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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至今仍有許多登山者將「裝備輕量化」與「輕量化裝備」混為一談,但事實上裝備輕量

化並不等同於輕量化裝備,因為裝備輕量化並非擁有輕量化裝備即可達成。裝備的本質只

是一種工具,如果沒有配合正確的觀念與使用技巧,輕量的裝備不但無法發揮功能,也喪

失使用輕量化裝備的意義。

許多登山者所追求的輕量裝備事實上仍缺乏在單項上的量化定義,輕量的量化標準是建

立在基本重量的總合計算上。但也因為輕量化的定義仍停留在重量數字上,沒有針對其內

涵做出完整解釋,造成了登山者們只在乎追求數字,卻對觀念與技巧缺乏整體的認識。

裝備輕量化目標在於如何能以重量較輕、數量較少的的裝備來滿足登山的需求。因此,

裝備輕量化必須由觀念、技巧與裝備三者共同組成並運作,登山者應該由觀念出發,從技

巧著手,配合輕量化裝備共同達成目標c執行上則以準備、計畫與評估來對裝備取捨,整

合各項裝備運作,進而達成輕量、安全、可行且符合需求之裝備輕量化目標。

關鍵字

登山輕量化(Lightweight Backpacking) ,輕量(Light weight) ,超輕量(Ultralight) ,超級輕量(Super

Ultralight)基本重量(Base Weight) ,消耗品(Comsumable) 、穿著重量(Wear/Carry) 、裝備清單(Gea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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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代登山輕量化(Lightweight Backpacking)的源起,大都是以輕量化大師Ray Jardine於

1992推出《PCT Hiker’s Handbook》 ,並以此擴充為輕量化鉅著的《Beyond Backpacking》做

為里程碑,發展至今已超過二十年。雖然今日登山輕量化在裝備、觀念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甚至成為登山界一股重耍潮流。但可惜的是,仍有許多登山者對於登山輕量化充滿誤解,其

中最常見的就是將「裝備輕量化.簡化成為購買或使用「輕量化裝備」 ,缺乏對登山輕量化整

體的認識。

我們不難理解裝備會成為輕量化焦點的原因,畢竟重量數字是最能直接表現「輕量」的

方式。但問題是,登山者如果只在乎裝備,那即使把輕量裝備都集中在背包內,也無法建立

正確觀念,也不能整合裝備系統運作,更別說符合個人需求等根本課題。更嚴重的是,缺少

正確的輕量化觀念與技巧不但無法滿足登山的需求,還會危及安全。因此,登山者應該從更

宏觀的角度來認知與執行裝備輕量化,方能跳脫出拘泥於輕量化裝備的迷思。

完整的裝備輕量化應該是由觀念原則(Concept , Principle) ,技巧(Skills)與裝備(Gear)三者

共同架構與運作。簡單來說,觀念原則是認知評估,技巧是執行,裝備是工具,以這樣整體

的角度來執行裝備輕量化,裝備才能正確發揮功能,並滿足登山者安全與樂趣的需求,而這

也正是登山輕量化的核心價值與目標。

二、裝備輕量化之觀念

(一)量化定義

何謂輕量?多少重量是輕?雖然今日充斥眾多號稱輕量的裝備,但事實上,對於各單項

裝備仍未有一個公認的量化標準,目前關於輕量化的量化定義,仍是建立在三天二夜行程基

本重量(Base Weight)的總合之上。根據輕量化權威:美國Backpacking Light網站所做的分類,

輕量化有以下這些量化定義c

1.輕量(Light weight) :三天二夜基本重量總合在9-4,5kg之間0

2.超輕量(Ultralight) ‥三天二夜基本重量總合在5,4-2,25kg之間0

3.超級輕量(SuperUltralight) :三天二夜基本重量總合在2,25kg以下。

這個量化定義,是建立在三天二夜行程中登山者所攜帶的全部裝備(不包括糧食、飲水與

74.甩轂旅雪霸額流聖稜

」



拜帶穿著之襞備)分類計算上。所謂重量分類,是指裝備依其性質區分為以下三董圭量:

