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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懷民認為:「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

 他以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成立「流浪者計畫」，意

 圖獎助年輕藝術創作者從事自助式的「貧窮旅行」，

 藉此擴大規野，豐厚臺灣的社會與文化:而曾於

 2004年獲得流浪者計畫的《轉山》作者一謝旺霖，

 以一部單車及簡單的行李深入滇藏邊境旅行，即使

 旅途中面臨各種突發狀況與困境，憑藉著永不放棄

 的意志力，堅持走完全部行程，這一切就是為了「追

 逐夢想」。謝旺霖藉由旅途的過程尋找自我，學習

 解決問題，並成為青年的典範人物之一。尤其當刻

 青年朋友正面對全球化環境的劇烈變遷，許多挑戰

 迎面而來，能力的塑造與養成益形重要，包括:生

 活力、社會力、運動力、行動力、乃至問題解決能

 力，則是青年持續不斷歷經壯遊的挑戰與磨難後，

 得以培養出的生命體驗及生活能力。

 馬總統於2008年所提的青年政策中，第七項「青

 年壯遊計畫」就是要讓臺灣的青年效仿歐洲國家「The

 Gap Expe「ience^ 99概念，以自助旅行的方式去認

 識世界、體驗學習以及認識自己，並鼓勵青年朋友以

 愛護地球及節能減碳方式進行壯遊。實際上，Gap原

 意為缺口、空白或間斷，而Gap Exper^ence PuJ是泛

 指人們利用人生中的某段空檔(The Gap Year) (離

 開學校或工作^，到異地從事探險、旅遊等活動，以

 增進人生閱歷、拓展視野、磨練意志、增長見聞，具

 有無可窮盡的可能性，所以Gap Expe^^ence與單純

 度假旅遊不同，並非無所事事、白你再玩的消極活動，

 而是一項具有積極意涵的自我建構。Gap也可指涉一

 條溝，「溝」的意象很具體地將生命畫出各種階段，

 大學畢業可以是一條溝，忽然找不到生命的熱情所在

 也是一條溝:換工作是一條溝，事業太過順利，從此

 再也不能停下腳步來欣賞人生風景也是一條溝。似乎

 永遠沒有多出來的空檔，就算看到了生命的缺口，往

 往選擇大步一邁、草率跨越的態度。但是，如在人生

 旅途中，沒有停下腳步好好擴大視野、反省未來，那

 將是青年朋友的巨大損失。

青年壯遊計畫在體委會以及青輔會大力推廣下

 成功地蔓延開來，在年輕學子心中種下許多冒險的

 基因，興起出去闖蕩的夢想。在壯遊中，透過自我

 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旅遊時間長，並以

 高度意志力徹底執行(陳雅玲，200叨的活動，體

 驗壯遊帶來的價值與感動。在旅途中學習、體驗、

 尋找「不一樣的自己」;或者是說，「理想中的自

 己」。古諺有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真

切地說明了實際的生活體驗遠比書本的知識來的更

 直接、更具衝擊性。近年興起單車熱潮，鼓勵青年

 以單車行遍臺灣、認識鄉土。在這近似成年禮的儀

 式中，可以創造自我認識的機會，並訓練獨立思考

 判斷的能力，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思索人生重

 要的抉擇。誠如馬英九總統(2007)在《青春鐵馬

 向前行》一書中所體認到的意義:縱貫全島西部的

 臺一線，承載了臺灣近代發展的大部分歷史記憶。

 十天的鐵馬行程總共走了675.4公里，途經70個

 鄉鎮。這趟單車之旅有別於以往，在肝陌城鄉間揮

 汗行進，我必須說，單車實在是思考國政，深探民

 意的極佳載具，透過單車行腳的過程，更深入走訪

 各地，和民眾一起思考臺灣的未來。

 因此，本文意圖連結單車運動、壯遊與成年禮

 的概念和意義，說明單車壯遊所蘊藏的價值。當政策

 推動單車壯遊的相關制度時，可使青年朋友體驗到

 「冒險，只為了找尋未知的自己」、「接觸，是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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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自我的唯一之路」、「緩慢，是用來貼近天地與

