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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龍 摘錄

【編輯與摘錄說明】

一年一度的登山研討會,有不少議題已如同陳年往事般,卻又一再重複地出現;由於研

討會並不具備「行動規範」的約束力,因此即便某些討論對話中曾有許多積極的、具體的建

議構想,在時空更替或機關單位首長調動中,有些事情也就自然地無疾而終。

然而,想成就一些公眾事情的人,沒有抱怨和悲觀的權利!多年來,一個個的登山、愛

山者,藉著參與登山安全暨環境教育、推動登山法制化使其健全、構思登山知能與傳習系統、

記錄與傳播山岳文化,這些歷程都使人成長,並在持續地向山學習中找到智慧與勇氣,讓人

繼續一步一腳印地前行,如同蠻荒的叢林穿越和山野文化領域的開拓者。

研討會綜合討論或結論,記錄不只是記錄,而是一種懷想當年時空和心境的映照。藉著

在文字中重新耙梳當年分享、對話、心緒的片斷,卻有有機會讓過去的記憶如慾火鳳凰般死

爰重生,在新的未來領域內被開展。

由於時空背景不同,因為既有知識產權的區畫有些太過輕率,因此我們沒有找盡這十多

手來每年的會議記錄與結論,僅以近三年我們參與辦理的登山研討會的綜合討論與結論,來

乍為一種持續性開拓的會議縮影。我們保留一種資料的開放性,作為歷史存照,因此沒有要

耶個機關單位回應或承諾。終究,若不是對登山安全、山野教育、戶外休閒、活動領導等充

請熱情,是不可能積極尋求各種改變與轉進路線的。

以下,是自2008-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最後綜合討論與結論的紀錄摘要;僅供充滿熱情、

手興趣想詳讀字裡行間蛛絲馬跡的人,透過記憶與想像的時空交織,到過去的文本寶藏裡頭,

圭挖寶、尋寶、探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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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司)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山岳文教協會

主持人:王俊權(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陳隆陞(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

陳永龍(開甫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助理教授)

【引言】

王俊榭教育部爐育司司長) ‥

我感受到各位非常的的團結和熱情,這次的主題是以「山是一座學校」緊扣我們教育的

主題。昨天聽到一個很好的觀念: 「登山讓人在心態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過去是「砍一座

山. ,後來轉變成「攻一座山、征服一座山」 ,現在是把山當作一個朋友、老師,向山學習’

這中間心路歷程的轉變非常大。這或許是歷史的轉變所導致。

陳永龍教授把這次的主題定的非常好。以登山技術而言,如果你要攀登高山,技術就很

重要。如果是一般健行,技術就不很艱澀,是很生活化的。你走在林蔭當中,健行者在山裡

她會面臨到很多心靈上的變化。小孩子走在山裡頭可以體會大自然的變化。

小孩子現在對話的對象是書本、電腦,我的小孩子現在碩一,進入國中之後就幾乎不跟

你對話了。帶她進入大自然之後,她跟大自然對話(大自然不言而教) 、進而跟自己對話,這

裡頭的心境的變化是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如果大人陪伴小孩子爬一座山,親子之間就有了對話,就有機會教育的空間。看到蝴蝶

黏在蜘蛛網上,是生命掙扎的一個畫面。你要機會教育: 「你要救這隻蝴蝶,還是讓蜘蛛飽餐

一頓」 。無論結論怎麼樣,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教育。

我看到很多人爬山,是一群人去爬、一個家族去爬。這個中間的感情不是喝酒建立,而

是長期一起登山培養出來的。為甚麼山友的感情會這麼好?不是因為喝酒,而是生命共同體。

我想沒有一個運動有這樣生命共同體的意涵。

在兩天的分組會議中,都有提到一些問題。

提到最多的是登山學校,再來是博物館,但是博物館不在教育部的範圍。

登山教育,應該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在教育體系下沒有被鼓勵,雖然已經有很多

/`生努力,例如像鐘老師,這十年來無怨無悔帶小朋友上山。即使我們現在制度跟課程沒有

丈規定,但是我們有這些熱心的老師努力。等一下有機會,會討論一下部會裡的政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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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1.潘維哲(輔大大學登山社) ‥

其實我對這個議題比較悲觀一點分享一個我個人的觀察(負面觀點) ,這裡分享一個漫畫

裡的名言『他說武術一但變成學校的課程就完蛋了! 』當爬山變成一個學校的教育課程時,

那他可能也會完蛋了!因為很多大學的通識課現在已變成營養學分;有一天,會不會那些不

爬山的人(爬黑山的人)才會去上這樣的課程?考這些證照?因為這東西要實際去推行的時

候,所要對抗的是那一些很勢利的父母、那些根本不爬山的人,和整體對於通識課程不很重

視的大環境_‥ c

2.黃柏動(臺中市文山社區大畢講師) :

有一些人可能對登山瞭解的不多,我長年在山裡遊走。我們去登山,是要跟大自然環境

作身體和心靈各個層面的結合。讓自己活得精采、愉快而有成就感。

戶外教育、探索教育有很多種變化,不是只有登山,包括溯溪、探勘。我們因此必須學

習很多技術。長期在全國有很多登山社團與系統,但皆取材於外國的教材與環境。但是臺灣

的山岳地形有叢林、斷層等地形,跟外國完全不同。

我們強調要本土,愛鄉愛民。但如果沒有透過登山教育就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孩子根

本無從知道臺灣的土地有多麼可愛,也不知道這片土地是值得去熱愛和認識的!

