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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2 
   

    高雄鳥會(本會)前身為高雄賞鳥會，隸屬中

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因為那時是戒嚴時期，不

准秘密會議、結社、集會、遊行，必須在一個性

質比較相關而且在內政部已有正式登記的社團，

非不得已，全國台北、台中、高雄三個賞鳥會，

只好寄人籬下討生活，除了無法爭取政府大筆補

助款外，其他的行政工作、辦活動、招募會員尚

可運作自如，說實在的，那時的保育意識、會員

人數、與公私部門的關係相當不足，不成氣候，

不像現在這麼壯大，話水會堅凍。 

那時會址是會長的辦公室或住家，每次開會

必須向警察局報備，剛開始也會派警員過來查

看，數次以後他們也累了。為了引誘更多會員來

開月會，每次我都會特別請歐媽媽滷最好吃的牛

腱肉切片，第一個上鉤的是王媽媽，至今還念念

不忘，口水直流；來開會約十多人，幾乎是攜家

帶眷，當時的小朋友自己玩在一起，好不熱鬧，

溫馨、有趣，實在是聯絡感情的最好場所，如今

這些小朋友皆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成家，想想

那段時間，一下子已過 26 年，而我們已近老人了。 

為寫本文，特別參閱會訊第一期至九十二期

(1979～1987)，將一些重要大事、日期摘要如下： 

‧本會成立於 1979 年 8 月 11 日。 

‧第一任創會會長 陳田圃先生，1979～1984 

‧第二任會長 歐瑞耀先生，1984～1986 

‧第三任會長 魏銀南先生，1986～1990 

‧1982 年 12 月正名為高雄鳥會。 

‧1983 年元月當選為常務理事。 

‧1984 年 2 月當選會長，會員 64 位。 

‧1985 年 12 月票選綠繡眼為會鳥。 

‧1987 年 7 月 14 日正式解嚴後，由地方三個鳥

會共同發起成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野鳥學會，立

意甚好，唯為整合各地方鳥會，經過好幾年的協

調，這期間我幾乎參與每次開會，溝通各有意見

的地方大老，好不容易才成立，順利運作至今，

2007 年很榮幸的我以最高票當選為中華鳥會常

務理事及常務監事，2009 年再度被選為常務監

事，理事長為程建中教授，這是高雄鳥會的光榮。 

    我個人第一次於 1981 年 10 月 30 日參加墾丁

賞鷹而著迷，至今還在看，樂此不疲，一種嗜好

維持 30 年不變，也真不簡單。 

剛開始時，大家都喜歡鳥但不知賞鳥方法，

雙筒望遠鏡很少、又貴，由公費買大家共用，圖

鑑沒有，無法比對也沒有任何資料，台灣的第一

本鳥書含圖鑑為「台灣鳥類指南」，作者是謝孝

同、康國為、歐保羅，1970 年出版，這本書我沒

有，希望擁有者能高價割愛。第二本書為 1976

年出版的「新台灣鳥類指南」，由劉小如翻譯，1980

年再版，兩本我都有，現在看來真想笑；第一本

圖鑑裡台灣鳥種只有 117 種、第二本為 201 種，

第一本很困難，以後才會有第二本，1982 年以後

使用的是日本的圖鑑。近程賞鳥以腳踏車、摩托

車為主，哪像現在，開 BENZ、PHAETON 在看

鳥，實在不敢想像。 

  那時人很少，比較有在會裡幫忙、出力、出

時間的鳥友有：王健得、洪惠章、洪炎興、張治

國、陳成、郭貴斌、王朝礅、張瓊月…等，雖然

有些鳥友已經失聯，但走過的必留下痕跡，做事

起頭難，今天本會的成就是你們一步一步走過來

的，想當初開會通知及會訊是用刻鋼板再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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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刻鋼板？由於陳成先生

的字漂亮，又服務於煉油廠有現成的設備，因此

這個重任就請他寫，每每刻到腰酸背痛，至今他

還為此津津樂道。 

  整個台灣的賞鳥風氣，是由一群國外的鳥人

所帶動，先在台北自行觀賞，後來學術界中比較

與鳥類有關的科系是台中東海大學的環境科學研

究中心，所以謝孝同、劉小如夫婦(台灣的始祖鳥)