 人心的方式」(蘇慧娟，200叨等深刻的內面價值，

並樹立青年壯遊也是一種深度教育及學習過程的價值

 信念，孕育出青年壯遊文化，鼓勵青年「勇闖世界」，

 建構出臺灣青年所應具備的生命力與人文素養。

 從成年禮儀式、Gap experience Su單車
壯遊

 「The Gap Expe「ience」是一個空檔時間的

 概念，強調青年在進入職場或轉進下一個學習歷程

 前，以深度旅遊的方式探索世界，從事一種自我追尋

 與建構的旅程。而西方「壯遊」一詞起源於十六世

 紀，英國伊莉莎日女王為培育其貴族子弟，送小貴

 族們到歐洲大陸留學，到十八世紀，為了培養小貴

 族的國際觀，更遠送法國和義大利展開歐陸研習之

 旅(grand tour)，學習社交禮儀及藝術鑑賞能力^8

 振豐，2002)。舉例來說，年輕貴族可能要花上一

 整年去學習一種新語言、或特定文學。目的著重在教

 育、文化、健康、休閒、科學、職業發展、藝術、名

 勝古蹟的欣賞等，而壯遊的動機則在於體驗新文化、

 學習新技能[劉修祥，2002)，並藉由這些方式來

 充實自我，增進自己的競爭力。到了十九世紀，壯遊

 已經變為多數歐洲青年的成年禮儀式。

 在中國，壯遊這個名詞源自唐朝，那是個壯遊

 的時代，各種人才與文化的發展更創造出前所未有的

 成就，甚至深刻影響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與民族。而東

 方高僧玄裝到天竺(ED度)取經，就是古今中外 知

名的壯遊歷史之一:西方科學家達爾文則是在航行

 川^獵犬號)探險世界五年後，才書寫出改變人類歷

 史的演化論經典《物種起源》，揭棻壯遊史上各色典

 範人物，都是在歷程中開拓視野、確認方向、記錄

 見聞、累積知識，進而為人類文明開闢新的境界與成

 就。此外，詩聖杜甫在自傳性的《壯遊詩)裡就曾寫

 道:「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有遺恨，不得

 窮扶桑……」，就因為這首詩的名氣，而留下「壯遊」

 一詞(陳雅玲，200叨。所以綜觀東西方文化，人

 類都存在著勇敢冒險與體驗學習的基因，創造出許多

 歷史與文化事件流傳於世，讓世人得以崇拜、效仿，

 使壯遊精神及意義不斷地延續、發酵。

 是故，「成年禮」雖在不同的地區與風俗習慣中

 有所差異，但實質上都代表著:人經田啟蒙而長大了，

 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並試著訓練自己獨立自主

 的能力，以便日後融入社會。但在臺灣社會中並無明

 確的青年成年儀式，也沒有大規模制度化的規範，讓

 青年通過特定儀式來接受訓練、培養技能，進而認知

 到自己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就歷史而言，僅傳統臺

 灣原任民社會擁有較為明確的成年禮儀式，原住民族

 會要求十三、四歲的=孩開始參與打獵事宜，從少年

 到青年時期原住民都要進入各自的「會所」，男子開

 始跟隨族人外出狩獵、出草，女子學習家事、耕作、

 紡織等事務。一旦打獵技術純熟，人們就會在年中祭

 典之前，或祭典進行當中，舉辦特別的測試來考驗族

 中少年，通過測驗的男子才算成年了，由該社頭目及

 長老在祭典上宣而已具有成年資格的人，同時宣吉他

 加入壯丁的行列並為他戴上皮帽(劉還月、陳阿昭、

 陳靜芳，2003)，象徵原任民青年已長大成人，可以

 用自身的力量勇敢守護族人，並且能自食其力，但原

 任民這樣一種傳統的儀式，在歷經現代化的過程後，

 也慢慢凋零失落了:另一方面，臺灣漢人社會則有「做

 十六歲」的習俗，並以臺南 盛行，藉由鑽七星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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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冷

 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舉辦之^^0年單車成年禮。(圖片提供:行政院體育委^

 及從七娘媽殿前的貢桌底鑽過，表示可以出人頭地

 (劉還月，仰引)，象徵孩子長大成人，表示青年已

 有經濟生產能力，但上述僅具象徵意義的成年禮儀並

 不足夠，必須進一步建構對青年肉體、心智與精神層

面具有實際衝擊和能力養成的活動才能創造出實質的

 意義，而單車壯遊則可以是一項理想的成年禮儀式。

自行車在臺灣是一個普遍為眾人所利用之交通

 工具，在--踏一踩間可以培養青年勇往直前、堅持

 不懈的精神，也在這過程中，轉動出人的多元想法，

 因此在臺灣的壯遊旅行史中，單車是許多人的親密

 夥伴。而「自行車」一詞，是從^^95年日本統治

 臺灣時開始出現，而腳踏車的數量也從初期的屈指

 可數，至今成為家家戶戶休閒娛樂、健身、交通等

 不可或缺之乘載工具。臺灣 早剛開始興起的單車

 旅行，其實比較像是上層階級交際聯誼的一個活動，

 隨著時代的演變及普及，漸漸開始有人使用腳踏車

 進行旅遊。到了仰84年，胡榮華以三年一個月的

 時間進行六大洲的單車壯遊，創造了臺灣第一個單

 ̂ona^ S『o^^^ Qua八e^^y   169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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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壯遊的先例，是臺灣壯遊史上的第一人。此一壯