所以必需要作一個適當合理的規劃,像保護區、入山入園的措施;生態嚮導,是一個可

以依循的方向0

3.游啟羲(臺中縣登山會)‥

中國尼泊爾的登山學校是賺錢為導向。歐美登山學校教的是服務社會,好像一種訓練學

校,是好多公司想要爭取的人才。不只是訓練人去爬山,還有教育的目標。連軍隊的人也會

到登山學校去受訓再返回去訓練軍隊。這是各國登山學校的不同,也是我想強調的事情0

4.庫春來(中山瞽畢大畢助理教授) ‥

教了這麼久,我只要學生健康就好,而不用當選手。很多選手都最後都是受傷。一個人

最終的目的在追求自己的健康,而不是征服什麼,而是征服自己的心、讓自己滿足。調整身

心靈,這才是運動最終的目的。

一個學校成立沒有那麼容易因為一個學院最少設有三個系,而一所大學要有三個學院o

一個登山學校要開設的課程要具備哪些條件、要設在哪裡?在場的先進,你的小孩願意送到

止來嗎?當他(她)在山上訓練,回到平地後,能跟平地的人競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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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建議在山上的學校建立登山系,可以節省很多成本。若沒辦法成立,就轉變成推

廣教育或科系推展。眼前應該是走向推廣教育,沒有辦法很快成立一個學校。因為背後隱含

的是:來唸登山學校的孩子,眼前可能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出路0

5,章智鈞(消防署特種搜救隊中部分隊,由老龍代替發言並列入紀錄) ‥

建議於登山安全教育課程中,增加直昇機作業安全相關課程,讓學生們瞭解空中搜救機

制、航空器吊掛操作限制、以及如何協助宦昇機執行相關救援作業0

6.鍾遼誠老師幗北教貴小) ‥

關於登山教育的部份,關於剛剛提到的通識課程恐變成營養學分,我建議不要將焦點只

放在大學教育,因為大學生個性思想已經比較成形,我從事中小學教育30年,中小學生才

是未來的主人翁;讓她們有高峰經驗、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上多一種人生選擇。我一直談到登

山教育納入課程綱要,所以對剛有大學生提到若變成課程將會如同武術一樣完蛋__ ,我很驚

訝;如果沒有提到登山可以是制式課程的一部分,那麼現在只是各個學校偶發性的各自努力,

是一個個的點,有冒險教育、探索教育都很好,但沒有辦法變成線或面;就如同早期的童軍

教育,如今萎縮悽慘。納入教綱之後,讓有興趣的老師可以行之有據。我的意思是滿地開花

很好,但請把它變成一片花園!

7.李柏壯(雪霸圍家公團技士) :

生態保護區的部份。雖然我在國家公園服務,但是我表達的是我個人的看法,臺灣生態

保護區不但要好好的保護,經過科學分析後,更要適當的擴大,來達到生態環境的永續存在。

既然山是一所學校,我希望,那麼我希望農業能夠下山、車輛能夠下山。如此一來,山會更

豐富、登山活動會更富、人類的生活會更豐富0

8.謝倩螢(新竹科畢園區幅委會招集人) ‥

建議由官方設置網路平臺,延續經驗傳承、資源共享,並永續的經營登山教育!

【綜合討論與回應】

陳隆陞(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圍家公團管理處處長) ‥

登山活動對經濟的發展實在很有幫助。玉山每年有四萬人上山,二十五年的話就有一百

萬人,這一百萬人的消費對經濟很有幫助,臺灣人真是很有活力!

關於登山的教育,這次的大會如果可以通過一個決議:如果要爬玉山,規定要先爬過自

家附近的山,像如果要害合歡山,就規定去爬完合歡山才能爬玉山,那玉山的負擔或壓力會

減輕很多。 (全場莞爾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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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權(教育部櫃育司司長) :

爬山是國民的權利,非法律不可以限制。 (笑)

希望能列入九九特綱,目前課程綱要沒有特別註明哪種運動種類,只有一僩概述定￣個

目標例如:提昇學生的健康等等。加入登山教育,大家是有共識,以後會建議將登山列入課

程綱要,讓它(登山)成為一個選擇的項目之一。

登山學校很好講,因為很響亮!但如果我們細想要怎麼成立登山學校,最簡單的方法就

是依法機關可以設學校,像國防部設軍警學校催軍學校、海軍學校) ,體委會也可以設登山學

校,但後來體委會沒在講了⋯⋯, 。

要設一個學校有很多限制。學校只有兩種‥國立、私立。依教育部的政策不可能,因為

國立大學太多了;而單一項目像是設足球大學、籃球大學也不可能就因此設立成為大學。私

立大學是有可能的,但是條件很多,包括校地(但目前聽起來校地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校舍規

