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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與氏闆證山事務
之會作興推動

八木原困朋

壹、日本登山法規(訕駟請登山條例典群馬縣谷川岳山難防
範絛例)

- 、富山騵申請登山條例

(-)於1966年(昭和41年)3月26日制定實施。

(二) 1966年12月1日起至隔年4月15目生效。

二`富山線申請登山條例制定經過

(-)富山縣

l,位於富山縣的劍岳是日本三大岩揚(劍岳、穗高岳、谷川岳)之
一,許多登山者造訪0

2,此處曾發生山難,此時更有急速蜘趨勢01963年(喇38年)l

月,於北阿爾卑斯山藥師岳上,發生愛知大學登山社十三名社
員全部遇難之嚴重事故0

3,富山縣受此事件震撼,泱意制定法規來規範登山活動。

(二)第一次發表「山難防範條例」法案

l,由於愛知大學十三名登山者暹難,因此11月29目擬定「富山

縣山難規則提案」 ,送交日本山岳協會等相關團體0

2,規則案內容:

第一條/目的;第二條/設置協議會;第三條/給登山者的告誡;

第四條/記載登山連絡所。內容十分簡葷0

3, 12月9日在束京舉辦公聽會。此時富山縣條例馨議會遑加「罰
則條款」。



4.報紙頭條干幟「敢死登山行將受強烈規範、逵反即受罰」 ,並指

稱「誰來發綸許可? 」「得到許可的登山者若邁難,誰負賣任? 」

(三)第一次富山縣條例案公聽會, 1963年(昭和38年)12月9日、東京

1.參加者包括:文部省(約等同教育部、現稱文部科學省) 、厚生省

(約等同衛生局、現稱厚生勞動省) 、自治省(行政管理、地方自

治、通信、郵政等事務,現稱總務省)、警察廳、目本山岳協會、

全日本山岳聯盟、日本山岳會、東京都岳聯、新潟、山梨、長

野、群馬、靜岡縣等有關人士,以及山岳雜誌、大眾媒體等,

是登山界初次大型公聽會0

2.富山縣觀光課長說明條例案主旨如下:

( l )北阿爾卑斯全境皆為危險區域。

(2)說明13條條例,主要是以冬季進入此危險區域之入山者為

對象。

(3)僅實施於富山縣,效果不足。因此表明欲與上述五縣一同

制定「山岳六縣」的全國性規則。

(四)公聽舍各界反應

1.靜岡縣、山梨縣一若非中央立法(由國家制定) ,則無意義0

2.群馬縣-1940年(昭和15年)及1957年(昭和32年)曾發生兩次

登山規範問題(容後述) 。因此目前正獨立推行山難對策0

3.長野縣一雖了解其用意,但本縣並未考慮此點0

4.目本山岳會一目前山難並不屬於體育登山活動範圍,是被當作

社會間題,因此實非得已。但對於處以罰則此點並不贊同0

5.全日本山岳聯盟一認為還未達到需要制定條例的階段o世界上

也未曾有國家制定此類法律(註- )。在此之前,應先商討對策,

落實對登山者的教育、以及充實山小屋等設施。也可效法長野、

群馬縣,努力組織救援隊。富山縣卻不行此遺,一味以官方力

量來壓制,因此並不贊戚。

註- :瑞士柏恩高地的艾格峰(E】ger) ,曾禁止在北壁攀岩。因為場

所特殊、且高低差距危險,但不久後也遭廢棄。

(五)第二次公聽會, 1964年(昭和39年)l月23目、東京o

1.出席組織、相關人士與前次相同。首先由富山縣說明條例案其

中所修改之部份,接著日本山岳協會(日山協) (註二)提出請

願書‥ 「反對體育活動以條例規範」0

2.目本山協於公聽會前幾日(l月20日)曾召開緊急理事會,並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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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送呈以下意見予富山縣觀光課長‥

