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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6 公視紀錄觀點播出了一部名為「那裡有條界線」的紀錄片，公視官網上這樣介紹著：

2006 年 4 月，由黃武雄、小野與徐仁修提出千里步道運動，這條千里步道暱稱為「十一號國道」，「11」就是人
的雙腳，這條步道上，引入新的價值觀，討論經濟開發與生態人文之間的矛盾，討論種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
創造一種不同的場域，發展新價值。這條路，原本可以領著你去用雙腳讀遍台灣的歷史和地理，帶你從山顛到海
湄，親炙福爾摩沙之美。你走過一村又一村，一鎮又一鎮，沿途沒有汽機車的威脅，沒有工廠廢棄物的污染，
只有美麗的山海與清綠的田野風光。只是十年過去了，這條 11 號的夢想之路，終究尚未完成 ....

是啊！若是這美麗而純粹的、對環境和鄉土之愛的夢想已然實現，我們應該就不用披星戴月的奔波了吧。也

正是這樣的初心，引領並支持我們一路堅定的走來。除了逐步完成：環島路網的串連、倡議低碳減廢促進

在地小民經濟的生態旅遊、建置宜蘭冬山鄉千里步道示範道與台南山海圳綠道、進行郊山步道鋪面調查、

推動台灣步道日、步道學課程架構建立與步道種子志工的培訓、持續推動連結在地生活智慧的步道工作

假期、參與綠色交通城市自行車議題之推動；2015 年起並正式啟動台北盆地城市綠點，與淡蘭百年山

徑歷史文化路徑的踏查與串連，並嘗試由體制外的倡議進入體制內的合作，同時積極與國際步道組

織經驗交流。

回看來時路，若不是有著熱情的志工與各地社區的參與、捐款支持的團體和個人，以及公私部門

的共同協力，我們不可能把每一個基礎工作，做得深入和踏實。

原來，夢想之地，就在千里之始的足下、就在你我共同攜手的前行的每一刻。

謹以這份小小的年度工作報告，向每一位支持步道運動的朋友們致意、感謝。

並預祝 2016—

一個全新展望的關鍵時刻，我們的福爾摩沙家園 ~~

因著我們的齊心努力與手/守護，美麗永續、故事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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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們響應國際間以「Trail Day」鼓勵人們透過登山健行活動認識步道

的理念，發起倡議將每年六月第一個週六訂為「台灣步道日」，作為轉變國人對

於近用步道各項資源之觀念與慣習的第一步。

2015 年第二屆「台灣步道日」，我們以「走一條有故事的步道」為主軸，邀請團

體或個人透過步道日主題網站分享步道的故事，並於步道日前後，呼朋引伴、親

身走訪這條「有故事的步道」。全台共有19個團體〈或個人〉分別於雙北、台中、

彰化、屏東等 9 個縣市，號召超過百人響應步道日活動，透過步道故事的分享、

聆聽與傳誦，使步道中蘊藏的故事能夠長久流傳，亦使民眾能夠經由不同面向認

識日常生活中行走的步道，進而引起持續親近、關注或參與步道守護行動的動機。

2016 年，台灣步道日的推動將進入第三個年頭，屆時我們將以淡蘭百年山徑串聯

為主軸，捲動北北基宜登山團體、社群，與山徑周邊各大學、社區大學、聚落，

與中研院 GIS 中心、台大地理系、企業…等，展開一系列包括台灣守護地圖的編

印出版、重現淡蘭百年山徑啟動記者會、守護宣言、淡蘭山徑試走、淡蘭大會師

與紀念版 T 恤企業贊助、跨校際通識課程淡蘭系列成果發表會等之第三屆台灣步

道日系列活動。

昔日北台灣最著名的古道系統即是淡水

廳到噶瑪蘭廳間的山徑路網，由於路網

與北台灣族群互動、開發拓墾與居民生

活密切相關，因而路線綿密不僅一條，

故以廣義的「淡蘭百年山徑群」概括

之。為延續「環台北一週」理念，進而

倡議文化路徑保存的重要性，以低碳慢

行、生態旅遊振興山村小民經濟，在千

里步道十週年前夕籌備「重現淡蘭百年

山徑」的準備工作。2015 年具體工作

包括：文獻論述、路線調查、組織串聯、

政策研議與主題推廣等主題。

路網活化

台灣步道日的發起與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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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淡蘭百年山徑



