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興湖位在鳳山市的一所軍校裡，曾經是連

續劇《少年十五二十時》拍片的地方。自從學校

的網球社不再運作後，已經很多年沒進校區來，

這一次臨時接獲通知，大高雄地區鳥類普查記錄

就剩這裡是空白的，Lisa 她幫老公打電話詢問是

否能進入該區協助調查，好吧！反正雙十節這天

已經 Delete，就試著去看看吧！ 

騎單車進入校區，沿圍牆道路往後面前進，

先到初中部觀察，只有孤寂的小白鷺一隻在長草

間覓食，白頭翁、麻雀和樹鵲是樹上的常客，斑

頸鳩經常獨自地在地上尋找食物或飛到樹叢間躲

起來；那很吵且喜成群結隊的白尾八哥，經常編

隊飛掠樹梢或停棲在電線上。除了這些常見鳥種

外，一直納悶的是怎麼不見綠繡眼？後來在網球

場對面榕樹葉叢間，發現嬌小的身影在跳躍，望

遠鏡一瞧！那不就是綠繡眼嗎？ 

離開教學區到中興湖畔，見湖中央小島滿滿

的被白色給佈滿，這群白色羽衣中，一定有小白

鷺和黃頭鷺，先用望遠鏡數數量、記錄吧！然後

在一群白羽間夾雜一隻蒼鷺，往島下方近水處搜

尋，若不是白腹秧雞飛進岸上，還真的看不到呢！

循著水岸周邊看，紅冠水雞悠哉漫步的身影跑進

了鏡頭裡。後來，在小島北端下方發現一隻動也

不動的紫鷺，長長的大 S 型栗褐色脖子，還有與

蒼鷺截然不同的羽色，這是繼去年在官田水雉復

育區看過後就沒見過的鳥種，意外來到中興湖，

雖不見新鳥種，但看紫鷺就值回票價！ 

然好運總是在不經意的心情下翩然而至，循

湖畔步道向南，發現夾道樹廕遮蔽下透空不遠處

的榕樹樹梢，站著一隻尚未見過的黃羽色的鳥，

心想該不會是黃鸝？透 

過鏡頭裡所見到的黃 

鳥，是黃鸝沒錯！ 

讚啦！繼龍鑾潭 

魚類調查後，最近 

的鳥運似乎不錯。 

再行，只聞聽有黑冠 

麻鷺的叫聲而不見蹤影， 

忽然，一隻有著琉璃藍比翠鳥身影還大的鳥飛

過，望遠鏡頭匆匆一瞥，確定牠不是翠鳥，但應

是同科，翻閱圖鑑一查，是黑頭翡翠啊！難得唷！

今日是交了什麼好運？ 

見過黃鸝與黑頭翡翠實在心滿意足，遠處台

灣欒樹上有白頭翁與一小群辨識不出的鳥種，怎

麼看就是叫不出名，查圖鑑也看不出是哪種鳥，

只怪自己平時不認真，鳥功夫太差勁啦！來做調

查竟是一副三腳貓功夫，也敢上陣！信步來到已

廢棄的露營區管理中心，只能說可惜了這個優美

安靜的地方，不過少了人為干擾或許對生態與鳥

類是一大福音！這裡緊鄰棒球場，湖對岸是一排

文、圖／盧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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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游泳池。來到此處，見大卷尾雄踞枝頭，紅

尾伯勞也出現在灌木叢間，洋燕與家燕在天際間

穿梭，家燕還不時地俯衝向湖心做水浴，只見一

點小小黑影從天空倏地朝水面而去，然後拉高身

軀與水平行接觸，剎那間速度因與水接觸而變

慢，此時若有攝影機的話，這畫面應該會很有趣！ 

 

到達棒球隊也就結束整個點的調查，空泛的

田徑場也僅有小白和黃頭鷺，最後離去前見到黑

領椋鳥出現！總計這次到中興湖初次調查，鳥類

計有 20 種、一種未能辨識，下次一定帶鳥功高強

的鳥友來助陣，相信中興湖周邊鳥種不應只是我

所見到的這 20 種才是！ 

 

  