「對於責縣強力推行防範山難遘動,我們理解其熱忱,但若以

條例規範,將會妨礙體育暹動之振興,因此無法贊同。希望能

將行政重心擺於教育及指遵之上。但貴縣針對運動所提出之意

見,將予以支持o」

3,富山縣表示「反對意見不足以阻礙條例案進行。之後將繼續溝

通,期望能讀條例咸立o」並表示2月或6月、9月時,將上

呈縣議會0

4,山岳五縣表示「並無制定規範之意願。與其制定規範,更希望

中央政府及山岳團體能夠確立登山規則。 」全盤否決富山縣之

提議o

註二:此時日本山岳協會,是由全日本山岳聯盟及日本山岳會共同組

成,並加盟財團法人日本體育協會。但此時並未法人化,也尚

未完全融合,是各種組織並存的狀態。

(六)撤回條例案

1,1964年2月11目,富山縣及目本山協達戚協議o富山縣尊重日

本山協意見: 「即便不立定條例,也能夠防止山難發生」。以下

列項目做為條件,撤回條例案。

( l )山岳團體需確實管理入山申請。

(2)目本山協需製作登山計劃申請表。

(3)為便大眾理解攀登難易度,將全國山岳依困難度分等級。

(4)依照山岳設定登山基準架構。

(5)呼籲組纖外登山者加入登山團體。

(6)討請制定闆述登山者秩序及準則的登山憲章0

2,以上六黑占,由目本山岳協會及富山縣岳聯一同協議進行0

3,富山縣知事表示「山岳團體與富山縣達戚了默契,並非強迫。

我們甚至討諭要如何維護登山秩序,以及製作白然保護憲章′

實在是很大的收穫。 」並撒回條例案。將問題託付登山界0

4,撒回條例案之原因:登山界大半皆反對條例案,當然曾舉行反

對活動,但主要還是輿論力量便其放棄。知識份子透過大眾媒

體,控訴「官僚不應操縱體育活動」。

(七) 「富山縣申請登山條例」制定及實施, 1966年(昭和41年)3月26

目o

l,日本山岳協會承諾負賣前述六條防範山難對策。首先,日本山



協落實管理入山申請,咸果日漸顯著°

2,將山岳依難易度分等級(grade) ,全國主要岩揚皆大致判定妥

當,接著更求助於RCC ,分級工作逐漸進行0

3,至於勘導未加盟團勸趴聯豔,幾乎不見迤展。而制定登山憲
章尚需時間0

4,富山鄹所託付的六條對策,目本山協無法順利進行○

(八)舉辦「申請登山條例」之說明會通知,通知日期1966年(昭和41
年)2月14日o

l,撤回條例兩年後,日本山協收到以下通知書‥

「 1963年曾考量是否制定條例,當時得到貴協會及各蚓系者的

協力,決定再做斟酌,時至今目。但山難事故仍持績發生,我

們深威無法放任此事,因此泱議制定嘻山縣申請登山條例』」 。

由於山難並未減少,此兩年內,媒體不再支持一般大眾及登山
者。因此缺少了輿諭支持0

2,富山縣警察機構所記載之山難事件數如下:

1959年(昭和34年)⋯⋯33件;

1960年(昭和35年)⋯⋯23件;

1961年(昭和36年)⋯⋯19件;

1962年(昭和37年)⋯⋯26件;

