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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多年前有一首歌這樣歌頌《山》 ∴

我有一個心願,登上一座高山,緊緊擁著白雲,輕輕吻著藍天。

我有一個心願,登上一座高山,圍著星光細語,陪著月亮談天。

多少個生命,藏在那峻嶺之間,多少份嚮往,流連在我的心田。

我有一個心願,登上一座高山,舒展我的抱負,堅定我的信念°

這首歌,引領了許多愛山人走上「登山」這條路。

向山學習,登山禮會人生哲理

愛爬山的人,都喜愛大自然那份寬大包容、永遠敞開雙臂迎人的胸懷,自然而然也就在

爬山的過程中學習山的包容和雅量。國內登山運動漸趨普遍,登山人口也逐漸增加,過去以

冒險挑戰性質為主的登山型態,逐漸轉為以休閒健身為目的的登山型態,但為何登山?登山

有何好處?登山有何附加效益?這些問題常迥蕩在山友腦中。當然,每個人登山的目的不盡

相同,收穫當然也就不同。有人為了健身而登山,有人為了攝影、繪畫、找靈感寫作,更有

人為了創造紀錄、挑戰人生,一趟山中行總能滿足各別的需求,並添增難以忘懷的美好記憶。

登山將近半世紀,雖不敢說登過的山比設計過的房子還多,但每次登山總會像設計一棟

建築物一樣,精心計劃、盡情享受其中樂趣,同時更會用心的去體會登山帶給人生的啟示。

當我從事設計工作時,常以登山的靈感來啟動思維,更融入登山時所體會到的寶貴人生哲理。

我常看到有些人爬上最高峰時,氣勢有如君臨天下、不可一世,兀自陶醉在登頂的喜悅中,

卻忘了下山的路上還有多少斷崖、多少崎嶇、多少危機。更見過忘情欣賞天邊浪漫的彩霞而

忘記天已漸黑,結果造成意外的狀況。因此,我常以「登峰造極固可喜,全身而退更可貴」

的座右銘警惕自己,不管在登山或事業上,都必須以這樣的心境和謙卑、謹慎、惜福的心情,

去享受登峰造極的喜悅。

二、登山社團組織之發展

大專登山社團對登山運動之影響

50年代各大專登山社團陸續成立,比較活躍的山社有台大、師大、中興、淡江、北醫、

成大及華岡等;當時救國團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扮演著輔導、聯繫、訓練及舉辦活動的角色。

學校基於安全考量,並不允許山社自行舉辦高山活動,因此只能參加由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

自強活動,玉山登峰隊、雪山登峰隊、合歡山冰雪地訓練隊及合歡山健行賞雪隊等都是最熱

門的活動。

民國74年間,教育部委由救國團舉辦登山安全研習營,使大專山社有更紮實的登山訓練

x 甩較旅雪霸嶺庇聖稜



機會; 86年起每年舉辦的大專青年登山研討會,有發表論文、經驗交流、技術切磋的機會,

使校內聯誼性的活動走向校際間技術性的交流:山社的登山活動也擴展至技術攀登、岩攀、

溯溪、雪攀,甚至從事海外登山活動。軛年代海外登山活動有了重大的成就,國人終能登上

世界最高峰。這項突破也激發了大專山社從事海外登山活動的風潮,大專山社經過多年來的

訓練、磨練,終於開花結果。

經過有系統性的規劃執行、有學理性的學習基礎、持續性的紮實訓練之下,大專山社造

就出不少山界的領導人才,他們同時也成為擔綱社會山社的主要支柱。

建構山岳策略整合平台

多年來,登山研討會都由公部門輪流主辦,在「2009全國登山研討會」籌備會議中,我

臨時提議應由「登山界一來擔任,此建議獲得與會者一致認同。

確認後,隨即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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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楠理事長、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程鯨理事長及各社團重要幹部,研