文獻論述與路線調查

除廣泛蒐集輿圖、廳志等原始資料，並與歷史學家、古道學者如雙溪鄉誌作者唐羽、宜蘭縣史館館長廖英杰、

台灣史學者戴寶村、古道專家劉克襄、文化資產專家丘如華、陳板等進行拜訪；並透過登山紀錄蒐集、古地圖

研究等方法梳理淡蘭百年山徑路網，同時邀請中華山岳協會藍天登山隊江啟祥隊長等協助進行為期 9 個月，多

達 20 次的路網實地踏查工作。也於宜蘭端舉行「淡蘭百年山徑串聯計畫工作坊」，邀請羅東社區大學、噶瑪蘭

山岳協會、宜蘭大學登山社等團體參與，詳實紀錄淡蘭山徑路網的現況及各項資源。

政策研議與主題推廣

2015 年千里步道首先與新北市觀旅局合作，除盤點雙溪地區淡蘭山徑路網的古道路線與文化資產，也與在地社

區合作規劃「重返馬偕之路」和「古道、農村、土地公－走進泰平浮世繪」兩個主題遊程。其中以馬偕博士為

主題的文化路徑，更獲得長老教會總會、真理大學、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等之大力協助。另與台北水源

特定區管理局合作，規劃以北勢溪沿線藍綠帶水土林資源為環境教育主題的「北勢溪集水區生態朝聖之旅」，

並嘗試以手作步道方式修護闊瀨古道段，為淡蘭百年山徑路網活化工作邁開第一步。

跨領域組織串連

為第三屆台灣步道日淡蘭會師準備，已邀請包括台灣大學步道行動社、宜蘭社區大學山川社、台北市出去玩協會、

噶瑪蘭山岳協會、宜蘭登山協會、永和社區大學步道行動教室、羅東社區大學植物班、中華山岳藍天隊、宜蘭大

學登山社與宜蘭荒野、基隆暖曦生態健行協會等組織認養調查與規劃會師。

在大台北盆地範圍則由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林淑英老師擔任召集人，邀請華梵大學、東南科大、世新大學、

南港社大、文山社大、地方文史工作團體等組成「大文山淡蘭守護聯盟」將路網調查與大學通識課程進行多樣結

合與成果展示的籌備工作。此外亦與基隆暖曦生態健行協會、台灣頭文化協會等合作，期待能將淡蘭早期軌跡與

故事挖掘出來。



在屏東達瓦達旺部落：跨越北隘寮溪，連結新部落與舊部落

記憶的吊橋依然建在，但作為部落運送物資交通幹道的產業道

路，則面臨著即將水泥化的命運。於部落扎根經營多年的屏東科

技大學社區林業研究室，和多數的部落青年都擔心，產業道路水

泥化後可能會對舊部落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難以預料。懷抱著對土

地及維護傳統文化的認同。2015 年我們再度和部落及研究室，攜

手舉辦工作假期，既延續 2014 年修復辭職坡古道的成果，也邀請

三位砌石經驗豐富的部落工匠參與指導，希望運用傳統工法修繕、

克服產業道路的問題，同時也凝聚部落對於步道守護的地方意識，

並傳承排灣傳統砌石工法的珍貴技藝。

此外，在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旅管理學系曾永平老師的邀請

下，我們也參與了南投埔里眉溪部落的古道修復計畫。在曾老師駐

點輔導的協助下，眉溪部落的賽德克族人嘗試以生態旅遊串連部落

的傳統文化及在地產業，而修復一條具有部落記憶的古道的念頭也

油然而生 -- 透過與族人共同勘查位於人止關的古道，並試辦了以

部落族人和暨大同學為主的工作假期，初步完成一小段古道的修

復。我們也期待藉由此次合作，能為部落在傳統步道工法的技藝傳

承盡份心力。

與社區合作推動生態旅遊和工作假期，

一直是我們努力並嘗試結合在地環境守

護力量的方式。今年我們延續過去在宜

蘭南澳與屏東舊達來部落的合作。首

先，在宜蘭南澳部份，在與東岳、金岳、

朝陽、金洋、澳花等社區夥伴，經過半

年多的討論，促成社區合作組成「大南

澳生態旅遊聯盟」，期待透過跨社區的

合作串聯，建立互信、共享生態旅遊單

一窗口運作機制，一方面協助社造經驗

尚淺的新進社區，同時成為參與在地公

共事務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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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與社區陪伴