1963年(昭和35年)⋯⋯38件;共139件0

3,五年內共94人死亡。其中冬季山難死亡人數佔46人。耗費不
少縣政府財力及地方人力°

(九)戚立世界最初登山規制法

1,富山縣於公聽會時做出修正,去除一部份罰則,表示並非「禁

止登山」 ,而是「劃定危險區域」、並做「勘告」。更表明制定法
規的意欲0

2,日山協也承認兩年來的努力皆咸空,表示「也許可嘗弼喇屎

例的效果」 。有關政府及山岳五縣皆做出相同意見0

3,日本山岳協會迷呈意見書給富山縣知事,表示立場「並非全然
贊同」 ,但卻也無可奈何°

4,因此咸立世界最初的登山規制法0

5,制定當時,雖表示為「勒告條例」,但之後經過改正,遑加「禁

止登山」等項目,沿用至今°

●



三、群馬縣谷川岳山難防範條例制定經過

(一)群馬縣谷川岳

1.以日本阿爾卑斯為中心自勻日本主要山脈,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

(1910年代) ,在無雪間幾乎皆已被攀登過0

2.至於谷川岳(1.963m) ,宗教登山以外的「近代登山」紀錄,最早

為1920年(大正9年)7月0

3.目本山岳會藤島敏男、及森喬等人,由新潟縣土樽村出發,在

村內狩獵師劍持政吉的揩引下,登上谷川連峰最鬲峰一仙之倉

岳(仙′倉岳, 2.026m) 0

4.兩人更縱走山稜,由土樽接逗登上茂倉岳、一之倉岳(-′倉

岳)、及谷川岳。接書跨越天砷峙,由谷川溫泉下山。

(二)谷川岳之後發展

1. 1931年(昭和6年) ,清水隧道(清水卜)丰儿)完工,由谷川逗峰

之下連接至新潟縣。隨之而來的是上越線(註三)開通,谷川岳因

此備受矚目0

2.在此之前,有部份登山家不分季節自尾梭及谷底攀登,甚至開

始攀岩0

3.之後,也有人探察以岩壁而著名的「一之倉澤」(-′倉泯)、「幽

之澤」 (幽′泯) ,甚至攀登而上0

4.出身於慶應大學的大島亮吉,首先向登山界介紹谷川岳,並評

之為「雖近且質良」 ,而後東北大學的小川登喜男及關東、關西

等名校登山團體,當以谷川岳岩揚為目標。

註三: 「上越線」指JR東日本鐵路,連接群馬縣高崎市至新潟縣長岡

市的部份o 1931年清水隧道完工後,全線通車。

(三) 「谷川岳一之倉澤(-′倉況)禁止登山」村內條例

1.谷川岳岩場原為大學登山社及學生們獨有的據點,自前述上越

線鐵路開通之後,此處咸5東京、橫濱等關東地區周邊城市社

會人士登山會的據點0

2.東京周邊等關東地域至此登山可一目往返,社會人士在時間上

沒有學生來得充裕,因此登山者競相來訪0

3.登山人次增多,相對地事故也隨之增加。上越綠開通後十年內,

至1940年6月為止,共有52人遇難0

4.由於邁難者持續增加, 1940年6月,位於谷川岳登山口的群馬

縣利根郡水上村(現稱水上叮、日文為勃巷分力田丁) ,在村議會



上泱議「谷川岳一之倉澤禁止登山條例. ,並於報上發表.

(四)水上村撤回「禁止登山條例」

l,報紙內容驚動了關東地區社會人士登山會,會員們前往水上

盯,直接與阿部村長商談。東京地方社區登山會是以商店街的

店主們組戚,對應十分迅速。商談結果,登山團體承諾將努力

防範事故發生0

2,阿部村長召開緊急村議會(36位議員) ,將期望寄於登山團體,

當日便撤回村內條例o →此為登山者主動將事態導向良好方向

的優艮範例0

3, 「京濱山岳團體聯合會」 (現‥社團法人目本山岳協會)組戚時,

京濱岳聯受日本旅行會(現:巳本交通公社)資金援助,在谷川岳

全域設置路標0

4,地主水上山岳會的會長阿部一美,以及中島喜代志,為了籌募

資金,往返東京四十次,加上京濱岳聯的協助,共募集一萬三

干元,隔年(1941年)7月完咸「谷川岳山項小屋.。一止匕為登山

團體自行努力的戚果。

貳、社團法人日本山岳協會創立經過

一、戰前

(一) 1905年(明治38年)lO月,日本山岳會創立.

隨著鐵路交通發達,大學登山社以外的一般社會人士也興起旅遊熱

潮,登山者人數劇烈增加。

(二) 1923年(大正15年)06月,東京旅行登山聯盟組咸°

(三) 1929年(昭和04年)06月,關西學生山岳聯盟、關柬學生山岳聯盟、

九州山岳聯盟活動開始。

(四) 1932年(昭和07年)08月,東京山岳聯盟組成.

