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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臺上的鳥巢日誌
Light-Vented Bulbul Nesting Diary-My Field 
Note on the Balcony
林俊聰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
Lin, Jun-Tsong Collec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寫在前面：

我住在內湖一座12層公寓大廈的5樓，陽臺外的

花架和陽臺內都種了些植物盆栽，如檸檬、石榴、雀

榕、⋯等，其中就屬陽臺角落裡的茶樹最大，約有

150公分高。大樓雖然座落在內湖的鬧區，不過離山、

湖都不遠，經常有各種鳥類來造訪，如麻雀、綠繡

眼、紫嘯鶇、紅嘴黑鵯、白頭翁、⋯等，大概所有市

區常見的鳥類都是這裡的常客。尤其是有幾隻白頭

翁天天都來報到，不但停在窗外的樹枝上，也常常

跑進陽臺內來，牠們大概把這裡當成了休息站。既

然如此，我就偶而在花盆上放片水果，也算盡點地

主之誼吧！而牠們也都很賞臉地吃個精光。

6/4/2013
在茶樹的枝椏間看見一些五節芒的花序軸和木棉

的棉絮，以為是窗戶沒關被風吹進來的，卡得有點

緊就沒理它了。

6/6
發現白頭翁啣了些棉絮進來，才恍然大悟是白頭

翁在築巢；興奮中又帶點緊張和不安，興奮的是何

其有幸白頭翁挑上了我家陽臺，緊張和不安的是這

段時間家人如果走進陽臺，會不會驚嚇到鳥兒，可

是家裡有神案，每天早晚拜拜後都要出去插香，且

不進陽臺那些花花草草的不就要枯死了嗎？真是兩

難啊！幾天後發現巢材不增反減，大概鳥兒對我們

也不放心，就換地方去了吧！雖然牠們沒有在此建

立家庭，不過還是每天會來造訪。

圖1 築巢三步曲之一

4/19/2014
時光飛逝，將近一年後；今天在澆花水時突然感

覺到茶樹枝椏間的廢鳥巢好像多了些東西。是不是

自己記憶錯亂了呢？

4/24
經幾天的小心注意，發現有兩隻白頭翁不斷啣著

東西進進出出的，真的是在築巢，而且已經有半個

鳥巢出現在茶樹的枝椏間了，心想應該會像去年一

樣吧！我們照常進進出出並沒有在意、也沒有去理

會牠們的工作。

4/28
哇！完整的鳥巢出現了，沒想到白頭翁的巢會這

麼美，偷偷的捺一下，還真是紮實；興奮卻又帶點緊

張和不安的心情又來了，真的不知該如何，就隨緣

吧！

5/1
早上走到陽臺要澆花時，兩隻白頭翁都不在，好

奇的趁機偷看一下巢，哇！竟有三個花花的蛋，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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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築巢三步曲之二

圖4 白頭翁花色的蛋

圖3 築巢三步曲之三

圖5 孵蛋中

水後以為親鳥不在，緊張的偷偷拍了兩張照片，卻

發現牠在巢上方的樹枝休息，牠和我同時嚇了一

跳；牠緊張地飛了出去，而我則好像做了什麼壞事

似的，趕緊躲進屋子，希望牠們不會因為驚嚇而棄

巢。

晚上看到親鳥窩在鳥巢裡，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5/2
親鳥很盡責地孵著蛋，但對昨天的事好像耿耿於

懷，對我的戒心一直很重。晚上還是有一隻親鳥窩

在巢裡睡覺。 

5/3˜5
我們呢，還是每天照常出去插香，兩三天就去澆

個水，只是香爐就在鳥巢的上方，為了不要太驚擾

牠們，只好跟神明商量一下暫時把香爐換個地方，

另外在陽臺停留的時間也盡量縮短。兩隻親鳥大

概習慣、也信任我們了，當我們走進陽臺時，牠們

就飛去停在窗外花臺的檸檬樹上，警戒地看著我

們，如果我們停太久了，還會唧唧喳喳的對我們

叫，好像在說：還不快點進去，別妨礙我們孵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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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剛孵化的雛鳥