相對於在山林郊野進行步道舖面調查、提出以手作步道的行動方案，希望能朝向水

泥步道零成長、自然步道零損失的目標；在都市空間裡則參考荷蘭國家生態網絡計

畫（National Ecological Network, NEN）的精神，與台北市 12 所社區大學合

作，倡議「台北都市生態綠網串聯計畫」，藉由綠點串聯和綠道調查，號召市民起

身行動，關心並守護生活周遭的綠地。由於大台北週邊山系稜線宛如綠手指般伸入

盆地，若能將都市中的綠地連接成綠帶，或許有機會讓自然回到都市。

不同於荷蘭NEN計畫由國土規劃的角度，「台北都市生態綠網」是由民間社團串連，

以環境教育為方法來推動。首先，將調查尺度細分到台北市 12 個行政區，強調由

社區定義綠點的主體性，再從使用者的角度規劃社區中，適合連結綠點的路線，以

此作為社區綠道，進而慢慢擴大連結網絡，使綠網逐漸健全。未來則以如何持續提

昇綠點品質、提昇綠道綠覆率作為長期目標。

透過都市生態綠網計畫便是希望能以社區綠點的盤點與串聯開始，將人們帶到戶外

生活空間，去感受都市中微小而珍貴的生態，促進更多人對城市環境的理解，進而

成為推動都市永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步道守護

都市生態綠網串聯



千里步道自 2013 年提出以步道為核心，規劃跨領域、學門的系統性志工培力課程，於今年首度和社區大學合作，推

出聚焦台北市文山區景美山的「手護文山步道學」初階入門課。課程設計除了通則性的環境、棲地與手作步道概念，

也結合在地知識，邀請文山社區大學環境學程講師，分享景美山的在地文史與生態特色。由步道學結業學員發動成

立「景美山小組」，與文山社大合作推出「仙跡岩步道海巡署支線」的手作步道體驗活動。2015 年除接續前期成果

之外，也進一步將實踐範圍擴及中埔山。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提出以社區參與郊山步道常態維護，建立手作步道示範點，進而逐步串聯、推動北台灣的長距

