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有记录的猛禽（本文
所提到的猛禽，均指日行性猛
禽）中，留鸟、冬候鸟、夏候鸟
与旅鸟（即仅仅是迁徙路过的
鸟）都有，总计达20种左右，
绝大部分为候鸟。其中，凤头
鹰、红隼、游隼、黑耳鸢、蛇雕、
林雕等为留鸟，普通鵟（音同

“狂”）、鹗（音同“恶”）、鹊鹞、
白腹鹞、白尾鹞、灰背隼等为
冬候鸟，赤腹鹰、黑冠鹃隼、黑
翅鸢等为夏候鸟，而凤头蜂鹰
为旅鸟。

微凉的九月，秋风渐起。
北方野地里的食物渐渐缺乏
起来，于是很多小型雀鸟开始
启程南迁。而与此同时，高居
食物链上层的猛禽也动身了，
一路上，也好乘机捕猎小鸟为
食。通常，大型猛禽多为留
鸟，而很多中小型猛禽则选择
迁徙。为了躲避猛禽，小型林
鸟通常喜欢赶夜路，即在晚上
迁徙，而白天用来休息与觅
食。而猛禽则堂而皇之地在
白天赶路，一则它们几乎没有

天敌，二则是为了利用白天上
升的热气流，以帮助它们省力
地飞行。

秋天的晴日，天空便格外
热闹，北方的鸟前来越冬或路
过，而本地的夏候鸟启程南
迁。观赏迁徙的猛禽，海边的
山顶是非常好的场所。选一个
阳光明媚的日子，备好望远镜
及猛禽图鉴，早早上山，挑一个
视野开阔的地方即可。宁波山
海相依，对于观赏迁徙的猛禽
来说，条件是比较优越的。离
海边不远的山顶，只要有一个
相对比较开阔的平台，均适合
观察。如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慈溪的达蓬山、北仑海边的山
顶等，都是不错的地方。

当热气流逐渐上升的时
候，就可以静候猛禽的到来。
凤头蜂鹰、阿穆尔隼、赤腹鹰、
燕隼、鹗等各类猛禽均可能看
到。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抬
头仰望蓝天，欣赏翱翔的猛禽
那矫健、威武的身影，是多么
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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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飞
（（上上））

月月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
清楚古龙是谁，但“70后”前后
的人几乎都知道，古龙乃是跟金
庸、梁羽生齐名的著名武侠小说
作家，而《九月鹰飞》正是古龙的
一部经典武侠小说。当然，这部
小说讲的是江湖恩怨，与鸟儿无
关。

有趣的是，“九月鹰飞”这四
个字非常恰当地描述了初秋时
节猛禽南迁具有规律性的景象，
这恐怕是古大侠事先所未曾料
到的。

这里的鹰，泛指鹰科、隼科、
鹗科的鸟，它们属于日行性猛
禽，以有别于猫头鹰这一类夜行
性的鸱鸮科猛禽。跟暗夜里的
飞捕高手猫头鹰一样，白日里的
空中霸主也充满了传奇。

张海华 文/摄

秋日登高赏猛禽
善捕青蛙的
赤腹鹰

运气好的话，哪怕在城市
上空，也能见到迁徙的猛禽。

凤头蜂鹰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迁徙猛禽，体型中等。这
种鹰喜欢吃蜂类，有偷袭蜜蜂
及黄蜂巢的习性，故名蜂鹰。
它在飞行时有个不同于别的
猛禽的显著特征，即相对于身
体而言，头部看上去明显较
小，而颈部显得修长。

2010年9月下旬，宁波市
区上空曾出现极为罕见的由
迁徙的凤头蜂鹰组成的“鹰
柱”现象。那天，野生鸟类摄
影爱好者毛伟在公园里拍鸟
时，忽见天上有一大群鸟由东
北方向飞来，“有点像轰炸机
编队来袭的感觉，乖乖，居然
全是猛禽！它们往前飞行一
段距离后，开始在原地盘旋上
升。先到了一批，后面又分批
赶来不少，起码有几百只鹰，
都在上空密集盘旋，非常壮
观。这样持续了好一阵子，鹰
群才继续南飞。”他说。