(1)基本重量(Base Weight) ,行進時背負於背包內的裝備,例如睡袋、宿營裝備或屎氦E=

≒)衣物,還有背包本身,都屬於基本重量。這些裝備是登山者背負的主要重量,而且重量不

三茵為行程的進行而減少,因此基本重量也就成為計算的主要依據。

(2)穿著重量Owear/Carry) :顧名思義,穿著重量就是行進時穿著在身上的服裝,包括鞋

÷ 、手錶、指北針、登山杖等。因為是針對行進時背包以外的衣著與攜行狀況,所以不需把

三地或休息時才使用的保暖衣等計算在內。

(3)消耗品(Consumables) ‥消耗品不同於基本重量,它們會隨著行程進行而逐漸減少,

讚口食物、燃料等。不過在消耗品中,像裝食物的袋子、瓦斯罐等則得算入基本重量。

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了解,所謂輕量只是一個數字總合的結果,而輕量化是要達到輕

量目的所採行的方式與步驟,登山者不該在乎結果而不去了解輕量化的過程。

(二)登山輕童化的觀念

輕量化追求輕,但殊不知、觀念〃才是輕量化中最輕量也最重要的`裝備〃 ,唯有建立正

垂的觀念,我們才能正確地實踐裝備輕量化∵因此在對實體裝備輕量化之前,我們得先對輕

量化有清楚的認知,這正是執行輕量化的基礎0

1.登山輕量化是一個方法‥如前所述,輕量化的定義至今仍停留在重量數字上,卻沒有

計對其內涵做出完整解釋,造成了登山者們只在乎追求數字,卻對觀念與技巧缺乏認識。在

士,筆者要提出一個對於登山輕量化的責質定義一「登山輕量化是藉由建立觀念、學習技巧

並配合適當裝備,達成在裝備減重與減量的同時,保有登山安全與樂趣的方法」 。以此定義,

豎山輕量化就不再只侷限於重量帥匡架中,而是一種得兼具觀念、技巧與裝備白勺方法,並且

譜由三者合作來得到兼具安全(Safdy) ,樂趣(Fun)的輕量結果0

2.只有安全(Safe‘y)與樂趣(Fun)不能被輕量化: 「安全」和「樂趣」不只是登山輕量化的

前提、底限,更是最高原則,沒有安全和樂趣的輕量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輕量化一切的觀

念、技巧、知識、準備、行動甚至裝備,都不該減少安全與樂趣的滿足;如果沒有安全和樂

趣,不只輕量化、甚至登山活動也就失去了意義c

三、裝備輊量化之步驟與原則

(一)裝備輊量化的步驟

1.準備一個秤重工具‥如果在乎重量,卻連裝備多重都不知道,那耍從何輕量化?因此,

裝備輕量化一開頭並不是購買輕量化的裝備,而是要準備一個以「克」為單位的秤重工具,

這才是裝備輕量化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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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出裝備清單與分類‥登山輕量化是需要有「計畫」與「計算」的,所以登山者要利

用裝備清單(Gear List)來協助做好裝備數量、重量的登記與檢視。目前在網路上有許多瑰成的

裝備清單試算表文件可供下載,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成為符合自己使用的樣式。登山者可

