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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蘇貴福 

    2022 年 9 月 20 日在旗津舊高字塔二樓看台

賞鳥、拍鳥，忽然眼前的榕園頂冒出一隻飛行姿

態不太一樣的野鳥身影，說時遲、那時快，舉起

小砲瞬間瞄準，立即追焦開拍，「像是佛法僧」！

一邊直覺告知身旁鳥友，一邊繼續拍攝，直到牠

原路折回才放手。不意，鳥友說又飛回來了，這

次沒準備好已來不及拍攝了，只能目送牠消失在

後方木麻黃林的方向。拍完，確認是佛法僧沒錯，

運氣真好！ 

    後來，不少鳥友前去探查拍攝，發現這隻佛

法僧不算難拍，消息傳開，鳥友們絡繹於途，而

牠也一直生息在那片木麻黃林。自己佔地利之

便，拍了幾回。心想，在南部前一次拍攝佛法僧

的熱潮算是 2017年 3 月在屏東穎達農場那次春

過境，距今已過五年，加上疫情影響，拍鳥、賞

鳥算是逆向成長的領域，拍鳥、賞鳥的人口應該

又增加了不少吧！相信還有很多鳥友不太認識

「佛法僧」，何不再說一下佛法僧的名字由來

呢！於是，再一次重整資料。 

    話說日本和歌山縣有個高野山，海拔約 1,000

公尺，在平安時代的弘仁 7 年(816 年)，弘法大師

空海在此修行，開創了高野山真言宗，建立了日

本佛教聖地的總本山～金剛峰寺。 

    後來，約距今 750 年前的某個夏天，金剛峰

寺裡有位和尚白天在寺旁林子裡看到一隻藍青

色漂亮的不知名野鳥，印象極為深刻，當天夜晚

林子裡忽然傳來宛如「bu pou sou」的鳥叫聲，仔

細傾聽，倒像是「佛法僧 ブッポウソウ」的發音，

此時不禁聯想到白天在林子裡看到的那隻野鳥。

心念一轉，真是難得啊！此鳥晚上還會唸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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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啻是靈鳥！何不就將牠叫作「佛法僧」呢！？

於是，這個野鳥名字「佛法僧」便被傳了開來。

後來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 年)，還演變出別名

「唸佛鳥」及「三寶鳥」，因為在佛教裡，佛、

法、僧被當成三寶。 

    「佛法僧」這個鳥名，可說是受到日本佛教

聖地金剛峰寺的加持，才流傳於後世，或許寺裡

的和尚也希望藉著夜裡的野鳥叫聲「佛法僧ブッ

ポウソウ」來策勵自己更加精進吧！也希望這種

野鳥可以往生善趣，日後能夠成就佛果吧！？ 

    其實，「佛法僧」這個鳥名已經被張冠李戴

了，夜裡叫著「bu pou sou」的野鳥根本不是佛法

僧，而是一種貓頭鷹「東方角鴞」。這件事是在

1936 年由黑田長禮所研究出來(註 1)，將真相公

諸於世。可見世人往往自以為是，和尚也不例外，

世間的是是非非就看淡一些吧！如果想精進，那

就多修些、多用功些，離真相就會更近些！ 

    實際上，「佛法僧」的叫聲究竟如何呢？卻

是「嘎嘎嘎、傑、嗄嗄」(註 2)或「gia gia」、「ギ

ャギャ」(註 1)。根本對不上「bu pou sou」啊！

所以呢，佛法僧這種野鳥根本不唸佛的！ 

    另，佛法僧的英文名為 Dollar bird，直譯是

「錢鳥」，為什麼呢？原來牠的翅膀上有類似錢

幣圖案的紋路，因此博得此名。下次賞鳥看到牠

時，不知道有沒有機緣「見錢眼開」？還真是寶

呢！ 

    佛法僧，身長 27-32 公分，屬於稀有過境鳥，

單獨活動，領域性強，肉食性。咦！三寶鳥怎麼

是吃葷的？沒辦法！牠的食性(習性)天生如此。

日本和尚也娶妻、吃肉，取這個吃葷的「三寶鳥」

名字就不足為奇了！？其實，這是不相關的，日

本和尚娶妻、吃肉，主要是明治維新之後的事情。

倒是日本人很少吃素，是真的。到日本旅遊如要

吃素，會有點辛苦與麻煩，跟旅遊團要特別交待，

準備的素食餐稱作「精進料理しょうじんリょう

り」，對日本人而言，吃素就已經是「精進」了！

總之，三寶鳥根本就不精進，漂亮就好！ 

    倒是臺灣人很有愛心，宗教興盛，佛教也盛

行，賞鳥、拍鳥也蔚然成風，或許因此而喜愛「佛

法僧」這種美麗稀有的野鳥吧！臺灣人吃素的比

例算是高的，大約 13%，但處在這地球暖化的時

代，似乎還不夠，要是葷食的人主動降低葷食比

例，就更好了！只要降低一半就好，因為全世界

半葷就可以救地球，這也算是一種精進！一種鳥

人的自我策勵吧！或許藉機瘦身也會變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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