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國家公國之山林守護與登山教育

一以雪霸國家公圍為例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提供

(於2004/10/2-3玉山國家公圃主辦之「2004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專題報告)

一、台灣登山活動現況分析

登山活動是台灣21世紀政府的重點發展方向,由近年來政府高層人士公開

發表之論述及平面媒體之刊登廣告即可略知一二。中國時報93 7 26大幅刊登行

政院游院長的夢想,希望所有的高中生在畢業前都能一登高山,親自體驗登頂的

快感,親身感受大自然的偉大和自己的渺小,他深信經過此番大自然的洗禮,生

命的視野將會有所不酊同時再度主張興建高山纜車到半山腰,讓￣般民眾即使

腳力不足,亦能搭一段纜車,再保留體力最後衝刺登頂,享受台灣山林美景3雪

霸國家公園從85年開始記錄登山人數資料從最初不足￣萬人次到89年上升到二

萬人次,至92年達到四萬人次,其中攀登雪山或大霸尖山的登山人數佔總登山

人數之81% 。

台灣近年來登山人數之增加有兩個主要因素,最直接的因素是92年起內政

部修訂了「人民入出台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對進入三千公耳以上山區,

不再以「公文」、「高山嚮導」與「人數」等條件來限制,因此原有國家公園之登

山管制由原來的「核準制.變成「報備制」 ,除了直接影嚮登山人口增加外,也

造成帶隊登山的組織發生改變。另一個因素是全球化後所造成消費形式之改變,

21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是體驗的市場,真實的商品並不是消費的主要目的、

其所形成的「感覺.才是消費的主要目的所在。

台灣為了搭上此種質變狂潮,亦發展出「一鄉鎮一特色」之文化創意休閒旅

遊業,至今在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上之廣告量還是方興未艾,但此種創造出來的

消費形態往往只有表面感覺而無法深入人心而屬心靈層次的登山活動近年夾確

是穩定的成長也貢獻了不小的國民生產毛額,國家公園要推廣的是心靈冒次詐孳

山活動而不是遊憩、休閒型式的登山活動0 92年初入山入園制度的改變是夸?

與山難事件的發生之間有相關性,在我個人的認知裡關係並不大,支市是唁三「二

程度改變了原有登山活動之組織型態,使得辦理登山活動的組織較不受登一三三

的約束,也就是說山區的環境更難維護。取消了公文的申請程序●秉芒了萼享≡二

限制也就是取消了負責任的團體或個人,因此原已存在的登山共設柔不≡一三三,三

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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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山活動上行政權可以管制的方向不多,歷年來的登山研討會都呈現出一

個趨勢,國家公園管理處要以服務來代替管理,這是一個很大進步的演化。在登

山活動中有很多小行需、小動作可造成極大的影嚮力及後遺症,如亂丟垃圾。而

在這些小行為上行政權可以著力的地方確實不多、然而這些小行為又都是登山紀

律中的最核心觀念,需要靠社會、組織、團體的自我約束力來維持,以前登山活

動有嚮導、有隊伍名稱可以有約束的對象,現在解除了這些管制連帶了也失去約

束的力道,就如同台灣社會的變遷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後,社會紀律的約束

能力也逐漸消失一樣。

二、登山活動缺失檢討及改善對策

目前台灣登山界有二大現象,我試著歸納如下:一、遊憩化的登山活動:過

去的登山活動主體為大專院校登山社團或各縣市登山協會,其目的還在追求卓越

及技術的傳承,然而21世紀台灣的登山活動主體已經是以營利為目的之商業團

體,逐漸喪失了專業的追求。

當登山遊憩化、休閒化後會延伸出過去不常見的種種問題,如高山纜車的興

建,同時也忽略了登山所俱有妁冒險性,也使登山活動原來追求的心靈探索逐漸

變成娛樂性,降低了它深雷的理想性。以市場經濟為考量的話,登山活動是應該

轉變為遊憩化、休閒化,建立高山纜車的構想應該是出自此想法,但玷在高山型

國家公園經營者的立場,登山應該是追求理想性、專業性的場域,以市場為導向

的登山活動不應該是國家公園的施政目標,但在文化多元化的目標下是可以存

在,但要講清楚說明白建立一種登山哲學論述c

在此論述架構下我有一個想法,過去多年來我們所談的登山活動分級都是以

體力性、豉術性來考量,但大家都忘了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摧動下原有

的社會活動包括藝文活動、運動遊憩、社交聚會都受到商務活動的嚴重入侵,亦

即未來人類會完全生活在純粹商務環境的情況下,文明演化的方向將無法預期。

想想看,有錢就可以上太空;有錢就可以上喜瑪拉雅山是不是同樣的道理?我有

錢為何不能讓別人把我抬上雪山頂?