以把要攜帶的裝備逐一秤重並分類填入表格中,這樣不但對於裝備項目與重量可以一目了然,

更可對攜帶的目的與功能加以比較分析,進而考量其攜帶的必要性。

填寫裝備清串有二個重點‥

● 第一是輕量化裝備清單的重量計算分為「基本重量」、「穿著重量」等消耗品等,在

計算上得區分開來。

● 第二,填寫裝備清單時可先將想帶的裝備都登記進來,透過接下來的評估與取捨再

進一步分析比較,最後重整出一個符合需求的輕量結果c

3.評估:對於裝備要做出「帶」或「不帶」的選擇,除了取決於裝備外,更重要的還有

「環境一與「人」這兩個因素得考量。

首先是對於環境的評估,著名輕量化登山者Andrew Skurka認為,每一個成功的登山行

程取決於你是否了解此行帥目的,以及你是否真正了解行程將要面對的環境。因此,出發前

你得收集並深入了解將要面對的環境,像是天候、氣溫、路程、營地、水源、危險地形等資

訊,藉此攜帶因應的裝備,這正是能夠安全完成登山行程的基礎。

再來把評估的焦點縮小至個人,裝備輕量化絕非齊頭式的平等,而是得將個人差異與需

求列入重要考量c在決定取捨之前,問問自己的需求是什麼?體質是如何?可接受的舒適程

度如何?登山的技巧與能力如何?答案必然人人不同:但也只有透過這樣的評估分析,才能

選出適合的裝備=

裝備輕量化絕非只為了輕而輕,有意義的輕量得建立在能滿足環境與個人需求之下,因

此有評估才有裝備取捨的依據,也才能利用原則達成裝備的實質輕量化。

(二)裝備輕童化之原則

1.減的原則:耍達戊輕量結果就是裝備的減重與減量,但間題是要減什麼?從何而減?

卻是登山者開頭得面對的難題c「減一的原則很簡單,就是要從「少帶」與「替換」來著手。

(1)少帶:就是減少攜帶裝備白勺數量,對於行程與個人無需求的裝備不要攜帶。舉例來

說,你不會在台灣春、夏、秋三季登山時,帶著雪季才需要的冰爪、冰斧,為什麼?因為行

程並不需要。舉這樣的例子或許誇張,但足以充分說明為什麼要有行程的評估,因為當你越

了解行程與面對的環境,你才能以此詳細分析你該帶什麼、不該帶什麼=

少帶的另一面向則是要剔除功能重覆的裝備,像筆者使用登山杖做為天幕的營柱,所以

就不會帶功能重覆的營柱‥另外筆者也利用大背包做為登頂包,因此登頂包就不用攜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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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裝備清單以功能比較來篩選,選擇出功能多樣的裝備。

二外,例如衛生紙或瓦斯等,如果登山者能對行程與需求做詳細的估算,就可以將不需要工

三量減至最低。另外,採取分裝或小包裝的方式,也可達到一定的輕量效果。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將少帶歸納為三個部份,那就是「不需要的裝備不攜帶」 、 「功能重