定等等,光軟體例如師資就是一個大困難。

一個學院底下要有三個系,而一個大學底下要設十二個科系;登山可以有很多學問,例

如「登山設備學.有沒有辦法從世界的慣例來找如何設?如何跟國際的學術潮流接軌?登山

學校如果要財務平衡,一年至少要3000個學生、前三年教育部是不補助的,所以還要有上

億基金,這個間題很複雜很複雜⋯⋯ 。

但如果要設一個私立中小學就很簡單,只要縣市政府規定、符合課程綱要就能設立,因

為私立小學辦學特別自由;所以不能含糊講「要一個登山學校」 ,而是明確說「哪一級」的學

校。如果目的對象是大學生,可以回到剛剛所說的私立大學所以說目的對象在哪裡?假如教

育對象清楚,換一個口號喊,另一個也很響亮的口號: 「登山完全中學」 ,從小學紮根到中學;

這樣高教司因為管不到就不緊張了,事情會更簡單。

現在大學很鼓勵設學程,學程可以跨領域、跨系、甚至跨校。以綜合大學來辦是很好的,

因為登山是一個綜合的學問,所以學位學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當開設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師資也會具備邶目對於勞委會的課程,他們是以訓練技術為主,要取得執照或證照,交給勞

委會會比較快;但是如果要培養學術基礎、有理論的、有教育的或是有學位名稱,那麼就要

回歸到大學教育當中,也許需要援引國際的案例。

這是第三個方式一「推廣教育.是另一個很可行的方式,它不需要入門資格,只要有人

就可以開設課程,也可以達到那個目的,可以來授課但沒有學分。

例如大津的例子就很好。縣市政府也可以努力,教育部每年給予很多運動經費,過去各

J糸市都重點放在競賽項目。如果像高雄縣一樣將經費用在登山上,這樣也很好;所以說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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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條,但目標一定要明確!如果「登山大學」不可行,那麼就定位「登山小學」 ;如果覺得

還不夠,就定位在「登山完全中小學」 ;目標明確,這樣部裡頭才能協助!

陳永龍(開南大畢觀光系助理教授)‥

我想綜合一下剛剛的發言,聽到年輕人對未來悲觀,感到很蠻難過的__ ,所以我想回應

一下輔大潘維哲的發言,我引用尼采的話來回應‥ 「受苦難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如果用身

體的角度來看,其實登山是一個非常辛苦的過程,但是為甚麼我們還是會願意留下來去登山?

是因為在這個苦難之中(爬山過程)我們會找到更堅韌的生命毅力和更燦爛的生命花朵,你的心

靈將會變得更強壯!

在四十年前的美國,過去黑人是不能投票的,而如今黑人卻當成了總統;都不是一蹴可

機,而是一步一步來的_一也許現在夢想無法達成,但在二十年後、四十年後卻是有可能的!

如果連這樣對社會和環境基本的夢想和遠景都沒有,那麼當然就成變成不可能。

關鍵在於我們對未來有沒有一個遠大的夢想?

回歸到登山學校,作為一個運動(不是指體育的那種運動) 、而是一個概念,一個思想的

運動和概念!則最後的重點已經不在於倒底學校名稱要作為「登山大學」 、 「登山小學」 ,像目

前靠近山區的基地例如:武陵和塔塔加或是大津或是各遊客中心)轉作為「登山教育站」或進

到山區的前哨站;與學術合作也不是那麼困難,大學(例如臺體大或是某些運動休閒科系之類

的系所)願意以登山教育為一個核心,來設立登山研究所或山野研究所,與前述的基地有一個

合作,成為一種公部門之間的一個協作的關係;如此我們能有一個真實的野外基地而不是關

在學校裡來做。

比如現在的海洋教育課綱,因為海洋教育就不能不會游泳、不會跑步,所以全都掛在海

洋教育的課綱裡頭了;也就是假如階層的社會體的條件沒有成熟,課綱由上而下會有個危險;

即上面就算有良好的政策下面也不會變成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最根本還是得回到課程與教學以及師資培育這兩件事情_‥ 。

假使有一個這樣真正中心(像是研究所)的角色,它可以扮演一個機構角色,來維持這樣經

常性的進修和訓練,如此相關的經費和人員將都不是問題,也才能一點一滴在每個地方長出

所謂的花朵;所以從這個’方向來推的話應該是相當樂觀!例如西藏登山學校也有「登山研習

中心」這個名稱,也和大專院校無關,所以登山學校只是作為一個口號來對外號稱;從十年

前什麼都沒有,到現在公部門願意重視,所以假使我們都認同「山是一所學校」 ,那麼我們何

不從現在開始幔慢累積呢!也許在我七十歲或八十歲,只要它最終能出現,我都會覺得它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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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則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組長) ‥

登山學校一直是登山界的夢想,公部門一直想要朝這個方向走。武陵山莊要變成登山學

校,有這個想法也已經有兩年了,為甚麼現在還沒成立呢?

實質上有很多困難,例如課程、師資,整合的問題要怎麼樣來作?這必需要大家一起來

努力的部份。

不必要一開始就設定說「要有一個大學」 、先把師資拿出來、只要有好的課程,林務局的

管理站也可以轉變成一個訓練的場地。慢慢發展到像西藏登山學校,會顧慮到學生未來的出

路。

跨步吧!不然明年又是同一個主題。

另外也呼應王司長的想法,林務局在推廣森林步道的時候有一個想法,我們想把步道分

級,標明適合哪一級的學校。每個地方都會規劃出合適校級的步道(合適小學生的、合適中學

生的) ,與學校配合,以做到扎根的動作。

以上謝謝!