毛伟的照片引起了省内
资深鸟友的惊叹：“这是难得
的鹰柱啊！”所谓“鹰柱”，就是
形容集群的猛禽随着热空气
盘旋上升而形成“柱子”一般
的景象。若运气好，还能看到
升空后的鹰群一起向下滑翔，
如瀑布在头顶倾泻而下，这便
是“鹰瀑”。此外，还有“鹰
海”、“鹰河”之说，这些都是全
球观鸟人士梦寐以求却难得
一见的生态美景。平时大家
在野外见到猛禽，通常只有一
两只，而“鹰柱”、“鹰河”等一

般发生在鸟类迁徙季节。
时任浙江野鸟会会长的

陈水华博士，看到“鹰柱”的照
片后也很欣喜。他说，现在正
是凤头蜂鹰的过境时间。此
前，亚洲猛禽协会的日本同仁
还一直希望陈水华帮他们寻
找凤头蜂鹰在浙江的过境地
点，他曾关注过嘉兴的南北湖
以及舟山等地的猛禽动向。

“但日本方面说，卫星跟踪显
示，凤头蜂鹰迁徙是经过宁
波、绍兴一带。没想到，这次
真在宁波城区上空发现了，确
实是很有意义的记录。”陈水
华说。

跟凤头蜂鹰一样，阿穆尔
隼也喜欢结群迁徙。《中国鸟
类野外手册》上说：“迁徙时结
成大群多至数百只。”不过，在
华东地区，我们很少看到大群
的阿穆尔隼，通常在海边的电
线、树枝上见到一两只。这是
一种比常见的红隼还略小一
点的小型猛禽，因此不善于捕
捉较大的猎物，但抓昆虫吃倒
是它们的拿手好戏。

鹰柱！鹰柱！

春夏时节来宁波山中安家繁殖
的猛禽，以赤腹鹰与黑冠鹃隼相对多
见。它们都是跟红隼差不多大的小
型猛禽。每年4月下旬前后，它们从
南方飞来筑巢，等小鸟长大后，于初
秋时节启程重返南方的越冬地。

赤腹鹰的胸腹部略带棕色，雌雄
的眼睛虹膜颜色不同：雄鸟呈暗红
色，雌鸟则为黄色。它们喜欢栖息在
山区的相对开阔的地带。2017年暮
春，在鄞江镇晴江岸村的山脚边，我
忽然听到空中传来几声响亮而尖厉
的叫声，抬头用望远镜一看，原来是
两只赤腹鹰雄鸟在追逐，在古树林及
田野上空绕了好几圈，不知道是不是
刚来不久的它们正在争夺领地。

赤腹鹰经常待在高处寻找食物，
不大惧人。有一次，在山谷的田野
里，我拿着镜头悄悄接近一只停在电
线上的赤腹鹰雄鸟，谁知它根本不理
我，后来我走到了离它只有几米的地
方。忽然，它伸长了脖子，向我瞪圆
了眼睛，仿佛要对我发动攻击似的。
我一惊，还没反应过来，便见到它耸
身起飞，向我扑来，然后落在我身
后，随即迅捷地飞到电线杆顶端。
仔细一看，原来这家伙刚刚不是在
瞪我，而是发现并抓住了一只泽陆
蛙——即通常所说的蛤蟆。然后，
它就在上面一口一口撕扯这只可怜
的小蛙，大快朵颐。

黑冠鹃隼长相怪异，我第一次看到
它是在北仑的瑞岩寺景区，当时一点都
不觉得它长得像猛禽。它是一种隼，可
飞行时身体部分呈圆筒状，倒跟杜鹃相
似；停栖在树上时，头顶总是竖着长长
的黑色冠羽。因此，名为“黑冠鹃隼”，
真的是再适合不过啦。这种鸟跟阿穆
尔隼一样，也善于捕食大型昆虫。

黑翅鸢也是宁波的夏候鸟，但很
少见，鸟友们几次拍到，几乎都是在海
边。它的翅膀虽为黑色，但从低往上看
正在飞翔的黑翅鸢，则几乎全然是一只
白色的鹰。它善于在空中长时间振翅
悬停，动作轻盈如燕鸥。它停在空中不
停地转头，暗红色的眼睛射出犀利的眼
神，观察下方的动静；同时脚爪微微下
垂，一幅随时向下扑击的样子。

至于松雀鹰，我不能确定它是宁
波的留鸟还是夏候鸟。有一年4月，我
曾在鄞江镇附近的四明山里见过它一
次，后来再没见过。这是一种腿脚细
长的鹰，善于捕捉小型雀鸟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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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鹰赤腹鹰（（雌雌））

黑冠鹃隼黑冠鹃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