(五) 1940年(昭利15年)06月,京濱(東京、橫濱)山岳團體聯合會咸立。

隔年持續發展並改稱東京府山岳聯合會。

(六) 1941年(昭利16年)Ol月,日本山岳聯盟組成(第一次日本岳聯)o

(七)登山界雖抱持著自由主義的登山觀念,但也曾順應時代,配合「非

常時日本」、「高度國防國家日本」(註:「非常時」相當於戒嚴時期) 。

在管埋體育的厚生省(厚生勞動省,相當於衛生局)或是內閭情報部

等將登山作為國防的體育鍛鍊之前,是以目本山岳會為中心來舉行
的。



二、戰後混亂期

(-)戰後, 1946年(昭和21年)11月,結咸巳本山岳團體聯合會,新組

織日本山岳連盟就此消失。

(二) 1946年(昭和21年)7月舉行第三次日本山岳聯盟評議員會,為了避

免與日本山岳會混溝,改稱「全日本山岳聯盟」 ,並推薦松方三郎

擔任會長,但松方後日辭退蹴位。目本山岳會退出岳聯運動,而日

本山岳會主導國民體育大會等諸緣由,全岳逗宣告瓦解, 1951年5

月結束。僅維持兩年。

(三)但之後並無中斷活動,更輿一直以來對立的目本山岳會達戚協議,

1955年(昭和30年)5月,召開第四次日本山岳連盟。

三、巳本山岳協會創立

(-) 1960年(昭和35年)4月,五年後, 1960年4月1日,日本山岳會

及全日本山岳達盟合併,創立「日本山岳協會」 。初代會長為武田

久吉。

(二)全日本山岳聯盟繼續保留,至全國都道府縣加盟目本山岳協會、手

續完戚為止o 1966年(昭利41年)10月解散,此時尚未法人化。

(三)此後,擁有日本最久歷史、且在登山界中勢力最強的巳本山岳會,

與新繒纖全目本山岳聯盟無法順利結合,不時對立而引起問題。

(四) 1967年(昭和42年)5月,設立社團法人日本山岳協會。

(五) 1968年(昭和43年)5月, 5月25日,社團法人設立經過認可。

參、谷川岳第二次設立登山規制

一、谷川岳第二次設立董山規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前後,雖然邁難者較少,但整體來說

