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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靈山的追尋~原住民知識體系的山林智慧	
汪明輝 Tibusungu Vayayana 

（鄒族學者、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副教授） 

壹、山的世界 
山的定義 

1. 地理學上的「山」一般是指最高點高於底部 1,000 英尺以上的地形。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山

是獨立山峰，多數的山都是群集。不論「山脈」、「山群」、「山系」，多分布於構造帶、火

山帶、地震帶上。 

2. 一座山是否被稱作「山」取決於當地人。牛津英文字典：山是「地表的自然高度，相較於

周圍地勢有突然的昇高，且其高度和鄰近高度相比有顯著的昇高。」因，山覆蓋歐亞大陸

33%，南美 19%，北美 24%，非洲 14%。地球 24%面積是山地，10%的人生活在山區。河

流多源於山，全世界半數人仰賴山水而生。 

 台灣的山：台灣本島面為 35873.196 平方公里。山地及丘陵地佔 2/3 以上，若依坡度，坡

度 10%以下佔 16.03%，其餘 50%山地坡度在 40%以上。以面積論，平原面積佔 26.36%，

山坡地面積佔 26.91%，高山地區面積佔 46.73%。 

 山是原住民族的家園：台灣原住民族約有 57 萬 5067 人，佔總人口數約 2.4﹪；政府肯認

的原住民族共計 16 個，除雅美（達悟）族人居住在蘭嶼島，其餘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幾

乎都涵括整個山區。 

貳、近代登山的視界 
 近現代登山運動濫觴：1760 年，任職於日內瓦大學的博物學者索緒爾（Horace Bénédict de 

Saussure）初到霞慕尼即被 Mont Blanc（白朗峰）吸引，為提出高額獎賞希望找出大眾化

登頂路線；1786 年，霞慕尼植物/礦物學家帕卡爾（Michel Gabriel Paccard）與水晶採集工

人/登山嚮導巴爾瑪（Jacques Balmat）首登。 

 臺灣的登山運動：清末 1860 年「開山撫番」政策，1874 牡丹社事件後日本開始進行山區

武裝探險調查；山區探險調查雖有登山之實也「首登」許多高山，但登山僅為手段，目的

是為政治統治與資源開發。 

日治末自 1926 年起，山區皆已統治，「隘勇線」全面裁撤轉為理蕃道路；「台灣山岳會」

成立，確立近代登山開展階段，登山成為目的而非手段。戰後初期登山再探險乃此階段延

續；山區能管制，需特許社團才能登山。光復後迄今的登山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此脈絡下

開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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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原住民傳統領域土地知識的視界 
 山是萬物的母親：全世界原住民的共通觀點，山（海/大地/大自然）是萬物的母親，河流

是大地的奶水，供養芸芸眾生而不只是人類。 

 聖山傳說與祖靈的居所：山的世界，提供了世俗生活與神聖生活。世俗生活包含採集、狩

獵、農耕、家屋等等生活文化；神聖生活，則相信「山」是比人類更大也更崇高神聖的世

界，必須用敬拜的心面對山。（各族都有聖山、靈山的信仰與文化。例如：布農族與鄒族

眼中的玉山、排灣族與魯凱族文化裡的北大武山、泰雅族的白石山和大霸尖山等等。） 

 真正的人（我的靈山經驗）：鄒族的溪流文化，漁獵與自然中的生存態度。從釣真正的魚

（苦花）到成為真正的人（鄒）；在山野中的生活，應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從「生態

人」到「文化人」到成為「山林守護者」的歷程。 

 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山林智慧：以鄒族山林知識系統為例（簡報檔圖示）。各原住民族對於

山，都有自身的「環境知識」，包含土地倫理與生態智慧，都是建立在長期監測環境變遷

的基礎上，而萃取出山林生活的文化智慧，具有當代強調因應環境社會變遷所需之韌性

（resilience）系統。 

肆、從原住民靈山觀點反思當代登山運動 
 不是征服，而是朝聖守護：近現代登山運動，不論「首登」、「新路線」等，背後都是殖民

主義「人定勝天」的征服自然與名利觀點。應重新向原住民學習「靈山」的思維，才能懂

得「敬山・靜山・淨山」的深度意涵，從征服山的錯誤偏執觀點，轉化為謙卑的「朝聖」

態度，繼而成為山林守護者。 

 朝聖之路：登山，是自我的心靈朝聖旅程！每個人，每一次上山，都是自我與環境互動、

與內在心靈互動的身心朝聖旅程。只有自己可以承擔自己「生命和靈魂的重量」。必須用

更高的知識技能與靈性的態度，來與山互動。 

代結語：高行健的【靈山】、【一個人的聖經】的對話思考與啟示。 

「自然並不可怕，可怕的是人！你只要熟悉自然，它就同你親近，可人這東西，當

然聰明，什麼不可以制造出來？從謠言到試管嬰兒，另一方面卻在每天消滅兩到三

個物種，這就是人的虛妄。」 

「我們的心中都有一個靈山，需要去發掘、體悟，因此靈山可說是對於自己內心的

一種覺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