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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虎不是虎，鱼狗
亦非狗，翡翠不是玉
……那它们到底是什
么？

答案是：都是鸟！
所谓蜂虎，就是善

于捕捉蜜蜂等昆虫的
鸟；所谓鱼狗，自然是指
善于抓鱼的鸟，这里的

“虎与狗”，都是表示这
种鸟在某些方面很厉
害。而“翡翠”两字，在
古代还真是指鸟，你看
它们都有“羽”字就知道
了，至于含义变成了玉，
那倒反而是后来的事。

前段时间，有“鸟
友”从宁波去厦门玩，他
原本想顺便去拍摄被当
地人称为“最美夏候鸟”
的栗喉蜂虎，谁知到了
那里却吃了闭门羹。原
来，专门为栗喉蜂虎设
立的鸟类保护区闭门谢
客，不允许外人进入。
他回宁波后跟我说起这
件事，我不由得暗自庆
幸，因为当初我曾到厦
门拍日环食，倒真的是
顺便把栗喉蜂虎给拍到
了。

蜂虎隶属佛法僧

在讲述拍栗喉蜂虎的故事之
前，且先理一下这古怪鸟名背后的
故事。在分类学上，蜂虎属于蜂虎
科，鱼狗与翡翠属于翠鸟科，而这
两个科都隶属于鸟类的佛法僧
目。蜂虎与鱼狗已经够奇怪了，怎
么又冒出个“佛法僧目”？或许大
家知道，所谓“佛法僧”，其实原本
是佛教用语，即指佛教三宝：佛宝、
法宝和僧宝。那么，为何“佛法僧”
又成了鸟名？据说，“佛法僧”作为
鸟类的名字来源于日语。以前，人
们听到一种色彩艳丽的鸟的鸣叫
声很像日语里的“佛、法、僧”的发
音，于是就拿“佛法僧”来给它命名
了，到后来甚至发展成了鸟类的一
个目。后来才知道，当初人们搞错
了，发音似“佛法僧”的鸣声并非来
自于那种色彩艳丽的鸟，而是当地
的一种角鸮（猫头鹰的一种，夜晚
活动，常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鸣
叫声。但由于以讹传讹已久，大家
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在宁波，属于佛法僧目的鸟有
7种，即普通翠鸟、斑鱼狗、冠鱼狗、
白胸翡翠、蓝翡翠、赤翡翠和三宝
鸟。除赤翡翠外，我都拍到过。上
述鸟类，除普通翠鸟为常见留鸟
外，其他几种鸟都不常见，尤其是
赤翡翠，迄今只有一笔观鸟记录，
即有观鸟爱好者于迁徙季节在象
山的海岛上见到过一次。

至于蜂虎，国内共有6种，除
黄喉蜂虎分布于新疆，其余几种几
乎都分布于热带区域——蓝喉蜂
虎算是例外，除在热带有分布外，
在长江中下游部分地方也有繁
殖。因此，蓝喉蜂虎也是浙江境内
唯一一种可以见到的蜂虎，但在宁
波未曾有过记录。而栗喉蜂虎作
为夏候鸟，年年都来厦门筑巢繁殖
（这是这种鸟在国内已知的最北分
布地），还跟厦门人民结下了不解
情缘。

厦门的栗喉蜂虎太有名了，我一直都很想拍到，但苦于没有好的机缘。直
到2012年5月，一个有望一举两得的机会来了。当年的5月21日，国内部分
地方如福建、广东等地可以见到完美的日环食奇观。通过查询天气预报，我认
为厦门是个合适的地点，除了拍日环食，还可以看到已处于日偏食状态的太阳
从海平面上升起的罕见美景。更妙的是，我的“大炮”（超望远镜头）可谓拍日
食、拍鸟两相宜，自然，我把此行的另一个目标定在了拍摄栗喉蜂虎上。

5月20日，我们一家三口坐动车从宁波赶到厦门。下午抵达后，我立即打
的赶到位于厦门市区的五缘湾栗喉蜂虎繁殖地。到了那里一看，只见在新修
的街道旁，保留着一座富有乡野气息的小山，山体上有块断崖，这块断崖呈土
黄色，并非岩石，而是由泥土与沙砾构成。泥壁上密密麻麻分布着很多小洞，
我一看就很开心，这正是栗喉蜂虎的繁殖巢穴啊！

