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馬祖西莒島青帆港旁的中正門（ 洪崇航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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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列島戍守於閩江河口，自 1949年因兩岸戰

事進入軍管時期後，歷經臺海危機、東引海戰，屬於

國境前線的馬祖一直籠罩在劍拔弩張的氛圍下，也是

早年許多役男抽部隊籤時最不願抽到的「金馬獎」。

1992年，臨時戒嚴措施解嚴，金門、馬祖等離島的

戰地政務雖已解除，但是門禁森嚴的軍營與碩大的精

神標語仍豎立在四鄉五島，街道上隨處可見穿著軍服

的軍人與軍車，時時提醒著人們這裡仍是戰地前線。

而後連江縣政府積極開放觀光並喊出「觀光立縣」的

口號，在 1999年成立了馬祖國家風景區，從此生態

學家得以開始探索這些歷經宵禁、燈火管制、拍照、

攝影等行為有諸多限制的神祕島嶼。

神話現身

2000年，當時的連江縣政府正琢磨著，

散落在馬祖海域無人島礁的未來發展，這些過

去常被國軍作為火炮演訓轟炸目標的小島，到

了夏季，常有鋪天蓋地的燕鷗盤旋在島上，鳥

群振翅而飛，像是烏雲籠罩著海面，為漁民

指引魚群的所在。北竿鄉外海的一座島嶼，

甚至因白色鳥糞終年覆蓋滿島頂而被稱作「白

廟」。這些佈滿海鳥、具有豐富生態的無人

島，是否應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來進行更多

觀察研究呢？時任連江縣政府建設局技正的張

壽華先生，與正在執行生態調查的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野鳥學會，以及拍攝生態紀錄片的梁皆

得導演，就在當年一同為世人揭密，一窺在

戰火中被世界遺忘了長達七十年的神祕生物

─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

2000年，梁皆得導演在馬祖燕鷗保護區

中拍攝到黑嘴端鳳頭燕鷗清楚的影像，經過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的劉小如博士與國外許多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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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確認，終於證實了牠神話般的存在。神話之所

以成為神話，是因為德國的動物學家於 1863年在

印尼發現了黑嘴端鳳頭燕鷗，之後僅有在東南亞與

中國的一些零星的標本採集紀錄。直到 1937年，

整個中國都籠罩在對日抗戰的紛亂下，當時還是德

國占領區的山東青島，仍有中國的動物學家在努力

地收集標本並進行科學研究；以當時收集的標本紀

錄與數量來看，幾乎可以確認青島黃家塘灣外的沐

官島，便是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繁殖地。

隨著隔年（ 1938）青島反被日本佔領，在那之

後的數十年間，中國陷入長年戰亂而研究停滯，只

在東南亞地區有零星且不可靠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目

擊紀錄，加上牠們在山東的繁殖地早已被開發為軍

事與畜牧用地，部分學者在當時認為此種燕鷗可能

早已滅絕了。猶如在戰火中流離失所的人們，牠們

從山東一路流浪到了福建閩江河口，幾乎要跨越了

北回歸線，奇蹟似地在一個不到三公頃的小島上找

到了延續生命的場所。

夕陽下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中的「 白廟 」島與群飛
的燕鷗（ 洪崇航　攝 ）

左為黑嘴端鳳頭燕鷗（Thalasseus bernsteini）、右為鳳頭燕
鷗（Thalasseus bergii），兩者主要差異在於嘴喙顏色、翅膀
覆羽顏色與頭頂上黑色繁殖羽覆蓋的範圍（ 洪崇航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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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霧中的約定

