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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聖稜線！    靖悅婦產科診所　許舒翔醫師

『爬山』對我而言，原是一個陌

生的活動。但自從2010年應學姊

『邱淑雅醫師』之邀參加公會的『大

棟山』登山時，遇見當年高雄榮總潘

慧本主任及其他放射部的同事，或背

重裝，或背糧水，於三角點平台休息

時，搬出一堆鍋器,爐具,食材，當下

炊煮起來。個人對那次的野炊印象深

刻，感興味的是像辦家家酒般的童

趣，但對於那些負重裝備則不敢領教

……

同年十月又在『曾錦元』醫師

的揪團下，同遊『合歡群峰』，那次

的高山體驗，竟讓我深深著迷於那種

『天寬地闊』的氛圍，尤其在『合歡

北峰』的稜線草原上，以綠地為床，

藍天為幕，俯仰天地之間，感受到截

然不同的『空氣』，或沁涼,或鮮甜。

仰 望 藍 天 ， 又 見 月 亮

還高掛西邊。當下那種

『日月同輝』，渺小的

我徜徉在天地日月精華

下，雖只躺了短短十分

鐘，卻好似受到徹底的

洗滌，通體舒暢！於是

種下了我對高山百岳的

迷戀……

『聖稜線』乍聽之初，感覺是一

條神聖且遙遠的天際線。經考察後方

知，聖稜線（日語：聖稜線／せいり

ょうせん seiryōse）指的是臺灣北部雪

霸國家公園內的雪山山脈，從大霸尖

山（世紀奇峰，標高3,492公尺）至雪

山（次高山，標高3,886公尺）連峰間

高峻的山稜線。日本人台灣山嶽會總

幹事沼井鐵太郎在1927年（昭和2年）

首次攀登大霸尖山，後來在1928年（昭

和3年）發表一篇《關於攀登大霸尖山

之考察與實行》文裡描述：『這神聖

的稜線啊！ 誰能真正完成大霸尖山至

雪山的縱走， 戴上勝利的榮冠』 敘說

首次完成縱走的真與美！此即為登山

界稱大霸尖山到雪山之間的主脊連峰

為「聖稜線」的由來。（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會員園地

圖：2010年十月的合歡群峰的百岳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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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聖稜線！

由於『大霸群峰』與『雪山西

稜縱走』於今年上半年已走過，在與

嚮導討論後，決定由武陵上桃山，登

喀拉業山後，再走池有山、品田前

斷堐、品田山、品田斷堐、布秀蘭

山、 素密達山、素密達斷堐、穆特勒

布山、雪山北峰、凱蘭特昆山、北稜

角、雪山主峰經志佳陽大山至環山部

落。此『O聖稜線下志佳陽』有別於

一般山友由『池有登山口』進，雪山

登山口出，略過『桃山』，『喀拉業

山』，我則希望順登『武陵四秀』四

座百岳。

雖行前有低氣壓外圍環流還滯留

在菲律賓外海蠢蠢欲動，但嚮導判斷

對北部山區影響不大，再則經歷過四

月『淒風苦雨』的『雪山西稜縱走』

的磨練後，此趟『O聖下志佳陽』，

老天給的臉色已算客氣了！除了第六

天由雪山主峰下志佳陽大山時，雨勢

稍大，加上雪山坡谷地形，崩塌路段

多，泥土鬆軟，碎石地滑，走來吃

力，跌了幾跤外，其餘多為夏季午後

陣雨而已。一路走來，『足』堪負

荷！尤其整個稜線走下來，回饋的高

山美景、奇松怪石、雲海日出…雖如

苦行僧般的行走，卻不以為苦，尤其：

一.桃山登頂展望佳

首日清晨小雨，自武陵農場由桃

山登山口直攻一路陡上的桃山（3325

米、百岳47），爬升高度約1500米。

首日登頂時，烏雲密布、遮蔽展望，

加上風勢強大，於是先下到桃山山屋

圖：輕颱剛
過，水氣豐
沛。此行所
見的『桃山
瀑布』

圖：天道酬勤
終於在桃山三
角點有聖稜線
的良好展望

圖：與大霸群峰相連的巴紗拉雲
山山容也頗壯闊

圖：池有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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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裝備休息。翌日一早，輕裝冒雨