商「2010全國登山研討會」由登山界共同主辦之事宜;並由四大登山社團發起成立「山岳聯

盟」作為與政府對話的單一窗口及山岳相關策略整合的平台。往後透過「山岳聯盟」的整合

平台,由登山界自發自主、定期聚會討論,針對政府各部門登山管理事務與民間期待之間的

落差,提出具體建議。

台灣山岳聯盟雖僅成立短短五年,但這些年來,聯盟除了主辦一次全國登山研討會,並

協助營建署、林務局及體育署辦理三次全國登山研討會之外,同時也檢討了民國90年起的全

國性「登山研討會」議題,提出推動執行檢核與建議。在整合山界共識、結合各方資源上,

已充分發揮聯盟成立的宗旨及目標。

三、登山形態多元發展

邁入21世紀,登山活動受社會脈動的影響,也有了多元化的新趨勢。

登山模式更具探險性:海外登山活動順勢推出,越具高難度、高技術性的海外登山探險

活動越受青睞;而國內的高山活動也朝向連峰縱走、東西橫越、處女山的探訪、溪谷溯登及

新路線的勘查來發展。

登山設備更具科技性:時代進步,更具科技性的產品問世。近年來在海外攀登期間,可

透過衛星電話即時與台灣醫療咨詢團隊取得聯繫,進行遠距醫療工作;成功登頂時也能即時

將訊息傳回台灣;而衛星定位的設施,也能更快搜尋到配有發射器的登山失蹤者正確的位置。

而新材料的開發,提供了更耐用、更耐低溫的衣物及鞋靴,更輕便、更堅固的攀登器材,更

安全、更易於使用的爐具,這是登山人享用新科技產品的新時代。

登山活動更具文化性‥隨著生活追求品質、品味的時代來臨,登山文藝創作的普遍及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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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綿帥報導,使登山活動也走.三∴.二≡二
.≡∵二三一≒三一買亭史,勻大自然寫

計,芍台灣登山博物誌寫下序貞‥而更多眶一←圭三,,一,一≒二≒三≡=二二三三,牯別是倡

議已久的嶝山博物館』也逐漸受到重視。這些努力使軋,詰三菴=∴二計

多元化山岳旅遊

新「喲來臨,山岳活動邁向多元化休閒遊憩活動,山岳活動已成為國民旅遊最熱門的項

目,舉凡登山、攀岩、溯溪、滑雪、健行、露營、溪釣、賞島、觀星、寫生、攝影及賞景等

民國94斬黃德雄策劃的橫越福爾摩活動,由台灣海甽發,翻越中央山脈直到太平洋

濱,可算是野外活動史上的一項創舉。全程十二天的行程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文景觀、風土民

情、社會產業、自然資源、動植物生態、天文氣象以及特殊地景,是第一手的田野調查資料;

