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初二，托太太回娘家之福，回到台東岳

母家小住三天。下午到附近看看環境有無改變，

順便也探尋有無可以入鏡的野鳥畫面。先到鯉魚

山前馬路邊的一棵火焰木瞧瞧，有沒有紅嘴黑鵯

前來吸食花蜜，這棵火焰木早上經過時就留意到

了，正盛開的艷紅花朶，如果有黑色的野鳥相襯，

就是「紅水、黑大板」（台語），相得益彰。挑個

好位置躲在車內，静靜地守候，突如起來的鞭炮

聲將一群綠繡眼驚起，在空中盤了一圈，然後不

偏不倚地落在這棵火焰木的中上層，開始覓食，

由於綠繡眼個子小，攀在花梗上，由下啄食花托

裡的汁液。不久，看到兩個小孩來到附近放鞭炮，

心想：完了，没戲唱了。 

過年過節放鞭炮，對野鳥或其牠動物太傷

了，台灣的野鳥怕人，鞭炮聲是因素之一，小狗

兒也會被嚇得驚慌失措。放鞭炮是野蠻行為，只

求滿足個人刺激，不管旁人感受，甚至引燃火災、

釀成禍害，若是家中有小嬰兒的，一定身受其苦。

這樣的文化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台灣實在没有保存

的必要，尤其是小孩子更不能縱容，因為從小不

為人著想，日後如何能貢獻社會呢？ 

到豐里橋（最靠近台東大學的一座橋）旁看

看，那是以前偶爾會去賞鳥的地方，接近出海口，

兩岸有堤防，堤防內小溪流過，溪水由於流經人

們住的地方，已經不夠清澈了，兩側有草地及一

些矮灌叢，還可以看到一些常見的野鳥，以前堤

防有個出入口方便放牧，現在已經封了，車子無

法下去。帶著望遠鏡下去觀察一下，看到一隻蒼

鷺在溪邊佇立，表示溪裡還有魚，大卷尾時而飛

起，捕捉附近的昆蟲，還有紅尾伯勞也傳來「搓

筷聲」，雖然都是普通的野鳥，有點野趣就夠了！ 

穿過外環道，堤防內有三、四隻黃牛在休息，

幾隻八哥則頑皮地在牠們身上跳來跳去，還有兩

隻在空中演出全武打。接近出海口，在道路旁有

隻棕背伯勞正在覓食，還有三隻黃牛趴著休息，

三、四隻八哥囂張地上下其身，其中一隻還在額

頂拉屎，正巧拉在兩眼中間的視線死角，黃牛視

而無睹。接著，兩隻八哥在牠的頭與臉到處啄食，

像是盡責的清道夫，原來這是雙方共生互惠的方

式。 

天色漸暗，回程穿過外環道，或許是長久以

來所訓練出來的「鳥感」發揮作用，車行中從路

旁灌木枝椏間隙瞥見一道矮牆上有動靜，停車確

認，竟然是一隻艷麗的環頸雉公鳥，趕緊小心翼

翼倒車，先用 400mm 鏡頭拍下紀錄，看牠在牆

上緩步移動，而前方有處灌叢當掩蔽，心想機不

可失，趕緊備妥 500mm 鏡頭守候，只要牠走過

來，鐵定逮到牠。没料到牠竟然在灌叢裡啄食而

不出來，希望落空。但，能在這麼接近住宅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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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哥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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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環頸雉，總是慶幸！高興自己的好運，也意識