每年的春末，當南方的溫暖海風抵達馬祖時，

海水與空氣的溫差將水氣凝結成海霧，圍繞著四鄉

五島久久不散。在空中與海上的交通全因濃霧而停

擺的馬祖北竿島上，有一群研究人員十幾年來年復

一年地等待著，當海象好轉時，他們便迫不及待著

搭上漁船巡視馬祖海域的每一座無人島。他們仔細

聆聽著迷霧中的鷗鳴聲，緊盯著銀色的海面，盼著

燕鷗也隨著南風，穿透層層的雲霧，在約定的日子

如期抵達馬祖。

為了在那些約定的日子前做好準備，研究人員

在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中挑選了一個地勢最為平坦

的島嶼，提前修剪阻礙燕鷗築巢的多餘植被、移

除可能會捕食巢蛋的老鼠，並引進美國的假鳥誘

引（social attraction）技術，利用聚酯纖維製的模型

假鳥誘引燕鷗，使牠們到目標島嶼繁殖以便進行後

續的巡護與監測工作。正值梅雨季的 4、5月，研

究人員在綿綿細雨中架設好錄影鏡頭與錄音機等設

施，一切準備就緒後，接下來近一個月的時間，研

究人員每周例行性地在馬祖海域繞行，在雨霧中引

頸期盼著燕鷗的身影出現在島嶼上空。深怕過多的

聲響或人影會嚇走牠們，每次的調查眾人總是保持

沉默地望著天空觀察。但是，即便燕鷗順利地抵達

目標島嶼，研究人員也絲毫不能鬆懈，因為即將開

始的繁殖期，才是決定保育成敗的關鍵。

6月，雨霧散去，不僅是研究人員開始忙碌，

剛抵達的燕鷗也開始了萬物生命史中最重要的環節

──繁殖。於是雄鳥啣著小魚，挺起胸膛、踏著舞

步圍繞理想的配偶，等待對方的青睞，期望在幾次

隱身在鳳頭燕鷗繁殖群中的黑嘴端鳳頭燕鷗，
你是否能找到牠呢？（ 洪崇航　攝 ）

2022 臺灣博物季刊 154　41 卷．第 2 期｜ 18｜

｜遷移中安頓，遇合中擴散／ Settling in Displacements, Dispersal in Encounters ｜



共舞與獻禮的機會中充分展示自身的體能與才

能，取得交配的機會。在演化史上較為古老的

燕鷗，不像是人們熟悉的其他鳥類會編織精巧

的巢穴，牠們只知道在島嶼最高、視線最好的

區域，和大部隊一起直接將蛋產在地表上，彼

此比肩接踵地編織成緊密巢區，在繁殖季期間

一同尋找食物、育雛、抵禦外敵，如同一個小

型社會。黑嘴端鳳頭燕鷗的身形與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非常相似，雖然目前觀察到

的黑嘴端鳳頭燕鷗繁殖族群都是委身在鳳頭燕

鷗之中，但在牠們流離失所的漫長歲月裡，也

沒有忘記了辨識彼此的能力。熟練的研究人員

也總是能在數以千計的燕鷗群，找出牠們比翼

雙飛的白色身影。

叼著小魚回到巢區尋找幼鳥的黑嘴端鳳頭燕鷗，其頭上的黑
色繁殖羽已隨著時間漸漸褪去而出現白色斑點（ 洪崇航　攝 ）

危機四伏的繁殖季

隨著時節推移，氣溫變得越來越炎熱，研究人員與

燕鷗們的心情也跟著焦躁起來。燕鷗們習慣在日出後的

幾小時內換班由伴侶接手繼續孵蛋，每次換班的時間一

到，整個巢區鬧哄哄地猶如開學日的校門口，親鳥們大

聲吆喝著另一半快到巢蛋前蹲好，也要一邊驅趕隔壁鄰

居、生怕蛋被踩破。研究人員這時必須密切注意著燕

鷗繁殖島嶼周圍的動靜，因為對敏感的燕鷗而言，在

幼鳥孵化之前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有可能讓牠們決定棄