β.俐09全回登山劈封會′薜合封拾棗菩離

由行政院體委會主辦、台灣山岳文教協會承辦的「 2009全國登山研討會」已於2009仰AO-31

辦理完畢。以下,謹摘述本研討會綜合討論與閉幕式結論重點,以作為2010年憑辦的依據和

參考。

【2009全國登山研討會】綜合討論與閉幕結論

會議時間: 2009/10βo-31

會議地點:台北市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會議議程‥ (請參見論文手冊。 )

個場次會議主持人與報告人: (請參見論文手冊。 )

綜合討論:陳永龍教授、體委會全民運動處周國金科長、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謝長顯理事長、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翁注賢理事長、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黃粳楠理事長 共同主持o

一、會議報告

陳永龍博士簡要摘述兩天下來有關國際專題講演,以及八個場次論壇主題研討的重要提

與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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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翩n分享「加拿大山野教育和嚮導認證」專題講演後,與會者提問其有關民間認證在

在加拿大法律上,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如何,以及ACMG的認證制度在加拿大國家的法律定位

問題;但Iain指出這些間題涉及的層面很廣,會中並無充分時間來加以討論與澄清,未來若

還有機會來台,可以針對這些問題提供比較仔細與完善的建議o

Al場次:成立「登山訓練學校」可行性之探討,有來賓希望登山學校應該能釐清登山教

育與戶外教育的關係,而登山學校教育發展目標、定位等,在產官學中不能過度偏重登山產

業,應有更完善的分工與目標定位之釐清o

A2場次‥小百岳推廣與郊山步道之規劃,比較嚴重的課題是應該要思考目前許多山區腳

踏車走入登山步道之問題,有與會者認為應該就「自行車是否行走於登山步道之上」應該有

所規範建議o

A3場次‥普及登山運動人口之策略分析,有與會者提間提升登山人口與登山基礎教育何

者優先?報告人陳永龍博士回覆當然是落實登山基礎教育優先。提問是否有長期攀登教育與

全國制式比賽與計畫?受限於辦理經費、體育競技制度等間題,此項提問無法獲得在場相關

官員的明確答覆o

A4場次‥產官學NGOs合作平台之建立,與會者對於台灣在七頂峰攀登中創下的紀錄,

感到欣喜;而有關中輟生體驗教育的後續觀察與追蹤之提問,鄭廷賦老師所任職的民間團體,

一直就是在做追蹤輔導工作。至於登山學校的運作是否可與企業合作,得先有企業願意資助

一才有可能o

Bl場次‥國內外山岳活動相關法制探討,與會者有人建議未來三大高山型國加入園申請

應該整合為單一窗口,以及末來登山嚮導制度應該納入之「原住民嚮導」的考量;而在取消

登山嚮導作為入山管制憑藉時,造成許多未受規範的登山安全事故,也應重視o

B2場次:野外醫學與登山救護之規劃整備,有與會者提問不少有關山上醫療如何正確處

置等問題,包括在高山頭痛服用普拿疼可能會蓋住高山病症狀而造成誤判,這得現場更經驗

的醫療人員才容易作臨場判斷c尤其非醫療人員對於山上緊急救護處置,涉及醫事法律責任,

這也是末來得重視的課題o

B3場次‥山岳活動之國際交流經驗分享,與會者建議未來有關國際登山交流單位之翻譯

名詞應該統一,也希望這些國際交流經驗,可以有其他管道讓更多關心的人可以知曉o

B4場次‥登山服務專業證照與制度探討,與會者建議台灣的嚮導制度應該和台灣的環境

與文化等多元化生態發展,不應只有考試卻缺乏培訓和教材或推薦等完整制度,也希望能把

原住民嚮導的培訓,納入末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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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討論

◎台東登山讀睿會(邵定圍)

1.謝謝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元化,也希望明年民間團體辦理時能夠有更大的進步0

2.希望體委會或中央的預算中可以有更多的部分,能撥給登山項目‥尤其地方的民間團體,

更需要這些資源0

3.希望體委會可以不要再編百岳了,希望可以改成編登山教材;百岳已經有人出版,沒有需

要再繼續編撰0

4.希望四個全國性登山社團可否整合,擴大參與,把平台建立起來;希望可以長期穩定且永

續的存在,每三個月有一次座談會,或把研討會討論出來的結論真正落實。

【回應】

^.周圖金(行政院爐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科長)

1.體委會掌理的體育運動事務繁多,但經費有限,尤其全民運動處,所以並不是體委會把登

山邊緣化0

2.受限於既有的制度,目前體委會經費無法補助到地方團體,尚請見諒0

3.體委會並不是只是編輯百岳的書,而是要推廣登山的全民運動o

B.黃推楠(中華民圍山雛救助館會理事長)

1.公部門補助問題,全國性社團拿到的錢也很少;得靠民間自己力量比較實在!

