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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玉山入選角逐「新世界七大奇景」
談全面推廣「無痕山林」之教育理念
	 廖桂珍	桃園縣大同國民小學教師

前言

「如果想要保留，我們必須先學會真正的

珍惜」，這是新七大自然奇景選拔活動的重要

宗旨。韋柏（Bernard Weber）於2001年創

設新七大奇景基金會，他的宗旨是要創造「全

球記憶」。所謂創造全球記憶，就是「找出全

世界不同文化、種族的人能夠記住跟分享的七

樣東西」，並於2007年開始號召全球公民票

選新世界七大文化奇景，盼藉由票選創造永恆

的記憶，其過程及結果將提昇人類對於自然、

文化景觀的重視。    

七大自然奇景的選拔，最先是開放全球民

眾推薦及初選，並於2009年公布全球共261

個入圍景點，同年進行第一階段票選結束後，

再由專家小組評選出28景。此28景再開放投

票，並由選票決定2011年所產生的新七大自

然奇景。

台灣美景之光──玉山

一、從歷史脈絡傳承玉山之美

我國第一高山──玉山，自2009年開始

代表台灣參與角逐「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活

動，在國人熱烈支持及媒體的強力宣傳催票之

下，終於在2009年7月憑藉著自身的實力及各

方的努力，順利挺進最後的28強。

除了驕傲與喜悅外，我們也應該去瞭解台

灣之巔─ ─玉山，到底具有什麼樣迷人的魅

力，可以一路過關斬將，打敗眾多聞名遐邇的

景點，成為新世界七大奇景的候選人。唯有國

人自身先徹底的瞭解玉山之美，並從瞭解中學

會疼惜，才有足夠的資格向世人展示屬於我們

的驕傲，更希冀藉由這樣的活動讓世人看見台

灣山脈之美，見識屬於台灣的無窮潛力，讓台

灣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以下先從歷史及地

理因素來探討玉山所具備的優勢。

玉山有著國定一級古蹟八通關古道，此

道是清政府對台灣經營，由消極抵制轉為積

極開發的重要里程碑（台灣國家公園網站，

2010）。

雖然玉山位處偏遠且地勢甚高，但由於開

發甚早，其所留下的許多史前的遺址訴說著過

往留下人類活動的足跡，這樣豐富深刻的歷史

軌跡，值得我們一探究竟。在走訪八通關古道

的同時，除了提醒著我們不要遺忘那些歷史的

傷痕，更可為過往日治時代的殖民掠奪與原住

民的反抗留下歷史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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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地理優勢窺探玉山之美

台灣多高山，而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內更

涵括3 0座台灣百岳名山，是台灣高山分布的

核心，擁有極為豐富的高山資源（吳菁雅，

2008）。玉山的高海拔反映出亞熱帶到亞寒

帶差異甚大的氣候特質，造就了豐富的林相景

觀，山內有豐富且多樣化的物種，堪稱台灣的

生態寶庫實不為過。

根據統計，玉山國家公園2009年遊客人

次約為142萬餘人次（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9）。加上近年健康體適能議題備受重視，