 舉讓臺灣青年擁有壯遊史的學習典範。

新姊沽首年單車壯遊文化

單車壯遊可以作為修補傳統價值斷裂的新文

 化，因為東方也曾擁有偉大的壯遊文化。據史料記

 載，中國 著名的歷史作品《史記》即是司馬遷在

 歷經壯遊之後的經典作品。但蔣勳則認為:在儒家

 「父母在，不遠遊」的文化根底下，華人文化裡，

 貧窮時是能夠闖的;可是一旦富有，就過度保護子

 女。基於這樣的文化邏輯，導致「下一代失去闖的

 能力，很容易腐敗掉，進而失去競爭力」。易言

 之，社會所得提高，反而讓臺灣青年的自我能力

 每況愈下，相較於多數歐美國家的青年是以Gap

 Expe「ience O9方式，從事國際性服務志工或至世

 界各地進行文化及語言的學習，增加自己的視野與

 國際觀，學習包容、接受不一樣的文化薰掏，建立

 悲天憫人的．倩壞，使青年更為成熟與穩健。

 對青年朋友而言，如將單車壯遊當作是人生

 修鍊場的一個環節，給自己一個跳出「舒適圈」

 (co^nfo「t zone)的機會，勇於接受陌生事物的衝擊

 與挑戰，激發人的潛能與突破極限，因為在面對較

 為嚴酷的試煉與不同的生命體驗下，才能真實構成

 青年人的成年禮。尤其在這追求效率的社會裡，「度

 速」是致勝的關鍵，卻也使人失去自我沉澱、反省

 的能刀，漸漸失去方向、自標及與人互動的能力，

 而^緩慢」則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單車壯遊的過程

 中，利用雙腳的踩動，讓單車帶我們朝著目標前進，

 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做深度旅遊，臺灣全島由南至北、

 由西到東，從地理環境、天文氣候到人文景觀，3仰

 個鄉鎮都值得壯遊青年耐心駐足、細緻品味。體驗

 在慢遊的過程中，與腳下的土地真實連結，學習關

 心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重新認識那些以往被忽略的

 景物、歷史與故事，而再也不是走馬看花式的淺薄。

 因為在完成艱困目標的緩慢過程中，可以更接

 近自己和外在的天地，這和忙碌的城市生活形成極

 大的反差，視野在減速到專注的轉換當中逐漸打開，

 不僅是向外觀看世界的視野，更向內體察自身，這將

 是一趟直達內心深處的旅行(蘇慧娟，200叨。青

 年藉由單車壯遊的過程，體驗臺灣各地不同的風土民

 情，從而珍惜這片美麗的淨土，藉由緩慢以及艱辛的

 旅途，去反思、關心我們的家園。藉由人際的互動去

 認識同一塊土地上的不同文化，並學習尊重不同族群

 的生活，如能更進一步在壯遊青年的內心世界，激起

 自我對話與反思的動能，更會是旅途上的重大收穫。

 藉白冒險完成壯遊，即是自我肯定的過程，並在逐步

 確定自己的「能」當中，積累出自我的信心，相信可

 以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去體驗這個世界。

 青年單車壯遊的真正意涵，是要突破旅程上的

 孤獨，堅持以 少外力支持的方式完成旅程，以緩慢

 創造深刻的體驗，藉由自我的對話及反思，找到更為

 明確的方向或目標。進而從追求外在物質生活轉而重

視內在的生活品質:從 少的行李攜行獲得 豐富的

旅程收穫:從快速且制式化的生活轉化為一種慢活態

度:從生態的消費者轉型成環境的保護者:從淺薄的

人際互動進入深刻的人際交流;從全球風景轉向在地

 人文，進而認識與自己 親近的土地。透過這種儀

 式，青年將累積自我改變、擁有自信、建立人生目標

 的可能性，攜帶「勇闖」的意志與能力，追隨各種人

 生典範的啟發與鼓勵，成為具有生活力、社會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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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行動力、乃至問題解決能力的新臺灣

 結i

三
一

 《練習曲》裡那句打動人心的臺詞

 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激勵人們勇

 追尋夢想的第一步。畢竟，千里之行，始於足

 多曾經親身體驗的人都明白，壯遊可以成為改

 的契機。因此藉由推廣單車壯遊，創造屬於

 的「成年禮」，期許青年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去

 藉由踩踏的過程，培養面對困難及學習解決問

 力、面對孤獨無助時能有獨立自主的能刀、面對自己

 時能有反省的能力、面對不同文化時能有互相尊重的

 態度。把單車壯遊作為挑戰自我的成年禮儀式

 年學習為自己負責，學習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讓臺

 灣青年擁有「闖」的意志與能力。

 此刻，「單車成年禮」的活動備受青睞，每年

 的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參與者不斷的增加，青年朋友

 越來越重視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單車「壯遊」讓青年

 能夠以深度旅行的方式，行腳臺灣，認識鄉土，在這

過程中使人生更加精彩:  而這種深入地方、節

 減碳、找尋自我的旅行方式，將有可能改變旅狄筋．
 。r^""

 ‥，、，。"錚．．蟲

 就是在歷經九個月穿行南莠洲朱陸羽．。，．:‥懿變弘才 ""'""""""""。'豔霧""， "．．'"．，^H弘，-拙。．。，。

 :洋．叮^e．。"．

 真正確認此後的人生態度與改革志業。．這說明了，要
．．．

 在持續不斷的壯遊中，從困難挑戰裡所積累卵獨碎思。

 考和能力，才會是一生無法折損的個人條件與社會資

 產。 後，想問:青年朋友們，壯遊了嗎?

乍者徐嘉毅為國立東華太學體育興運動科學系研究

 生、作者邱建章為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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