而活動的型態包括軸行車、搭森林登山火車、乘汽車代步及健行登山等等,可說是相當多

元化的休閒旅遊模式,具歷史、地理、文化上及僩旅遊的多重意義及價值。

「台灣百岳」開啟登山運動

40年前岳界四大天王倡導「台灣百岳-,引起一陣攀登風潮。「台灣百岳」分佈於素有「台

灣屋脊」之稱的中央山脈、玉山山脈及雪山山脈三大山脈主支稜上,幾乎已涵蓋「台灣屋脊」

上大部份重要的山峰。攀登百岳不僅是登山者冒險奮鬥的終極表現,也是登山同好的夢想指

標。為了攀登百岳,也帶動起不同型態的登山模式。岳界鳳行的縱走活動,一方面可一舉連

登數座百岳,另方面可享盡視野絕佳的稜線風光。由於此型態的風行,連帶影響到許多登山

行為。一般縱走活動時程較長,延伸的登山課題就更複雜、更繁瑣,需要詳實的登山計劃,

包括:登山路線的安排、紮營地的選擇、糧食計劃、裝備的選用、天候資料的掌控、醫藥的

準備、通訊器材的使用、中途補給的計劃及緊急撤退的計劃等等。同時需要更豐鞠登山知

識及登山技能,因而登山安全的探討、冰雪地技巧的訓練、攀岩溯溪技巧的訓練、登山裝備

的研發、登山資訊的建構及嚮導制度之建置等等登山誅題,也被普遍的重視。

登山界開始思考與國際交流的方向,海外登山活動因此開啟了另一層面的發展向度。而

後的海外登山活動能如雨後春筍般活絡,並能在十年的深耕經營下成功完成登啡界最高峰

的壯舉;更進而完登世界七大洲的頂峰,邁向廿界十四座8000M巨峰挑戰的計畫,這都深受

「台灣百岳」縱走活動奠定紮實基礎的影響°

中央山脈大縱走的省思

民國92年及97年的中央山脈大縱走及雪山聖稜、玉山山脈大縱走活動,定位為踏勘高

山人文、景觀、山林資源,並兼具宣揚台灣高山之美的重任,尤其活動範酗蓋中低海挪

郊山及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林相的變化、氣溫的變化,都使大縱走面臨很大的考驗,同時

也使這項踏勘記錄的任務更具意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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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縱走的踏勘活動以搜集山況資料,記錄國家步道的現況,包括行程、步道沿線設施、

營地、水源、山屋、休憩亭、棧道、基點、危險地形、特殊景觀及文化遺跡等等的海拔、座

標及圖文資料;這些第一手資料,不僅可供政府部門的國土規劃、國家公園計劃、國家步道

及森林遊樂區規劃參考之用,亦可供建立台灣登山資訊,為台灣山林文化及歷史寫下一篇重

要的田野調查。承先啟後的意義與繼往開來的目的是眾所認同的,但這項活動最重大的意義,

不僅在於完成縱走的任務及展現堅苦卓絕的毅力,其背後所蘊涵的使命更遠高於表面所呈現

的成果。

「台灣小百岳」促進全民登山

早年登山社團對登山運動的推廣不遺餘力,先有五岳三尖之推動,繼而有三千公尺以上

百岳之造勢,當時攀登百岳蔚成風氣。但攀登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畢竟還是需要足夠的時間與

裝備、相當的體能與技術,更受限於人山許可申請之不便,因此民間自發性爬郊山的風氣反

而盛行。但郊山資料有限,民眾也多以知名度高之郊山為目標,所以造成假日的郊山人滿為

患,登山休閒品質降低,且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之平衡3

有鑑於此,登山界因而有「小百岳」之倡議,以二千公尺以下的郊山為目標,並以普及

各地區為原則,選出一百座山頭為「小百岳_ c 「小百岳一的選定,一方面帶動各地區山友對

周邊郊山之重祝,以愛鄉土愛山林之情懷,推動登郊山之全民化;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更多郊