及張萬福、顏重威、陳炳煌等大力推展賞鳥活動，

以鳥類來做為生態、保育的入門方法，這個管道

是正確、快速的，其中陳炳煌教授特別熱心，由

台中來輔導本會的成立，教導我們賞鳥的方法，

並經常每週六帶很多的幻燈片來解說，週日又帶

我們去賞鳥，雖然後來他去英國留學停頓一段時

日，但回國以後仍熱心未減，直到現在。 

  謹向本文有提到的鳥友致最大的敬意，如果

沒有你們當初的熱忱、用心、對鳥的癡情，即沒

有今天的場景，傻傻的奉獻，才能成為今日高雄

地區保育界的領導地位，這種光榮雖屬全體會

員，但對於老鳥的付出，再一次真誠的感謝。 

  讓我們高歌一曲「WHEN WE AR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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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夏候鳥逐漸離開台灣，緊跟著便是赤腹鷹揭示過境鳥已經來到的時節，鳥友們這二個月以來一共記錄

到 51 科 152 種鳥種。其中，夏候鳥的董雞、燕鴴等仍有記錄，而過境鳥如鷸、鴴科的水鳥…等也紛紛現蹤，慢慢

地，即將又要進入賞冬候鳥、水鳥及雁鴨的旺季；這段期間的特殊鳥種有短嘴金絲燕（全台第 4 筆記錄，東沙島）、

紫鷺、林三趾鶉、董雞、蒼燕鷗、灰林鴞…等。茲將 8 月及 9 月份鳥友繳交的賞鳥記錄整理如下，因篇幅有限，

各鳥種只能列出總筆數以及數量最多的記錄，敬請未列出者見諒！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地點 記錄人   科 種數

99 8  16 手巾寮 賴穩元 21 37 12 滿州永靖村 洪福龍 19 23
1 屏東車城 洪福龍 18 23 17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3 44 13 滿州里德村 洪福龍 21 25
2 屏東來義 洪福龍 6 19 18 駱駝山 洪福龍 10 14 14 滿州港口 洪福龍 15 21
3 東港溪 洪福龍 16 27 19 梅峰合歡山 陳秀華 12 21 15 墾丁大尖山 洪福龍 12 14
4 南仁山 洪福龍 31 41 99 9  16 墾丁西海岸 洪福龍 21 26
5 恆春茄湖里 洪福龍 21 35 1 屏東車城 洪福龍 22 35 17 墾丁社頂 洪福龍 31 61
6 龍鑾潭 洪福龍 57 72 2 恆春水泉 洪福龍 23 34 18 墾丁龍仔埔 洪福龍 16 19
7 滿州里德村 洪福龍 22 30 3 恆春白沙 洪福龍 17 19 19 墾丁龍坑 洪福龍 12 14
8 滿州港口村 洪福龍 13 20 4 恆春茄湖里 洪福龍 44 67 20 龍磐草原 洪福龍 11 11
9 屏東潮州 洪福龍 13 18 5 恆春草潭 洪福龍 18 25 21 墾丁聯勤 洪福龍 15 18
10 墾丁聯勤 洪福龍 19 21 6 萬里桐 洪福龍 13 15 22 貓鼻頭 洪福龍 10 14
11 鵝鑾鼻 洪福龍 7 8 7 恆春德和里 洪福龍 25 42 23 鵝鑾鼻 洪福龍 13 16
12 中寮山 陳添彥 16 24 8 龍鑾潭北岸 洪福龍 29 44 24 手巾寮 楊玉祥 8 14
13 永安濕地 曾志成 17 41 9 龍鑾潭東岸 洪福龍 22 44 25 茄萣濕地 鄭和泰 24 43
14 東沙島 楊玉祥 1 1 10 恆春檳榔坑 洪福龍 15 23 26 高屏溪林園 賴穩元 2 2 
15 南星計畫 洪福龍 15 21 11 恆春關山 洪福龍 14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