山難並未因此減少,此處被冠上「魔之山,谷川岳」一名,咸為社

會問題。

(二) 1957年6月,報紙刊登「群馬縣谷川岳登山取綿法案起草」。報導

中並指稱,為何民主國家沒有登山自由、登山規制是否達憲等,此

問題更為擴大。

(三)但此年谷川岳山難事件急速增加,共發生31起、 14人死亡。縣議

會態度強硬「谷川岳登山只能以法條來禁止」 。

(四) 7月,報上刊登「水上叮有志以及群馬縣觀光課訂立『谷川岳澤登

山禁止條例案』」 。藉此來觀察登山界及社會大眾反應。



(五)登山界發表「反對論」及「手足無措論」 ,大眾媒體也展開爭辯,

群馬縣及登山界皆無法動彈。

(六)此時,國家政府機構自治爸(現:總務省)出面表示「用法律取綿體

育活動並不妥當」 。終於為此事劃下休止符。

二、谷川岳警備隊

(-)群馬縣組戚「山難對策組」 (十人) ,群馬縣警察本部也在沼田警察

署組戌「谷川岳警備隊」 (十人) ,指導登山、握任巡邏工作、並實

行山難救援活動。並借給登山者傳信鳩,若發生事故,可利用傳信

鳩取得救援。

(二)之後山難事故仍持續增加, 1957年至1965年,九年間共213人死

亡。

(三)自有綰錄以來, 1931年至1956年共26年之內,死亡人數為204

人。也就是說死亡人數是之前的三倍之多。

三、再次準備設置條例

〔-) 1966年6月,由於山難事故無法減少,群馬縣當局深感困擾,因此

著手準備設置條例。首先照會中央政府各部門,諮詢法律問題,接

著聽取縣警、教育委員會、地方當局意見,更詢問擁有多數登山會

員的東京都山岳聯盟,才制訂條例案o

〔二)正值此年,富山縣實行「申請登山條例」。登山界輿論漸息,因此

群馬縣也未邁到社會上太大的反對聲浪,得以進行。

〔三)自治省提出法律見解,與1957年所做聱明完全不同‥「與尊重人櫂

相同,若考慮到地方上所耜損人力、以及經濟負擔,以公共禱祉的

觀點看來,禁止也情非得已」 ,此時電視及報紙也大幅報導條例問

題,登山界也並未反對,因此事態走向「若以最輕微的規制來禁止,

則可接受」。

= 、友對諭點

〔-)達反憲法

1.違反第11條:基本人權

2.暹反第13條‥有遑求自由及幸稿的權利

3.遵反第21條‥有表現的自由

二)與振興體育法(夫朮-\y振興法)相矛盾

振輿體育法(只朮-\y振興法)是因1964年將在東京舉行奧遘,為了

提倡體育活動,於1961年9月實施。



「體育活動是指運動競技以及身體遘動(包括露營等其他聖予外活

動),__」

(三)其中有差別待遇項目。目本山岳協會之山岳會員,若當日提出「登

山計劃書」 ,則可攣登危險區域,其他組織或個人登山者則需在十

天前提出「登山申請」 ○同是登山者,卻因為組織不同而有差別待

遏,此點達法○

五、登山界變化

(一) 1980年代起,擎登谷川岳危險地區岩壁登山者減少,由於以健康取

向的中高年登山者增加,谷川岳的山難形態有所變化。

(二)之前大部份的山難事故皆是自岩揚墜落、滑落、摔落,以及冬季山

難,這些山難事故雖然大幅減少,但取而代之的是摔落、過勞凍死、

迷路等山難○

(三)目前由於年輕登山者減少,中鬲年登山者增加,山難事故多是因體

力、技術、知識不足,這些身為登山者不應犯的錯誤而引起的。這

並非谷川岳單獨的問題,而是全國皆有此傾向。甚至有自己無法判

斷狀況的團體登山者。

(四)雖有修改條例的意圖,卻尚未實現。除了撤除差別待邁條例之外,

其他仍有必要重新思考。

砷齷謊囂豐誥崇加以管制.將會剽批評.失去立場.
呻呻

\、>

因此需求助於法律規制。

二、富山縣之所以態度強硬,欲制定登山規制法,理由在於:

