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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小白鶴的故事

這是一隻真實野鳥的故事，發生在北

臺灣，從 2014年 12月 10日持續到 2016

年 5月 12日，牠滯台 521天，其中除了

短暫飛離外，主要都棲息在金山清水濕地

的蓮花田裡，還與農田主人結下不解之緣。

由於不怕人，不但風靡全臺鳥友，連一般

民眾也聞風而至，創下了臺灣賞鳥界的許

多難得紀錄。您能想像嗎？臺灣人為了牠，

特地在牠的棲息地建立了《小白鶴學堂》

的解說看板，教育遊客，還設置了流動廁

所，方便遊客使用，還有一個販售在地農

產品的攤位。這是牠在時，人們看得到的

景像。因此，雖然如今牠已經離去，但凡

是看過牠的人們，無不殷殷期盼牠的歸來，

因為那已是一絲難以切斷的人鳥情懷。

故事起源於 2014年 12月 10日，有

鳥友在彭佳嶼發現一隻黃白相間的大鳥，

經查證後確認是西伯利亞白鶴的亞成鳥，

三天後這隻小白鶴飛抵臺灣本島，落腳在

金山清水濕地，由於白鶴在臺灣從未出現

過，加上全球數量極少，僅約 4000隻，

屬於極稀有的超級迷鳥，難得的是牠不怕

人，因此立刻吸引眾多拍鳥人前去拍攝，

造成轟動。連客運及公車司機都知道牠的

大名，還會配合造訪的遊客停車在最適當

的地點，感謝他們！

牠不怕人，讓人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喜的是可以親近牠，憂的是怕牠受傷

害，尤其是牠已被列為極危等級，如有萬

一，恐怕會傷及臺灣的生態保育形象，因

此生態環保人士格外緊張，還好當地正好

有位正在推展環境復興運動的「大俠」出

來守護，讓小白鶴能安心生活下來。感恩

大俠！

小白鶴經過羽毛的 DNA分析，鑑定

出來是一歲公鳥。這是牠出生後的第一次

隨親鳥長途遷徙飛行，應該是遭遇了惡劣

天候而與親鳥失散，最後流落臺灣。想必

是沒見過人類，不知道人類的可怕，才不

怕人。唉！資深的賞鳥人都知道，在臺灣，

絕大多數的野鳥是怕人的，尤其是體型愈

大的愈怕人，不怕人的野鳥是異類！這或

許是放鞭炮文化的後遺症吧！還好，近十

年來，由於生態觀念的進步與普及，都市

的野鳥已有漸漸不怕人的趨勢。其實，野

鳥與人的距離反映出人們對待野生動物的

文明程度。當野鳥可以親近人時，想想！

多療癒啊！

這隻小白鶴落腳後，發現有好吃的食

物（福壽螺、美國鼇蝦、小魚蝦等），尤

其是福壽螺多到好像吃不完似的，於是就

這樣留了下來，還與農地主人打成一片，

不論拔草，甚至用割草機割草，牠總會在

▲ 白鶴羽色的毛色已由黃褐色轉為全白。

▲ 小白鶴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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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伺機啄食昆蟲，像個跟班似的。牠一

