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了兩個月的風風雨雨(其實這個季節根本一滴雨都下不來），草鴞幼雛們最後 

的目擊記錄是在 4/23，舊的巢區已經〝鳥〞去樓空，山上的東西已撤掉了大半， 

最重要的硬碟主機也已回收。對我來說，這是一段非常寶貴的經驗，遇上這麼 

神秘珍貴的鳥類，還可以跟牠接觸這麼長一段時間。現在的我，正喝著咖啡、抓 

著頭髮，苦思著要如何將近兩個月的生活濃縮成一篇文章！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 

 

2013.02.XX   
時間約莫是在過年期間，詳細的日子已經不

可考，「這幾天準備一下約個時間進去看看，曾志

成大哥有找到巢，聽說還有幼鳥。」SKYPE 的訊

息跳出後，今年農曆年的精采生活也隨著揭開序

幕。 

․02.13 上午，天氣晴  

跟著志成大哥的腳步，一行人最後到達了河

床北岸，映入眼簾的是一片草原，說大不大卻是

相當完整。「這樣一片就夠當作巢了，猛禽領地不

是都很大嗎？」我這樣想著；但事實證明這確實

是我多慮了，一直尋尋覓覓的草鴞以及那四隻毛

茸茸的幼鳥就在這片白茅草中。 

․02.22 上午，天氣晴  

隨著前一天草鴞小組會議結束，監視系統也

開始進駐草鴞巢區。在先前幾次的現場勘查後，

我們找到了一片不會干擾巢區的外圍草地以做為

休息區，所有的預備作業及未來的監視系統主

機，都會在這裡建立。於是乎一行人浩浩蕩蕩地

把大綑的線路、太陽能板、鏡頭、鐵箱、蓄電池

扛進中寮山區，我則是負責電池的部分，老實說，

當下非常懷疑那顆電池只有 12 公斤？在我看

來，應該超過 15 公斤，雖然還有其它裝備，但在

爬山時有點難以落腳，不過也總算是把材料都運

上山了。 

․02.26上午，天氣晴   

今天伴隨著幾位技術人員一起進入，終於將

太陽能監視系統組裝好且開始運作。接下來的幾

天，我就進駐到這裡了，負責系統維護、記錄以

及巡邏工作，每天維持著近 12 小時的工作時間，

直到四月初，才正式結束追著草鴞跑的生活。 

那些追著草鴞跑的日子… 
    記錄、圖／李法老

草比人高的惡地形 

圖左至右：監視系統架設、測試及無線電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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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 上午，天氣晴 