( - )富山縣並未對於每年冬季山難死亡事件立定對策,因此受到質疑批

評。

(二)當時縣政府勞動部長是自治爸(負責地方自治、公職選舉等政務的

中央機構)出身,經驗豐富,他了解若依前述「振興體育法」 (夫朮

-\′振興法)第十六條,縣軍位也必須訂立「防止登山事故的必要

措施」 ,若立訂條例,實施條例的預算將由國家負責。

(三)他了解「振興體育法」 (貴朮-\y振輿法)第二十條, 「都道府縣對於

山地的整備費用是由國庫補助」 。

→並且,若此事託付給登山界處理,便可研究如何再提案,待準備妥當

再度提出,這種手法便可輕易操縱單純的登山界。



伍、禁止女人進入之山地

- 、日本目前有兩座山,全年皆禁止女人進入o 1872年(明治5年)依太政宮布

告,應廢止「女人禁制」 ,但此兩座山地尚未解禁。

(-)大峰山系上的「山上7岳」 (SanJyouGatake , 1719m)奈良骷野

由於嚴守宗教及信仰傳統,禁止女人入山。但目前是男女平等帥寺

代,對女性差別待遏受到強烈批判02000年,正逢「開祖役行者

逝世1300年」 ,以此為契機,對信徒說明欲開放女性入山,卻遭信

徒及地方上居民強烈反對,目前仍受爭議。

(二)後山(UshlroYama , 1345m)岡山縣美作叮與兵庫縣縣境。

此處自古以來就是咚塾旦塞齟.因而著名,也被稱作「行者山」

(GyouJaSen) o山頂上正面的登山道無論誰皆可進入,但經由內院的

道路,則禁止女人進入。

(三)石鎚山(Ishlduchisan , 1987m)愛媛縣。

此山為信仰對象,與立山、大峰山等並列日

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1目當天,女性禁止進入。

堤,例行祭典

毫`國民體育大會(國體)
琿牖土吾→挖今

￣ `參加國民體育大會之歷史鼬 磁佣力
登山被視做國民體育的一項,戰前起就持續參加「國民鍊咸體育大會」

止器詰謊篙體育大會)蝸身。捫恥隸恥咋J

「目本山岳聯盟」組成,登錄加盟大目本體育大會(日本體育大會

之前身) ,此時分在「行簞登山部會」。

二) 1941年(昭和42年)ll月

第十二屆明治砷宮國民鍊成大會, 1000名選手自砷奈川縣丹澤的

大山,行簞至束京明治砷宮,共70km o參加者是自每個府縣選出

15人,共500人,加上日本山岳聯盟選手500人所構咸○一個月

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此大會帶有濃厚軍事色彩。

’三) 1942年(昭和43年)ll月

第十三屆明治砷宮國民鍊成大會,日本岳聯自全國動員1000人,

同樣自大山步行至明治砷宮外苑競技煬怕每人各自背負20kg重
物行走。

戰後,日本山岳會(JAC)與全日本山岳聯盥,欲合併加盟日本體育



國四
嗎診′

喘、絆四)

許抑

協會(日體協),但卻無法逵成協議, 1946年9月,日本山岳會加盟

日體協o

1946年(昭和21年)10月

第一屆國民大會。是近畿地區的大會○以未受戰爭影響的京都為

中心舉辦。關酉地區的日本山岳會員舉行展覽會、演講、電影會,

稍嫌敷衍。

自第二屆之後,由加盟日體協的日本山岳會主導,卻有諸多糾紛,

至第十屆,終究以沒有適當煬地為由,停止瓣理。

(五) 1960年(昭和35年)4月

4月1日發起的「日本山岳協會.,加盟目體協,同年起於第十五

屆熊本大會中,戚為競技團體。

二、正式成為競技與急速變化

(一) 1980年(昭和55年)

第三十一屆佐賀國體起,除了以往的縱走之外,還加入了攀登及

踏查。戌為正式競技的條件皆已備妥。

(二) 1985年(昭和60年)

第三十五屆楣木國體,咸為正式項目,並分為天皇杯、皇后杯等

競賽項目。

(三) 2002年(平戚14年)

第五十七屆高知國體,取消踏查,僅剩縱走及攀登兩項。

(四) 2008年(平戚20年)

大分國體,將僅剩攀登一項,分做計時賓及徒手攀岩兩種。利用

人工岩壁的攀登竇,與一般所稱的「登山」漸有所區別,咸為國

體的競技之- 。

玳 柒、文部科學省登山研究所

- 、文部科學省登山研究所(富山騵立山叮) 。 (註:文部省相當於台澄的教育部)

(一)為了抑制不斷增加的山難, 1967年7月1日,開設日本唯一的「匱

立登山中心」。

(二)設立主旨

「登山活動人□增多,山難事件隨之增加,主耍原因是對於登山

知識及技術不熟悉,且指導人員不足。國立登山中心白勻設立,欲

養戚擁有高度技術的指導人員,更推廣及獎勵正確的登山方式,



以期防範山難發生。 」

(三)主要目的是培養指導人員,以及關於登山的研究。至於為何首要之

急為培養指導人員,原因如前述,是因為山難事件的急速增加○

(四)雖然富山縣於1966年3月實施申請登山條例,群馬縣於1967年實

施谷川岳山難防範條例,但僅以法令來防範山難,並非根本有效的
對策。

(五)這一達串的活動,主要還是來自造咸很大社會問題的「山難死亡」

事件。為了解泱問題,必須培養高中生、大學生、社會人士登山者

的措導及領隊人員,來防止山難發生,此為設立研修所的目的。

二、登山研修所組織

文蝌學羋畜’青少年局一一一一一一營運委貫爸
生涯體育課

J

登山研修所
■∵￣

所長一十
±=_

￣￣￣￣￣￣￣￣一一一-一專門調查委員會
專門職

管理課

奎山研究所事業

-)一般研修會

大學生登山領隊研修會(夏山l)

山難救助研修會A

社會人登山領隊研修會(l)(見註)

高中,高職學校登山指導者研修會

大學生登山領隊研修會(夏山2)

社會人登山領隊研修會(2)(見註)

未定 大學生登山領隊研修會(冬山)

禾定 社會人登山領隊研修會(冬山)

盂:社會人登山領隊研修會(1)(2)一同進行。

●



(二)登山指導員研修會(舂山篇、冬山篇)

(三)中高年安全登山指運者講習會(每年於中部、柬部、配β地區舉行)

