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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距上次到鰲鼓濕地賞鳥至今再過 19 天就兩

年了，那是前年高雄鳥會舉辦的鰲鼓與漢寶濕地

賞鳥活動，當時是擔任車輛駕駛人順便跟著看冬

候鳥，那年在資深鳥人前輩導引下，倒也看了不

少度冬水鳥。 

今日清晨天未亮，再次擔任駕駛人，頂著寒

風北上向嘉義東石的鰲鼓濕地前進，夥伴們笑說

98 年元旦第一天的曙光，是在中山高速公路上看

到的，有人說看到那一年第一天的曙光會交好

運，我有點半信半疑？或許是真的也說不定！ 

從中山高速公路過新營轉台 82 快速道路，路

過朴子市區，尋找當年在朴子與東石間位於玉米

田中的營區和經常光顧的理髮店，時過二十餘

年，地貌地物改變甚大，早已不復追尋年輕時走

過的足跡。進東石市區再往北過朴子溪就到了鰲

鼓濕地，這裡屬台糖蒜頭農場用地，進農場大門

左轉往南堤濕地，那裡一大早就有鳥會裡的同好

及資深賞鳥大哥先行就位，就等我們前去會合！ 

到達南堤濕地賞鳥區，鰲鼓首先送我們一個

大禮，一隻停棲在枯木上的猛禽~鵟，是大禮也是

我的新鳥種記錄，看來今日又將交好鳥運了！緊

接著天空出現黑壓壓的大鳥，是黑鬼鸕鶿正側風

飛行，海邊的風本來就很大，這幾天鋒面過境風

勢更是嚇人，人都站不住了何況是飛鳥？在狂風

中，望遠鏡被吹的搖晃不停，那走來走去的青足

鷸、不時潛水覓食的小鷿鷉、像釣客站立的蒼鷺、

路邊樹梢內嘰嘰喳喳的綠繡眼；大白鷺、小白鷺、

夜鷺是最易辨識的水鳥，一群埃及聖鹮編隊飛行

通過，澤鵟緊接著在遠處木麻黃樹冠頂出現，這

澤鵟對牠不陌生了，龍鑾潭已見過多次。 

欣賞第一波鳥況後，進小路走向水塘，與紅

龍、Lucky 大哥和麻 21 期同學百崇及登山夥伴

Frank 一家子會合，幾支單筒大砲望遠鏡已架起，

對準遠處覓食或休憩的水鳥群們，要辨識這些雁

鴨科水鳥，用雙筒望遠鏡是無法仔細瞧出牠們的

異同，還是紅龍及 Lucky 大哥的仔細說明，加上

現場觀察分辨加深賞鳥功力。像琵嘴鴨就是牠的

嘴是大而扁平像湯匙狀，公鴨頭羽是暗綠色，胸

前羽色是白色；小水鴨體型較小，眼睛周邊是暗

綠色；尖尾鴨羽色較暗灰，主要辨識是頸部下方

和頭後方有醒目的白色羽毛及一白線，和尖尖的

尾羽；咦！這裡怎麼沒有花嘴鴨呢？怪了就是找

不到嘴喙 

是黃色的 

牠們！正當專心地在 

看水面上的鳥兒時， 

天空出現一隻 琵嘴鴨（李文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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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的嘴喙是紅色的裏海燕鷗，另一邊也出現胸