2.教材的問題,山難救助協會出了一本登山安全教材,預計十二月會編譯完成;是比較符合

台灣現況的資料,內政部消防署搜救訓練也打算用此教材0

3.登山社團整合間題,明年的研討會由民間辦理就是這次我們整合的結果之一;所以其實

我們已經默默做了很多整合的工作。

◎游啟羲

1.應重視國家公園共管機制,推動原住民與國家共管國家公園0

2.登山嚮導問題,馬來西亞是由原住民帶外國人去登山;建議台灣也可以在未來登山學校實

行一段時間後,開始實行類似的方式。

◎莊嘉仁

世運會才舉辦完,全運會是否在未來幾年中辦理攀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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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周圉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科長)

世運會目前已在計晝改革項目分析,目前已經委託師大的教授做這方面的研究,您可以

在他研究階段,把這個建議提供給他們參考。

◎張賀融(台中市爐育山岳委員會嚮導)

希望小百月運動繼續推廣。小百岳自從民國九十二年經過六年之後都沒有長大,這六年

來在小百岳推廣方面做得很有限,或許當初的官員都已經換人了;但畢竟小百岳離我們的生

活圈較近,希望體委會在這方面能有更多的推廣c

【回應】

A.黃推楠(中華民固山雛救助萬會理事長)

小百岳的推動要靠民間來推動政府不是百年的所以還是需要民間團體來做主要的推動

推手o

B.周國金(行政院爐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科長)

最近很多假日參加的爬山路線但是一個朋友問台中的資訊但是在台中並沒有類似在北

部這樣的資訊

◎來自台南綽號為「黑熊」的與會者

建請體委會應該上呈促使總統指示校長帶頭登山,總統撥空帶頭爬一次山,以提升全民

爬山風氣。

【回應】

A.翁注賁(中華民圉健行登山會理事長)

馬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非常積極推廣台北是中小學登山,台北市教育局的回應是,老師

不敢帶;現在的家長都只有一兩僩小孩,總是會怕小孩有任何的意外。

這幾年都在推親子活動,親子活動就是因為家長擔心所以全家一起活動,那這個推動,

其實只是總統來推並不是一定要政府經費或政府來推動。我們國民自己要檢討,沒有辦法只

沱靠官方來作推動,主要還是要民間自發來發起。

!.陳永龍教授

七八年前辦理過就有「改造校長」的觀念,也辦理過「家鄉守護」營隊;但是不要忘了

f阿′教育不只是「頭」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遇到一個好首長,他會認真去做;

登蜂逵極百年鳳拳基.. 189



閤關園
圈閥圃鳳

瞰噩’柵翅 ￣￣

2011全圃篛Iuj胡朗禽
∵涮豔鬲示言鬲;示高二古諦昨供軏蜇`倉∵

那若他是一個被迫的狀態,可能會有反作用。所有的事情,都一點一滴慢慢開始,而不是用

逼迫的方式來就範。

◎困立台灣爐育大學休闖綞營系大學部畢生緩鹼分享

這兩天看到關於登山大家多年來討論的問題,我覺得今天大家討論的結果,有出現一些

希望,現在有許多協會理事長及政府官員來支持登山活動,很感動也收穫很多。

◎台東大畢爐育研究所碩士生黃柏融經臉分享

從小對戶外就很有興趣,在大學期間接觸爬山。以前喜歡玩水,接觸山之後覺得山上跟

海裡一樣吸引人,因為這次是登山研討會,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討論登山。但,是否可以像國

外不只是專注在於登山方面,而是對全面的戶外活動做教學及認證的機制,在臺灣好像都是

各單位一僩一個的沒有一個整合。另外,就是學生的方面比較沒有辦法接觸到這方面的資訊。

【回應】

黃樓楠(中華民囝山難救助塊會理事長)

因為登山不只是登山,所以你剛剛所有的活動都是登山的一環;但是這些歸類都在戶外

活動中,那個像訓練課程在本協會網站都有。學生有優惠,對大學生都有優待,希望你趕快

來報名。

◎彩玲(來自香港)

昨天有聽到司長有說到老鼠的故事,覺得有些悲哀。到底在登山界,這隻老鼠代表什麼?

台灣政府個個機關是不是真的認同?在台灣登山界,有各種協會或是大學,都有自己的玩

法;但他們是互相都認同呢?我希望以後可以在研討會跟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學習。

◎台北大畢畢生(未具名)

1.各學校與各協會好像並沒有太大的交流,是否末來可以結合我們力量去帶領比較小年紀的

人們走向山林;我們也可以跟產官學結合走入社會,不然我們社團的傳承常常會有斷層0

2.昨天聽到野外求生醫學覺得是很重要的,像醫藥方面登山需要的醫藥,與平地便用的用藥

並不同;這些都是登山的人還蠻需要知道的事情。

◎會眾(未具名)

大家知道爬山是個好運動,有益身心,也是政府推廣的好運動;但是為什麼家長們都會

阻止?也希望未來在推廣之前,將這些危險的因素及因子先予以解說讓社會大眾知道,這樣

才更容易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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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黃堆楠(中華民囤山雛救助協會理事長)

現在的小孩都只生一個,大家都很寶貝。我們民間團體大家還是有在推廣登山運動,有

些從親子活動下手;學童爬山,那希望家長也一起來,我們派出的嚮導一定是有一定的專業。

一方面說,台灣的家長太過於保守,國外的話是學童自己來參加,就是要這樣慢慢的開

發,親近山林才是我們主要的訴求。

三、閉幕致詞與交接

程餛理事長:

