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屬於台灣山屋的精緻「食」文化： 
山食新概念與軟硬體實踐 

王一訢* 

摘  要 
  在山中享受得來不易的一餐，總是山友最津津樂道的體驗，更是各國發展山岳旅遊的重

要元素之一。2019 年行政院推行山林開放政策，觀光局接著將 2020 年訂為重點發展的山岳

旅遊年，並從能高越嶺天池山莊、雪山 369 山莊、大霸尖山九九山莊等熱門大眾登山行程上

的住宿節點，開始多處服務型山屋的整建，在硬體設施更新的同時，供餐、維護管理等等其

重要度不亞於山屋硬體的「體驗式軟實力」，將成為台灣的服務型山屋能否達到另一高度的關

鍵，本文將從使用者體驗、概念行銷、硬體設施、維護管理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屬於台

灣服務型山屋的精緻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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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於台灣山屋的精緻「食」文化： 
山食新概念與軟硬體實踐 

王一訢 

在山裡，什麼都好吃？ 
  記得，有一次走訪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山岳──玉山主峰、玉山北峰行程，安排住宿排雲

山莊兩日，我們希望背負最少的裝備以最輕鬆的旅遊方式出行，也能再次一睹玉山的風采，

所以訂餐來代替自備煮食。因為出發時間較晚，抵達排雲山莊時已超過晚上八點，超過餐廳

供餐時間，駐山屋的餐廳人員見我們步行到此卻錯過晚餐，特地為我們煮了一鍋熱騰騰的麵，

雖然隔天順利吃到了排雲山莊標準的四菜一湯簡餐組合，但那碗遲來的熱湯麵與暖心的服務，

卻成了印象中最深刻的台灣山屋供餐體驗。 

  每個人上山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一餐都不一樣，對許多習慣了餐風露宿的山友而言，也許

就是在帳篷天幕下享用簡單的泡麵或乾燥飯那樣簡樸的山中飲食體驗；相對的，也有許多山

友對山中一餐的完美想像，是享用如日本橫尾山屋、沙巴神山山莊提供的精緻餐點還有山屋

零售服務，更能輕鬆體驗一場山旅遊；最完美的莫過於，兩者都能在國內體驗到。目前台灣

山屋「食」文化中，還缺少的一塊即是最精緻化的餐點體驗，而擁有山中精緻供餐帶來的，

也勢必是更高的環境負擔，需要更完善的相關營運配套措施，包含垃圾與廚餘妥當處理、山

屋建築法規制度的審視調整。台灣有哪些山屋適合發展精緻化的供餐、服務模式，也是本文

探討的重點之一。 

  目前台灣山屋中，供餐方式最精緻化的非玉山排雲山莊莫屬，有固定的簽約協作單位提

供價格合理的餐點、具備定期補給及運送垃圾廚餘下山的運輸能量、以一人一盤的方式供餐

搭配熱湯茶水、在獨立的山屋餐廳空間用餐。整體而言，排雲山莊是國內山屋結合供餐相較

成熟的案例。 

  2020 年知名作家劉克襄在走訪玉山排雲山莊後，在社群發文形容山莊提供的餐點味如嚼

蠟，雖然看到協作人員辛苦背負食材物資也覺得不該批評，但劉克襄認為若要發展「山岳旅

遊」，台灣山屋供餐也需要有更精緻的選擇。此番言論引起輿論關注與討論，我們可以從幾個

面向來看這個議題： 

1. 山屋「食」文化需要多等級的兼容發展，若一昧的以「在山裡，什麼都好吃」的角度來審

視山屋供餐，我們也許很難在台灣看到精緻化供餐服務的實踐，並將山岳旅遊拉到另一個

高度。 

2. 精緻化的供餐服務勢必帶來更多的環境衝擊，需要更完善的運補能力、將垃圾廚餘帶下山

的能量，目前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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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雲山莊適合更精緻的供餐服務嗎？台灣還有哪些山屋更適合精緻的供餐服務？ 

