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1  
時序已近入冬季，南台灣的天氣還相當溫

暖，05：50 天色未亮，人已到水池的三叉路口，

下車整理裝備，換穿雨鞋、綁腿、迷彩衣褲、手

套、蒙面帽，手拿鐮刀（開路用），背上小背包，

往草鴞繁殖區的方向出發，當地住家老太太已起

床，道聲早安閒聊幾句就直接上山，經過雨季的

滋潤，山徑上的草木增長不少，走在雜木林中，

左閃右躲，還得提防不經意從臉上劃來的一刀（五

節芒的葉子），經過三十分鐘的奮戰，已到一處制

高點，坐下來休息，吃早餐，順便觀察後段要探

訪的行程。 

接下來的目的地，並無路跡可循，只有確認

方向自行開路前進，從制高點下切到底越過大水

溝，就是一片較平坦的草生地，草原上的植物有

白茅、蘆葦、五節芒、甜根子草、水燭、大花咸

豐草、大黍、馬纓丹、相思樹、銀合歡、刺竹等。

當你撥開枝葉前進時，偶而會見到地上有多處野

兔的排遺，有大粒、小粒，數量不少，甚至還有

濕潤的，表示野兔剛離開不久，俯身拾起乾燥的

排遺，對半撥開趨鼻一聞，果然傳說的沒錯，有

乾草的清香味。再往前走是一整片的白茅，高度

約 50-100 公分高，長得非常平整漂亮，也暗自慶

幸沒有獵人侵入獵捕（白茅草只要有人走過就會

留下路跡），通過這片白茅進入高約 2-3 公尺的蘆

葦和五節芒，鑽過密生的蘆葦，眼前又是一片開

闊的草生地，此寶地正是草鴞繁殖區，可是定眼

一看，前年被超大風雨加土石流掩埋的繁殖區，

元氣尚未恢復，雖然甜根子草還在，但隱密性明

顯不足，稀疏幾叢，無法提供安全無慮的築巢空

間，儘管詳盡地毯式的搜索周遭，也是徒呼奈何，

不管是築巢的痕跡或是食繭都沒有發現，這已是

連續第三年沒見到草鴞的活體（希望牠還健在）。

既然主棲地沒希望，只好向外擴散尋找的範圍，

經過乾枯的溪床，驚飛起多隻台灣夜鷹，這裡約

有 10 隻左右的族群在此定居繁殖，不打擾了，需

再繼續奮鬥才能穿越這片蘆葦草原到另外一條溪

谷，順著這條有水的溪谷，可環繞北邊的草原一

圈，順道巡視是否有獵人進入獵捕的痕跡，還好，

平安無事。 

11 18  
今天是中寮山 IBA 調查日，06：00 人已到大

洲國中門口，IBA 是台灣重要鳥類棲地，本次鳥

調由中華鳥會主導，各地鳥會配合以便蒐集建立

資料庫（中寮山並未列入 IBA，正努力爭取中），

從第一調查點到第十調查點，距離約 4 公里，每

個調查點時間為 6 分鐘（後來變為 9 分鐘），完成

一次調查約需 3.5 小時，今天有多位鳥友前來幫

忙，真的非常感謝，IBA 調查的時間長達 18 個月，

起初都由小弟一人獨自調查，後來陸續有熱心的

鳥友溫情加入，使調查的任務更加精準詳盡，謝

謝您們～林傳傑、黃百崇夫妻、李煥財夫妻、楊

俊朗、周益村夫妻、陳裕軫、鐘素惠、黃芳國、

李相德、林世忠、林昆海、楊玉祥，感謝以上鳥

友及鳥會的協助。 

11 25  
循往例，天亮前已到芒果園入口整理裝備，

鐮刀、雨鞋、單筒、腳架、背包，一應俱全，半

草鴞（柯木村 攝）

文、圖／曾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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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有一平台觀察點，視野良好，可供休息、調