準 8 點，從受訓地點出發。穿過萬芳高中校

園，接上辛亥路，騎過懷恩隧道、景美女中，右

轉寶橋路進入新店市，再左轉中興路，不久，便

看到了北宜公路的指標(約 30 分鐘車程)…… 

   第一次過北宜，應該是民國 73 年間的事了。

幫律師老闆到宜蘭地方法院辦事，回程時不想再

搭火車繞行東北角一周，於是乘公路局經北宜公

路回台北，在車上睡不著且一向不暈車的我，坐

在車子的中後段靠窗位子，打算好好欣賞欣賞北

宜風光；沒想到赫赫有名的九彎十八拐，把我甩

得七暈八素的，直到多年後還心有餘悸～ 

 踩過國史館，進入北宜公路山區路段，兩段

十多公里的長上坡，已擺妥陣勢，迎接我的挑戰。 

    假日的北宜，少了大車的橫行，讓人安心；

映入眼簾的翠綠，讓人淨心；輕拂臉頰的沁涼，

讓人清心。偶爾聽見渾厚的引擎聲，自車後、身

旁、眼前，呼嘯而過，一身帥氣的裝扮，令人生

羨。沿路的單車同好們，裝備上或許難以匹比，

但身體力行的豪氣，絕對是藉著油門前進的重機

車騎士們所望塵莫及的―我們以雙腿紮實的輪

踏，強心健肺，盡情享受著騎乘的單純與快樂。 

    騎過雲海國小，聽說在陰涼微濕的午後，這

兒彷彿置身雲海之中，常有白雲穿校而過。不知

這兒的孩子們，在白雲飄來的日子裡，會不會像

西遊記的孫悟空一樣，輕喚聲：雲來！然後整顆

心就跳上白雲隨風遠颺？ 

    10 點剛過，來到第一個高點。路旁「海倫咖

啡」裡全是早到的單車同好。從單車擺放的方向，

猜想其中也有人是從礁溪方向騎過來的，實在是

太神勇了！經過「海倫咖啡」，開始一路下坡。將

雙手輕置在把手煞車上，屁股挪坐車墊後方，身

體略往前傾，順著北勢溪，穿過明隧道，溜過參

差茶園，滑呀滑呀，滑進了坪林。 

    雪隧通車前的坪林，是往來台北、宜蘭間重

要的休憩區，每逢假日，熙熙攘攘的人潮必定將

整條街擠得水洩不通；而此刻的坪林，除了 7-11

前略有人氣外，整條街冷清得讓人錯愕！「雪隧」

對坪林人而言，或許是不受歡迎的。一陣驟雨，

文、圖／陳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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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留在坪林吃中餐。望著冷清的街道，心中祈

禱這兒千萬不要逐日沒落；但是只靠重機或單車

騎士，又能為坪林帶來多少商機呢？出了坪林，

又開始爬坡。正奮力踩踏中，突見前方有一隊小

折騎士，男、女五人成一路縱隊前行。趕上前為

他們喝采，才知也是要騎到礁溪。一直認為小折

只能作為都市內代步工具，沒想到也能挑戰北

宜，究竟是他們太厲害了？還是我孤陋寡聞呢？ 

  印象中的北宜，雖然充滿綠意，但似未見過

有計畫的植林；卻在經過林務局羅東林管處北區

育苗中心時，出乎意料的在道路兩旁驚見一整排

筆直樹木，剎那間腦袋有些時空錯亂，以為到了

北橫棲蘭路段？不過只要再經歷百十年，相信它

們會全長成見證北宜歷史的參天巨木！ 

    再過不久，來到北宜公路最高點―北宜縣

界。過了此地，將接受九彎十八拐的考驗，一邊

欣賞美麗的蘭陽平原風光，一邊驚險刺激的下滑

到礁溪。下午 3 點多，順利溜進了礁溪，悠閒的

到處晃晃；吃過剉冰，將單車拆裝放入攜車袋，

搭 4 點 20 分的葛瑪蘭客運回台北(經雪隧，只要

105 元，單車免費)，結束這趟原預期會很累人，

實際上仍游刃有餘的北宜單車行。 
 

台灣鄉土鳥類名介紹（三）                            資料整理／辛啟昭 
中文/鄉土名 每窩生蛋數、繁殖期與特徵 習性敘述 

小雲雀 

半天鳥 

每窩生蛋數 3-4 枚，蛋底呈淺灰白，表面密

佈著極多褐色斑點。4-7 月為繁殖期，頭部

黃褐色，有明顯黑褐色羽冠是主要辨識特

徵。春、夏求偶繁殖期，雄鳥會直飛上半空

中，定點拍翅鳴唱七、八分鐘展現歌喉，反

覆上下，相當可愛動人，「半天鳥」的俗名

也是因此而得。喜歡在低矮花叢處築巢。 

在台灣是百靈科中唯一的一種，屬普遍的留鳥，特有亞

種。喜歡在平地的空曠草原、旱田或山區的空曠地帶活

動，如高屏溪河床、大坪頂重劃區均有牠們的蹤影。澎湖

到處可見，是澎湖鳥會的會鳥。羽色黃褐色，與草的顏色

恰形成絕佳的掩蔽，常在河床砂堆立足鳴叫。 

五色鳥 

和尚鳥 

每窩生蛋數 3 枚，蛋呈白色無光澤。每年 4-8

月為繁殖期，會在樹幹或較粗的樹枝啄洞為

巢，敲得「郭、郭」作響。全身為豔麗翠綠

色，頭部由鮮豔的紅、黃、藍、綠、黑組成，

故有「五色鳥」之稱。 

主要生活於中、低海拔之原始闊葉林，身體具有保護色，

習性像啄木鳥，叫聲又像和尚敲木魚的聲音，故又有森林

裡的「花和尚」之稱。吃山果及嫩葉等素食，偶而也會吃

昆蟲。 

白鶺鴒 

牛屎鳥 

每窩生蛋數 3-4 枚，佈有褐色斑點，橢圓形。

每年 3-5 月為繁殖期。喜於靠近水邊之洞穴

中營巢。飛行時呈大弧形波浪狀，並發出有

如「唧-酒」般的鳴叫聲。每年 9 月至次年 5

月間來台度冬，為普遍冬候鳥。 

體色黑白相間之明顯對比成了牠的標誌。「牛屎鳥」意指

牠喜歡在牛屎中覓食，主要是挑食牛屎中的小昆蟲與飛

蠅。生性活潑好動，常於地上快速走走停停，東張西望，

邊走邊覓食。 

綠繡眼 

青笛仔 

每窩生蛋數 2-3 枚，蛋形橢圓，淡藍白色無

斑。4-7 月為繁殖期，繁殖期時會成對活動。

築巢於離地 2-4 公尺間的樹林裡，以芒草

穗、草莖及乾葉為材，築成細緻如酒杯狀的

圓形巢，懸掛於兩條細枝間隨風擺盪。眼睛

四周有一圈白色細毛，好像精心描繪的白眼

圈。 

通常台語綠色為「青」，為描述此綠色小鳥之形態與叫聲

之美而得名。常三五成群活動於闊葉林中，以花、果實、

種子及昆蟲等為主要食物。鳴聲為單長音「唧伊-唧伊」，

是屬最普遍的留鳥。身體上半面柔綠色，額、腮及喉呈黃

色，胸及腹部則是一片柔細的白羽毛，全身約長 1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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