山休閒之選擇機會,分散郊山之承載量負荷,維護優質的登山環境及永續的生態保育。呼籲

各登山社團積極響應「小百岳.之推廣,並以安全健康、休閒舒適、環保生態、永續普及的

登山理念促進登山運動之全民化。

四、海外登山之發展

海外登山四十年回顧

1974年夏天,台灣旅美留學生簡正德登上北美6194M的麥肯尼。自此引起一陣海外登山

潮, 1980年黃一元帶隊前往尼泊爾攀登6318M的法拉伽莫峰;隔年,張文溪帶隊攀登658恥1

的祖魯西峰並順利登頂o 1981年蔡楓彬帶隊前往印度攀登7120M的特里蘇爾峰,敲開印度之

門o 1982年我帶隊前往攀登7135M的怒峰,雖被拒於嚴峻的冰壁之前,但已帶來海外登山前

仆後繼的風氣o 1983年李淳容帶隊成功登頂6772M的庇古巴特峰,但也付出了折損徐慶榮及

黃仲杰兩位隊員的代價,這一打擊,使得海外登山活動沉寂一段時日,因而轉往北美的麥肯

尼、南美的阿空加瓜及歐洲的白朗峰,也暫緩7000M高峰的嘗試0

1989年我再次組隊前往新疆成功攀登了7546M的慕士塔格峰,也促成1993年兩岸珠峰

聯攀的機會。有了7000米攀登的經驗,國內山友也開始嘗試8000米巨峰, 1990-1992年間,

先後攀登卓奧友峰、希夏邦馬峰及珠穆朗瑪峰,但均無功而返。此時段也有人組隊前往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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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亞攀登高度僅5895M的非洲最高峰。

在兩岸交流更頻繁的1993年,先由謝長顯領軍的攀登隊成功登頂8201M的卓奧友峰,

首創8000米巨峰的記錄。緊接著兩岸山友終於達成珠穆朗瑪峰聯攀的協議,由台灣、北京及

丙藏組成聯攀隊,完成登頂任務。台灣山友吳錦雄站上畔界最高峰,海外登山再創新猶o

1994 、 1995及1996連續三年均有隊伍攀登珠峰且都順利登頂,更多的攀登活動及大規

模的探險計畫相繼推山o 1997年及2000年8021M的希夏邦馬峰相繼有山友登頂02000年起

黃一元開拓了中亞地區的攀登領域,汗騰格里峰、天山烏恰帖峰、索聶克峰、可樂納峰、博

斯峰及首登的未登峰,並命名為福爾摩沙峰c

2006年,著名的登山裝備公司歐都納推出「尋找台灣探險土」的完登忙界七頂峰計畫,

2009年終於完登七頂峰, 2011年歐都納公司接續推出8000M攀登計晝,預計以15年的時間

完攀卅界十四座8000M以上的巨峰。民問自力組團的發酵作朋,企業熱心資助的催化作朋,

配合政府政策認同的推動作用,海外登山的觸角已擴展到毗界七大洲,台灣的能見度也普及

到世界各角落,相信未來國內海外登山活動帥蓬勃發展可期!

五、登山事務與登山服務

為登山運動委員會催生

台灣登山運動已蓬勃發展七十餘年,登山人口逾三百萬人,並高居各項運動人口之首:

然而遺憾的是,因為登山運動並非運動競賽項目,政府相關部門並未列為主要發展業務,未

能有事權統一的甲位負責登山運動之主管單位,因此成立跨部會的「登山運動委員會」之呼

籲,一直廣被登山界所期盼。期許能有關切下列各項問題之對策:

登山社團組織之輔導: /應對登山社團組織架構及任務目標提出更前瞻性、更永續性、更

可行性之貝體輔導方案。

山域嚮導制度之確立:山域嚮導制度關係著登山安全,雖體育署已委託相關登山祉團辦

理山域嚮導之授證,但未來有無發揮其執行功能之配套措施?希望政府正祝此問題。

登山教育訓練之指導‥最近幾次全國登山研討會催促下成立的“登山學校” ,課程設計、

參與學員、師資、場地設施與預期成效還有很大差距。

登山資訊網站之建構:科技發展的時代,如何讓登山運動與科技、資訊同步成長已是必

然的話題,登山資訊網站之建構勢在必行。

登山研究中心之成立‥期盼有專責之研究單位探討有關:登山醫學、登山心理、登山營

養、登山健康、登山裝備、登山文學及登山史料等課題。

談登山服務及登山嚮導

阿十多年前,國內高山活動盛行僱請原住民背負裝備,原住民不只是擔任挑夫,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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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導、開路、尋找水源、建設營地等等工作,甚至幫忙炊事。對長程高山活動確實有莫大助

