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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惟埤園區 野鳥記事
文、攝影／李文化（高雄自然觀察學會常務理事）

紅領瓣足鷸  Phalaropus lobatus

烏鶲（鮮卑鶲）  Muscicapa sibirica 灰斑鶲  Muscicapa griseisticta

寬嘴鶲（灰鶲）  Muscicapa latirostris

紅領瓣足鷸的出現開啟了園區過境鳥類的紀

錄，牠是一種約18公分的水鳥，當您在水中目

視到牠時，牠可是非常小，但牠有趣的特性會讓

您永生難忘！記得幾年前的中午，接到園區常注

意鳥況的林兄電話：園區水池停棲一隻一直繞圈

圈的水鳥。直覺告訴我：兩種過境水鳥「紅領瓣

足鷸、灰領瓣足鷸」。但較容易見到是紅領瓣足

鷸，經現場確認無誤後，也開啟我對園區鳥類動

態的關注。

園區這幾年規劃得不錯，也造就更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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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es

生態多樣性。在園區內常見的鶲科有：灰斑

鶲、烏鶲（鮮卑鶲）、寬嘴鶲（灰鶲）三

種。鶲科常見的習性為：停棲較高枝頭搜尋

附近昆蟲，不管是停棲的、飛行的，只要一

發現，馬上飛撲過去咬住，然後退回原停棲

的枝頭慢慢享用。

鶲科鳥的身軀雖然小，似乎不易發現

牠的身影，但不管在密林區或是空曠草地

區，只要利用望眼鏡搜尋該地區的枝高點，

就不難找到牠。此外，請記得臺灣地區的過

境鳥，可分春過境及秋過境，也就是我們農

民曆上的春分、秋分。春過境約在清明節前

後各十五天，秋過境則在中秋節前後各十五

天。

在高美館出現的鶇科鳥類，較常見有：

藍磯鶇、赤腹鶇、白腹鶇；稀有的黑鶇（烏

鶇） 也曾經出現。

赤腹鶇是冬候鳥，喜好生活於園區密林

區及地上覆葉層。每年來度冬時，恰逢園區

雀榕果實成熟，牠喜好覓食其果實，連盛開

的木棉花也是牠的食物選項之一，當然昆蟲

更是牠們的最愛。

白腹鶇習性大致跟赤腹鶇一樣，但有趣

的是這兩種鶇科鳥類度冬時，分佈非常廣，

從平地到高海拔都可見到牠們蹤跡，因此鶇

科鳥類的可見度及族群指標都是以牠們來計

算。這些鶇科鳥類數量達高峰時都是以萬計

算，而高低峰的週期大約都是三至五年發生

一次。追其原因可能是一種物種在其遷移過

程中，當族群數量達到高峰時，因食物量固

定而覓食需求量增加，大家飽食機會減少，

因而飛翔在大海上遷移時，可能因體力不支

受難而死亡，所以每次達高峰的隔年就是數

量的低量期。

藍磯鶇是一種較常見的度冬鶇科鳥類，

鄉土語稱呼牠叫「厝角鳥」，因牠喜歡停棲

屋頂最高的屋角而得名。雖然牠也覓食果實

及花芯，但主食還是昆蟲，當牠停在高處搜

尋底層，只要看見獵物，馬上飛撲過去咬

紅嘴黑鵯（紅嘴烏秋）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黑鶇（烏鶇）  Turdus merula

住，然後退回原停棲的地方慢慢享用。覓食

習性與鶲科有些相似，但食物選項較鶲科

多，也較大，筆者就曾目睹牠抓攀木蜥蜴當

食物。                                         

黑鶇（烏鶇） 在金門是屬留鳥，但在臺

灣則是不普遍的冬候鳥，要看見牠不容易。

牠習慣在地上覆葉層找尋食物，吃飽則跳上

樹上休息。

2006年11月牠出現高美館停留近兩個

月，造成轟動，讓全臺鳥人爭相來目睹、拍

照，但高美館最轟動的鳥事應該是出現白頭

型紅嘴黑鵯。紅嘴黑鵯是臺灣本土留鳥，俗

稱牠紅嘴烏秋 ，因全身黑色只有嘴與腳是紅

色而得名。

白頭型紅嘴黑鵯活動於中國大陸沿海及

東南亞，而2010年11月在高美館出現是臺

灣首例，當時轟動到引起媒體爭相報導。其

實有趣的是臺灣民間稱大卷尾為「烏秋」，

稱小卷尾為「山烏秋」，紅嘴黑鵯則稱牠為

「紅嘴烏秋」。大卷尾從平地到淺山都有，

體型較大；小卷尾則一定要淺山附近才有，

所以叫牠山烏秋；紅嘴黑鵯的習性、棲地

白頭型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小卷尾（山烏秋）Dicrurus aen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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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時間影像的謎
米榭勒．費佐 Michel Frizot

文、圖片提供／蘇盈龍（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藝術與語言中心 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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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卷尾（烏秋） Dicrurus macrocercus 戴勝（墓崆鳥） Upupa epops

跟小卷尾一樣，但因嘴紅色，故稱為紅嘴烏秋。但大卷尾、小卷尾是屬卷尾

科，紅嘴黑鵯則是屬鵯科，而高美館則因地理環境得天獨厚，三種鳥都有。

戴勝在台灣屬稀有過境鳥，在金門卻是普遍的留鳥，牠早期在金門繁殖

幾乎都築巢於先人墓碑後面，所以金門老一輩稱牠為「墓崆鳥」。

2007年12月牠也出現在高美館，雖然只停留短短的兩星期，卻也讓鳥人

們爭先恐後來朝聖，一睹牠迷人的風采。戴勝的羽色鮮明艷麗，頭頂羽冠甚

長，羽冠張開代表勝利及光芒，所以在金門還有「功名鳥」的雅稱。

園區裡，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鳥類出現，從利用枯木挖洞築巢的啄木

鳥到選擇水邊覓食的小白鷺、黃頭鷺、夜鷺等鷺科鳥類，以及從空中定點或

停棲水邊枝頭捕魚的翠鳥；早晨、黃昏在空中盤翔，偶爾忽然從您身邊滑過

的飛燕，如：洋燕、家燕、赤腰燕等等。日後若有機會再一一詳述與大家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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