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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登山步道經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國內休閒生活的重要場域，從高山探險、百

岳攀登演進到強調多元目標的精緻登山，尤其登山者參與山林保育與山岳保護的責任、登

山者自律行動等等反省的提出，都意味著「登山」已經不能再停留在近代登山運動起源與

主流發展的「征服」自然觀點，而應該回過頭來重新反思人們對待山野大地的親臨態度，

重建登山文化，也讓「登山」應有的內涵不停地被擴充、論辯、沈澱。 

  登山研討會作為一種「登山論述」的論詰與建構過程，從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擴充到

全國登山研討會，歷經十餘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政府與民間茲就「登山」與「山林環境管

理服務」的對話和合作平台；透過登山相關議題的研討、論辯，不僅透過跨界參與和多元

論點，深化本土登山的知識內涵，並透過座談與對話的方式，對現實問題提供解決途徑的

策略建議，對山岳活動的未來發展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本次研討會希望承繼過往的成果，

繼續累積各項論述思辯的議題，來豐富與深化登山文化的發展，也盼能研析相關議題提出

中長程方向與立即可行的策略建議，作為政府及民間共同推展登山運動的參考。 

  近來登山運動人口隨著戶外休閒的普及化與多元性，真、假山難意外事故逐漸頻傳，

山難已不再是領隊與隊員的事件，而是社會事件，影響社會整個層面，一旦處理不慎，一

些人的「愛山」行為反而淪為社會大眾的「恐山」情結。因此，考量政府與民間相關責任

歸屬與承擔，今年研討會的主軸設定為：「登山自律、萬里泰平」，便是希望能藉著更多的

思辯與反省，探討登山的多元可能。在此主軸下，也考量今年度主辦單位林務局的業務推

展性質，共規劃了 A. 登山管理與安全責任；B. 步道的設施基準與規劃；C. 山岳旅遊環

境的建構；D. 步道志工的機制與運作等四大主題。 

  就登山管理與安全責任而言，愛山者應當具備「登山安全、自身有則」的自律精神，

務必做好各項安全防護整備，不再因虛榮心或成就感等，貿然地置自己的生命於高風險的

情境下。而山難案例的司法判決，對於當事人有強大的拘束力，對於社會也有一定的影響

力，但判決的對象是過去已發生的事實，在機制不完整、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判決只能提

醒我們哪邊還有問題，問題的解決仍需各界集思廣義，在共識下累積經驗，方能真正解決

問題。因此，本次研討會將探討登山安全責任的分配問題，除了檢討政府的搜救及管理責

任外，登山隊伍本身也應從自律的角度，分析其應負的安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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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岳旅遊發展方面，由於台灣擁有豐富的山野生態、山林文化與步道資源，藉由長

程步道的規劃，應可串連出更豐富的步道網絡，也可勾勒出具備豐富內涵的步道文化。如

何運用現有的步道自然、文化與歷史資源，如何彰顯部落與社區特色來發展山區步道生態

旅遊等等，藉著提升臺灣山區健行的環境與服務品質，讓台灣的山林環境吸引國外背包客，

也是本次研會討的議題。 

  就此延伸性思考，步道的設施基準與規劃、步道的使用與維護，除了政府合適的管理

措施外，如何讓行之有年的志工機制，更有效地投入步道服務及管理，並結合當地部落及

社區的資源，亦為研討會的主題方向。例如，「手作步道」以在地取材、最少干擾的方式

建構步道空間，並由志工假期的方式進行維護，手作與志工機制的結合，不僅可以減少社

會資源的浪費，也可以讓使用者用友善的態度面對山林；而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若將

資訊科技用於步道設施，透過行動載具與網路，管理者與使用者可以即時交換、更新訊息，

更容易落實登山安全的需求。 

  事實上，不論從登山安全或生態保育的觀點出發，登山者都應以重新學習作為一個「生

態人」為前提，在安全的基礎上養成一種自律精神，肩負自身與隊伍安全、山野生態與文

化等環境守護的責任，以讓登山安全與環境保育有更和諧的關係。是以，今年度研討會論

文資料彙編，包含了專題演講講稿、主題與議題論文與相關參考資料，希望把大家的思想

與經驗結晶，持續把登山論述化為可累積的「文本」參考，作為未來登山發展的基石。 

  最後，身為參與登山研討會的執行工作者，除盡力辦好研討會及周邊活動之外，研討

會前的論文集彙編總是在催搞、整稿、編稿等壓迫的時間條件內進行。儘管倉促時間下不

免有遺珠之憾與錯漏脫誤之處，論文集的各項文件仍提供作為登山文化積累的重要歷史資

產。也希望這樣的文本世界建構，除提供作為引發現場參與者的討論、思辯與交流、對話，

激發心靈饗宴之外，也能繼續就各項議題的觀點有所累積與深化，成為建構登山文化的一

種歷史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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