感謝政府各機關對於登山與登山教育的重視,包括太魯閣國家公園推動登山學校試辦、

玉山國家公園擬推動登山博物館,林務局對登山步道與LNT教育推廣、體委會關注全民登山

運動等等。尤其教育部體育司對登山教育開始重視,也讓我們知道登山學校哪裡可行哪裡不

可行,這些都是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的好現象。而登山界這些年來也是最團結的,有目共睹,

所以會有明年由登山界來共同主辦登山研討會,民國一百年再由內政部接續辦理。謝謝大家

兩天的與會! (交接拍照)

四、閉幕‥台灣山岳聯盥承接「2010全國登山研討」備忘(2009/10/31)

戀緣起

￣ 、 98年9月29日召開「2009全國登山研討會.籌備會議,臨時動議中主席吳夏雄先生提

議民國九十九年(2010)應該由「登山界」來當主辦單位,民國一百年再由內政部主辦,

此建議獲得會議中初步共識,但待民間團體先行整合後確認之。

二、 98年10月14日由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前理事長宴請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謝長顯理事長代

表)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翁注賢理事長代表) 、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黃櫥楠理事

長代表)及社團重要幹部,共商九十九年度由登山界共同主辦,並由四大登山社團發起

「台灣登山聯盟」作為單一窗口來與政府對話,獲得一致共識。會中也達成共識,於98

年10月31日全國登山研討會中由謝理事長代表受旗,登山界將團結一體讓政府跟進、

另眼看待!

戀籌備「2010全囤登山研討會」初步構想

檢討2001年起的全國性「登山研討會」議題,提出推動執行檢核與建議。

全國性昀登∴斫討會(含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已舉辦連續近十年,應由民間登山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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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檢核這些年來討論的重大議題,若沒有執行成效,關鍵的因素到底是什麼?有哪

些改進的建議?以期落實登山界的需求聲音與具體的作法。

二、提出「民間版登山政策白皮書.提供政府各機關制定政策之參考。

由登山界自主、定期聚會討論,針對政府各部門登山管理事務與民間的期待間的落差,

以及民間對於政府、對自己的期待,提出具體的建議;目標則希望能在年底「2010全國

登山研討會」時提出民間版的登山政策白皮書。

三、針對「登山學校」與「登山博物館.等訴求,提出落實的建議與時間表。

登山界長年來最重要的訴求之一,包括推動「登山學校」的籌設和「登山博物館」的設

立,以期在推動落實登山教育與登山文化保存工作。因此,有必要針對這兩個重要主張,

提出具體的建議與時間表,以期早日促成並落實完善的登山文教工作。

五、會議綜合檢討與改進建議

整體而言,上述各項工作重點與成果,均顯示登山研討的重要以及方向的正確;而未來

的「全國登山研討會. ,亦應設立該年度的會議「主軸」與「主題」等,以具體地羅列各工作

項目。惟在會議形式、會議地點、住宿等相關項目上,以及聘請專家學者或廣邀山林好漢,

當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擴大徵求稿件的可能性。

由於「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將由民間團體組成「台灣山岳聯盟」主動承接主辦,希望

重新檢視九年來各項議題討論的成果,以及檢討一些待辦事項,以提出更健全的登山環境、

登山教育與登山安全管理政策,讓國人更能快樂平安去爬山,而在登山中改造自己成為山林

守護者。

綜合言之,對於未來的全國登山研討會,基於此次辦理經驗,仍有下列自我改進建議空

間,並作為登山諮議小組規劃「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時,可以參酌此次的經驗,給予修訂

增補,讓明年的全國登山研討會臻至完美。這些建議如下:

(一)設定各年度登山研討主軸,以利年度會議主題與各議題設計。

(二)廣羅整合各領域登山專才,促進登山界交流與豐富專業視野。

(三)加強邀稿件的開放性,以議題開拓吸引更多專業好手來撰稿。

(四)擴大產/官/學/民間團體的交流,以落實登山理念與教學賣務。

伍)推動登山教育、山難防救等研究,提供更實務導向登山研討。

(六)遨請國外登山學校之專家會議,推動臺灣登山學校早日實施。

(七)辦理整合型山域搜救演練,提昇山區救難能力以及遠距醫療。

(八)推動登山教育政策白皮書,落實登山教育於正規教育體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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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全國登山研討會綜合討諭與結諭摘要(2008-2010)

c佗oIO全回噩山劈討會′綜合封黔棗蕾鈐

由於會場許多討論更重要的是在當下雙向分享、溝通、交流、討論等互動,這些都非文

字能夠詳實記錄的。以下,謹摘述本研討會開幕和綜合討論閉幕交接儀式的重點,作為2011

全國登山研討會憑辦的參考。

【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開幕式

司俄開蜴

歡迎各位山友蒞臨今年在杉林溪舉辦的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首先請這次的主辦單位台

彎山岳聯盟黃執行長為我們介紹台灣山岳聯盟創始的過程。

韋推楠

至2009年之前的登山研討會都是由官方主辦,在2009年的登山研討會結束後,決議由

已間主辦2010年的登山研討會,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

史助協會及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共同將今年的登山研討會承辦下來。一年來在台灣各地舉辦了

次民問論壇,蒐集各地山友對登山議題的看法,而後再將議題分類決定出此次研討會議題。

芋望各位先進能共同參與,針對公部門對登山服務的議題來好好的討論。

l儀

紹與會長官及贊助貴賓。

行政院體委會蔡佩蓉科長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林玲課長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陳隆陞處長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楊金臻秘書

