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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將軍濕地的瀕危候鳥：諾氏鷸 
● 呂昇陽 

 

 

生命就該拋擲在美好的事物上面，可是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有人志在建功立

業，夙夜匪懈；有人則大老遠跑去追求一道異國美食或是尋覓一隻來自遙遠北國的瀕

危候鳥
1
，念茲在茲。 

一個住在芝加哥的美國人，

數次在旅行回國時特地買了比較

貴的機票飛到日本轉機，只為了

能在轉機的三個小時空檔，從成

田機場搭地鐵到淺草吃一碗令他

覺得極致美味的「花月嵐」拉麵

。
2
  

與此有點異曲同工的是一位

從澳洲飛加拿大的老外，當他聽

說台灣．台南．將軍濕地飛來了

一隻極瀕危的「諾氏鷸」時，便利用在台灣轉機的空檔，以租車與地圖導航的方式從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1 本文的主角-諾氏鷸，夏天「繁殖於俄羅斯的鄂霍次克海西南、北海岸及庫頁島。冬季則出現於孟加拉

、泰國、緬甸、越南及馬來半島。」參見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第二版(中)，(台北：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2012 年)，頁 115。 
2 日本電視節目-「日本我來了」https://www.laughseejapan.com/watch?v=10906&list=185 (緯來日本台

2018/10/21)02:3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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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趕赴台南的將軍濕地，只為一睹諾氏鷸的風采。然而將軍濕地方圓 200 公頃

3

，在數千隻的候鳥中想尋到諾氏鷸的身影，有如大海撈針。所以縱使他憑藉著絕眥入

歸鳥的火眼金睛，卻一直到日已西斜仍然困在轉來轉去的茫然中，依然遍尋不著諾氏

鷸的蹤影。所幸上天垂憐，讓他遇見了台南市野鳥學會的理事長潘致遠醫師，於是在

在地專家的協尋之下，這位老外終於一償宿願的看到諾氏鷸，而在異國鳥人的相見歡

之後，他便又馬不停蹄的北上趕搭回國的紅眼班機。
4
唉，這種一瞬即永恆的觀鳥經驗

，也許是只有鳥人才懂的痴情吧！ 

根據國際鳥盟 2016 年的調查報告，諾氏鷸目前全球大約只剩 1000～2000 隻，
5
而

且因為棲地不斷遭受人為開發的破壞所以在數量上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名列國際自然

保護聯盟(IUCN)紅皮書的「瀕危」鳥種。諾氏鷸在台灣屬於極稀有的過境或度冬候鳥

，名列台灣第一級瀕臨絕種的保

育類野生動物。台灣關於牠的首

筆紀錄可推溯至 1923 年的內田清

之助，
6
此後則只有零星的紀錄，

可是自 2016 年 2 月開始，卻有一

隻諾氏鷸被發現連續五年飛來台

南的將軍濕地度冬。候鳥只要不

死便年年可期，所以古人稱之為

「信鳥」。 

鷸鴴科的水鳥種類繁多，外

觀相近者所在多有，往往造成初

入門者的辨識障礙。諾氏鷸的外型特徵在於嘴喙與腳色，「嘴基黃、先端黑、微上翹；

腳黃色」，乍看之下與常見的候鳥青足鷸有些相似，區別的關鍵在諾氏鷸「嘴較厚實且

                                                
3「台南將軍鹽田位在台 61 線將軍交流道與西濱連絡道的交換處南側，面積約 200 公頃，如今鹽田已廢

曬，閒置後仍受到海水感潮影響，成為一片聚集相當數量水鳥的濕地環境。」參見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飛羽》298 期(2020 年 9 月)，頁 16。 
4 《自由時報》2019/01/07〈太狂了！ 來台一天快閃賞鳥 加拿大鳥友為牠瘋狂〉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4805 
5 同上註。這個年分與數據引自台南市野鳥學會理事長潘致遠醫師的說法。 
6 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第二版(中)，(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2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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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基偏黃，腳較短也較黃」。

7
 

我與諾氏鷸的初次相遇始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這是南下度冬的候鳥開始紛紛北返

繁殖地的時節，當時我在 61 快速道路將軍交流道一側向東眺望，發現牠正與一隻灰斑

鴴停在沙洲上休息，早上逆光，距離又遠，映著折射的波光瀲豔，我只能依稀遠望牠

的輪廓，雖然微微上翹的長嘴具有辨識性，但卻無法看清牠的細部羽色。後來我也曾

刻意再到將軍濕地尋了幾次，然而總是不見蹤影。一隻小小的諾氏鷸之於 200 公頃的

將軍濕地，猶如滄海之一粟，在連續的向隅之後，我也就漸漸淡了這個追尋的念頭。 

春去秋來，聽說又有人在將軍灘地看到諾氏鷸的蹤影，而我卻還是持續著與牠緣

慳一面。 

秋去春又來，2020/01/16 午後，我再次來到將軍濕地賞鳥，當我正苦苦地等待遠方

沙洲上一隻埋頭沉睡的「大杓鷸

」
8
甦醒時，驀然回首，竟發現諾

氏鷸就在十幾米處瞅著我，這是

我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與牠面

面相覷，「是你嗎？真的是你嗎？

阿諾！」悸動的心這樣低吟著。

不知是不是我激越的眼神驚嚇了

牠，才按了幾次快門，阿諾便振

翅往廣袤的水天飛逝，留下黃昏

裡怔忡的我暗自回味這交會時互

放的光亮。(待續) 

 

 

 

                                                
7 蕭木吉主撰、李政霖繪圖：《台灣野鳥手繪圖鑑》，(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4 年)，頁

162。 
8 大杓鷸，夏天繁殖於西伯利亞(歐亞大陸)，在台灣屬於不普遍的冬候鳥。在鷸科的水鳥中屬於大型的

鳥類，L50-60cm。牠最大的特色是嘴長下彎成弧形，達頭長 3 倍以上。參見蕭木吉主撰、李政霖繪圖

：《台灣野鳥手繪圖鑑》，頁 164。又，本文附圖中站在大杓鷸身邊睡覺的是兩隻「大濱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