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老鷸 

鳥會原本計畫 10 月 3～4 日推出墾丁賞鷹之

旅，後經詢問調查，因正逢中秋節連假，恐有意

願參加的人數不多，遂改為 10 月 10～11 日，並

於 9 月份期刊刊登有關活動訊息，相信想賞國慶

鳥的鳥友，一定會捧場報名的啦！沒想到不如所

期望，只好再順延一週。並於 10 月 11 日聯合報

刊登，歡迎一般市民報名參加，但至 10 月 14 日

止，仍只有 12 人報名，無法達到預定 20 人成團

之目標，所幸經理事長林世忠兼領隊精算後(可能

是少虧尚可)，勉強照計畫進行，這才組成了今年

墾丁候鳥季(9 月赤腹鷹、10 月灰面鵟鷹)的唯一一

團前去「逗鬧熱」。 

可能是受颱風災害的影響，可能是媒體有關

鳥況報導大為減少，可能是許多鳥友自行前往，

可能是很多人已經去過很多次了，可能是…，總

之，賞鳥熱潮已有降溫之趨勢，不過根據墾管處

(10 月 17 日止)的統計報告，今年的候鳥過境數

量，竟然比往年都多，赤腹鷹已超過 12 萬隻，灰

面鵟鷹 47,000 隻以上，不知是否是高雄鳥會洪福

龍鳥友加入墾管處的年度候鳥調查工作有關，因

為洪鳥友有多年鳥調經驗，鳥功一流且眼力啵

棒，在墾管處候鳥達人蔡乙榮的加持下，成果果

然輝煌，鳥群紛紛大批飛來，據他稱：「每天數不

勝數，快樂的不得了！」 

不過根據聯合報 10 月 12 日報導，仍有不肖

獵人盜獵過境猛禽 38 隻，庫藏於冰箱內，雖經林

務局森林保育員警查獲，仍不承認其違法行為。

另外，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內之海生館，曾於國家

公園所屬之海洋區域範圍內，復育珊瑚及豆丁海

馬，但近期內，亦曾傳出有豆丁海馬被盜獵失蹤

情事發生，顯見生態保育工作必須持之以恆，對

民眾的愛護生態教育更不可有所偏廢或日減。 

在滿州鄉里德橋舉辦的賞鷹博覽會，其中滿

州鄉文史學會的攤位解說員告稱，滿州原名「蚊

蟀埔」，係排灣族語「很臭的地方」，其由來係早

年獵捕並將動物禽鳥穢物任意丟棄，日久該地區

便臭氣四溢因而得名，日據時期再將音譯「蚊蟀」

轉為「滿州」。希望今後該社區能變成「幸福美滿

的地方」。 

此次行程中，安排有參觀鵝鑾鼻燈塔及所屬

公園，並請墾管處派員解說，雖僅導覽解說植物

類，但在燈塔展示館外的解說牌上，得知鵝鑾鼻

燈塔之建塔緣起，係因清同治六年(西元 1867 年)

美籍商船於七星嶼觸礁沈沒，及 1874 年牡丹社事

件後，清廷迫於美、英、日三國之強力要求，遂

於 1881 年建鵝鑾鼻燈塔，期間於 1875 年時，為

充實海防，在琅嶠設縣築城，並將琅嶠更名為「恆

春」。(琅嶠係排灣族語「蘭科植物」，鵝鑾為「帆

船」之意) 

另在墾丁大灣海邊，有一「八寶公主」祠，

去

↑滿州鄉里德橋的候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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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恆春縣志採訪錄記載，清同治初年，有一荷