太魯閣國家公園張登文處長

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紀政董事長及團隊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謝長顯理事長及團隊

中國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黃宗和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陳慶章理事長

.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林文坤秘書長

台灣山岳聯盟黃粳楠執行長及兩位副執行長

台灣山岳雜誌總編輯吳夏雄先生及團隊

台灣山岳文教協會成焜理事長

↓華民國∴」難救助協會黎經雄先生

十北市體夸摯會登山委員會梁明本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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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前理事長翁注賢

刁儀

妾下來,請此次研討會召集人謝長顯主席為大家致詞。

紂長顱

因為有感於山林保護山林救助都是我們愛山的人的責任,此次由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

匡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及台灣山岳文教協會共同發起台灣山岳聯盟來承

妾2010年的登山研討會。爬山的人對於山是非常尊重,希望山友與公部門能互相溝通彼此合

F ,如此能除了能增加登山安全還能促進山林保護,此次很感謝各單位大力支持及眾山友熱

J參與。

'儀

請行政院體委會蔡佩蓉科長致詞。

善佩蓉

登山的團體非常多,但能夠大家坐下來一起研討、討論的團體不多見,這次台灣山岳聯

己創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希望大家往後能一起加油。體委會也持續在推行登山活動,我們

畫得這個活動是值得推廣的。登山活動就體委會來說目前還需再努力的部份,就是登山嚮導

黑證的間題,而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議題之一,希望此次研討會能與各位山友共同交流、集

末廣益。

l儀

一 請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林玲課長致詞。

` 玲

署長與組長其實期待這次的會議很久了,但因颱風而必須坐鎮台北,因此兩位希望能跟

.位致歉。這次是首次由民間團體主辦且還到各地蒐集意見,並與公部門開了幾次會,看了

.地意見發現其賣有很多意見是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覺得這是督促國家公園能在這些議題

面要做的更好,期待這次研討會能與各位多多交流。

|餓

i玉管處陳隆陞陳處長代表各管理處致詞

.隆陞

我們一定支持山岳界登山的朋友。明年是由玉管處主辦,目前在考慮明年或許可到目前

荏整建排雲山莊開登山研討會,另外明年也有大會師等許多活動也都可以考慮在排雲山莊

′ 。也希望明年可以跟山岳聯盟合辦。最近有出版玉山之歌,之後會發表,到時可以讓世界

牲,刊玉山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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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全國登山研討會鯨合討諭與結諭摘要(2008-2010)

司儀

歡迎大家去投票玉山參選世界七大奇景。接下來請林務局森林育樂組的黃信富技士致詞。

黃信富

很感謝大家千里迢迢來參加研討會,林務局很感謝這次籌辦的四大協會,過去林務局堆

全國步道系統的計晝,當時就得到四大協會及山友很大的幫助。也很榮幸能跟四大協會合作

完成五大山脈的探勘,相信有這樣的協會會讓台灣的登山環境越來越好,希望透過研討會能

讓民間的意見進入公部門的政策中。

司儀

請希望基金會紀政董事長為大家致詞。

紀 政

這次帶來葉金川教授的書,談論台灣高山之美,看了這本書會發現台灣比世界上任何一

個地方都美。也覺得爬山的人因為登山望遠,大家的心胸都變的開闊、不愛計較,登山者的

修養是讓我覺得最了不起的。剛剛看到在外面的照片有關五大山脈的踏察史,看了真的很感

動,現在我們能夠有安全的步道可以親近山林,也都是過去山友辛苦踏查供公部門做各種設

施,讓更多人能夠享受山林之美,我真的是很佩服這些人。

司儀

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黃宗和常務理事

黃宗和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繼續走路,這是很大的財富。希望這次研討會能成為往後提升登山

界水準的一次機會。

司餓

請杉林溪大飯店陳昭坤董事長致詞

陳昭坤

因為有各位山友愛護杉林溪的山林,杉林溪才能度過許多地震颱風仍保有現在的美麗,

很感謝各位今年能來到這裡。

司儀

請大會副執行長業務報告

陳永龍

今天的行程跟議程請參考大會手冊(導引與會者翻閱大會手冊並簡要說明) 。此次研討會比

較可惜的是,杉林溪這邊出太陽,但颱風警報卻讓原本安排的法國駐中國成都副領事KO甽G

serge的專題演講,因颱風致便成都一台北的班機被取消;他特別轉機到北京,希望可以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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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一台北以趕上我們的研討會。但北京飛台北的班機,今天早上也因颱風因素航班取消;所

以Serge先生已確認無法趕上今天的演講,真的很可惜!因此,我們安排另一個專題報告,

報告台灣戰後山難紀錄整理,之後還有簽署山林守護憲章的儀式,向政府彰顯登山者愛護山

林的自律決心。此外,明早還有山難救助的演練及原住民歌舞的展演,希望大家能多多參與、

進行享受此次研討會的豐富歡愉。

司儀

請此次副執行長鄭安晞為各位進行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請參大會手冊,報告內容不在此記錄;略。 )

司餓

請黃執行長引領大會共同辦理單位及與會貴賓,共同來連署2010 「山林守護憲章」儀式。

黃推楠

此次為了讓政府看到登山界的團結和民間自律的力量,希望大家共同來簽署這份「山林

守護憲章」 。

(司儀帶領宣讀山林守護憲章,並請貴賓共同簽名連署。 )

(禮成!)

