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白水

春季走過一趟尚書林山鳥類調查後，足跡大

都停留在外地的山林，僅七月中旬來過一次，並

在山頂南稜步道旁小樹上，與番鵑第一次近距離

碰頭，昏暗的暮色中，這隻在枝頭上的番鵑，愉

快的發出「叩~叩~叩」的鳴聲，似乎很得意牠住

在那兒的領地，絲毫未察覺我就站在離牠兩公尺

外隱密的森林步道上。對這一隻漂亮的鳥兒，我

靜靜地不出聲響避免大動作，仔細的用肉眼直接

觀賞這隻得意洋洋的雄番鵑，後來牠發現一個人

類正在牠旁邊，於是發出一聲急促的叫聲，便展

翅飛到更遠的草叢中隱藏起來！記得第一次看到

番鵑是在阿禮下舊好茶的步道上，第二次是四月

走馬博前，與屏東海和 KC-Y 到灣仔頭後山騎單

車時看過，但都是遠距離且匆匆一瞥，從沒有像

這一次那麼近！ 

進入秋季了，灰面鵟鷹正在墾丁大量過境的

雙十節後，再次走進尚書林山區，拿起望遠鏡做

秋季的鳥類觀察。此次計以兩天時間調查，分別

在黃昏前三個鐘頭與清晨天亮後的三個小時實

施。第一天下午 3 時 30 分，自陸軍官校後方的教

師宿舍開始，沿尚書林山(61.2 高地)西北稜前進，

叉路口轉西南向腰繞至軍校後方靶場，鳥兒似乎

不太捧場，截至先鋒路口止，僅有麻雀、白頭翁(滿

山都是牠們)、斑頸鳩及樹鵲等。抵先鋒路上到尚

書林山南峰(714 高地)，才有小雨燕、紅尾伯勞、

赤腰燕出現。此後從 714 高地北向往尚書林山東

南側前進，驚見一大片當初是草叢茂密的地區已

成枯黃世界，啊！我的番鵑啊！沒有這片草叢

地，牠要隱身在哪裡呢？這片草莽之地，未來將

由這裡熱心的志工栽植新的樹種，緊臨這片地隔

著 山 稜 的

那一邊，先

前 也 是 雜

草地，也已

經 種 植 了

整 齊 的 小

樹苗。 

民眾熱心的栽種草木固然是好事，但卻因種

植的種類過於單調，相對的無法吸引野鳥棲息，

且人為干擾嚴重(上山民眾攜帶寵物或大聲聽收

音機或人為墾殖)，要讓鳥兒安心在此生活感覺有

點難！從 714 高地一直到通過第三次見到番鵑草

坡地後的一處小高地，這裡有一個伏地機槍堡，

得見大卷尾與紅嘴黑鵯高立於竹林高處，在此小

憩，在野草叢上看到褐頭鷦鶯及數量頗為龐大的

斑文鳥，日將西斜，以為今日鳥種就止於此，正

當失望之際，忽聽熟悉的「叩~叩~叩」鳴聲，立

刻往聲音的方向搜索，耶！番鵑！終於出現了，

只見牠從草叢中一躍跳上美人蕉，漂亮的橙栗褐

色的背部和兩翼，醒目的出現在鏡片中被仔細的

欣賞，直到夜幕低垂，方才起身離去！ 

由於前一天下午的鳥種太少，且春季普查時所出

現的鳥種(黑枕藍鶲、小彎嘴、綠繡眼等)也還未

發現，隔一日清晨起個大早，繼續做追查，仍採

前一日的路線但是逆向回走，在接近尚書林山西

北稜叉路附近，就聽到山紅頭的叫聲，繼續往山

頂上走，綠繡眼終於出現在榕樹裡，這鳥實在太

活躍了，在樹蔭裡到處鑽動，無法鎖定牠的身影。

續往上行，黑枕藍鶲的鳴聲也出現啦！這樣才對

嗎！在尚書林山頂眺望東方大寮中庄與遠處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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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金儀 