雩的裝備不攜帶」還有「評估使用量攜帶_ 。

(2)替換‥首先是「用功能多的替換功能少的」 ,像是很多輕量化登山者使用求生毯

Emergency Blanket)做為地布,相較功能單一的地布,功能多的求生毯就成為更好的選擇。

其次,如果裝備功能相同,則選擇重量較輕的。背包內的大塑膠袋不但防水效果比背包

≡好,重量也比較輕,因此很多輕量化登山者就不再使用背包套。唯有透過全面比較功能與

圭量,才能得出輕量且符合需求的結果。

最後,在替換之中購買新的裝備也是方法之一。但筆者耍提醒:千萬別把花錢當做登山

≡量化的全部或唯一的方法,有很多輕量化方法比「購買」更有效也更輕量。花錢買得到的

手不是難事,真正困難的是花錢還輕量不到的地方。

在「減」的過程中,登山者往往會難以抉擇,究竟什麼裝備可以輕?什麼不能輕?在取

毛之間筆者提供幾個面向參考e

首先是「需要_ (Need)和「想耍」 (Want)的不同a 「需要」是必要,沒有這項裝備就會直

妾影響到登山的安全和樂趣;但「想要一卻是可有可無,也就是即使沒有它也不會影響到登

」的安全和樂趣。人們往往想要的太多,但需要的其賣不多,對於每一項裝備的攜帶,登山

考都應該做最嚴格的檢視,區別出需要與想要,才能真正達成輕量目標。

再者,裝備的重量是可以移動的。正如先前所言,輕量化的量化定義是個總合的數字,

司此其中組成的裝備當然可依據個人需求來調整項目與重量。舉個例子,如果是怕冷的人,

鄂可能需要比較厚重的保暖層,在服裝上重量就會增加。但有需求高的地方,也會有需求低

昀所在,對於需求低的部份就可以把裝備重量減回來。總之,不管如何取捨,別忘了最重耍

寺仍是回到「安全」、「樂趣.的基本考量c

2.加的原則‥輕量化中有甸名言「LessisMore」一少就是多o但少要如何變多?當登山

者透過減的原則達成裝備減重與減量,在裝備重量與數量減少之後所面臨更大的問題,是如

何利用這些重量較輕、數量較少的裝備,來達成與一般重量、數量裝備相同甚至更好的功能?

這就得靠「加」的原則c

就實體裝備而言, 「加.就是裝備搭配使用,像是在輕量化登山者中常見的,利用泡綿睡

墊捲在無背負系統的背包內,來達到提供一定的背負性;或是利用背包來補足半身睡墊不足

的長度,達成全身保暖。利用相加的使用方式,讓裝備在本體重量減輕的同時,也能達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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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裝備相同的表現。

「加」的原則不只運用在實體上,還有功能的增加,也就是輕量化中「一物多用」(Multiple

use)的觀念。不同於一物一用的傳統登山觀念,一物多用的好處除裝備延伸使肋能,更可

以減少攜帶功能重複的裝備,在實體裝備不增加(甚至減少)的狀況下,同樣滿足需求的滿足。

更進一步來說,登山者還可整合多樣裝備的實體與功能,達成裝備系統化(System)的運作。

像是輕量化登山者將半身長度睡墊、背包、輕量化Quilt型式睡袋、保暖衣物與保暖帽等,組

合而成睡眠系統恫系統的概念來結合原屬不同分類的實體裝備與功能,再加入登山者的技

巧來整合運作,使得裝備能更輕、更少,但功能表面卻毫不打折。

「加」與「減」實為一體的兩面,輕量化登山者唯有藉由這兩項原則,才能達成兼具輕

量與功能表面的裝備系統,進而滿足需求,而這也正是裝備輕量化耍達成的核心目標與意義0

3.漸進的原則:輕量化大師Ra)′ Jardine曾說: 「 A safe and workable lightweight approach to

backpacking does not happen ovemight 」 。輕量化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找到重量與需求的平衡點,

登山者必須逐步在過程中了解需求、累積經驗、熟練技巧,發展出符合個人的輕量化方式。

裝備輕量化並不會一蹴可幾,而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進程,唯有一步步透過準備、實做與檢討

的循環,方能達成真正符合環境與惘人需求的輕量結果c

回、各類裝備輕量化之實踐

(一)睡袋(Sleeping Bag)

睡袋的輕量化,著重於選擇高Fill Power(膨漲係數)羽絨填充的睡袋以及適當、適溫的睡

袋。因為在保暖度(適溫)相同的前提下,高FP羽絨可以較少填充重量來達成,進而減少本體

重量。其次,筆者建議一般體質的登山者在台灣高山三季選擇0度適溫的睡袋即可,再加上

穿著保暖衣物來增加睡袋保暖度,可以在不增加重量下有效延伸睡袋適溫,並增加使用彈性。

關於睡袋型式,除木乃型(Mummy)睡袋,在國外Quilt型式睡袋已被輕量化登山者使用

多年。所謂Quilt睡袋的特點在於它沒有帽兜,也沒有背部填充,因為它設計的出發點,是認

為睡袋位於使用者下方的羽絨因受擠壓而無法有效膨漲達成保暖,因此Quilt睡袋沒有背部填

充,而是將背部羽絨移至正面能有效保暖的部份,在輕量同時更能提升保暖效能。至於帽兜,

則直接使用保暖帽做為頭部保暖,透過這樣結合裝備的使用,來達成輕量並發揮最佳功能。

(二)宿營裝備(Shelter)