【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閉幕式與綜合討論

一、交接儀式

暖揚(永和登山會「原住民歌舞」文化展演,獲得大會滿堂的掌聲)

交接‥ 2010主辦單位(台灣山岳聯盟)交接給2011主辦單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禮成合影)

玉管處處長代表致詞

請台灣登山聯盟和登山界一定要支持玉山,明年的登山研討會一定要幫玉山管理處才

行0 2011全國登山研討會玉山見! !

二、縮合討論: (主持人黃樓楠)

主持人

親今政府單位的負責人與過往相當不同,他們都積極負責,希望大家都能踴躍提出問題

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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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和

1,為爭取排雲山莊重建時提供電力,由丁守中提案,將於1呻舉辦公聽會,希望能夠聚集人

力,使民意提供力量0

2,登山嚮導護照的認證,並輔導進行登山旅遊的業者來推動,將使登山學校得發展更有出

路,建議在下次得大會,廣邀各大執行登山旅遊的業者來參與,並輔導發給相關證照。

邵定囤

1咋@台北技術學院全民登山論壇,請大家踴躍參加。報名電話0932-011022 0

會眾

歷年登山研討會的成果能否發揮效果,還請公務機關,針對民間提出的建議,要能夠努

力執行,並提出各項服務改進的時間表。

會眾

有人讀者投書但假借登山界,說登山的人都反對排雲山莊的改建但事實好像不是這樣的。

主持人

登山界一直都很關心山林生態與環境的保護。現在,我們現場有這麼多各登山社團的幹

部,大家一起舉手一下看看,我們多數是贊成或反對排雲山莊的改建?

/坊場一百多人斃乎全皺孿手鴛鋸雄霸4麂手飭髓擁懿吾之更符合登幼嫁務初驪螢觀勸需

求,.緒肩環鏽鼙龔與登必緣務聶質。 ′

一梁明本

排雲山莊的改建,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希望能夠拉電纜進入排雲山莊之中。並希望所有

的山友都能上網,將本次意見留到網路之上,讓國家公園有支持的聲音。

玉管處處長

1,排雲山莊的改建決定是多位處長以來都有計畫推行的,我們也有舉辦公聽會,其中障礙重

重,包括環保人士的抗議,我們是提高排雲山莊的住宿品質,不是增加他的住宿人數,所

以我們考慮要要隊劉克襄提告,因為他引用錯誤的數據。

!,明年希望我們能與台灣山岳聯盟合辦登山研討會。

),目前登」旅遊業者,帶了許多人進入台灣山岳,但是對山區的認識卻不太夠,希望下一屆

能夠拉他們一起來參與研討會。

余先生

或許可以擎穹kinabalu(神山)國家公園的經營模式,讓國家公園得到觀光利益,以及讓原

∴、.參與霞家二寺至一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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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因為時間因素我們必須結束討論。但希望登山研討會一年比一年更豐富,謝謝大家與會。

也請大家可以繼續參與這次研討會的周邊活動。大會結束。 (禮成一)

三、會議檢討與改進建議

由於「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乃由民間四個全國性的登山與山岳文教團體組成「台灣山

岳聯盟」主動承接主辦,重新檢視九年來各項議題討論的成果,以及檢討一些待辦事項,以

提出更健全的登山環境、登山教育與登山安全管理政策,讓國人更能快樂平安去爬山,而在

登山中改造自己成為山林守護者。

同時,因為民間團體的整合團結,於是能連結「全國登山大會師」活動等或大辦理,朝

向微型「登山博覽會.的方向來操作,各項展演內容、觀摩演練內容,都讓研討會的附加效

益更為豐碩。

因此,整體而言,上述各項工作重點與成果,均顯示登山研討的重要以及方向的正確;

而末來的「全國登山研討會」 ,亦應設立該年度的會議「主軸」與「主題」等,以具體地羅列

各工作項目。惟在會議形式、會議地點、住宿等相關項目上,以及聘請專家學者或廣邀山林

好漢,當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擴大徵求稿件的可能性。

綜合言之,對於未來的全國登山研討會,基於此次辦理經驗,仍有下列自我改進建議空

間,並作為登山諮議小組規劃「2011全國登山研討會」時,可以參酌此次的經驗,給予修訂

增補,讓明年的全國登山研討會臻至完美。這些建議如下:

(一)政府部門應就登山議題進行機關單位的整合,提供更好服務。

(二)推動登山教育政策白皮書,落實登山教育於正規教育體系內。

(三)擴大產/官/學/民間團體的交流,以落實登山理念與教學實務。

(四)設定各年度登山研討主軸,以利年度會議主題與各議題設計。

伍)廣羅整合各領域登山專才,促進登山界交流與豐富專業視野。

(六)邀請國外登山學校之專家會議,推動臺灣登山學校早日實施。

(七)辦理整合型山域搜救演練,提昇山區救難能力以及遠距醫療。

(八)推動登山教育、山難防救等研究,提供更實務導向登山研討。

仇)針對每個議題深化並充分討論,以利推動服務改進的時間表。

什)加強邀稿件的開放性,以議題開拓吸引更多專業好手來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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