國寶鳥台灣藍鵲是此地的居民，想必看上

此地的食物，包括信徒的貢品「水果」，聽管理人

員描述，台灣藍鵲最喜歡吃蘋果，看來牠們很識

貨，平日常吃木瓜，有蘋果可吃時，當然挑蘋果

了。此處的台灣藍鵲族群不小，很合作，享用木

瓜時，可以看出像是長幼有序。繁殖期時，會共

同維護巢區的安全，有人入侵時，一定聯合攻擊，

有猛禽靠近時，更是合心合力，曾看過林鵰在巢

位上方低空盤旋，讓藍鵲緊張萬分，並集體發出

警戒聲，像在備戰一般，還好最後林鵰識趣飛離。

還有一次，一隻烏鴉靠近，也被追得很慘，論靈

活度，烏鴉因為尾巴較短，比藍鵲靈活，但只要

兩隻藍鵲圍攻，烏鴉就得落荒而逃了。 

台灣藍鵲屬於雜食性，外表優雅，才有「長

尾山娘」的封號，但不要忘了牠也是鴉科成員，

聰明絕頂，這點頗有意思，台灣人不也很聰明嗎？

或許因此才會挑上牠當國寶鳥吧！在多次的拍攝

過程中，曾經看到過牠們抓過蛇及老鼠，比較令

人擔心的是怕老鼠吃到人類的毒餌致死，再被藍

鵲吃到，希望此處的人們不要使用毒餌才好。 

五公廟前面及附近種植了不少廣東油桐，每

年桐花開時最美了，像去年桐花盛開，一片白花

舖地，置身其間，真是舒服。今年桐花開得比較

零散，且上山賞花的遊客暴增，包括自行車族，

感覺就變差了。就在桐花開的時節，也是台灣藍

鵲的繁殖期，而每年台灣藍鵲都會在五公廟附近

築巢繁殖，當台灣藍鵲停在桐花繽紛的岩石上，

感覺真美！是拍攝牠們的最佳時機。只是擔心遊

客的增加會對牠們的繁衍形成莫大壓力而離開，

網路消息還說此林道將全面鋪設柏油，果真如

此，生態也自然會遭到某種程度的破壞，台灣藍

鵲還會不會留在此處繁殖，就難以預料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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