在過去登山教育的推廣缺乏了一個環結一哲學論述,僅在追求極致及安全,

而忽略了登山者在進行登山活動過程中,自身的體驗及感覺,缺乏了此種論述,

登山活動形戎市場化後登山活動將變成遊憩項目之一,喪失了深層的體驗,困此

進行登山活動時不背公糧、糧食極大化、精緻化、輕鬆舒適化成為招覽登山客的

唯一宣傳口號。有可能爾後高山纜車興建完成後,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將成為未

來的登山旅遊感覺。



因此登山活動分級除了難度分級外還要強調心靈分級‥你要自己爬上去還是

讓別人揹上去,旅行也分兩種,自助旅行或參加旅行團,有些人喜歡白手起家,

有些人希望有個好伴侶少奮鬧十年。在登山過程中的哲學論述應該強調:在自然

荒野地任何事件你擁有太多時事件本身就對你無法產生太大的意義,而意義的產

生在人生的過程中是主要的追求標的。如在登山的過程中擁有太多豐富精緻的食

物就很難體會在荒暫地食物對你有何義義?就如同美國社會70年代的性解放運

動一樣,任何事件一解放毫無限制之下,它也就喪失了它原有的功能。

在登山哲學論述中如能將登山過程中與自然的互動及親身的體驗所獲得的

感受融入生活中即是最佳的成果,過去的登山教育首重技術層面,反而忽略了切

身的生活體驗,就如同目前台灣的霆境最重要的是搞好經濟而不是意識形態之

爭。要訂好短、中、長程目標,不要短期目標還未達到就往長期目標去追求。同

時目前最需要基本登山教育知識及概念的還是社會普羅大眾,而不是學校的登山

社團,亦不是各縣市登山協會更不是今天來參加研討會的各位登山菁英o

目前台灣的登山組織是封閉型的組織且無統一向外發言的工作平台,也就是

說目前台灣的登山組織無法涵蓋到一般的社會普羅大眾,亦因此儘管登山的基本

概念不要將你不要弗東西丟在山上,每位登山界人士都能講出一套大道理,但當

登山市場化後就是無法落實來實行3

另一個大問題是台灣登山界的組織不健全,董前登山活動的最高民間代表單

位應該是全國性的登山協會,但瑰存的兩個全國性登山協會卻各自為政且互不隸

屬無法結合成統合的平台,吏無法發揮統合引導登山界的能力。全國性登山協會

可以不必追求權力,但一定要能發揮引導的力量,否則正榷的登山觀念將只拘限

於一些組織的登山菁英群中,而無法形成公共論述傳播到一般普羅大眾。

同時全國性登山社團應該要負起責任,糾舉不符登山規範之行為及團體,避

免登山活動市場化後,市場經濟申形成的外溢性成本破壞了自然環境,除了主動

糾舉不符登山規範之行為外,全國性登山社團亦應該針對登山政策與主管機關進

行公共論述座談,如颱風警報一發布禁止入山同時在山上的登山客通知下山,如

果通知不到媒體廣為報導是否合理?登山界為何無法發出集體共識?僅是零星

的討論,如果登山界人士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一個真正可進行公共論壬

的議題,那全國性登山協會就要來主導來引發此種討論0

93年元月太魯閣國家公園奇萊山郭正彥事件、 93年7月雪霸匱家÷≡≡一

西稜救援事件、高山纜車興建問題都是值得討論進行公共論述的問篷’三三三三二三

無任何有代表性之登山團體發動遨集相關機關及人員進行座談。富煞二三≒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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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在座各位會認為應該由政府單位來發動才是,但我在此要強調說明的是在目前

社會氛圍之下,由民問社團來發動更具有向上提升的正當性,同時高山型國家公

園亦可配合經費來協助辦理。

三、結語

站在高山型國家公園經營者的立場,以市場為導向的登山活動不應該是國家

公園的主要施政目標。登山應該是追求理想性、專業性的場域。為提升登山遊憩

品質,國家公園經營者應在各登山相關活動加強宣導、溝通,如登山研討會、登

山大會師、各縣市登山協會嚮導訓練會議等,並善用網路討論區推黃登山活動之

哲學論述及召開相關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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