5/6
趁牠們外出時偷拍了幾張照片，卻被牠發現，還

好牠飛進巢裡孵蛋沒有飛走，但對我又是100%的戒

心。希望牠們能像習慣我們在陽臺出入一樣習慣我

們「偷偷地」拍照。

5/7˜13
幾天的觀察發現兩隻親鳥好像沒有輪流坐巢孵蛋，

似乎只由一隻（黑點）孵蛋，另一隻回來時若黑點不

在巢內，牠只會在窗邊叫幾聲後便離去了。

P.S.：黑點：其中一隻親鳥，牠的胸前有一塊不明

顯的黑斑故名之。

5/14
今天晚上睡在巢裡的親鳥姿勢感覺比前幾天明顯

高了一些。

5/15
一早趁親鳥出去時瞄了一眼鳥巢，哇！不得了了！

巢裡有三隻沒有毛的小傢伙，拍了張照片後，發現

親鳥就站在窗臺上看著我，趕快「逃」進屋子裡

圖6 親鳥的臥姿變高了

去。奇怪！該緊張的應該是牠們啊！我幹嘛這麼緊

張？

5/16
才一天而已，小傢伙全身羽區明顯變黑，飛羽的

羽芽也明顯可見，且尖端冒出皮膚約2mm。看牠們

蠕動的小身體，和勉強抬起來的大頭，真是可愛極

了，好想偷摸幾下，可惜只敢在親鳥出去覓食的空

檔偷偷看幾眼，並且強忍想摸牠們的衝動，以免親

鳥聞到氣味，又要對我們100%的戒心了。

5/17
今天是星期六在家觀察了一天，幼鳥正羽羽區變

得更黑且羽芽明顯可見，尤其是飛羽的羽鞘已經很

長，尖端已冒出皮膚約6mm了。

今日的菜單有：螽蟖、蟬、毛蟲、豆娘、蒼蠅、蜘

蛛和白蟻。為人父母真辛苦，從早到晚忙進忙出地

把食物帶進來，填入那三張無底的小嘴巴。

5/18
幼鳥背上正羽的羽芽已明顯長出皮膚約2mm，飛

羽的羽鞘幾乎是昨天的兩倍長了，但尾羽卻像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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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雛鳥索食圖8 孵化一天的雛鳥

的羽芽一樣，才剛冒出頭來只有1mm左右。

兩隻親鳥今天至少帶回了35隻昆蟲，這只是早上、

中午和下午各一個多小時的觀察而已。

早上，親鳥飛到巢下以嘴喙修補巢底，大概漸漸長

大的三隻幼鳥，把巢給擠壞了吧！下午親鳥帶回一隻

臺灣寬腹螳螂，把牠輪流塞進幼鳥的嘴裡，但實在太

大了幼鳥根本吞不下去下，最後親鳥只好把牠帶走了。

5/19
幼鳥頭上已完全被羽鞘遮住看不見皮膚了，飛羽

的羽鞘約有20mm，末端轉呈白色，但尾羽長得不多

只有2.5mm。

下午開始下雨，親鳥回來臥在巢裡，這應該是幼

鳥這輩子碰到的第一場雨吧！雖然鳥巢在陽臺裡淋

不到雨，不過親鳥還是本能的怕幼鳥淋雨失溫，飛

回來為牠們擋雨、保溫，父母之愛真是偉大啊！

5/20
幼鳥背上正羽羽鞘約有8mm了，飛羽的羽鞘約有

30mm，且整個羽鞘都有轉成白色的現象，。

雖然下著大雨，親鳥還是盡責地飛出去找食物，

餵養那三張無底的小嘴巴。今天幼鳥的眼睛張開了。 圖11 親鳥把食物直接餵進雛鳥嘴裡

圖10 孵化四天的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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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花世界一步步正吸引著牠們。不過現階段食物