蘭船在琅嶠附近海域遇風擱淺，船員登岸求救，

遭龜仔角社(社頂)原住民突襲殺害，並從其中一

名女子身上帶回八項物器，遂稱之為八寶公主。

依據墾丁國家公園史蹟解說手冊「尋根懷古憶琅

嶠」一書(p.26)，清同治六年(1867 年)美籍商船羅

發號(Rover)航經台東外海遇風，漂流到鵝鑾鼻西

南七星嶼觸礁沉沒，船長(Hunt)夫婦及船員共 14

人乘救生艇，於琅嶠龜鼻山附近登岸，不幸遭排

灣族龜仔角社原住民襲擊，除一名華人水手逃生

外，其餘均遭殺害，是為羅發號事件。又於 97

年 8 月 31 日聯合報載，荷蘭八寶公主化身女魔

神，先於社頂山區出沒，使上山採菇之 82 歲老婦

迷途五天，再透過乩童表示，將向社頂居民索命

10 人，部落舉行消災祈福超渡法會後，與八寶公

主締和約，化解百年恩怨。 

由上述綜合可知，清同治初年之遇難商船應

為美籍，而非荷蘭籍，遭殺害之女子應為船長之

妻子，而非荷蘭(八寶)公主。現存於八寶公主祠

旁的木船殘骸，應是當時所乘之救生艇，而祠中

所存之骨甕，除了船長妻子外，應仍包括有美籍

船長及另 11 名船員之遺骨，希望他們有朝一日能

歸葬故里為安。 

此行最主要的行程，當然是第一天下午的滿

州鄉里德橋和港口橋賞落鷹(不可說成是觀落鷹

喔！)及第二天清晨在社頂的凌霄亭看起鷹，由於

時序已過 10 月中旬，大部分的赤腹鷹和灰面鵟鷹

均已過境南飛，所以不論是落鷹或起鷹，在數量

上都見不到「密密麻麻」情況，當然也就聽不到

鳥友們的「哦哇」聲，不過在里德橋舉辦的賞鷹

博覽會，仍是人潮洶湧熱鬧登場，在凌霄亭蔡乙

榮老師的解說報告，更是精采絕倫，獲得在場鳥

友們的好評。 

在前往鵝鑾鼻途中，特安排參觀砂島的貝殼

沙展示館，貝殼沙的主要組成，是來自海洋的珊

瑚、貝殼、藻類、苔蘚蟲及有孔蟲…等生物的殼

體碎屑，被沖上海岸堆積成一片白皙晶瑩的沙

灘，在陽光的照射下閃耀著潔白的光芒，而墾丁

此處的貝殼沙，是全台灣貝殼沙含量最高的沙灘。 

在抵達鵝鑾鼻公園停車場前的一條小巷，巷

口有一不起眼的路牌「鵝鑾鼻漁港」，巷子走到

底，只見真的有一小漁港，停泊有漁船數艘，三

↓鵝鑾鼻燈塔是世上唯一的武裝燈塔 

↑淩霄亭上蔡乙榮解說過境猛禽 

↗砂島展示館後方的貝殼沙海灘



    

五漁人正在卸貨作業，港口有一萬應公祠正對外

海，祠旁有一住戶搭有一條長篷，放置大小桌椅

數張，冰櫃內滿是漁船新捕獲的生猛海鮮，頭家

娘一一介紹料理的方式及價錢，我們一行人湊一

大桌，隨著上菜的節奏，大快朵頤狼吞虎嚥起來，

竟然連領隊發現玄燕鷗時亦不為所動，畢竟，還

是民以食為天，「食飯時，皇帝大」啦！ 

不論來去墾丁，都會經過車城，而車城「尚」

有名的除了全國最大的土地公廟外，就是綠豆蒜

小吃啦！領隊是巷仔內的(內行人)，特帶大家去

一家正字標記的綠豆蒜加粉條冰，店內已滿座，

我們只好在走廊上或坐或站，品嚐這尚出名的冰

品小吃，日頭赤炎炎的南台灣，讓大家消暑之餘，

竟然在回程時，一再要求再度光臨，吃它個夠夠，

再返回高雄。  

或許是領隊正好是中寮山據點的召集人，對

中寮山生態環境熟悉，特安排第一天上午先前往

該社區做生態賞鳥之行程，據稱中寮山地區的鳥

種數已累計到 132 種。其他什麼蛇虺蝄蜽亦多，

附近居民對環境保護極為用心，一路步行時，竟

然觀察到許多種蜘蛛，在陳新政鳥友特別解說

下，大夥對蜘蛛又增進許多常識。由於賞鳥之旅

都是透早集合出發，清晨起床睡眼惺忪，領隊特

攜帶有日本製生豆烘焙的一級品咖啡，並親自下

廚洗手做羹湯，每人一杯，喝起來的口感，濃郁

醇厚回甘無苦味，不但頭腦頓時清醒，連目瞅都

金起來，遠在天邊飛過的猛禽，都看的一清二楚！ 

從中寮山往旗山方向約兩公里，就是溪州社

區，是香蕉的故鄉，早年曾擁有輝煌燦爛的歲月，

社區內有一間老字號的冰果室，主賣香蕉冰，現

做現賣氣味清香清涼甜美，老主顧最愛，廣受好

評，雖已開店多年，現仍由阿公級老闆坐鎮經營，

價廉物美物超所值一吃難忘。 

中午是在大樹鄉一位鳥友所開的海產店用

餐，店內牆上掛著許多放大的鳥照片，據稱都是

這位鳥友老闆所拍攝的，其中不乏有許多珍貴稀

有鳥種及取鏡難度頗高的照片。這位鳥友老闆也

特別來向大夥表示歡迎，並交代廚房要特別用心

料理，當然也少不了加贈幾道菜餚，使菜色豐富

到好像辦桌一般，讓大夥吃的乘心滿意笑哈哈，

領隊也像喝了活靈芝一般笑哈哈，有人當場就表

示，下次只要是林理事長帶隊賞鳥，一定要報名

參加的啦！ 

↑位於小巷末端的鵝鑾鼻漁港 

↗籠仔埔大草原賞雲雀及紅隼

↓港口村海墘大橋賞落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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