益,也促成高山縱走活動的倡行。

民國71年到印度攀登怒峰時,印虔登山基金會(1.M.F)規定需僱請聯絡官(L.O)一人,負

責全隊安全與健康,並協助邊防地區通關手續,安排住宿及協尋嚮導、廚師、挑夫等人員,

更重要的是負責監督山區活動的環境保護及簽發登頂證明。之後到尼泊爾攀登法拉迦莫峰,

尼泊爾登山基金會(N.M.F)也要求僱請有證照的總嚮導(沙達)及廚師。民國82年到西藏攀登珠

穆郎瑪峰,中國登山協會的總領隊擔任總指揮,負責全隊的安全及攀登作業之服務工作,在

基地營也設有後勤官醫務及廚師。十年前到東非攀登吉利馬札羅峰,登山旅行公司則派出具

有證照的嚮導擔任領隊。今年前往巴基斯坦攀登布羅德峰,除了有官派的聯絡官外,攀登公

司協助聘僱具有經驗的高地協作(H.P) 、廚師、挑夫及馬隊。

綜觀國外的登山服務制度已將嚮導工作與服務任務結合,他山之石可為借鏡,如果國內

的登山活動能建立完善的登山服務制度,雖然會增加登山的經費,但也能確保登山之安全及

服務之品質:政府更能透過嚮導人員,宣導山林保育的理念,同時監督山區活動的環境保護

工作及回報山區的生態及環境現況,對優質登山環境之改善有積極的幫助。

六、登山文化與登山教育

談登山文化之提升

舉凡登山之觀念、理論、哲理、學術、行政、知識、科學、技術、裝備、器材以及文學、

藝術等等均可稱為「登山文化」 C

早期登山叫做“砍山頭” ,以佔據領域、征服山頭的心態去登山,後來登山叫做“攻山

頭” ,以攻下多少山頭為傲,以創新更多記錄為榮,因此有攀登五岳三尖、完成百岳、南北

大縱走以及雪期冬攀等等壯舉,自然產生了相當豐碩的登山文化。到了近代人們懂得對大自

然謙虛、敬畏,因此登山也就叫做“走山頭” ,以謙恭的態度、學習的心境、悠閒的心情去

登山,自然有閒情逸緻書寫遊記、研究生態、觀察自然、記錄大地,更進而思考親近山野、

享受自然、創作藝術、怡然自得,因此產生了具有深度、富有內涵的登山文化。在積極籌備

成立「山岳博物館」的今天,登山界更需要倡導登山文化的提昇,才能引起社會的共鳴,獲

取民眾的認同,最終達成設立“山岳博物館”的目標與理想。

談登山倫理之落實

登山界常提及登山倫理,到底登山倫理是那些相關的行動與價值觀?確實值得我們來探

討。登山者如何與人互動?如何與自然環境相處?如何與歷史文化融合?這些都是登山倫理

所應面對與思考的間題。

一、人與人之間的倫理‥登山活動是群居生活的一種型態,登山者與領隊間之倫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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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繩友間之倫理,與嚮導、挑夫間之倫理等等,都應遵循包容、謙卑、尊重及互信之行

為標準。

二、人輿自然環境間的倫理‥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給倫理下定義: 「就

生態學而言,倫理是為生存而奮鬥時,對於行動的自由所施加的限制」 ;登山者應如何對珍惜

自然資源?如何重視自然生態之保護?如何與自然環境共生共榮?如何推動無痕山林(LNT)

之理念?如何傳播正確之環境倫理觀念?這都是登山者對自然環境倫理所應持有態度。

三、人輿歷史文化之間的倫理‥登山文化與史料,也是牽動登山活動關鍵的元素。 ‘‘登

山行為"早先係人類為了求生行而發生,及至後來因工作之需要而前往山區活動產生的行為;