用望远镜一看，果然看到十几只栗喉蜂虎在那里逗留，有的停在附近的树
枝上，有的在小洞口，有的在空中快速翻飞捕食昆虫，其高超的飞行技巧一点
都不输于燕子。很多热带鸟类以羽色艳丽著称，栗喉蜂虎也是如此。阳光下，
每一只鸟都闪烁着鲜艳的金属光泽：背部、胸腹部与双翅是绿色的，飞翔时，又
可明显看到翅下覆羽是橙黄的；尾羽则是蓝色的——中间还有一根针状的特
别延长的羽毛。另外，它的眼纹是黑色的，就像佐罗一样蒙着“黑眼罩”，总之
非常酷。当然，作为名字的来源，它们的喉部呈栗红色。

每年4月下旬前后，来自南方的栗喉蜂虎抵达厦门、金门等地，寻找合适
的地点进行繁殖。5月20日，正是它们来厦门没多久的时候，除了掘洞筑巢，
鸟儿们正忙着找对象呢。雄鸟不辞辛苦地在附近捕猎蜜蜂、蜻蜓等昆虫，抓到
虫子后就飞到心仪的“女朋友”面前，将美味用嘴递给“她”，大献殷勤。“女朋
友”如果接受了礼物，就表示认可了这位“帅哥”作为配偶。

那天，我运气很好，不仅拍到了栗喉蜂虎捕食蜜蜂的场景，也拍到了一只
雄鸟将红蜻蜓献给雌鸟的一幕，最后还拍到了一场鸟儿的婚礼！当然，除了浪
漫的求爱场面，雄鸟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不时有两只鸟追逐、缠斗在
一起，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

目睹栗喉蜂虎求偶

正忙着拍照的时候，现场又来了几位观鸟、拍鸟爱好者，一问，方知是厦门
野鸟会的会员。他们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块难得的栗喉蜂虎繁殖地，我跟他
们聊了好一会儿。

栗喉蜂虎的繁殖特性与多数鸟类不同，它们不在树上、地面或建筑物内营
巢，而是喜欢在河流、溪边或临水的开阔原野附近的较陡峭的土壁上筑巢，周
边植被比较茂密。这样的地带多蜜蜂、苍蝇、蝴蝶、蜻蜓等栗喉蜂虎爱吃的昆
虫。栗喉蜂虎黑色的喙细长而尖，微微有点弯曲，既非常有利于捕捉飞虫，同
时配合利爪，其掘洞的效率也是蛮高的。资料上说，栗喉蜂虎的巢洞呈隧道
形，直径为6到7厘米，洞深一米多，洞的末端扩大为巢。这样的洞穴，跟翠鸟
科的鸟类是一样的。

多年来，栗喉蜂虎看中了厦门五缘湾骑马山的这块土壁，年年春天飞来，
营巢做窝，哺育雏鸟。直到9月，它们才拖家带口离开厦门，迁徙到更南的地
方越冬。

经厦门野鸟会及很多厦门市民的强烈呼吁，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放弃了对这块地方的房地产开发，而将其列为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2011年
12月底，厦门五缘湾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揭牌成立，这也是第一个设立在厦
门岛内的市级自然保护区。

我相信，在国内，设立于城市建成区范围之内的自然保护区是极少见的，
这真的应该为厦门大大地点赞。2017年6月，新华社也曾为厦门保护栗喉蜂
虎一事发了图文报道，文中说：“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重点开发区域，‘圈’起面积
40公顷的土地用来‘养鸟’，而且一养就是6年？没错！这就是厦门五缘湾栗
喉蜂虎自然保护区。”

顺便说一下，在河南信阳的董寨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江西婺源，我拍到了
蓝喉蜂虎。蓝喉蜂虎的身体轮廓跟栗喉蜂虎几乎一样，很明显的区别是，前者
的头顶是栗红色，而喉部是蓝色的。在董寨，我看到它们在溪流边的砂质土壁
上钻洞营巢，在附近的田野中捕食。

真希望，这些超炫的夏日精灵能始终找到一个适合它们的家！
最后交待一下，在厦门拍完栗喉蜂虎的次日清晨，天气不错，尽管当中曾

有一小段时间有云带遮日，但最终有惊无险，我完美拍到了海上带食日出的场
景，以及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极为壮观的日环食。犹记得，当时的海滩上，来
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100多名天文爱好者发出阵阵欢呼声。我们一家三口
也非常激动，连呼不虚此行！

寸金之地来“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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