的吸引力更大些，只要親鳥一進窗臺，牠們就張著

大嘴巴叫個不停。

5/24
早上一隻幼鳥從窗臺邊往窗外跳了出去，不知所

終。另兩隻開始會整理羽毛（飛羽），還把我的陽臺當

練飛場，從這端的茶樹到那端的曬衣竿飛來飛去，

雖然感覺有點慌張，不過至少能飛了。

早上10點多親鳥似乎發現少了一隻幼鳥，飛進飛

出的大叫，沒多久似乎聽到外面有幼鳥的叫聲，就

飛了出去。之後，又一切如常進進出出的餵著兩隻

幼鳥。

我擔心跳出去的幼鳥會被野貓叨走，曾探出窗外

看看那隻幼鳥在那裡，但無所獲，不過依稀有聽到

牠的叫聲，願牠平安。

5/25
一早親鳥以叫聲引導幼鳥一步一步離開陽臺，到

窗戶外面的植物上。早上10點半第2隻、第3隻幼鳥

相繼飛出窗臺，心想牠們是去練飛吧，才練習一天

就能正常飛行了嗎？

5/21
幼鳥飛羽羽鞘末端大多已裂開，身上的正羽也有

少許羽鞘末端裂開，露出裡面的羽毛。

兩天的大雨親鳥餵食頻率好像降低了些，不過今

日還是有不錯的菜單：毛蟲5隻、蟬3隻、螳螂2隻、

蜘蛛6隻、果子4個和不明物3個。

5/22
幼鳥飛羽及正羽的羽鞘裂開更為普遍，背部多已

被羽毛覆蓋。

今日菜單：毛蟲2隻、蟬3隻、螳螂1隻、蜘蛛7隻、

果子5個、蝸牛1隻、不明物11個。

5/23
早上8點多給幼鳥偷拍了幾張照片後，幼鳥竟紛紛

跳出鳥巢，第一次看到牠們整隻的模樣，飛羽差不

多已長全，正羽的羽鞘大多都脫落，身上已全被羽

毛覆蓋，看不到皮膚了，但尾羽尚未長出，幼鳥試著

揮動翅膀，但飛不起來。親鳥在旁叫著鼓勵。

下午3點三隻幼鳥分別停在巢裡、旁邊樹蘭上和花

盆。巢裡的幼鳥完全沒動好像擺飾一般，看來外面

圖13 孵化八天的雛鳥圖12 孵化七天的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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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癡癡的等到太陽下山，還是不見牠們的蹤

影。只有陽臺上留下的空空鳥巢，和一地的鳥糞。

後記：

幾天後一隻親鳥叨著蟲飛了進來，站在窗臺上看

著空空的鳥巢，若有所思的停了一會兒後叫了兩聲

後就飛走了。牠大概正處於空巢期吧！

之後，我們依然偶而在花盆上放片水果，只要看

到白頭翁來吃，就猜想著這是不是那三隻幼鳥中的

一隻呢？看來我也有了空巢期，而且還沒結束呢！再

見了幼鳥，祝福你們都能平安長大。 

圖14 孵化九天的雛鳥

圖16 餵食

白頭翁簡介：

中 文 名：白頭翁

英 文 名： Light-vented Bulbul

學  名： Pycnonotus sinensis

別  名： 白頭殼仔

特  徵： 體長18~19公分，全身橄欖綠色，頭上

至後頸黑色，頭頂白色而得名，眼睛

後方有一白色圓斑。

生態習性：分布於楓港到花蓮連線以北，是臺灣

西部及宜蘭平原地帶最常見的鳥

類。連線以南則屬烏頭翁最常見，形

成特殊的地理區隔現象。兩種鳥類分

布的交界區有雜交現象，稱為雜頭

翁。平地到低海拔山區，幾乎任何環

境都有牠的蹤影，3月至7月為繁殖期，

雌、雄鳥共同育雛，通常一季繁殖二

次，每窩產3~4個卵。

圖15 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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