查猛禽之用，平台上有簡單的竹椅和圓木桌，說

到圓木桌，可是有一段故事的！話說三年前，一

場超大颱風把一號牌旁的麻六甲合歡巨大枯木吹

落橫倒於路中，當地的住戶只好將其鋸斷移到路

旁，後來鳥友提議何不再鋸為兩段，可成為二個

圓桌置於賞鷹平台上，於是馬上行動借了台鏈

鋸，下午就可上工，不巧鏈鋸被偷，鳥友再發揮

高度的行動力與愛心、信心，終於完成這次充滿

溫情的圓木桌之製作。感謝李文化大哥出錢出

力，黃芳國、陳

世明老師解囊

相助，林傳傑、

柯木村、黃百崇

鳥友的多次幫

忙除草。 

到平台後開始除草，經過一番整理，已略顯

往日風貌，長竹椅已腐壞，木凳歸塵土，調查點

依然在，此點是絕佳的賞鷹據點，配上風景秀麗

的中寮山，真是此點只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

聞，不信，請看： 

                                                 
註 1：兄弟山：觀察點正前方的五個小山丘。 

註 2：獅頭山：中寮山北方的山頭。 

在此觀察猛禽或有如上的境遇，想體驗一下

嗎？那就來吧！ 

12 2  
例行活動結束後，接到黃芳國老師的電話：

「步道旁的植物都枯死了，是否有人噴除草藥？」

是的，小弟也為了這個問題困擾許多，把原本的

疑慮化做動力，直接拜訪巡守隊長和他的兄長鄭

大哥，一番詳談和溝通終於真相大白，除草劑不

是他噴的，而是另有其人。 

在中寮山據點進行保育工作已有 8 年，步道

兩旁不噴灑農藥就是其中之一，從清除陳年垃圾

到使用割草機除草，已努力了好幾年，由原先鳥

友自動幫忙除草，到後來出錢出力；除草是需要

持續、每年都要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經費與人

力，很難做到兩全（因噴農藥只要半個小時，割

草機卻需要兩台、三個工作天）。還好，和鄭大哥

溝通的結果，是由他的家人繼續使用割草機除

草，鳥友贊助油料和飲料費，希望藉由這次的溝

通，不會再有噴灑殺草劑的事情發生。感謝捐款

的黃芳國、陳新政、曾志成鳥友。 

1 6  
一大早先到德秀橋數白頭翁，從 6：30-7：00，

半小時共 588 隻。會去算白頭翁也是一時好奇，

來中寮山的路上常看見日出前後的白頭翁都往同

一個方向飛（從河灘往中寮山），這個疑問已困擾

多時，有天早上就在新南巷底的德秀橋等日出，

才發現這是一個很適當的觀察點，白頭翁每天會

從溪口往山谷內飛，多次記錄最少 151 隻，最多

588 隻（30 分鐘）。至於為何從河灘地往山上飛，

若有鳥友知道原因，敬請賜教，無限感激！ 

                                                                        
註 3：犁頭管：觀察點右前方的尖山。  

註 4：蜈蚣壟：觀察點後方的稜線。  
 

↑枯木             ↓枯木變成木圓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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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是例行活動集合時間，大洲國中已有多

位鳥友在等候，林大哥提議帶大家到「秘密花

園」，也因為林大哥的帶領，才能發現今年的花鵰                 

記錄，前幾年都只看到飛的，沒想到今年一開頭

就見到花鵰的停棲版，威武 

的姿態、被毛的雙腿、強 

力的腳爪、犀利的眼神， 

 不愧是鵰屬猛禽，老鼠是牠 

的點心，野兔才是牠的正餐， 

這或許是林世忠大哥努力取 

締非法獵捕的原因吧！ 

2 10  
農曆正月初四，星期日，還在春節長假中，

下午於燃燈佛寺前的廢耕地中，拆除了兩具獸

夾，後又轉進絲瓜園草地，可惜慢了一步，獵人

已先一步帶走了，繞了一圈確認已無陷阱，才放

鬆心情到李相德鳥友府上拜訪，或許今年冬天氣

溫較低，因此李家的羊舍都圍上衣圈帆布，以確

保羊隻免受寒害，結束拜訪欲離開之際，眼尖的

林大哥看見溪床上方有吊車的吊竿，為慎重起見

相偕進入一探究竟，原來是兩個人、一台起重機，

正從溪床吊起一棵活樹頭，看見有人進來詢問，

直推說沒事，也立即收起吊竿開車離開，林大哥

知道這其中定有緣由，便深入調查，動員大洲派

出所從居民的訪談到釐清真相，費盡唇舌，用心、

用力，有如真實版的柯南，原來山老鼠所盜的珍

貴木材是少見百年以上的山黃梔，還好有林世忠

大哥義舉與機警，終於把它留下來了，值得鼓掌、

喝采，謝謝林大哥。 

5 11  
今天是母親節，中午已約好回娘家過團圓的

盛事，因此利用早上的空檔到中寮山的東南面（番

仔坑）走走，車到定點後，原來是一片寧靜的山

谷，卻傳來幾聲人、狗的聲音，直覺告訴我，有

獵人帶獵犬進入獵捕了，進入山徑，發現一輛貨

車、兩個大狗籠，於是向林大哥請示該如何處理，

沒多久，林大哥已帶著嶺口派出所員警出現在現

場，也因為員警介入，使得這場 10 隻獵狗的圍捕

嚇阻於無形，謝謝林大哥和嶺口派出所謝警員。 

接著林大哥說昨天晚上有二個人，開一輛貨

車載著一台抽水機於八號保育牌下方的深潭，可

能是要抽乾潭水捉鱸鰻，因此兩人又直奔現場察

看究竟，到達現場看見水潭即將被抽乾，因此急

電屏東保育警察，也親赴大洲派出所溝通，但因

派出所最近公務繁重無法分身，只好等待保育警

察前來，經過長久等待，中午時分見時機成熟，

遂前去攔檢他們的魚貨，還好沒發現鱸鰻。也結

束這不一樣的母親節，謝謝兩位保育警察和林大

哥的犧牲奉獻。當別人在做休閒活動時，林大哥

您卻要犧牲假期，奉獻時間、精力、金錢，不要

氣餒，我向您拍拍手，給您放煙火。穿山甲午夜

向您道晚安，山羌跟您捉迷藏，花鵰千里來相會，

黃鸝唱情歌給您聽，食蟹獴在您的前面比賽跑

步，朱鸝最喜歡說「喔！喔！會長您又來了」，還

有，賞鷹平台的野兔也回來了。 

 
感 謝 鳥

友 耐 心 的 把

這 篇 日 記 看

完，保育是吃

力 不 討 好 的

工作，沒有人

天生就喜歡做，剛加入鳥會也隨著鳥友到處去消

費，哪裡有鳥就往哪裡衝，後來想想，是否自己

也應該盡一份本分和責任，即使力量是那麼微不

足道。要寫的還有很多，就像黃建華教授也曾幫

忙取締獸夾，一天就有二十副之多，只因篇幅有

限，不敢浪費各位太多寶貴的時間，因此不得不

有所割捨。取締是最後的手段，道德勸說和全民

保育才是根本之道喔！ 

↑花鵰（王健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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