自然生態旅遊活動也深受民眾喜愛，登山風氣

日盛，而攀登玉山已成為國內外登山客嚮往且

亟欲體驗的熱門登山地點。當然，這樣優質的

登山環境造成登山遊憩的使用率倍增，卻也造

成了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源的衝擊與破壞，所以

要如何避免環境的破壞實為當務之急，我們每

個人都應共同來推動無痕山林的概念，讓它深

化與內化至心中，付諸實踐於行動，相信我們

的環境一定會愈來愈好的！

無痕山林愛玉山

無痕山林運動源於美國無痕旅遊之概念

（Leave  No  T r ace ,  LNT），主要起因於

1960年代大眾旅遊對環境產生的嚴重衝擊。當

時眾多的研究顯示，倍數成長之登山、健行、

露營等活動的遊憩使用率，逐漸造成遊憩據點

地表植物的損害和消失，甚至導致動物的生態

及棲息地被迫改變，及深具歷史價值的人文史

蹟遭受浩劫等現象（無痕山林運動執行委員

會，2007）。而台灣「無痕山林運動」政策

緣自於林務局自 2006 年起執行「國家自然步

道系統計畫」，計畫目標主要針對國家步道如

何兼顧優質山林遊憩體驗提供，以及降低衝擊

山林生態環境影響之兩大發展方向（吳明興，

2007）。

「無痕山林」概念，主要包括七大準則

（徐宜歆，2 0 0 8；魏汝蔚，2 0 0 7；M c -

G i v n e y ,  2 0 03），分別是：（一）事前籌

畫與準備；（二）行進或紮營於耐用的地方；

（三）妥切處理廢棄物；（四）保持環境原有

的風貌；（五）減少生營火及其衝擊；（六）

尊重野生動物；（七）尊重其他遊客權益。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

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是徐志摩當時即將離別所眷戀的康橋

時寫下的不朽名作，筆者卻覺得無痕山林的旨

意或許可用這句話來做個註腳，即是「不屬於

我們的東西不要帶走；屬於我們的東西不要留

下。」

用身為客人的心態友善的對待自然生態環

境，不改變她本來的樣貌，不製造多餘的污染

與傷害，「悄悄的來，用心呵護每一吋土地，

悄悄的走，用眼紀錄每一個美景」，這也是無

痕山林運動最重要的價值核心吧！

全面推廣無痕山林理念

過去在國內的登山教育上，多偏向於登山

與安全技術的訓練，對於登山環境保護的概念

則是直到近年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櫻芳、林志

純，2008）。而「無痕山林」就是符合環境

保護的觀念，要讓這種意識深植人心，需要不

斷宣導與推廣，故透過教育訓練及培養種子教

師，是將無痕山林概念傳承給民眾最直接且有

效的方法。

一、藉由政策推廣，將無痕山林議題與自然保

育觀念納入學校環境教育課程及環保議

題，將環境保育理念向下紮根，並結合淨

山淨土的參與體驗課程，讓孩子的實際身

體力行，強化無痕概念。

二、舉辦座談會或相關主體課程宣導，循各類

管道倡導環保登山概念，使無痕山林行動

意識散播至一般民眾，全面性的建立正確

環境保育態度與行為，深化台灣民眾環境

保育概念。

三、透過教育訓練研習及相關課程之宣導，培

養種子教師來協助推廣無痕山林運動等相

關議題，透過適當關懷、重視並履行保育

自然環境責任之理論與實務，達成環境永

續經營。

四、於登山步道入口處、環境保育區等設立宣

導告示牌，讓戶外活動使用族群瞭解無痕

山林運動概念，藉由自我行為管理來落實

自然環境生態保育責任。

結語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如何友善地對待環

境將關係到其能否永續存在，讓我們重新省視

人類在自然環境裡的角色與定位，因此山林的

保護應是全民應有的責任與義務。為降低民眾

對自然環境的衝擊和破壞，「無痕山林」的友

善環境行為，應廣泛被全民所認同及推動。

最後引用七大自然奇景選拔活動的精神標

語：「如果我們要拯救什麼，首先要真誠欣賞

它！」我們是否能藉無痕山林理念推廣民眾具

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共同為台灣美

好的山林盡一份心力，來創造出屬於台灣的記

憶，就得看我們自己的努力了！

（編按：有意瞭解玉山角逐「世界新七大

自然奇景」詳細資訊者，可至「玉山國家公園

N7W專屬票投說明網頁 【http : / /n7w.ysnp .

gov. tw/index.html】」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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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地理優勢窺探玉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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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野生動物；（七）尊重其他遊客權益。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

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是徐志摩當時即將離別所眷戀的康橋

時寫下的不朽名作，筆者卻覺得無痕山林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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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的走，用眼紀錄每一個美景」，這也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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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將環境保育理念向下紮根，並結合淨

山淨土的參與體驗課程，讓孩子的實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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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議題，透過適當關懷、重視並履行保育

自然環境責任之理論與實務，達成環境永

續經營。

四、於登山步道入口處、環境保育區等設立宣

導告示牌，讓戶外活動使用族群瞭解無痕

山林運動概念，藉由自我行為管理來落實

自然環境生態保育責任。

結語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如何友善地對待環

境將關係到其能否永續存在，讓我們重新省視

人類在自然環境裡的角色與定位，因此山林的

保護應是全民應有的責任與義務。為降低民眾

對自然環境的衝擊和破壞，「無痕山林」的友

善環境行為，應廣泛被全民所認同及推動。

最後引用七大自然奇景選拔活動的精神標

語：「如果我們要拯救什麼，首先要真誠欣賞

它！」我們是否能藉無痕山林理念推廣民眾具

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共同為台灣美

好的山林盡一份心力，來創造出屬於台灣的記

憶，就得看我們自己的努力了！

（編按：有意瞭解玉山角逐「世界新七大

自然奇景」詳細資訊者，可至「玉山國家公園

N7W專屬票投說明網頁 【http : / /n7w.ysnp .

gov. tw/index.html】」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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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本 刊 1 2 2 期 〈 台 中 市 惠 文 高 中

──致力推展學校體育十年有成〉

第13頁之圖片提供者誤植，該頁5

禎圖之提供者皆為「台中市惠文高

中」，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