傳統登山者大都以帳篷(毗t)做為宿營裝備,但帳篷重量重而且缺乏搭設變化,因此輕量

化的登山者大都用重量輕且搭設具彈性的天幕(Ta呷)來取代。天幕具有結構簡單、重量輕巧、

通風性佳,再加上型式變化多等優點,但天幕的抗候性與使用的隱私感較差,在搭設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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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巧並配合營地選擇,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缺點。在尺寸上,單人使用以150Ⅹ240公分為標準

.寸,至於二人款則可選擇240Ⅹ300公分以上為佳,筆者建議用天幕搭配露宿袋(Bivy)使用,

二有效提昇整體的抗候性c

至於帳篷,近年來各家廠商都大力推出所謂輕量化帳篷,其特色在於:採用如矽膠尼龍

Silnylon)等輕量材質、內帳使用大面紗網(Mesh) ,簡化營柱結構o例如使用營柱連結器(Pole

Hub)等來達成輕量之目的,如今市面上1.5公斤以下的二人三季帳多有此設計。甚至有不少

乖商發展出介於帳篷以及天幕的產品,例如天幕帳(Taptent)或是金字塔帳(Mid) ,它們往往兼

三帳篷的保護性以及天幕的輕量,重量大都在1公斤以下,提供輕量化登山者更多的選擇。

(二)背包(Backpack)

目前輕量化背包依其型式可以分為三個型式‥

1.有完整背負系統的輕量化背包‥這類背包材質與設計甚至背負系統(背板、支架)都與

一般的背包沒有太多區別,只因為背包本體重量比起一般相同容量背包輕量一些,就稱之為

≡量化背包。大體說來,這些背包的空重約在1-1.5kg(以50L而言)左右,但是因為它們有完

薑的背負系統,因此負重能力只比一般背包低一些,適合一般或輕量化初入門登山者來使用0

2.有簡易背負系統的輕量化背包‥這一類的背包只有簡易的支架或背板,空重約落在

).5-1kg左右c比起所謂第一類大廠的輕量背包,這些背包會使用更為輕量的材質並減化設計,

貢重能力相對也更低,因此適合已有一定程度輕量化,或輕量化長天數有較高負重需求者來

寺用0

3.沒有背負系統的輕量化背包‥這一類的背包完全沒有背負系統板,所以本體重量也最

耄,大約落在500g以下。在達到最輕本體重量的同時,也因為沒有背負系統,所以負重能力

二最差o BPL認為,如果配合適當的打包,無背負系統的背負最高負重僅達9kg左右。

雖然傳統上背包、睡袋與宿寄裝備被稱為TheBigThree ,也就是輕量化中最重要、也最

′蔓先的三項裝備,但近年來背包在裝備輕量化進程中的優先性卻逐漸降低。原因是很多登山

耆體認到,採用輕量化背包表面上省下了一些重量,但背包裡可能隨便多帶一項裝備,就超

重背包所減少的重量。因此,當在輕量化背包裡的裝備還沒有輕下來,光輕了背包,效果有

二美。筆者建議,依照整體裝備輕量化的程度來進行背包的輕量化,甚至當整體裝備都達到一

伺程度的輕量後,再來考慮背包的輕量也不遲=

(四)服裝(CIothing)

關於服裝的輕量化,不包括備用衣物部份,有三個輕量化原則:

1.不要攜帶超過能同時穿在身上的服裝:例如登山長褲與短褲,登山者並不會同時穿上

身,在攜帶時就可依此原則來做取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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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攜帶功能重覆的服裝‥化纖保暖衣與羽絨材質保暖衣功能相同,因此擇一攜帶即

可。減少功能重覆的裝備,就減少不必要帥重量0

3.功能相同時選擇輕的:一件500g的雨衣與一件250g的防風防水外套,在功能相同的

前提下選擇重量較輕者,就可以達成輕量之目的。

(五)睡墊(Sleeping Pad)