(社)日本山岳協會、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共同舉辦

(四)全國山難對策協議會

四、登山研修所之遽景

(-)除了目前推行的事業之外,許多登山關係者,願其戚為巳本登山界、

登山者的情報中心○

(二)也有人提議,除引乍為目本所有登山相關資料情報的集散地之外,

希望不僅是專屬於目本登山家,也能收集喜馬拉雅地域所有的登山

史資料,並且提供所有人使用、闋覽。

五、全國山岳遐難對策協議會(全山邁)

(-) 1964年至2007年7月計44回。

(二)目本登山風潮興起的原因、被認為與1956年喜瑪拉雅Manaslu

(8163m)的初次登頂及井上靖在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冰壁.有關。

登山活動的興盛也造成邁難事件的增加°

(三)此時在邁難防止對策及安全登山的普及與推動上、包括了山岳遏難

防止條例及文部省(文部科學省) 、登山研修所的設置、中高齡安全

登山揩導者講習會及此全山逵的設立。

(四)現在是由文部科學省、警察廳、環境省、氣象廳、 (社)日本山岳協

會、山岳遇難對策中央協議會共同舉辦、每年在不同的地方舉辦.

(五)山岳遇難事件隨時代不同、在型態上與傾向上也不停改變。在岩煬

與沼澤的墜落、滑落、落石、冬季山區的雪崩以及夫氣驟變造成的

遇難等、有低層次化、鬲齡化、數量上的增加等現象。在邁難者中、

40歲以上的中高齡者佔了80%(遏難者的70%為男性) 、一般登山

道的摔落、跌倒、迷路等事故居多。

(六)由於求救多靠手機、援救以直昇機為主、通常可以馬上解決。然市

參加旅行社等主辦的登山活動的人通常並不是自己訂定登山計

畫、所以無法自已判斷狀況的登山者也增加了。山岳會及大學登」

社的衰微也造戚無法產生產的登山者或領隊的狀況。

六、中高齡安全登山揩導者講習會

(一)自1991年起每年在全國三地區施行。

(二) 1989年初冬的10月9日、在富山縣立山連峰發生滋賀京都中高言

登山者十名因風雪無法下山、其中八名死亡的事故。



(三)對於中高齡登山者的激增及遐難的激增已經頭痛不已以中央及登山

界、可說是一大打擊、面臨必須極早祭出對策的狀況。

(四) 1991年起、文部科學爸、(社)日本山岳協會、以及主辦地所在都

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共同協辦。在學習依中高齡體力所設計的登山

知識與技能的同時舉辦研究討諭、企圖培育中高齡登山指導者並便

安全登山普及化

(五)參加對象為教育委員會相關人士、岳連相關人士、以及其他六十歲

以下的登山指導者o1991年東部地區,砷奈川、中部地區,富山、

西部地區,鳥取三地舉辦至今十七年、共1803人次接受講習。

(六)不過、最近的聽眾與其說是「中高齡登山指導者」、倒不如說是「草

純是登山的基確知識投術研習」 、也常出現相同的臉孔。

童、藉論

- 、登山活動可說是最講求自由的運動項目、原本埋應不受太多法律與規則的

束縛。然而現實中由於登山者自身所造戚的山難事故、以致無法阻止富山

群馬兩縣的法定規範管制。

二、現在在邁難事故持續發生的狀況下、要廢止法定規範管制是不可能的。然

而至少應尋求改正、並以廢止為目的。安全愉怏的登山活動的普及與邁難

事故的防範、同時是登山界與登山者的責任。

三 封於接近自然或健康為目的的中高年登山者的增加雖樂觀其成、年輕人對

薑山活動敬而遠之的狀況對未來的登山界而言卻是嚴重的事○

二 考望自然愛妃者與登山愛好者可以同心協力、便登山活動不是危險、辛苦、

三髒的、而是能聚集年輕人的、有價值、戚就感、滿足感的活動。

三 手土學性文明的發展會喚起對於本質性的根本性的文化的回歸、因此相信人

萼在重新檢視便利輕鬆卻無味的生活與人生後、會再回歸自然以及登山活

￣
宗/目目登山者會立誓向後世傳達環境與大自然的偉大與重要性、在可以充分

享妄自由的大自然中廣推運動與登山的樂趣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