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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台灣人的登山美學 

中央通訊社 劉克襄 董事長 

  在這場演講中，我打算將自己三十多年的登山經驗分為三個階段來談。 

  第一階段是民國五六零年代，在山地管制、物質貧困的時代背景下，產生出某種特殊的

登山風氣。這種風氣可以追溯到百年前鄉村的奉茶文化，登山人和當時山區村民展現了這樣

美好的互動精神。像是修路除草、分享茶水，又或者我也看過，北台灣產柑橘、柚子的農家

會將農產擺在路邊，並不是要賣，而是多出來，讓登山人在經過的時候能夠享用他們的食物。

透過這類分享，他們也希望登山人不要去採他們的果樹。甚至，有時登山人可能來不及下山，

早期交通又不方便，許多人都會分享自己的房子，空下來供人休息。登山人也會將食物留下

來作為交換，彼此照顧，形成過往良好的登山美學。 

  到了第二階段，社區意識開始進來，又發展出一種新的特色。正如當前最流行的手作步

道，去水泥化的思維藉由盡量減少人為的介入，保留原有的生態環境。這是台灣現在非常好

的郊野觀念，更是未來重要的登山文化資產。晚近還有一項特色，已發展了一段時間，就是

良心菜攤的出現。良心菜在都市並不容易實踐的。郊野會出現，主要是山上的農家可能沒有

辦法照顧到農產，於是將蔬果擺在登山口或住家附近，經過的人拿了菜便自行放錢於鐵罐裡。

良心菜的意義不只是買賣交益，透過此一行為還可以了解在地物產、在地食物的特色。一個

愈有文明的登山文化，良心菜的密度應會愈高。良心菜的發展也會讓在地的農民擁有一個不

需要經過第二層剝削的產業，具有多樣的可能性。再來是關於換工文化，農業從以前便有換

工文化，比方稻農割稻，換工在山下也許只要一天，但是在山上卻不可能如此。山上可能一

幫忙就要一個星期、十天。換工文化在山上會是一種更長期的合作。這樣的換工文化在將來，

說不定會變成未來登山志工摸索的奧義，譬如修路或許就要修一個月，志工逐漸發展出建立

美好家園的信念。 

  第三階段屬於未來階段，從里山精神去帶出淨山的文化和習慣，以及尊重鄉里的價值。

山是一個公有財，近年許多國家公園都開始注重淨山，不過仍限於少數團體，還未延伸為全

民運動，應該要有更多的實踐。淨山不只包括將垃圾帶回家、去幫忙撿垃圾而已，還包括了

不要把外面的種子、植栽帶到要去的地方，藉此保護不同的原生多樣性。除此之外，里山倡

議也講求依不同環境，勢必將衍生出不同的里山文化──也就是對各自熟悉的傳統風物，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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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細膩的訪查。台灣是個多山、跨兩個緯度半的島嶼，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特色。舉例來說，

桃竹苗地區的里山就和中部山區的里山不一樣，這樣眾多的小里山定要呈現出來，台灣才能

夠成為一個豐富的大里山。最後是鼓勵人們去認養一座山頭，現今山區大部分的人都到都市

生活，有的人選擇將山還給山林。我們看到了賴桑、李家維等人的義舉，但還有更多山民在

台灣保育山林意識的養成下，也早就展開這樣的行動，讓山自然而然回到原有的樣子，這樣

的共識也值得登山人多樣的認識。 

  台灣人登山當然有很多壞習慣，想必大家也都清楚是哪些，諸如佔地蓋屋、聽收音機爬

山等等。我喜歡朝正面去思考，思索不斷往前的各種正能量，讓山林環境變得更好。以上三

階段登山風俗的美善，我們或許也可以對國外宣揚，做為台灣登山的特色，進而促發生態旅

遊。（本文為講演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