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鴞 Ⅰ 台灣松雀鷹 Ⅱ 鵟 Ⅱ 藍腹鷴 Ⅱ 穿山甲 Ⅱ 台灣山鷓鴣 Ⅲ 水蛇 Ⅲ

黃鸝 Ⅰ 灰面鵟鷹 Ⅱ 花鵰 Ⅱ 花翅山椒鳥 Ⅱ 棕簑貓 Ⅱ 紅尾伯勞 Ⅲ 雨傘節 Ⅲ

遊隼 Ⅰ 赤腹鷹 Ⅱ 魚鷹 Ⅱ 棕噪眉 Ⅱ 台灣水鹿 Ⅱ 黃腹琉璃 Ⅲ 眼鏡蛇 Ⅲ

八色鳥 Ⅱ 蜂鷹 Ⅱ 紅隼 Ⅱ 台灣畫眉 Ⅱ 百步蛇 Ⅱ 台灣藍鵲 Ⅲ 黑眉錦蛇 Ⅲ

黑鸛 Ⅱ 蒼鷹 Ⅱ 燕隼 Ⅱ 白頭鶇 Ⅱ 食蛇龜 Ⅱ 山羌 Ⅲ 龜殼花 Ⅲ

大冠鷲 Ⅱ 鳳頭蒼鷹 Ⅱ 領角鴞 Ⅱ 野鵐 Ⅱ 黃裳鳳蝶 Ⅱ 台灣獼猴 Ⅲ 環紋赤蛇 Ⅲ

日本松雀鷹 Ⅱ 黑鳶 Ⅱ 黃嘴角鴞 Ⅱ 朱鸝 Ⅱ 燕鴴 Ⅲ 白鼻心 Ⅲ 金線蛙 Ⅲ

北雀鷹 Ⅱ 澤鵟 Ⅱ Ⅰ Ⅱ Ⅲ

   

生態據點十年‧ ‧ 
1999 年楓紅的秋天，有位年過不惑的中年男子，誤闖鳥會的生態寶庫，到          如今依然在

裡面漫遊，他最常閒逛的地方不是高雄的大統百貨公司而是中寮山的大統草           原，把中寮山

當成自家的後花園，拈花惹草、學習新知、增廣見聞、放鬆壓力、運動健            身、親子活動、

感恩回饋、發現新記錄、認識一堆的好朋友…等等。這些都要感謝鳥會、        感謝中寮山帶給我

豐富多采的生活。                                                   文／曾志成 

 

會選擇此地，也是因緣巧合，當時的據點並

不多，中年男子比較愛山，因此結下如此的善緣。

當時黃芳國老師正在調查猛禽，因此有三年的時

間每星期至少一天是在三角點（調查點）度過的，

那個時期，只要看見猛禽，找到辨識的方法就是

單純的快樂、單純的幸福，直到有一天發現草鴞

才又開啟中寮山的另一扇窗。 

說到草鴞，又要口沫橫飛了。從開始一無所

知到近距離接觸，真是歡喜發現，感慨環境變化，

生命無常，到後來消失蹤影真是不勝惋惜。從

2003 年 3 月發現草鴞到如今整整有 7 年的時間，

活體見過約 10 隻，死亡就有 8 隻之多，因此在一

次巡察中又見到一隻完整草鴞的屍體，中年男子

當下痛哭失聲悲傷至極。（至今仍死因不明） 

其實中寮山可貴的地方，並不只是草鴞，而

是一個動植物的基因庫，從人類開發的腳步已逼

近低海拔山區，中寮山如果可以完整的保留下

來，將是後代子孫的福氣。從鳥類個人記錄 7、

80 種，到現在眾多鳥友通力合作已增進到 135

種，其他昆蟲、蝴蝶、兩棲爬蟲和植物的種類都

不斷的在增加當中。當然，生態豐富、野生動物

眾多，就會有獵捕的情形發生，因此由勸導、道

德勸說、成立巡守隊、製作保育牌、報警協助取

締、抄收鳥網、取締獸夾、出錢出力除草，這些

都由鳥友無私的奉獻，才有今天的小成果。可是

保育的工作一旦有所鬆懈，前面所做的一切將化

為烏有，因此，中寮山很需要各位鳥友的持續關

懷，一如成長中的孩童需要家庭與師長的教誨與

愛心。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希望中寮山能保留下來

不被開發，成為後代子孫永遠的後花園。 

草鴞‧柯木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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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林世忠與曾志成大哥經常在草鴞的出現地點巡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