關鍵的一天總算是來了，今天心情特別的亢

奮，不是因為要抓鳥，而是這重要的里程碑。過

去在草鴞的資料中，幾乎沒有繫放資料，甚至連

基礎的研究背景資料都很缺乏，藉著這次的繫

放，期待能慢慢地揭開這傳說中物種的神秘面

紗。整個過程由屏科大〝鳥店〞的孫元勳老師以

及助理包子操刀，我則是在旁當個小助理及攝影

記錄。第一次參與的鳥類繫放就是這麼獨特的物

種，說實在滿緊張的，看著老師和包子老練的身

手，實在厲害(我連抓鳥都不知道怎麼抓啊），這

次著實上了一堂寶貴的課。 

․03.12 上午，天氣晴   

不得不說今天真讓我抖了好一陣子，這段時

間裡，我開始回推到底發生了什麼事、看看附近

有沒有人活動的痕跡、有誰可能進到山裡、調閱

錄影畫面，卻都沒有任何答案，直到我很白目的

走到巢區後方的草堆，才發現我只是多心了！是

這樣的，事情發生前的晚上，四隻草鴞寶寶一樣

規律的在晚上六點半出來趴趴走，卻也說好似的

早上就沒回家了，最後發現原來是玩到不知道該

回家了，四兄弟全躲在巢區後方的草堆裡，心中

的大石好不容易才落了下來。想想，也該是時候

了，草鴞寶寶們都開始長羽毛了呢！自此之後，

每次上來如果情況允許，身上必定帶著無線電接

收器！ 

․04.23 上午，天氣晴  

時序一下子即將進入梅雨季節，這段時間，

四隻草鴞寶寶活蹦亂跳地玩著「你追我跑」的遊

戲，每天都在轉移休息陣地，監視錄影的鏡頭也

是每天沒命的追著跑，使得這段時間幾乎沒有可

用的影像記錄。直到前一陣子才抓到一個規則，

發現牠們還是會選比較空曠的地方活動，大概是

親鳥比較好降落餵食吧(純粹是個人臆測）？！不

過這樣的狀況並沒有維持多久。 

四隻草鴞寶寶各自散開到巢區後方的草叢活

動後沒多久，在今天早上正式離巢，只留下空蕩

蕩的巢位，訊號也顯示已經遠離巢區，自此，草

鴞的追蹤也宣布告一段落，該是開始回收器材的

時候了。經過兩個月的精實生活，看著從小看到

大的這群小傢伙離開，心中難免不捨，這時腦中

想起了某部漫畫裡很喜歡的一段話：「這不是分

離，是出發；不是結束，是開始。也許有點寂寞，

不過人生就是如此。」的確是時候說再見了，祝

你們在這塊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See 

You~ 

孫老師正進行草鴞繫放，並在其身上裝上發報器 

←錄影畫面：草鴞餵食（上）、草鴞親鳥啣著老鼠（下）



    

當然事情不會就這麼結束，幼雛們離開後，

我們也嘗試利用無線電接收器追蹤，至目前為止

都無功而返，草鴞亞成鳥的遷徙路線，據以往經

驗，一天可以移動十公里以上，加上地形及塔台

干擾，使得發報器的效果非常有限，雖然曾經一

度懷疑是發報器的問題，但經過實際測試後，發

現接收器的確收得到 2 公里外的訊號，但在當地

卻連 1 公里都有問題，使得後續追蹤陷入了停頓

狀態，不過我們仍在繼續努力，目前野外回播的

調查依然繼續著，也會帶著接收器順便收收看有

沒有機會得到幼雛們的消息，希望未來一年中能

有收穫。 

記錄的影像行為資料正在分析中，雖然真正

有詳細記錄的部分只有短短 13 天，卻提供了非常

珍貴的學術資訊，例如每天的捕食量及活動時間

等。值得一提的是，草鴞親鳥在育雛時似乎有選

擇的行為，幾次親鳥帶食物回巢，都沒有把食物

交給率先衝上來的幼鳥，幼鳥接到食物後也不會

互相搶奪，與一般認知中，猛禽幼鳥在食物不足

時，會互相競爭甚至殘殺的概念大為不同，是很

有趣的現象。 

今後我們將會繼續追蹤監測，在追蹤之餘也

一邊記錄該區的生物相，期待將生物資料蒐集得

更完整，也期待接下來的日子裡，能有更多草鴞

的新消息。呼籲各地的鳥友們如果有任何關於草

鴞的訊息，請第一時間通報給鳥會喔！ 

目前部分照片已經上傳至【搶救瀕危猴面鷹】

臉書粉絲專頁中，歡迎大家多來關心草鴞寶寶們

的現況，記得要按讚喔！！ 

自然生態觀察筆記 2                                  文、圖／白水 

98 年 4 月，陪同代表金門野鳥學會參加中華鳥會年會

到台灣本島的李新團學長，一起到藤枝石山管制站露營，準

備隔日進石山林道賞鳥。那天晚上和學長在帳篷內小酌喝「花

酒」（花生米+金門 58°高粱酒）後各自鑽進帳篷就寢。尚未

入眠，雨點便叮咚的打在帳篷上。一夜的春雨到天明，打砸

了賞鳥計畫，雨中拔營撤退。山上的雨連二集團寶山國小也

均霑，直到六龜新威方才沒雨。 

車轉上新威森林再闢戰場，總不能讓學長空手而回。走

進兩排高大的桃花心木到苗圃工作站，忽然聽到「ㄨˊ~ㄨˊ~ㄨˊ」很熟悉卻一時想不起來的野鳥聲

音，向 Poca 電話求教，形容叫聲後，大師告知是朱鸝！太棒了，至少不讓學長抱撼。我們在工作站周

邊搜尋，終於看見朱鸝飛到地面。 

場景拉到四年後的鹿谷友人家茶園。話說一行人在鳳凰茶園賞鳥後，中午前來到中村巷午餐。午

後，陽光稍緩，便帶一行人往友人茶園散步賞鳥，接近山頂時忽又聽到「ㄨˊ~ㄨˊ~ㄨˊ」的熟悉聲

音從遠處傳來，本來沒期待會看到，豈料一公二母(或是亞成鳥)竟向我們所在的地方飛來，就停在不遠

的樹上，讓我們有時間仔細欣賞。朱鸝的現蹤，為友人山居的野鳥記錄新增一筆。 

場景再拉回 96 年 4 月，在台東竹湖山居參加高雄鳥會的賞鳥行，此趟的賣點標榜的是吃飯時，朱

鸝就會飛到你眼前，這宣傳絕對童叟無欺，去過的人都可見證！那是我們家和朱鸝的第一次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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