睡墊的輕量化除了購買所謂輕量化睡墊之外,輕量化登山者往往採取另一個更有效的方

法,就是選擇半身長度的睡墊。一般來說,全身長度的睡墊尺寸約在180cm以上,而半身尺

寸僅有120cm上下,在長度只有2/3的條件下,重量可以有相當程度的減少。以筆者經驗,

在台灣高山三季使用保暖值(R值)在1左右的泡綿睡墊,可說是輕量且便宜的好選擇;而且泡

綿睡墊可以DIY方式裁成半身長度,簡單又可提升輕量化與實用性。

半身長度的睡墊在使用上,輕量化登山者通常以背包來補足長度,背包內還可收納營地

活動不需使用的物品,增加絕緣效果。因為半身睡墊所涵蓋的是身體的核心區域(Core Body) ,

腳部這些軀幹才是背包負責的部位,因此使用半身長度睡墊的保暖性不需要過份擔心。

(六)糧食與爐炊具(Food , Stove&Cookset)

「吃什麼決定你帶什麼_ !糧食所牽動的不只有本身重量,更連帶影響炊具、爐具等裝

備,因此爐炊具的輕量化得加上糧食的整體思考不可。

對於輕量化登山者而言,糧食提供身體所需的熱量與營養,所以回歸本質思考,食物的「熱

量密度」高低就成為輕量化糧食規劃的重點所在。所謂「熱量密度」是指一定量的食物中所

含的卡路里,所以熱量密度高的食物,就能以較少的量來提供更高的熱量。假設一位登山者

一天約需補充2500至3000大卡的熱量,將其除以1克具有4-5大卡的食物來計算,則一天

約需500-700克食物即可滿足需求。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對食物規劃,就能達成以重量控制熱

量的目的,這也是國外輕量化登山者對於飲食的輕量方式。

至於在食材上,輕量化登山者往往採用脫水食物,像是市面販售的的單包型式乾燥飯,

它們的優點是重量輕而且烹調簡單,只需注入300-500cc熱水、密封後即可食用,省時、省

水,更省燃料,食用後的廚餘、垃圾以及清潔需求都可減到最低。

由於糧食輕量產生的結果就是簡化爐炊具的需求,一個能夠煮熱水的爐具就能滿足輕量

化登山者炊煮的目的。對於爐具的輕量化,以當今的主流瓦斯爐(Gas Stove)來說,重量已可

達到50克以下,可說輕量又便利。但採用瓦斯爐具的最大缺點在於瓦斯罐,像是一罐330克

重的瓦斯,其中容器所佔重量約I10克,這就是行程中不會減少的基本重量。因此對於瓦斯

的輕量,最好的方式是在行前以精算燃料需求、精簡糧食的方式來降低瓦斯用量,達到重量

精減與控制。

江崔輕旅雪霸韻沅聖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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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瓦斯爐,酒精爐(AIcohol Stove)有著更輕量、結構簡單、燃料便宜的特點,二二÷′.