下羽色是白色的魚鷹，可惜沒看到牠攜帶魚雷1。

目視裏海燕鷗和魚鷹飛過，我們又將鏡頭帶回水

塘裡，陸續地看到紅冠水雞、高蹺鴴，然後就是

Lucky 與紅龍大哥們發現琵鷺蹤跡，琵鷺嘴喙的

形狀和顏色與黑面琵鷺相同，但前端顏色呈黃

色。大哥們表示在琵鷺與大白鷺之間還夾雜一、

二隻黑面琵鷺，因距離遠且正處於休息狀態，只

有在牠們換姿勢時，瞥見黑色像湯匙狀的嘴喙才

能確定是黑琵，要看到黑琵得專心在大砲前凝視

且還要帶好運氣，方能見到牠的廬山真面目。 

    看完水塘裡的水鳥群，一群人轉戰南方不遠

處堤岸，途中波卡發現空中飛行一隻鷗嘴燕鷗，

這鷗在空中飛行和鷸鴴科水鳥在水面上的辨識並

不容易，這些較難辨識的冬候鳥還是得依靠鳥功

高強的人從旁協助指導，否則我們也只能用看到

了～不知名鷗科鳥類一隻而已，至於名叫做什

麼，姑且喚做「待查鳥2」囉！整片鰲鼓濕地海風

甚強，走在路上得防強風將帽子刮走，水邊被驚

動飛起的小白鷺頂風飛起，卻被強風橫掃不得不

側身翻飛，那模樣看來真有趣！我與黃教授走向

堤岸到堤外看看有沒有其牠鳥類，看見遠遠退去

潮水的灘地上，僅有一隻大杓鷸在覓食，其牠的

大都是金斑鴴。退回堤岸內濕地，大夥兒另闢戰

場向東北方觀測，忽然聽到波卡興奮的語氣，他

看到一隻鵲鴝！剛從金門賞鳥回來不久的波卡很

篤定的說是鵲鴝沒錯，我們不知鵲鴝位置，波卡

指著一叢低矮木麻黃林下水邊一隻小翠(翠鳥)右

後方，眼明手快的一下子就瞄到了這鵲鴝，不過

牠配合度不太高，僅出場亮相兩次就消失了，沒

                                                 
註 1、魚鷹衝水抓到魚後，會習慣將魚頭朝前、魚尾朝後以利

飛行，這時被抓的魚在魚鷹腳下狀似轟炸機翼下方外掛的魚

雷般，故俗稱為魚雷。 

註 2、回家看圖鑑或拍照後按圖索驥的意思。 

看到的夥伴們大呼可惜！ 

沒了鵲鴝，小翠也離開水邊枝頭，大夥兒再

沿堤堰向上游走去，觀察方向仍是東北方水塘和

灘地，這時小青足鷸、東方環頸鴴、灰斑鴴、黑

腹濱鷸、紫鷺、磯鷸、小環頸鴴相繼出現在鏡頭

裡，好玩的是最遠處水塘上的一群反嘴鴴，牠們

像一群上演著國劇裡跑龍套的演員般，在水上舞

台上悠閒地浮游著，一會兒從沙洲旁出現，又一

會兒漂回沙洲裡，讓人瞧也瞧不見，那漂亮的黑

白對比顏色與翹起的嘴喙是辨識重點。再來就是

黑脊鷗的出現了，這大型鷗鳥也是靠波卡發現告

訴我們的。因時間已近中午，我們回頭往停車處

準備到北堤及觀海樓再看看，又發現一群赤足

鷸，紅色的腳是其特徵，這是我的新鳥種記錄，

鏡頭一直對著牠們猛瞧看個夠，下一次要再見牠

們不知將是何時？回程陸續觀察到棕背伯勞、紅

尾伯勞、白頭翁、褐頭鷦鶯、家燕、小雨燕等，

最後的高潮就是灰澤鵟的出現了，好像要送給大

家一個臨別大禮般，讓大夥兒滿載而歸！之後，

在北堤觀海樓休息喝熱茶飲料，呼嘯的海風吹的

讓人不想再頂風觀察，且肚裡五臟廟已鳴起開飯

號，走吧！到東石郊外福靈宮對面吃蚵仔煎吧！

吃飽後還要到雲林縣的元長鄉拜訪小辮鴴呢！ 

此行鰲鼓賞鳥鳥種記錄計有 39 種，我的首見

新鳥種計有鵟、鷗嘴燕鷗、鵲鴝、赤足鷸、黑脊

鷗、灰澤鵟等六種，收穫頗豐！這開年第一天，

運氣不錯！或許是看了今年第一道曙光的關係

吧！希望未來這一年的每個日子裡，都能因這道

曙光帶來平安！平安就是福啊！ 

 

 

 

 

 

磯鷸（翁文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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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鴴