巢離去。

曾有好幾年，燕鷗繁殖群在夜間遭受不明漁船的燈

火驚擾，整夜不敢回到巢區孵蛋，直至天明確認沒有危

險後才飛回到巢邊。但由於連續折騰了數日後，最終鷗

群還是為了自身安全，放棄了巢蛋離去，留下一地無人

照護的棄蛋與錯愕的研究人員。黑嘴端鳳頭燕鷗一次僅

產一顆蛋，若是在繁殖季初期（ 5至 6月）不幸繁殖失

敗，在時間上也許還來得及重新產卵、育雛，趕在 9月

天氣轉涼之前帶著幼雛離開。然而，隨著繁殖時程的推

遲，整個繁殖季中，孵蛋與剛孵化的幼雛是最脆弱的時

期，若是剛好遇上颱風盛行的 7、8月間，毛羽未豐的

幼鳥很難在風雨中存活，一連串的效應導致其繁殖成功

率不斷降低，族群近乎滅絕（Chen et al, 2015）。

正在與鄰巢的鳳頭燕鷗打鬥的黑嘴端鳳頭燕鷗
（ 洪崇航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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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十多年的燕鷗繁殖資

料，研究人員發現燕鷗繁殖初期的人為干擾與颱風

肆虐，是影響黑嘴端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當年繁殖

狀況的關鍵因子（洪崇航，2019）。除去無法改變

的颱風因素，如何避免燕鷗在繁殖季初期受驚擾而

棄巢，便是保育工作上的重要目標。然而矛盾的

是，研究人員一方面想更緊密地觀察黑嘴端鳳頭燕

鷗的繁殖狀況，一方面又要儘量避免在這段期間造

成干擾。要知道，我們所關注的是藏身在一群 3,000

至 5,000隻鳳頭燕鷗中，數量僅有 10多隻的黑嘴端

鳳頭燕鷗，能在大群燕鷗中找到牠，已非易事；如

何在不驚擾整個大族群的情況下確認其繁殖狀態，

更是難上加難。過去我們曾嘗試使用遠端遙控的相

機與縮時攝影的自動相機等設備，嘗試降低研究人

員登島觀察的頻率，但在海風高濕度與高鹽分的侵

襲下，因設備的損壞與故障頻繁而導致關鍵資料缺

漏，更是令人扼腕。直至 2017年，我們獲准開始

在島上架設可供研究人員躲藏的小屋，並架設太陽

能板以持續供電給具無線傳輸功能的監視系統，再

搭配無人機的鳥瞰視野，終於能準確定位黑嘴端鳳

頭燕鷗的巢位，並持續追蹤其繁殖狀況直到確認其

幼鳥孵化，這是近年來的一大突破。

透過無人機拍攝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鐵尖島上
的燕鷗繁殖族群（ 蔣功國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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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疆界的機會

除了馬祖之外，黑嘴端鳳頭燕鷗在中國大陸杭

州灣的韭山列島、五峙山列島也有繁殖族群，甚

至 2016年南韓的國家生態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logy）也在全羅南道省外海的島嶼上發現與