到了近代更因育樂、休閒及強身之需求,而有了所謂“登山"之生活行為, “登山史料”也

在這種環境下因應而生該如何重視維護屜史文明?該如何為未來寫歷史、為未來保存文物、

為未來創造文明?將是人與歷史文化之間不能分割的登山倫理。

登山倫理觀念該如何落實?除了登山者個人從活動中體悟培育而來之外,登山祉囤不斷

的自我教育訓練,媒體傳播單位戮力的宣導鼓吹,都帶給登山者無窮的學習機會;而未來如

能透過正規的登山教育訓練,更能落實登山倫理之推廣‥如能成立山岳博物館,更能從文化

層面有效的宣導登山倫理。

登山學校的永續經營

登山學校在民國99年成立,太魯閤國家公園管理處承營建署指定創辦登山學校,並進行

學校架構研發、場地建設、設備與裝備採購、師資聘用、師資培訓、課程發展、等實質的工

作。未來,將以培育訓練國家公園巡山員、成為最具公信力之登山嚮導員訓練之授證單位,

及提供國外人士探索台灣山岳與生態的最佳入門殿堂為目標並以培訓國家公園巡山員專業

技能,倡導登山倫理教育與提升登山技能,推廣登山活動與探索教育,落實各級登山嚮導員

培訓與授證,推動友善環境的登山步道修築理念與工法,及拓展自然體驗的機會為任務。

為台灣登山寫史

多年來期待成立「山岳博物館」 ,首要進行工作應是由官方編纂台灣登山史,完整匆勒台

灣登山發展的軌跡。民國100年,全國登山研言檜在玉山國家公鬨管理處舉辦,特別策畫「台

灣百年登山文物展」 ,規劃以台灣百年登山史為主軸,展出台灣登山運動演進史與相關登山文

物;也因此引起內政部營建署之關注,決定編篡「臺灣登山史」 ,並委由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編

撰暨出版。這是台灣登山活動發展百年來首度由官方以正式嚴謹的態度為登山行為詮釋,也

讓成立「山岳博物館」露卅曙光。

臺灣登山史之編撰,從臺灣登山史範疇、架構與分期問題,談到日治時代之登山活動、

民國時期的登山活動、海外登山活動及重要登山歷程、山岳人物、特殊成就事件,及實質登

山行為中所需要的裝備、技術、觀念的演進,甚至因登山而發生的山難事件等等。當然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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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組織、登山教育、登山文化、登山倫理、登山醫學、登山設施、登山管理政策、登山科

技及登山產業等等,也都對登山活動演進產生相關之影響,更是登山史重要的環節。台灣登

山史的出版,不是保存登山文物史料任務的結束,它只是一個開端,未來持續的收藏更豐富

更完整的史料,才是登山界應該重視關切的事。

七、登山環境與山難責任

如何能享受優質安全之山林遊憩體驗,同時不衝擊影響山林生態環境,已是登山環境優

質化的一項重耍課題。無痕旅遊運動(Leave No Trace)簡稱為LNT ,係於60年代美國大眾旅

遊對環境產生的嚴重衝擊,有感於可供遊憩使用之土地因逐年使用人數和頻率倍增,如何在

提供良好遊憩品質的同時,降低因頻繁使用而帶來的自然與文化資源的衝擊和破壞。

到了2000年,無痕旅遊(Leave No Trace)理念訂定推動的七大準則,包含登山觀念、環境

倫理、人文地理、自然生態、行程計晝、路徑選擇、營地設置、登山技術、登山裝備、登山

醫學、炊事用火、糧食水源及垃圾、排遺、廢棄物處理等等戶外活動的環境準則。其所強調

的思考核心,是人類應對環境具備尊重與善良態度與使用方式。無痕旅遊觀念的推廣為國際

時勢所趨,本土化的山林無痕守則也已訂定,關懷山林環境的登山界更不該置之度外,除積

極參與各項推廣計劃,更應強化無痕旅遊的觀念之教育工作。

登山環境品質之提升

步道主體為登山步道系統建設之核心,亦是民眾體驗自然、深入山林的最重要接觸點o

隨著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戶外休閒活動越趨頻繁,然而過度的使用及部分不當的行為,卻

