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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完本書之後我發現了「量力而為」的重要，因為這場山難原是可以避免的，但大家都

認為:別人都做到了，為什麼我不能?所以造成了這場悲劇的發生。 

 

說到聖母峰，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世界第一高峰，也因為這個「第一」實在是太引人垂

涎，世界上不同國家、種族、職業的人都被她所吸引；只要到了山裡，人人都是平等的，

即便是億萬富翁，在巨峰之前，都是一樣的渺小，或許他們會花一筆可觀的錢去買攻頂的

保證和安全，但那卻是有極限的，故事中殘酷的寫出了這樣的事實。在當時被認為規劃最

安全，收費也極貴的霍爾隊，不只是隊上的顧客與山同朽，霍爾自身也難逃一劫，即使他

已經攻頂過聖母峰峰頂，並且也曾帶著許多顧客攻頂過，但他的豐富的登山經驗最後還是

沒能救他一命。縱然經驗有助於提高登頂率與安全，但是卻不能忘記，在那高山之上，人

的理智其實是不能正常保持住的，那稀薄的空氣無法讓身體和大腦正常發揮應有的功能，

而天氣更是難以預測 

 

標高 8848公尺的聖母峰，從 1953年至今已超過 4400人登頂，也有過 250人在此地喪命。

書本中的每章節開頭都敘述了一段與聖母峰有關的一句話，可以在這些字句中發現他們所

追求的，也許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他們願意為自己的夢想挑戰，這一點就令人敬

佩不已。其實，我完全沒想到登山卻也能牽扯到利益層面，原來連誰帶誰上去的嚮導也是

一種商業。書末提到了幾乎是準備最完善、當時最有經驗與權威的嚮導霍爾，也因為種種

因素，像是擔心被費雪分食市場，還有他自己的事業，而衝動做了決定。 

 

這讓我想到鐵達尼號裡面，富有經驗、幾乎航行了一生的船長，卻因為想風光退休，而加

快了船的速度，最後導致煞車不及，撞上冰山。還有像是聽過溺水的人反而都是會游泳的

人。有時候老道的經驗，反而會讓我們過於自大而導致沒有發現一些潛在的危險。但這一

場山難卻不單是這樣的原因，其實回歸最簡單的思想，人類一直壞抱著人定勝天的態度，

尤其憑藉科技不斷進步，似乎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不能征服的，但大自然的力量終究不是

我們渺小的人類所能征服的。人類在大自然中渺小有如滄海一粟，只是一個暫時的過客罷

了，所以應該養成謙卑的心才能與自然共存。本書像是真實報導般敘述著這場悲劇的過程，

但人體在高山上的記憶及思考會受到生理因素影響，以及許多內容並非作著親眼所見，而

是訪談拼湊而來的，雖然跟事實也許略有差異，但在文章中我們也看到了許多需要注意的

議題引發我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