天可以吃掉 300顆福壽螺，還被喻為最佳

的「國際牌除螺機」呢！看到這樣的場景，

怎不令人心生歡喜呢？而且，當您親臨現

場時，牠也可能朝您走來，說不定還有機

會用手機以牠為背景自拍呢！當然，您也

可能有點怕牠！畢竟牠體長（嘴喙到尾巴）

也有將近140公分，還有一支尖尖的大嘴！

無論如何，牠令您印象深刻！

由於牠剛來時，還是毛頭小子，鶴幼

時羽色土黃，具保護色，因此有全唐詩崔

顥〈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

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

空悠悠。⋯」的詩句，其實並無「黃鶴」

這個鳥種，「黃鶴」是鶴的幼鳥，羽色黃

褐，當牠隔年再度回來時，羽色已變，當

然會引發「黃鶴一去不復返」的誤解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小白鶴逐漸認同

了金山清水這片濕地，一直在此度冬，來

看牠的賞鳥人、拍鳥人，以及遊客絡繹不

絕，堪稱臺灣賞鳥界空前盛事。

冬去春來，到了候鳥北返的日子。候

鳥遷徙，除了食物上的關連外，主要是為

了繁殖，由於愈是大型候鳥，其幼鳥成長

至能飛的時間也愈長，因此必需愈早北返、

愈晚南遷。心想小白鶴雖未到成鶴繁殖的

年齡，北返繁殖的機率不高，但也有可能

會隨其他大型候鳥北返，畢竟那是牠的本

能！如果再不上去看看，恐怕就緣慳一面

了，於是撥空特地從南部北上去看牠、拍

牠。

3月底的小白鶴，羽色還有不少黃褐

色，但振翅的頻率不少，這

時節如果牠一起飛，直接乘風

北返，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想著、想著，只見牠稍蹲一

下，瞬間往前跨步，隨即飛

起，先是飛了一大圈，接著飛遠又一圈，

都在目視範圍內，然後越飛越遠，幾乎快

消失不見了，心想：該不會就這樣再見

了！？還好！折返了，還直接飛回棲地。

估計距離應約有 3公里遠，難道牠是在測

試自己的體能？

接著 3月 31日，守護團隊發現小白

鶴只能單腳站立，應該是受傷了，於是立

即通報相關單位處理，近身檢視結果，排

除誤食農藥或中毒，研判應該只是輕微扭

傷左腳關節，於是只加強觀察守護，沒多

久，小白鶴也痊癒了。事後想想，說不定

是因為這個事件，牠才沒有在這個遷徙季

節北返呢！

又過了將近半年，9月中旬到

了候鳥南遷的季節，再去看牠時，

發現牠的羽色已近全白，原先的

黃褐色已褪得差不多了，更加顯得

潔白美麗，難怪牠的英文名字除

了「Siberian White Crane」（ 西

伯利亞白鶴）外，還有個名字叫作

「Snow Crane」，即「雪鶴」，

成鶴羽色潔白如雪啊！其實，白鶴

並非全身羽毛都是白色，當牠張

翅時，使可看到初級飛羽

是黑色的，宛

如黑色衣袖，因

此日本人稱牠作「袖

黑鶴」（そでぐろづる），也頗傳神。

這次看牠，依然和農夫互動親近，依

然不怕人，讓人倍感親切，還有遠方一大

群白鷺飛翔，應該是過境的吧！也正好彰

顯出此地的生態美景！這段期間，大概太

多人來看牠了，路邊竟然多了一間流動廁

所，相關單位真是貼心！牠看起來相當健

康，小距離飛行時，更顯得充滿活力，看

來這陣子，牠順利成長了！

為了呵護牠，免於受到農藥的威脅，

當地生態工法基金會推動友善耕作，並與

新北市政府合作，於 105年 1月推動「金

山倡議」宣言，擴大友善耕作面積，希望

▲ 黃褐色羽毛即將褪盡的小白鶴。 ▲ 白鶴搧翅可以看到初級飛羽如黑袖。

▲ 小白鶴在微雨中的荷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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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地方共識，不徵收農地，讓作物「地

產地銷」，保價收購以增加農民收入，也

配合在地小學，將收購農產品做為營養午

餐食材，形成多贏局面。此外，並活化休

廢耕農地，希望讓人類與土地、動植物共

生共榮。這是小白鶴帶給臺灣人最有意義

的反思所產生的效應！

天氣逐漸變冷，2015年 12月 18日，

記得天氣很冷，突然新聞報導：松山車站

發現一隻白鶴迷鳥，當時大家還以為又多

了一隻來台的白鶴，後經鑑定就是金山的

小白鶴，大概是天寒，飛到比較溫暖的地

方取暖吧！？還是不甘寂寞呢？大概全世

界也只有不怕人的小白鶴才會有此舉動

吧！當天臺北市動物保護處即帶回安置保

護，後來仍放回金山清水濕地，結束了牠

這趟冒險之旅。

2016年元旦假期，再度探望牠，發現

牠的羽色已全白，儼然是隻成鶴，而且左

腳已被裝上藍色腳環，方便日後辨識。農

夫正在徒手清除田裡的粉綠狐尾藻這種已

經泛濫的外來植物，牠也在旁邊自在活動，

不禁令人莞爾。

時光荏苒，再度來到候鳥北返的季節，

由於小白鶴已經成長，極有可能北返。自

2016年春季，鳥友們即開始關注小白鶴會

不會北返的話題，有人希望牠不要走，長

留清水濕地，有人祝福牠早日平安返回故

鄉西伯利亞；只是誰也無法主宰牠，日子

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

直到 5月 4日中午，牠跟著 3隻東方

白鸛，展翅往野柳方向飛去，脫離視線。

當時鳥友們猜想牠終於要北返了，紛紛在

臉書上祝福，雖然不捨，卻也替牠開心。

不料隔天就有民眾目擊牠出現在基隆山

區，根本沒出海。後來，牠在 7日又飛回
清水濕地，原來牠只是出去蹓躂蹓躂啊！

5月 12日上午 11時許，小白鶴再

次展翅高飛，聽說當天風向不對，鳥友們

原以為牠只是離家玩耍，卻沒想到是北返

故鄉，一去不復返了！也讓鳥友們相當不

捨！但也只有祝福牠，也深深期盼牠下次

帶著家族一起回到臺灣過冬。

故事還未結束，接下來看看臺灣人的

愛心吧！為了記錄小白鶴，臺灣人在企業

界的資助下，組成了西伯利亞探察隊，從

2016年 6月 20日至 7月 9日首次和俄

羅斯的極地科學家合作，探訪位在極地的

白鶴故鄉，很辛苦但也很幸運的記錄到白

鶴雛鳥破殼的繁殖記錄，為紀錄片做了完

美的結局，並且採集了許多極地寶貴的生

物樣本，也開啟了臺俄生態合作的大門。

這也是小白鶴難得的後效應！希望這些效

應，包括環境復興運動都能持續下去，讓

臺灣的生態環境能步步邁向正軌！

金山的小白鶴，你現在在何方呢？大

家都在盼望你的歸來，祝福你！

▲ 白鶴與農夫的互動。 ▲ 小白鶴與農夫和諧相處。

▲ 大批過境的鷺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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