到牠們數量似乎有增多的趨勢。 

初三，強烈寒流來襲，天氣濕冷，和兒子計

畫到池上台糖牧野農場拍環頸雉，然後順道到附

近向朋友拜年。清晨出發，年節過客尚未出遊，

一路北上，沿途看到稻田剛春耕，表示油菜花季

已經結束，最近這幾年的春節老是看不到油菜

花，也是暖化的影響而使得耕種都提前了？希望

只是耕期調節的結果。 

接近農場約百公

尺處，發現路旁有個

養馬場，下車瞧瞧，

沒料到兩隻馬兒竟然

像看到主人似的奔到

圍欄旁，很温馴地讓

人撫摸，還咬著兒子

綠色的衣袖，是肚子

餓把它當成了草食？

還是示好呢？由於剛

到時聽到環頸雉叫聲，心裡想著：這兒有馬的飼

料，環頸雉前來分一杯羹也是理所當然。因此離

去前興起了一探旁邊小路的念頭，不料才一轉

彎，就發現一隻環頸雉公鳥沿著小路快走而去，

當然車子也緩緩跟隨，直到在下個彎，牠才沒入

路旁的草叢，這是今天開運的第一隻。 

進入農場，透過望遠鏡蒐尋，發現左側草地

林緣有隻環頸雉公鳥，距離太遠了，只能拍個紀

錄，這是第二隻。接近後面的停車場時，發現一

隻環頸雉公鳥出現在旁邊草地的圍欄旁覓食，背

景有點雜，這是第三隻。等到牠覓食完畢往圍欄

內走後，緩步往前觀察，早已消失蹤影，當然牠

也可能就地躲藏，此時卻發現稍遠處有兩隻母鳥

正快步離去，這是第四、五隻。 

接著往農場中段的小路，突然在約十公尺的

近距離內出現了一隻環頸雉公鳥，有點被車子嚇

到似的往草叢裡頭走，雖是雄鳥，但在草叢裡的

畫面卻多了一份婉約，不久即消失不見，這是第

六隻。再往前，圍欄內好大的一群牛群，兩、三

隻大卷尾守在附近枝頭或石頭上，伺機捕捉被驚

擾飛起的蟲子，偶爾就會有開放式的遊園車開

來，看到牛群，都會下車拍照，畢竟温馴的動物

還是比較討人喜愛的，何況裡頭還有小牛。 

避開遊園車的路線，到另一側飼養場碰運

氣，場內草地裡滿是牛糞，不久即發現有一隻公

鳥在覓食，距離不遠，還看到另一側有隻公鳥飛

過馬路，隱入石頭牆的草叢裡，這是第七、八隻。

拐個彎，停在另一片草地旁，旁邊竄出另一隻公

鳥，與車子保持著拍攝極限的距離，即可以拍，

細節表現不太理想，但背景入鏡正好可以彌補畫

面，此時細雨霏霏，正是春雨料峭時節，大比率

枯黃的草襯著令人驚艷的雉雞身影，不成為矚目

焦點還很難，這是第九隻，兒子還拍到牠振翅的

畫面，更富生趣。 

再次回到農場中間道路，這次車速更慢，仔

細蒐尋，兒子突然說看到了，只見一隻環頸雉公

鳥往裡頭快步而去，來不及拍即消失，可是兒子

還說：「停車、停車」，原來還有另外一隻公鳥就

趴在不到八公尺

的草地上，正以牠

自恃的保護色在

「避敵」，結果很

難得地拍到了俯

角正面照後緩緩

離開，牠也應該自

以 為 欺 敵 成 功

了，這是第十、十

一隻。至此，已覺

得前些日子一直 



   

 

 

 

 

 

 

 

 

發 E-mail 祝福鳥友們「鳥運亨通」似乎正回應在

自己身上似的！ 

雨稍大了，參觀了一下這兒的動物，這應該

也是遊園車的賣點吧？！有鴯鶓、弓角羚羊、伊

蘭羚羊、鴕鳥…等，在鴯鶓的園區，還有一隻躲

在草叢裡的環頸雉公鳥被路過的鴯鶓驚擾而移

動，正巧被發現，這是第十二隻。 

中午，到池上大地有機推廣中心用餐，也向

主人梁先生拜年，再到磚窰居拜年及捕拍磚窰裡

的蝙蝠（台灣葉鼻蝠），然後再到關山附近陳姓友

人家拜年及購買釋迦，在出來的產業道路上，又

巧遇了一隻環頸雉，停車看牠走入旁邊的甘蔗田

裡，兩排整齊的紅甘蔗拱著牠，非常特殊的畫面，

可惜器材已收，無法再有影像紀錄，這是最美的

Ending！ 

 

 

 

 

 

 

 

 

 

 

演化 
是北方的酷寒讓你白了頭？ 

還是族群冷漠灰了你的心？ 

於是不顧一切 

甘冒飛越海峽的風險 

南下尋找另一種溫暖 

還是 

隱藏另一種心酸 

在南台灣的冬陽 

以甜美的果實 

蛻變 

演化 

創造另一種突變 

紅嘴黑鵯，身長 24 公分，白頭型紅嘴黑鵯為

中國大陸的亞種。此幅 2010 年 1 月下旬攝於高雄

美術館池畔的雀榕，據聞一個多月前即有賞鳥人

發現牠，誤以為是白頭鶇。這隻白頭型紅嘴黑鵯

有可能是被這個冬季的寒流趕下來的迷鳥，也有

可能是籠中逸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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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葉鼻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