六月初正式告別服務滿 25 年的公務生涯，不再束縛於上班時間的切割，從此可以更堂而皇之的沈

浸於鳥的世界，盡可能抓住每一個更接近鳥的機會，盡情的享受觀鳥的美好時光。 

由於住家遷徙至左營區介壽路的大樓，面對海軍軍區的廣大樹林，每天會在七嘴八舌的鳥鳴聲中

醒來，不自覺地會經常拿起望遠鏡往下搜尋，兩個月下來觀賞的鳥種計有：小白鷺、黃頭鷺、斑頸鳩、

紅鳩、野鴿、小雨燕、五色鳥、小啄木、赤腰燕、洋燕、家燕、白鶺鴒、白頭翁、綠繡眼、麻雀、白

尾八哥、黑領椋鳥、黃鸝、紅尾伯勞、大卷尾、喜鵲、樹鵲、葵花鳳頭鸚鵡等；其中較為吵鬧的有後

面四種，尤以葵花鳳頭鸚鵡為最，只要牠們 10 隻左右一起出現，整個軍區就熱鬧非凡，而且會驅趕原

來棲息在枝頭上的其他鳥種。 

除了在自家觀賞外，偶爾會到半屏山走走，除了以上鳥種外，還會欣賞到黑枕藍鶲、繡眼畫眉、

山紅頭、白環鸚嘴鵯、翠翼鳩的丰采。 

之前參加過水鳥班、繫放班以及最近結業的猛禽班，都是觀鳥的好機會，加上參加數次鳥會舉辦

的戶外活動，透過專家及老鳥的指引，可以快速的累積自己的鳥種，不亦樂乎！ 

週日的午後，隨著理事長林世忠及總幹事林昆海到永安濕地探勘，驚覺當地豐富的鳥況，鷺鷥科

的鳥種尤其多，應有五百之譜，包括大白鷺、中白鷺、小白鷺、蒼鷺、夜鷺、黃小鷺，另有小環頸鴴、

東方環頸鴴、高蹺鴴、青足鷸、黑尾鷸、中杓鷸、小燕鷗、翠鳥、紅冠水雞、白頭翁、洋燕、大葦鶯、

喜鵲、白尾八哥等。其中紅冠水雞在夕陽的照射下，其嘴部的紅黃色特別明亮，煞是好看，只可惜沒

有精密的鏡頭可以帶回與大家分享；在回程夕陽的逆光中還欣賞到棕背伯勞的倩影，遠處還有魚鷹的

驚鴻一瞥，這一趟永安行可是非常豐富！ 

東地區，東下往望雲(亡魂)山前去，在竹林內又

聽到了小彎嘴「可歸~可歸」的叫聲，哇哈哈！看

來今早不虛此行嘍！後來又發現了紅鳩、洋燕及

白尾八哥，來到軍校後方靶場，那圍牆上的麻雀

著實嚇人，密密麻麻的成堆站在牆頂上，嘰嘰喳

喳的彷彿在和同伴們述說早上吃了幾條蟲或幾粒

粟米…，再往軍校加一哨門前進，紅鳩就在路上

覓食，而遠處的路旁出現一隻不一樣的大鳥，趕

緊以望遠鏡察看，呵！是白腹秧雞呢！久違了！

除了在灣仔頭營區後方水源處曾看過牠，尚書林

山區算是第一遭呢！這可是我在此處的第一筆記

錄。清晨的鳥況確實比黃昏好的多，快離開山區

時，又在緊鄰的軍校廢棄棒球場上，出現一小群

黃頭鷺與小白鷺，將鳥種遞增到 20 種以上，而春

季所觀察到的五色鳥和大冠鷲就沒看到，或許還

沒輪到大冠鷲出場亮相吧！ 

沒關係，等下次擇日再 

來慢慢的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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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燕（陳世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