離綠色山徑。

透過步道學課程的教育推廣，與累積多年來推動步道志工的參與能量，千里步道至 2014 年培訓出第一批的「手作步

道種子師資」，已進入實習共學、培養獨立規劃與判斷的階段；同一年也與林務局合作，引進國際步道志工組織經驗，

透過他山之石強化本土「群體技能」與「工法技能」課程，是經營志工投入參與行動專業化的一大進展。2015 年，

更進一步以公私協力方式，首次舉辦高山型步道工作假期，對國內基地營（base camp）場域建置進行實作試驗，希

望有助於高海拔步道守護未來常態化的運作。

於是，從鄰近城市的雙北郊山，到徒步遙遠的各地高山，從親水近溪的沿岸古道，到傳統砌石的原鄉步道，不同海

拔與特色的區域，都是千里步道在推動公眾環境教育與培訓志工種子師資的實作場域。而這些實踐的過程和經驗，

我們也透過與台灣山岳雜誌的專欄合作，完成了十條手作步道典範的專文紀錄。

綜合上述的努力，2015 年我們彙整提出了手作步道系統性的專業培訓體系，除了手作步道種子師資，也規劃鼓勵多

元對象的參與，以全面提昇整體步道維護的專業品質。在制度建立方面，提出步道師認證層級構想，期待手作步道

志工經由完整專業訓練，在具備相關知能與實作核心能力後，由種子師資持續邁向實習步道師、步道師、資深步道

師等專業知能，以促進未來手作步道與志工專業制度化的體系發展。

步道守護

志工經營與公眾教育



為串聯更優質的綠道與綠帶，環境的永續和在地人文歷史的守護，是最最基本的條件。綠道是骨幹、綠帶是肌理，來自於

時間洗練的人文與歷史、和生養大地的自然環境，正是血肉和靈魂。因此，除了以步道為主軸的各項工作推動，與各 NGO

團體的議題串連、支援，也是我們在 2015 年重要的工作項目。包括：

1. 加入全國廢核平台，參與 3 月 14 日以「告別核電、能源新願」為主訴求之全國廢核大遊行台北場。

2. 長期參與全國環境 NGO 會議之籌辦，2015 年 4 月 7 日年第十二屆會議「全國 NGOs 環境會議」於立法院群賢樓 9 樓

大禮堂舉辦，主題包含「台灣的永續政策、能源轉型與非核家園、食物安全與食農教育、環境政策遊說、棲地與動

物保護、環境景觀與生態美學、原住民環境守護、與環境公害防治策略」。

3. 承上，千里步道協會主責之「環境景觀與生態美學」，主要關注議題包括：宜蘭與農村之農田地景與農舍問題、東

部海岸景觀、都市公園與郊山步道水泥化、景觀法立法與推動等。大會並將大會共識於 4 月 22 日地球日當天，送交

總統府與各政黨辦公室。

4. 延續 NGO 環境會議上關注之景觀議題，我們後續進行包括加入「守護宜蘭工作坊」社群平台、參與「守護宜蘭心價

值─搶救農田地景行動」記者會、舉辦守護宜蘭農田地景智庫、號召連署，以及宜蘭農田旗台北取貨發送點等。

5. 聲援反 193 縣道拓寬行動。位於花蓮三棧布拉旦至七星潭的 193 縣道 0-8K 段，有著美麗的海灣景觀，是許多花蓮人

或到花蓮旅行者必訪的景點。但它正面臨著將從 6 米拓寬到 20 米、作為蘇花改聯絡道的命運。秉持長期對綠色交通

低碳減廢的理念，以及主張交通建設應跳脫無止盡的道路開發而著重在運輸管理，加上該段亦為千里步道環島路網

花蓮段海線，因此義不容辭的參與花蓮在地夥伴的反拓寬聲援行動。

6. 另外，包括聲援樹黨的土城護樹行動；全台串連的反空汙抗暖化大遊行；景觀法立法推動；與吳晟老師等人共同合

作發起「停止竭澤而漁、追求永續台灣」環境優先陣線宣言；與三十多個NGO組織共同呼籲《關鍵選舉‧希望台灣》，

期盼能讓更多有理想的年輕世代走進國會殿堂，建立一個關注環境永續、世代正義的新國會。

環境議題倡議和參與



2015.02 2015.04 2015.05 2015.06 2015.07 2015.09 2015.10 2015.11 2015.12

與藍天隊進行淡蘭山徑之踏查、結合十數個團體，展開淡蘭百年山徑串聯計畫

展開歷史文化路徑〈馬偕之路〉之拜訪--歐盟辦事處、加拿大駐台北經貿辦事處、真理大學、
淡江中學、長老教會總會、歷史資源學會、中研院 GIS 中心、LANEW…等團體

千里步道運動啟動
九週年

千里團隊自永和社大辦公室搬家
至景福辦公室

第二屆台灣步道日
以「有故事的步道」為活動主題

副執行長赴冰島進行
42 天之冰島步道志
工學習之旅

於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舉行城市綠道計畫
成果發表會柯市長親自與會，期許展開
「民間先行 .政府支持」之公私協力模式。

