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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記載，2012 年 11 月台灣的南湖大山，曾有一位蘇姓女子在隨伙伴們攻頂後

，回程時因一時內急隨手將背包交給同伙，就進到一條小岔路找個地方解決。因當時

他們回程走的路徑就這麼一條，同伴也沒等她即先離開，沒想到等這位蘇姓女子解溲

完回來當地已起了濃霧，完全無法辨認東南西北，結果她在霧中弄錯方位反而朝相反

的方向走去，最後又過了山頂朝另一方走了一段路才發覺不對，但那時已天色漸暗無

法再行進，就留在她停下來那個點準備過夜。以一般情況而言，毫無裝備取暖再加上

冬季的天候，要在台灣的高山區捱過一夜，那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僅失溫這種現象

就不知曾奪走過多少登山者的性命。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這位蘇姓女子到了晚上居

然碰到一頭台灣水鹿，那頭鹿還主動跑來舔她的臉，趕也趕不走（還好沒趕走，否則

真是神仙也難救），那頭鹿後來就靠在她身邊，人鹿相依偎在一起過了一晚，她居然就

靠著鹿身上的體溫捱過失溫的危機、逃過一劫，在第二天清晨獲救。這大概是台灣山

難史上極其罕見的人為鹿救的一件個案。事後山友推斷水鹿之所以來舔她的臉，可能

是因人流的汗是鹹的、含有鹽分，鹿為補充鹽分才會有那樣的動作。 

由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山上的天候變化真是登山者無法忽略的一項致命因素。台

灣大多數人居住於平地，登山時常習慣以平地的天候模式來推想山上的情況（尤其以

無甚登山經驗者最易有此傾向），這經常就為日後的山難埋下了伏筆。菜鳥在爬山時似

乎很少人能理解到台灣的平地與山區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氣候型態，即令山下天清氣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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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可能大雨傾盆；山下風和日麗，山上卻有如颳風過境。而且山區的天候是說變

就變，給登山者反應的時間十分的短，曾有老經驗的登山專家指出：台灣山區由雨轉

晴時，時間可以短暫到，登山者還未脫下雨衣，就已經被曬得汗流浹背；由晴轉雨時

，則雨勢迅速到登山者還沒來得及穿上雨衣，即已被淋得渾身濕透；另外山區起霧時

，則沒幾分鐘就已伸手不見五指，根本無法辨認方向（前述蘇姓女子即因此迷路）。因

此登山時要能安全地往返，山區天候的正確認知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前提。此外，登山

界的元老與專家也擬出一份扼要的登山須知，供經驗初淺者參考，希望以此來減少掉

以輕心、人謀不臧型的山難事件，其條文如下： 

◎登山預防迷途，隊員要注意一些事情： 

1.行前會議一定要參加，活動前要作功課，詳讀紀錄、地圖，製做自己的路程表，

山友永遠要有「我是一個人登山」的心理準備，以免產生依賴心理。 

2.結伴而行，不要脫隊，保持在隊伍中間，最安全的是緊跟對山區路況熟悉的領隊

或嚮導，不超越前方的嚮導，也不要落後押隊的領隊。 

3.跟不上隊友時就大聲請隊友等你，不要不好意思。 

4.走過的路盡量留下印象，行進當中多注意叉路口的位置和一些特殊標記，原路下

山時走錯路才會警覺找回正路。 

5.上廁所最好結伴，不要離開路徑太遠，蹲完廁所頭昏眼花，容易認錯路徑，請隊

友在正確的方向警戒指引；另上廁所宜把背包放在山徑上，這樣後面押隊的人

才會注意還有人在上廁所。 

6.遵守領隊的規定，不脫隊、不冒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