譚 ≒確計算使用量,同樣受到輕量化登山者的喜愛。不過由於酒精爐的熱效能低與火力不易控

三. ,因此與糧食計畫的搭配使用就更為重要。使用酒精爐煮熱水搭配脫水食物它足以勝任,

三要用它來煮大餐,就絕對超過它能力所及。

不同於需要攜帶燃料的瓦斯爐與酒精墟,柴火爐(Wood Stove)可以靠撿拾野外的木柴做為

畔斗,進而省下燃料與容器的重量c雖然柴火爐具備燃料上的輕量優勢,但使用時卻得一併

三量天候(雨天生火不易) 、環境(用火管制) 、燃料的取得、燃燒安全等限制才是。

糧食輕量化的影響是全面的,用一惘炊具就可以煮好的一餐正是最佳寫照。輕量化的糧

三不再需要眾多的鍋碗瓢盆來烹調,不管是煮水、喝湯,僅用一至二個容量在0,5-1L的炊具

千可以處理o筆者大都只攜帶一個鈇杯,就能達成三餐的使用需求,簡單又輕量。

(七)基本重量之外的輕童化

1.水:水有著不同於其它消耗品的特性,就是它在行程中會不停增減而始終存在重量。

芋於水的輕量,登山者應該採取的是有計晝與規劃的做法。首先是在行前充分掌握水源與水

三,了解水源可補充之地點與距離,再依據用水需求做好攜帶的計晝,如此在行程中只要攜

亭各補充點之間足夠的水量即可c另外,要配合適當的輕量糧食計畫,採用脫水食物以此減

/炊煮的用水需求,這些都是可以達成水輕量化的實做方法c

2. DIY ‥ DIY自Ray Jardine以來就是輕量化中的重要精神,從當初市售裝備無法符合輕

呈化登山者的使用需求,自製與改裝就成為唯一途徑。到現在,不管是背包、睡袋、天幕等

1件裝備,到酒精爐、擋風板等小物品,都有提供專門套件(Kit) ,讓DIY更加簡便o DIY的

考神不只在於自己動手做的樂趣,藉由過程亦可更了解裝備,並製作出獨一無二、符合個人

言求的裝備0

3.體能與體重‥輕量化登山者不該只著眼於身外的裝備,卻忘了本身的體重與體能,因

弓體能是登山必備的基礎,不該把輕量化做為體能不佳的藉口。至於減低體重同樣會減少身

董負擔的重量,這是買再多輕量化裝備都無法擁有的效果0

4.心靈‥除了裝備,我們更應該保持一顆輕量的腦袋,不只要有觀念,更要了解需求,

割匕慾望;最重要的是思考讓輕量化有無限的可能,千萬不要讓裝備限制了你的能力與想像。

五、結論與建議

總結當前對於裝備輕量化的誤解,不外乎源自缺乏正確的觀念與認知,造成裝備輕量化

往往成為空有裝備、卻無法執行或難以執行的結果,因此筆者提出以下二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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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有志輕量化登山者的正確觀念

就登山者個人而言,筆者建議有志於輕量化的登山者應該將重點放在學習觀念與技巧上,

而非一味追求輕量裝備。登山者可以透過閱讀相關書籍、參考專業網站來學習觀念與原則,

再加以責際運用於行程之中,達成累積經驗、熟練技巧,並發展出適合自己的輕量化方式。

在責做上,筆者認為可以先從簡單、甚至是走過的短天數行程來著手,因為對於路線的

熟悉度與掌握度高,有助於降低對於裝備的不安全感,也可以將較多心力專注於裝備的熟悉

與使用上,逐步累積技巧與經驗,再拓展行程的長度與難度。至於裝備輕量化的漸進規劃,

可以採取設定基本重量目標的方式,一次少帶一些、替換一些裝備,從行程較單純與安全需

求關連性比較低的裝備著手,以循申漸進的方式逐步減少對於裝備的依賴。

筆者希望登山者能明白,背包輕重並不代表安全、樂趣上的任何意義,畢竟除了裝備,

還有太多的因素會造成影響,我們大可不必為輕量加上太多美好想像,因為輕量化始終都只

是一個「方法」而已,採不採行得視需求來決定c對於裝備輕量化則不應過份追求高價與輕

量,因為裝備之本質只是工具(Tool)對於不同行程的變與變之間,登山者不該只是準備更多的

裝備來應對,而是針對自己的需求,建立一套適當變化的裝備系統及運作方式才是正道。

(二)發展適合台灣環境的登山輕量化方法

登山輕量化是個從外國傳人的觀念,它帥立論與實做都不是以台灣的登山環境為基礎,

因此有很多作法與觀念得因應台灣登山環境來做調整=閑此,筆者認為在進行輕量化時不可

將國外觀念做法照單全收,必須閑時、閑地調整,發展出更適合台灣的登山輕量化。

登山輕量化已是當前登山界的主流之一,筆者建議台灣登山界應以加強登山輕量化的教

育方為根本之道c近程透過舉辦演講、研討以及實做教學等方式,來擴大登山者對於登山輕

量化與輕量化裝備的正確認知‥至於長遠方向,則要以集結台灣登山者共同努力,建立並發

展一套真正適用於台灣登山環境的輕量化方法為目標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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