代表 NGO 團體出席立法院
跨黨派立委所提出之「景
觀法」第一次公聽會。

參與於太平山莊所舉行之登山
研討會，以手作步道為主題進
行兩場專題報告。

與吳晟老師共同發起「停
止竭澤而漁、追求永續台
灣」環境優先陣線宣言。

與數十個 NGO、NPO 組織團
體，共同參與反空污抗暖
化大遊行。

大事記



2009 年當千里步道還在環島路網串聯階段時，曾經設想要在北台灣區域串連一圈「小千里步道」，一方面深化北台灣區域路網，另一方面就近實踐

千里步道美麗風光保留、深度停留促進山村經濟、低碳大眾運輸串連行走、天然步道零損失、長距離步行文化倡議等理念，遂以「環台北一週」號召

獲得各界前輩回應，包括以水路環康熙台北湖、以古城門環台北城、以天際線繞行台北盆地、以淡蘭舊道系統串連台北到宜蘭等各式各樣的構想。

千 里 步 道 運 動 陸 續 完 成 空 間 上 的 環 島 步 道 串 連、 持 續 進 行 步 道 環 境 守 護 乃 至 開 始 推 動 生 態 綠 網 計 畫， 至 2016 年 即 將 屆 滿 十 週

年， 步 道 運 動 也 將 從 空 間 的 連 結 探 往 時 間 的 面 向、 從 環 境 生 態 向 土 地 的 歷 史 文 化 延 展， 而 深 植 常 民 生 活 記 憶 的 淡 蘭 舊 道， 就 是 通

往 歷 史 文 化 的 路 徑， 藉 由 古 道 遺 跡 與 場 所 精 神 發 掘 工 法 技 藝， 逐 步 挖 掘 填 補 歷 史 遺 漏 的 拼 圖，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土 地 上 人 與 環 境、 族

群 之 間 的 故 事。 而 通 常 追 尋 這 樣 的 軌 跡， 也 召 喚 我 們 走 上 長 距 離 徒 步 的 勇 氣 之 旅， 在 朝 向 目 標 的 過 程 中 與 內 在 心 靈 產 生 對 話。

國際上許多知名的長步道就是以歷史文化為主題，世界文化遺產在 1994 年提出「文化路徑」（cultural route）的概念，並指定保護歐洲通往西班牙聖地牙哥

的朝聖之路，美國以國家歷史步道（National historical trails）紀念迫遷印地安人的「淚之路」、解放黑奴的「地下鐵」人權之路、獨立戰爭的「自由之路」

與南北戰爭的「統一之路」。當步道加入了時間的維度，承載的意涵更為整體，要讓古道自身能展現其豐富的故事，則需要文化路徑或歷史步道的制度保護。

台灣能說故事的古道相當多，以昔日淡水廳到噶瑪蘭的路線，最能反應常民生活與整體台灣的關聯，從原住民的社路、西荷人的採金、

漳 州 人 的 拓 墾、 泉 州 安 溪 茶 商 的 貿 易、 外 國 傳 教 士 的 宣 教、1895 年 日 軍 與「 土 匪 」 的 對 峙、 迓 媽 祖 拜 土 地 公 等 信 仰 活 動、 救 國 團 時 代

的壯遊……。走上淡蘭百年山徑，就能穿越台灣海峽與太平洋，彷彿展讀由山系水文為場景的歷史課，瞭解所有構成「我們」的故事。

千里步道十週年我們將從淡蘭百年山徑再出發，邀請北北基宜地方首長跨區整合，細緻鋪陳北台灣區域路網。啟動淡蘭文史資源的深入調查，包括砌石橋、舊

石階、老屋、梯田駁坎景觀與傳統工法等無形文化資產，彙整踏查成果發展地理資訊系統；於步道日發起淡蘭官道、淡蘭中路、淡蘭便道與北宜古道四路會

師，以及在淡蘭藝文館舉辦「重現淡蘭百年山徑」展覽；倡議以步道分級的概念、手作步道的精神與結合社區和公民參與的過程，細心修護古道；並推動文化

路徑的修法、國家綠道法案的立法給予古道保存善用的依據；促成北台灣從海到海超過一百公里的長距離步道串連，透過這條步道與世界接軌也能深入在地。

邀請朋友們與我們一起向時間走去，連結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此圖由 賀賢德 繪製