登頂喀拉業山（NO.84，3133米）後，

於回程途中三度登上桃山山頂。果然

『天道酬勤』，終於雲開霧散，清晰

遠眺南湖、中央尖山、北一段諸多百

岳名山，南側的聖稜線由大霸群峰至

雪山主峰稜脊清晰可見。當下的心

情，憂喜參半。憂的是往後幾日得翻

越那麼多山頭，喜的是聖稜線已非那

麼遙不可及。美哉！聖稜！當下略能

體會當年日人學者『鹿野忠雄』對台

灣山岳的熱情投入……

二.大霸群峰伴相隨 
在完登池有山（NO.50，3303 米）

後，於新達山屋過了一夜，一早天

晴、展望佳，『世紀奇峰』大霸尖山

一路於右側伴我同行，此乃首次於另

一側觀大小霸尖山對峙的角度，連接

『巴紗拉雲山』，迴異於上次自九九

山莊所見的大小霸氣勢。

三.斷堐峭壁興奮過

此行『O聖』需經過幾近垂直陡

降的品田前斷堐、品田斷堐及素密達

斷堐。其中，品田山是東西狹長，南

北極狹窄，且臨深谷。南面為品田皺

摺，北側斷崖下，是塔克金溪的發源

地，也是淡水河水系的最高源流。品

田皺褶在西面參差錯斷，形成品田斷

崖，為聖稜線上最具難度的關卡之

一。東面，為與池有山相接的鞍部，

延東稜上攀會經過數座冷杉與箭竹混

生林，並來到品田前峰（3442公尺）。

圖.步步為營，小心
踏點，不難通過。

圖：此行讓我『驚艷』的穆特
勒布山

圖：穆特勒布山見『觀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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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峰與主峰間隔著品田前峰斷崖。此

斷崖即是品田山大皺摺的凹陷處，是

登臨品田山前難度較高的障礙。品田

斷堐分成三段，第一段落差最小，約

有五六公尺左右，其餘兩段則有十幾

公尺之高。素密達斷崖高度約有 20m，

分三段通行，第一與第三段是垂直岩

壁，中間一段則為橫渡，這段陡峭的

碎石路極不穩定，攀爬過程中不斷有

石塊鬆落，形勢雖然危險，但是有繩

子可抓，小心找踏點不難通過。在嚮

導多一道確保下，愛冒險的我走來並

不心驚膽顫，與一些山友的感受稍有

不同。

四.穆特勒布觀音環

下了素密達斷堐後，在雲達卡山

美哉!聖稜線！

屋（素密達山屋）過了一個雨夜後，

隔日一早輕裝登穆特勒布山（山形峻

峭，雖未列百岳，但嚮導說其山容氣

勢不亞於『三尖』），從素密達山近

觀穆特勒布山，一定會被它層層豎劈

如刃的岩層所深深吸引，其中有許多

圓潤的剝痕，像是當年冰河研磨的痕

跡，而如筍矗立的尖峰，更直劈到深

邃的雪山溪谷底。在陽光下，散發出

灰藍色的冷峻氣息，形勢相當險惡。

登頂後，幸運的見到氣象萬千的

日出、雲海。稍後由穆特勒布山頂望

向雪山圈谷時，由於水氣旺盛，我又

看見了『觀音環』！上回是在嘉明湖

匆匆一瞥，此次還有時間留個影像，

甚為開心！

圖：由北稜角往雪山主峰遠遠
望見的長鬃山羊

圖：一路看到好多蒼勁的
枝幹，即便外表已枯乾

圖：聖稜線的次高點『北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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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稜角上睹冰斗

一路走來，陡上陡下、翻山越

嶺，終於來到了『北稜角』（3880米，

稜線第二高峰）。至此，聖稜線已快

接近終曲了，只需再陡下陡上一次，

就可上雪山主峰高點，即完成此趟『O

聖』縱走。所以當身處北稜角最高地

標時，興奮不已。毫不疲累。尤其近

看了冰斗地形。值得一提的是，在往

雪主途中，遠遠的見到長鬃山羊在雪

山主峰山頂處，好像在歡迎我們即將

完走『O聖稜線』似的！

六.瓢簞山莊獲甘霖

從雪主下志佳陽大山時，一路下

雨。由於雪山坡谷地形，加上路段崩

塌，碎石泥沙、天與路滑，一路陡降

途中，滑了幾跤，走來相對吃力。到

了志佳陽大山基峰點（NO.53，3345

米），雖然一身濕冷，但心情寬鬆不

少。因為距落腳的『瓢簞山莊』應不

遠矣！由於自雪北山屋出發後，未帶

太多炊煮水，嚮導認為瓢簞池應有水

供用。豈料，到了瓢簞山莊，我有些

訝異！雖名為『山莊』，但其實是民

國59年搭建的鐵皮屋。以今之角度看

來，簡陋可想而知，但能遮風蔽雨足

矣！可是一旁的『瓢簞池』卻乾箇見

底，毫無水源。經驗老到的嚮導，趕

緊就地取材，迅速引流雨水蓄水，作

為當晚炊煮的用水。此時雨勢突然變

大，我們一會兒功夫即蓄集了可觀的

水。還好，雖淋了一身濕，但老天也

算厚道的給了水源。是夜風狂雨驟，

但隔日清晨天氣竟出奇的好，瓢簞池

湖水復見、山屋外的日出、雲海、陽

光撒落的閃耀箭竹坡地，令人流連、

不捨下山。

水藏在湖邊，方便日後缺水的山

友！

向來好動的我，常會試玩各種

運動。隨著年紀的增長，發現運動的

選擇除了是爆發力與耐力的表現外，

也部分反映個人心境追求熱鬧或孤獨

的變化。長途騎乘或高山縱走，藉著

有點自虐的鞭策下，很容易放空，沈

澱所有負面念頭。自我挑戰成功的

滿足，對腦內啡（Endophine）已然成

癮，只為那通體舒暢的快樂！所以

『攜影』登山、或『獨騎』雙輪，不

僅是肉體的磨練，更是心靈的淬鍊！

  我、需要的，真的不多！日食三

餐，夜眠八尺，足矣！美哉！聖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