黑尾鷗（Larus crassirostris）混群繁殖的黑嘴端鳳頭

燕鷗（Song et al, 2017）。圍繞著故鄉山東半島，流

離半世紀的黑嘴端鳳頭燕鷗逐漸在各國研究人員的

努力下，每年夏天集結到各個國家為他們量身打造

的繁殖島嶼。各國的研究人員每年春天同步進行著

除草、捉鼠、放置假鳥、安裝相機等一樣的工作內

容，同樣在迷霧中等待著牠們的到來。至 2021年，

經計算全世界已有 144隻黑嘴端鳳頭燕鷗成鳥，而

且每年都穩定成長著（Lu et al, 2020；范忠勇，私人

通訊）。

2015年，臺灣的研究人員在馬祖的鐵尖島上

繫放了第一隻黑嘴端鳳頭燕鷗幼鳥，腳上戴著編號

A74的牠，被馬祖地方的愛鳥人士稱為「馬妞」、

意謂在馬祖出生的女孩。隨後在 2016、2017與

2018年的夏天，我們持續發現牠又回到馬祖，且在

2018年發現牠已找到伴侶並進入巢區繁殖，可惜的

是當年不幸遭遇颱風而繁殖失敗，但後續每年仍看

見馬妞回到馬祖試圖繁殖。近年來，兩岸的保育研

究人員透過鳳頭燕鷗的繫放與衛星追蹤資料，推論

在中國大陸杭州灣以南至臺灣的澎湖一帶，除了目

前已知的馬祖、澎湖、五峙山與舟山列島的黑嘴端

鳳頭燕鷗與鳳頭燕鷗混群繁殖地外，可能沒有其他

穩定的繁殖地存在，且這些繁殖地間的燕鷗族群也

有交流移動的狀況。

2018 年在馬祖西莒的坤坵沙灘上發現編號 A74 的馬妞與其身旁的伴侶（ 王建華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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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遇而安的燕鷗每年春末隨著南風抵達中國東

南海，憑藉著昔日的記憶與夥伴們的呼喚，在熟悉

的島礁上落了腳。若那一年風調雨順，在秋季來臨

前便可攜家帶眷地在河口淺灘與老友們集結，等待

北風吹起，便群起振翅乘風而去。倘若是遭逢厄

運、不幸繁殖失敗，在馬祖的小族群也許便飛到了

韭山或伍峙山，在浙江自然博物館研究人員的照護

下，或許還來得及在秋風之前繁衍後代。不要把雞

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研究人員與燕鷗們都懂這

個道理。

鳥類遷徙無國界，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連結

了相關的國家中不同語言的研究人員，在近年

COVID-19疫情肆虐之前，研究人員每年都會固定

聚會，互相參訪各自的燕鷗保育基地，分享彼此的

經驗與科學上的成就。筆者有幸在五峙山列島的無

人島上擔任了 3個夏天的觀察員。那段日子每日

待在觀鳥小屋中，透過望遠鏡確認燕鷗的行為、數

量與繁殖狀況，從一開始在屋內稍有動作便整群驚

飛，到後來鷗群慢慢可接受筆者躡手躡腳地接近觀

察而不為所動，與自然萬物互信互動的溫暖之情，

至今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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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嘴端鳳頭燕鷗與剛出生兩日齡的幼鳥，旁邊的木板
是研究人員用來記錄巢位的標誌，拍攝時攝影者距離
燕鷗的距離不到五公尺（ 洪崇航　攝 ）

結語

曾經因戰亂而被人類遺忘的珍稀鳥類，在兩岸

對峙最緊張的衝突地區找到了一線生機，生人勿近

的軍事管制區成了海鳥繁殖的樂園，最後成為野生

動物保護區。在政治形態上對立的海峽兩岸研究人

員，也能為了鳥類的保育工作，踏上彼此曾經被作

為反攻基地的前線島嶼，為鳥類保育計畫共謀合

作。或許對長壽的海鳥而言，半個世紀的時間並不

算長，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滄海紛紛成為

桑田，海鳥的自然棲息地已大為縮減。每年研究人

員心念著那來自霧裡的鷗鳴，掛念著的並非只是單

一物種的興亡盛衰，而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

能性。即便人類已為珍稀海鳥保留了數個保護區

域，與自然共存的可能性也朝向超越國家、種族、

語言的疆界持續拓展，研究人員心中始終難以忘懷

那些失去了的綠野與無法再發聲的滅絕物種。筆者

致力於海鳥保育工作十數載，在層層迷霧中僅能勉

強維護黑嘴端鳳頭燕鷗在馬祖一方的繁殖族群，未

來將拓展在地的環境教育與巡守員培育工作，期望

能持續推展環境保護、野生動物保育意識於在地居

民乃至於普羅大眾。黑嘴端鳳頭燕鷗強韌的生命力

或許讓我們有機會將其自滅絕邊緣挽回，但從其多

舛命運中，似乎可以預見若人們持續耗盡自然資

源與製造環境汙染，未來人類也將面臨無處安頓

的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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