這一天午後離開鰲鼓濕地，車循台61快速道

路與台17道路並行北上，到台西交流道接上台78

快速道路往東，經東勢(這才發現雲林有個東勢

鄉，台中是東勢鎮)到褒忠接台19線往南，波卡說

在元長鄉的花生田裡有大群的小辮鴴，不必大老

遠跑到彰化漢寶濕地，波卡說的沒錯，前年一月

到漢寶濕地才看到幾隻就覺得很不錯，而這裡會

有數量頗多的小辮鴴，那可真令人期待呢！ 

車下褒忠交流道接台19線往南向元長鄉方向

前進，不久即見左邊農田一小群小辮鴴，波卡表

示裡頭還有更大群，再直行至台19線56.5K附近右

側一牌樓，於牌樓對面鄉間道路左轉進入廣袤的

花生田，大夥兒睜大眼睛搜尋，波卡所言不虛，

未幾，就在離路旁較遠的田地上出現為數不少的

小辮鴴，一隻隻面向北方迎風佇立，可惜我們位

置在南只看到牠們的屁屁(尾羽)，偶爾三兩隻在

覓食，才得以看清楚那插在頭上翹翹的小辮子，

然這一天鋒面過境，強烈的東北季風刮在無遮蔽

的田野上，感覺特別寒冬，讓這些遠從西伯利亞

來台度冬的小寶貝不得不壓低身子以避強風，偶

有側身或回身的，經常被強風吹的亂了頭羽和尾

羽，那被風吹亂了羽衣的模樣，可愛又好笑！ 

第一個觀察點不足以讓大夥兒看的過癮，車

再往前尋找更佳的地點觀察，後方眼尖的Lisa瞥

見右前方路旁水溝旁的田地邊緣，站著一隻小辮

鴴，似乎在注意泥土中的動靜，於是放慢車速緩

緩靠近，直至距離約十公尺停車，大夥兒在車上

用望遠鏡仔細端詳這傢伙在幹什麼？用十公尺近

距離看冬候鳥這鳥運真不錯，牠那似辮子的冠羽

是最大特徵，眼睛下方與胸部是黑色羽毛，而翅

膀顏色好像是兵馬俑的彩繪上衣般，大大的眼睛

無視我們這部車子，只定定的看著前方，波卡說

牠的站姿因風勢關係就像圖鑑姿勢(側面)，礙於 

觀察點角度關係，無法對牠做正面欣賞。正當大

夥兒視窗專注在這隻傢伙時，波卡的相機已經對

牠做連續掃射，從佇立、注視、縮頸、出嘴、叼

出蚯蚓到吞食的覓食動作，一一進入相機裡頭，

波卡拍的過癮我們也是狂喜，直覺這一趟嘉義東

石鰲鼓到雲林縣元長鄉的賞鳥之旅真的不虛此

行！ 

看夠了這隻如模特兒般的小辮鴴後，繼續穿

梭在鄉間小路上尋找更好的觀察點，試著將車開

到北方看看正面迎風的小辮鴴，後來在一處農田

轉角處找到好地點，透過望遠鏡看牠們迎風頂立

的模樣，真的好可愛唷！一隻隻如待命校閱軍隊

般，一路縱隊站在凹陷的一道農地上，靜靜地一

動也不動，看著牠們胸前黑色的羽毛、像彩繪的

翅膀，加上大大眼睛上方迎風飄搖的辮子，好像

一群雄壯威武的兵馬俑般，形容牠們像秦陵裡的

兵馬俑實不為過，隊形嚴整，井然有序，一隻離

開崗位，另一隻隨即遞補(避風頭啦)，頗有打不

破、衝不散的氣勢，令我們這群觀鳥人佩服不已！ 

隨著太陽西斜，田野上空出現大群飛翔的小

辮鴴，牠們已經準備回到晚間的棲息地，我們從

清晨六點上路也已過了九個小時，是該回家的時

候了！下次有機會一定還會 

再來拜訪牠們，像軍隊 

指揮官校閱訓練有素的 

部隊般！再見！小辮 

鴴！再見！像兵馬俑 

般的傢伙！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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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辮鴴（楊玉祥 攝） 

像兵馬俑的小辮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