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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洪福龍、李煥財 

Narcissus Flycatcher 
Ficedula narcissina  

1. 2008 11 15 11 12  

2.  

3.  

4. 5  

5. 2  

6. LEICA10*32 CANON 

50D+CANON EF 400mmf/5.6 L USM  

 

秋風起，是候鳥遷徙的季節，南星計畫區陸

續有好鳥傳出，吸引眾多鳥友前來尋找，三期二

工區大排及 L 型區防風林有鳥友在觀察拍照。遂

往一期觀察，稀有地啄木又來到，總是害羞似地

躲在遠處的消波塊、銀合歡上，清晨、黃昏出現

頻率較高。越過雜草區往海邊爐石地走去，有大

花鷚、黃尾鴝、黑喉鴝、小鵐等候鳥，其他還有

留鳥小雲雀、黃頭扇尾鶯、斑文鳥等。 

看完一、三兩期地，向大門口樹林區移動，

舊辦公室右側樹內黃尾鴝母鳥，不怕人在地上覓

食，並於樹底層枝條間跳躍。又往附近兒童遊戲

場繼續觀察，此地環境有一片榕樹區，林相茂密

陰暗蚊蟲極多，另一半以高大明亮稀疏鐵刀木和

白千層植物為主，下緣幾排不知名樹種種成灌叢

狀當圍離區隔，發現寬嘴鶲在鐵刀木中層「滴…

滴…」鳴叫，行至中排樹灌叢前，一黃尾鴝母鳥

突然從後某處往樹叢內驅逐另一隻鳥，「牠」被驅

趕出樹叢外，直覺這隻鳥不一樣，雙筒一看，跟

之前在此見過的紅喉鶲、白眉鶲、白腹琉璃等鳥

種有所差異，該鳥喜愛在樹叢中活動覓食，也不

同於寬嘴鶲或灰斑鶲活動於樹林上層。由於沒帶

圖鑑可對照且午間要上工無法久留，遂按幾張數

位相片保留記錄，並連忙聯絡翁文炯、鄭政卿等

鳥友前來幫忙確認。 

過了午後，翁文炯、鄭政卿先後來到，翁文

炯鳥友認為是黃眉黃鶲與白眉黃鶲中一種，經鄭

政卿鳥友數位影像放大及圖鑑比對揭曉，確定牠

是「黃眉黃鶲」母鳥。牠的體型不大，體長約 14

公分，頭部、背面大致橄褐色，尾、翼濃褐色，

腰非黃色，翼無白斑，無眉斑，嘴淡黑色，腹部

污白色，胸有不明之褐色斑紋，腳黑色。分布大

陸華北、東北、日本及庫頁島，冬季遷移至菲律

賓、婆羅洲等地。活動於開闊的闊葉林、造林綠

緣地帶或公園等環境單獨出現，喜愛在樹林中高

層或灌叢上層活動，且不停在枝頭間進行快速、

短距離飛行，以捕食空中飛行昆蟲；主要遷移季

為 4、5 月，偶見於 10、11 月，出現於台灣中北

部、離島、海岸及低海拔山區林地，在南部很少

被記錄到，南星計畫區為首度發現也是第 182 鳥

種，截至 12 月 18 日止，南星計畫區鳥種記錄已

累計到 188 種。 

 

 

 

 

 

 

 

 

 

↓黃眉黃鶲（鄭政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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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白眉黃鶲：白眉黃鶲母鳥喉至上胸有明顯黃

色胸斑，此鳥喉至上胸沒明顯黃色胸斑，腹

面污白色，胸有不明顯之褐色斑紋。 

‧白眉鶲：白眉鶲母鳥腰部有明顯黃色斑塊，

此鳥則沒有此特徵。 

觀察者之資料與賞鳥經驗及資格？ 

洪福龍，賞鳥 11 年，高雄市野鳥學會會員及義工。 

數位相片共四張存放於自家 

洪福龍、翁文炯、鄭政卿 

台灣野鳥圖鑑、台灣鳥類全圖鑑、中國野鳥圖鑑 

Japanese Robin

Erithacus akahige  

1. 2008 11 28 10 50  

2.  

3.  

4. 70  

5. 6  

6. ZEISS 10*25  

 

南星計畫區看似荒涼，卻是個處處藏生機，

時時有驚奇的地方。由於前一天強烈冷氣團南

下，有如颱風般的強風，把我家陽台上的盆栽吹

落地面，心想這麼強的風或許南星計畫區那裡會

有意想不到的訪客吧！ 

    早上約 8 點 30 分到達南星計畫區，車停兒童

遊樂區後，在附近幾個樹林發現有赤腹鶇、黃尾

鴝及常見的麻雀與白頭翁，觀察一段時間後，便

轉往南星計畫精神堡壘後方榕樹林，想看看鳥況

如何？走到不久前看白腹琉璃的地方還特別放慢

速度仔細的到處瞧瞧！結果什麼都沒看到還出奇

的安靜。走出了樹林， 

便往學校圍牆走去， 

還是鳥況不好。 

    忽然！肚子一 

陣陣痛，不是要 

生了，而是要嗯！ 

嗯！趕緊往回走， 

回到榕樹林又放慢腳步， 

看到白腹鶇與赤腹鶇在覓食。 

看著、看著，發現前面不到 10 

公尺的地面有一隻疑是棕面鶯的鳥，仔細看，顏

色不一樣，有著橙紅色的頭，下胸灰黑色、腹部

污白色，絕對是沒看過的鳥，趕快把身上的圖鑑

拿出來比對，發現與鴝鳥有九成以上相似度，於

是打電話給劉仲晃醫師告訴他這個好消息。之後

就繼續觀察了約 1 小時，期間都沒有聽到鳴叫

聲，且都在地面活動、覓食，只有被一個不速之

客開車通過牠覓食的地方時，短暫飛到樹上，車

子走後又飛回地面。 

    下午 4 點時我又回到現場，已經有洪福龍大

哥、李文化大哥、柯木村等鳥友前輩聽到消息趕

來拍照了，經過前輩們的確認牠是鴝鳥，又稱日

本歌鴝，是高雄地區第一筆記錄。 

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哪些鳥種？ 

剛看到的霎那間以為是棕面鶯，仔細看了後，發

現整個頭部至頸部、上胸都是橙紅色，胸前一圈

灰黑色，背部是暗橙紅色，當下就排除了棕面鶯。 

觀察者之資料與賞鳥經驗及資格？ 

李煥財，賞鳥 4 年，高雄市野鳥學會會員。 

柯木村、李文化、洪福龍鳥友皆有數位相片 

無 

台灣野鳥圖鑑 

日本歌鴝（柯木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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