向時間走去 -- 從步道窺見歷史的微光



財務報告

收入統計

支出統計

收入項目分為：

企業合作　　　　　　 713,507 元

專案計畫收入　　 　6,253,575 元

捐款收入   　　　　　453,797 元

代收活動收入　　　   153,400 元

其他收入 　　　　　  387,073 元

----------------------------------

總計 　　　　　　   7,961,352 元

以會計科目區分

人事費　　　　　　 3,245,170 元

專案業務　　 　　　2,772,350 元

行政管理   　　　　　807,837 元

其他支出　　　 　　  582,262 元

----------------------------------

總計 　　　　　　   7,407,619 元

以實際工作項目區分

人事費　　　　　　 3,245,170 元

行政管理　　 　　　  807,837 元

社區陪伴   　　　　　712,187 元

淡蘭山徑　　　 　　  861,406 元

志工經營　　　 　   1,143,111 元

議題倡議　　　 　　  55,646 元

其他支出　　　 　　  582,262 元



涓滴之水，匯聚成河，歡迎所有認同千里步道理念的朋友，能用

各自擅長或所願意的方式參與步道運動，無論是小額捐款，或是

支持宣揚千里步道理念的義賣品，都將成為步道運動發展很重要

的善的能量；或是您服務的單位、組織、機構，願意提供不同的

專業結合步道運動，或企業志工日、或環境教育學習，都是支持

步道運動的一種方式。

感謝每一位默默捐款支持步道運動的朋友們：

何文賢，賴裕封，鄭秀娟，呂雯娟，周儒，翁注賢，黃玉琴，郭正隆 US60，王世綸，傅仁治，李承家 /

黃瓊玉，通淺草幼兒園，陳淑敏，何一先，林松，陳大同，吳勝雄，黃世仁，賴文珠，高志文，高輔霖，

李天健，江逸婷，楊愛玉，文耀興，吳明宗，蔣翠蘭，林三元，方素娥，林文昭，朱槿，龍文富，劉柏宏，

蔡淑惠，游東炎，白振宗，翁儷芯，闕帝凡，王及人（以上 ~3000 元）。

吳沂芝，陳佩伶，涂正元，潘冠州US100，蕭國堅，陳麗娜，陳小燕，林淑英，林琦閎，曾旭正，林怡萱，

曾文崇，王騰謙，陳証儀，許浩堯，楊凱琳，林含章，沈如馨（以上 3000 ~ 5000）。

潘建宇，賴鵬智，江敬芳，郭正泉 / 林翠梅 US200，台北縣土城市社區總體營造協會，張隆漢，薛硯中

（以上 5000 ~ 10000）。

楊至雄，陳建熹，郭正煌/王秀玲US400，陳雅惠，張勝雄，ThomasKo.Lin，郭天順（以上10000元以上）。

每月定期定額捐款

中菱建材有限公司，陳理德，江逸婷，王錦雪，楊光，蓬萊扶輪社 吳淑貞，王秀瑛，莊沅融，吳秋照，

葉大裕，翁雪芬，朱楠賢，張慈娟，陳孟君，方雅虹，鍾馥吉，郭天順，戴慧珍，葉麗華，蔡振華，陳培瑜，

汪劉鴻，陳信樺。

我們自即日開始提供線上捐款機制，您可以透過線上捐款平台選

擇適合您的捐款方式，並自訂單筆捐款金額或定期定額捐款

捐款網址／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V I 4 3 i E（或掃描右方 Q R  c o d e）

或以匯款或 ATM 轉帳捐款支持步道運動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帳號／ 0 3 1 1 6 5 0 0 7 7 6 8 7 1（郵局代碼：7 0 0）
外幣帳號／ 0 3 4 - 5 3 - 0 5 7 7 4 - 6（兆豐銀行代碼：0 1 7）
並請於匯款後將帳號後 5 碼或繳款收據拍照回傳千里步道

（t m i t ra i l 2 0 0 6 @ h i b o x . h i n e t . n e t）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或電洽：0 2 - 2 9 2 3 6 4 6 4  #  2 4 郭小姐

2015 年捐款芳名錄



電子郵件／ t m i t r a i l 2 0 0 6 @ h i b o x . h i n e t . n e t

市內電話／ 0 2 - 5 5 9 3 - 3 9 6 5

傳真號碼／ 0 2 - 7 7 4 1 - 7 3 6 2

統一編號／ 2 6 7 7 8 1 0 3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t m i t ra i l . o rg . t w /

臉書專頁／ h t t p : / / w w w.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t m i t ra i l
地　　址／ 116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 47 號 2 樓

千里步道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