也造成自然環境的衝擊,包括步道侵蝕、地表及植被的破壞、野生動物行為白勺變異等。為達

到提高遊憩體驗品質,增加戶外遊憩選擇機會,提供自然學習場所,建立安全之自然遊憩及

登山環境,舒緩遊憩壓力及降低環境衝擊等效益,完善的步道系統之規劃設計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

為了能提供優質之登山環境,管理單位應積極改善山莊的設施,以能容納計畫承載量人

數為目標,並設置應有之住宿空間,大廳及餐廳、盥洗室及廁所、乾燥室、廚房、觀景平台

及寬敞之入口廊道等設施,如此才能談得上符合國際化之遊憩品質。

欲提升登山環境之品質,除了改善步道主體工程及沿線上所需設置之設施外,還應重視

安全登山網絡之建立、緊急通訊及遠距醫療系統之設施、環境允許承載量之總量管制及正確

登山資訊之提供,如此才能確保登山環境之安全及舒適。

高山登山步道及避難設施

近年來高山登山活動意外仍未見減少,如何防治山難,有關登山步道及避難設施,應是

大家關注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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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山步道及標示‥現有一般大眾路線之登山步道及標示整修得比較完善,但大多數

的登山路徑幾乎完全是登山者走出來的,既無路標,更無人為步道設施。如能在較陡峭或易

被山水沖刷之路段就地取材,以耐久之石材鋪設路面或台階,即可保住步道之完整。而在叉

路口或適當的地點設置標示,對登山安全更是重要,標示牌應有方向、目標、距離等指示最

佳。

二、避難山屋及設施:避難山屋在台灣高山確有多處,但因過於簡陋,或丙年久失修,

權責靴末予重視,師可以有效使用的完整避難山屋為數有限。避難山屋之興建,首耍是

選址,適當的地點始能充分發揮其避難功能‥而山屋之分佈,為利於救難之腳程,以一天可

到達為宜,山踫應設於避風、近水源、利於無線電通訊,且易於髒見之地點。材料以就近

取材之石、木材料為佳,山屋內並應闢有器櫚川嫡通訊器材、急救糧食及藥品、救難器

材、煙幕彈等求救物品,以備不時之需。

三、救難直升機停機坪‥山難發生時,依賴直升機救難成功的頻率很高,雖有部份民眾

認為浪費社會資源,但其必耍性卻不可否定。過去救難單位與國家公園雖勘查了幾處停機坪

位置,但數量還是不多,對救難的功能還是有限,期盼欄單位多闢幾處停機坪,以利救難

人員迅速到達山難地點,也便於運送救難裝備及糧食,更能怏速運送傷患離開山區。

上述之登山步道及避難設施只論及目前可行的基本設施,其實尚有其他的救難設施,如

遠距醫療資訊網站、追蹤定位儀等等現代科技之救難設施,但不管那些設施,不只設置而已,

最重要是對設施之管理及維護,除了權責靴應定期檢查、維修之外,更需要使用的山友善

加運用,並維護設施之完整,如發現有故障或損壞,應及時通報權責靴維修,才能確保登

山之安全。

八、結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登峰造極固可喜,全身而退更可貴」來警惕山友兼而提醒自己,人

生的路就像登山的路,事業未有成就之前,特別積極努力,戰戰兢兢唯恐有任何閃失,一旦

功成名就時若忘記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因而迷失布得意忘形之中,最後還是功敗垂成。今天

登山界積極追求「再創高峰」 ,社會上也風行以「登峰造極」來表現個人事業上、地位上喊

就,但千萬千萬要記得「全身而退」才是最可貴。

美國「國家公鬨之父」約翰,繆爾於1869年寫的「夏日走過山間」一書,以深具哲理的

詞句寫下了對大白然的熱情、珍愛與讚歎。他寫道「你要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

軀而過而非從旁流過」 ,何其愉悅、何其怏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當感念前人鞏路藍縷以

啟山林之勞,更珍惜上蒼賜予我們這片美麗的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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