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鼓～～好戲連台 
 

文／理事長 林世忠   

    7月 30日鳥松濕地嘉年華活動在連日風雨的

間隙中歡喜展開，天公嘛想要來參加這個活動，

所以給我們一個無風無雨的大晴天；那一天，鳥

松濕地公園陳列了眾多大師級的飛羽照與生態作

品、嘉年華式的帳篷，帳篷裡有各種的鳥知識、

生態遊戲、互動問答，當然也洋溢著鳥友與民眾

的招呼聲。霎時間，鳥松濕地公園鳥語花香，小

朋友在旑妮環境中作畫，這何嘗不是另類的桃花

源！！活動的尾聲，義工們井然有序地整理攤

位，而老天爺也趕來應景的灑下消暑的陣雨；在

雨中，活動劃下完美的句點。 

    鳥松濕地嘉年華活動是鳥會下半年大型活動

的序幕，起鼓囉！！第二幕是由 8 月 21 日中寮山

生態巡守隊成立活動接棒，這跟鳥松濕地嘉年華

活動性質不同，前面的活動是由鳥會全力策動，

目標族群較無選擇性，後者的活動性質則由當地

社區自主，目標對象比較具體，這也是鳥會最希

望發動的形式，雖最難達成，卻是最有成效的生

態保育作為。在巡守隊正式成立之前，先做了「試

營運」，沒想到大有斬獲，除了發現不明的建築廢

棄物的倒置，對於台電執意以開闢山林，不以纜

索方式，設置高壓電塔，卻未善盡水土保持之責，

巡守隊與鳥友

發動「奪命連

環 call」的功

力，與台電、

水利局單位二

度會勘現場；

雖無法盡全功

讓這樣的破壞

停止，至少我

們在 9 月份將

召開磱碡坑社區共識說明會與公聽會，呼籲旗山

的社區民眾共同關切生態環境與財產安危。要突

顯的是～這樣的破壞是「爽到你(因破壞環境得到

利益者)，甘苦到我(被破壞的環境可能因此造成

災難，如土石流等，居住在當地的民眾提心吊膽

地飽嘗跨越頭頂的 345KV 高壓電帶來的威脅)是

會遭到多數人的唾棄」。巡守隊成軍儀式活動當

天，出席人數也出乎蒞臨指導的林管處、農業局

官員與本人的預料。但對鳥會而言，這是一個社

區林業與保育行動的延續暨驗收；它的未來成果

與後續計畫的執行，將使旗山區溪州的民眾更加

認同高雄鳥會。 

台電 18 號電塔工程便道未做好水土保持的工作，市府已限期台電三個月內做好改善。 

中寮山生態巡守隊成立儀式



   

    第三幕，延續去年轟動一時，驚動萬教ㄟ中

寮山保育說明會(鯤洲宮廣場)，去年熱鬧的場

景，今年將再度上演；各位可能覺得很奇怪，為

什麼鳥會十年來不斷有鳥友，奔馳國道 10 號去關

注中寮山這片財團擁有的山林？不為別的，因為

根據我們高雄鳥會長期調查發現，這裡保育類動

物高達 52 種，其中包括瀕臨絕種的草鴞、黃鸝、

珍貴稀有的朱鸝、穿山甲、棕簑貓、黃裳鳳蝶…，

幾已囊括低海拔山區大部分的保育類動物；已發

現 136 種鳥類(保育類佔 35 種)，還有多種的蝴

蝶、哺乳類、魚蟹類、兩棲爬蟲類、昆蟲類及豐

富多樣的植物基因庫。除此之外，終年不斷的溪

流也是「眾多水中生物的庇護所」 (高醫邱郁文

老師大大的稱許)。所以，鳥會才要如此不厭其煩

的鼓舞、勸導相關的民眾。根據行為改變理論，

要改變民眾的錯誤行為，往正向行為發展，是需

要透過一些行為改變的技巧，包括增強、懲罰、

消弱、類化原理、多以鼓勵、讚美、獎勵等方式；

以高雄鳥會一個民間組織，有一些措施是無法執

行的，所以只有透過不斷的增強、多以鼓勵、讚

美的方式來讓民眾願意自發性的投入保育工作。 

    第四幕，草鴞論壇。居於社團的屬性，對於

鳥類相關的研究調查，高雄鳥會也都不遺餘力，

去年我們開風氣之先，辦了「南方鳥類論壇」，今

年我們更以單一鳥種～「草鴞」為主角作為論壇

(9 月 30 日／台北林務局)的議題，這是同質性的

團體少有的，更凸顯高雄鳥會是想為保育而執行

計畫，非只想為拿到計畫而執行研究。「給我一個

安全的家」，不僅是人們爭生存權的基本想法；對

瀕臨絕種的草鴞而言，豈能是個奢想？！「草鴞

再不積極投入保育，牠將淪為過去物種的名詞」

不能止於呼喚！草鴞論壇將由鳥類學的翹楚～劉

小如博士來主持，相信精采可期；隨後的閉門會

議若有保育的行動綱領出爐，則草鴞出現在野

外，將不是一個傳說！ 

    最終，壓軸的是～衛武營生態季嘉年華活

動。衛武營，在過去是個不可侵犯的軍事用地；

在高雄，現在已是得以親近的重要生態據點，它

是市民休憩的最佳場所之一，更是高雄鳥會長期

關切的據點之一，擁有可觀的物種。亞洲錦蛙，

在大水後攀爬在公園的一隅，已不是罕聞，而斑

馬鳩隨處可見，市民會了解牠(與斑鳩，甚至於鴿

子差不多的鳥)對我們本土物種的可能出現的影

響嗎？鳥友們！以我們對於鳥的認識一定覺得這

很容易分辨啊！為什麼民眾不想養就要隨意的棄

放？難道不知道外來物種對本土物種將導致的影

響嗎？不是不知道，就是無可奈何！甚至會有民

眾認為鳥會太大驚小怪了，我們當然知道兩者間

的差異，我們憂心，民眾無所謂，不過就是鳥嘛！

這中間的距離，要如何縮短、如何拉近，希望在

衛武營生態季中可以有個推廣的開始。11 月，我

們會再一次的將高雄鳥會近年來的經營成果，展

現在市民的眼前，屆時，希望鳥友們能共襄盛舉，

讓我們今年的大型活動精采落幕。 

    當然，高鳥的活動並不是只有這些年度大

戲，今年我們在美濃愛郷協進會與八色鳥工作室

的協助下，有了一個精采的生態據點～美濃母樹

林《黃蝶翠谷》；這個據點長期在駐美濃的劉孝伸

老師、鄭大俠、學樺、波卡等人的生態調查記錄

透露出，「她的黑夜比白天精采、豐富」。美濃據

點開辦以來，即受到廣大的迴響，甚至紛紛來電

期待夜間觀察活動的推出，也印證旗美地區(中寮

山也在範圍內)有為數不少喜好生態的人口。高鳥

的生態活動是藉由點(生態據點)，透過線(鳥友牽

線)，推展到面(社區自主參與)；時而學術(學術論

壇、繫放、研究調查)，時而普及(生態嘉年華、

生態據點探訪)，就是要讓各階層的民眾都能很輕

鬆的加入鳥會，參加生態觀察、投入環境保育的

行列。各位夥伴～請您偕同你的朋友、親戚、阿

公、阿嬤，子子孫孫隨鼓聲向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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