4. 目前的山屋建築法規下，是否限制了山屋委外供餐營利的可行性？ 

5. 不是每個人都有出國享受精緻化山岳供餐的經驗，如何快速且深植人心地讓更多山友知道，

除了目前台灣現有的山屋供餐方式，還有其他的可能可供選擇。 

對於山屋「食」文化的新想像 
  在討論精緻化高山山屋供餐的「供給」可行性之前，「需求」在哪裡？一般山友可能很難

對精緻化供餐、零售等在高山山屋能享有的服務產生共鳴。在台灣入住高山山屋，大部份山

友體驗的順序大致如下： 

1. 選擇一座希望能攻頂的山峰 

2. 選擇入住山屋為達成攻山頭的目的 

3. 上網依程序抽籤申請山屋床位 

4. 中籤 

5. 起攀 

6. 抵達山屋 

7. 享用事前訂的協作餐或自行煮食以獲得登頂所需的能量 

8. 晚上 8 點熄燈入睡 

9. 凌晨 3 點起床倉促用完早餐後起攀    

10. 登頂後舉起不太好看、刻著山名的鐵牌合照後返程 

11. 到山屋倉促收拾 

12. 下山回家 

  視登頂為主的登山體驗，以充足睡眠、溫飽飲食為達成目的之工具，構成目前主流的登

山文化，也影響了山屋建築空間的規劃、維護管理方式、當然還有「食」文化。 

  於 2010 年後建成的天池山莊、排雲山莊等新一代服務型山屋，在硬體設施上看得出透過

空間改變登山文化的意圖：擁有相對較隱私的床鋪空間、寬敞舒適的餐廳與桌椅等等，還缺

了什麼？有沒有一種可能，能讓登山的節奏慢下來，也許登頂不會是重點，享受入住山屋的

體驗也可以成為上山的主要目的。想像一下，一趟能高越嶺登山健行體驗的順序可以如下： 

1. 知道天池山莊是個渡假的好地方 

2. 上網依程序抽籤申請山屋床位 

3. 中籤 

4. 背著不到十公斤的輕裝起攀 

5. 抵達天池山莊後在販賣部買一罐熱茶坐在山屋前享受抵達後的輕鬆 

6. 晚餐在木質大廳的桌椅空間享用精緻的晚餐 

7. 餐後可以在二樓木平台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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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入睡 

9. 早上自然醒後在一樓領取精緻早餐，在二樓木平台看著對面的能高主峰享用 

10. 可以花一個小時走上天池感受高山稜線，有餘力的話考慮到奇萊南峰走走 

11. 回到天池山莊再舒服地續住一天 

12. 第三天自然醒用完早餐後悠閒收拾行李下山 

  登山文化可因登山過程中能獲得的服務而改變，每次走進天池山莊的木質空間，總覺得

能在這裡慢慢享受高山的氛圍，但空有目前的好空間，卻無法得到好的服務體驗，其中精緻

慢節奏的「食」文化，無疑是能體驗這樣一趟高山旅遊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植入新的山屋「食」文化概念也一樣重要！今年位於陽明山開放的陽明實驗山屋，就是

實驗一種新型態登山文化的範例之一，為國家公園內的休憩空間注入精緻化的新面貌，雖然

與本文主題中的「山屋」空間不盡相同，並不是一棟有住宿功能的建築，而是一場將精緻咖

啡屋概念移植到山居空間裡的展覽，透過預約制開放實體參觀，也在網路社群中透過影音散

播實驗山屋的空間氛圍，行銷一種在山中小屋中也能擁有的體驗──也許為了在此喝上一杯

好咖啡而上山、認識山。 

  將實驗山屋空間的概念搬上高海拔，可以是實踐精緻化山屋供餐服務的第一步，一個實

驗性營運的空間、一張好照片、一支好影片就能植入對山屋「食」文化的新想像。如何從軟

硬體層面著手開始，則是接著要探討的題目。 

台灣高山山屋分級與供餐現況與對策 
  在探討山屋精緻「食」文化之前，需要先討論目前國內對山屋的分級制度、在哪個等級

的山屋該提供什麼程度的供餐服務？台灣大大小小的高山型山屋一共有數十座，大致可分為

以下幾個級別： 

1. 服務型山屋／山莊（例：玉山排雲山莊、能高越嶺天池山莊、南二段嘉明湖避難山屋、雪

山 369 山莊、北大武山檜谷山莊、大霸尖山九九山莊）。此級山屋床鋪乘載量都在 70 人以

上，建設在步道維護完善且大眾化的高山健行路線沿途，管理上有國家公園或林務局直屬

或委外管理員進駐，山屋建築空間有餐廳與廚房的設計，在供餐上有固定的協作團隊長期

服務山友，物資上定期以人力或車輛往返山屋運補並將廢棄物帶下山。此級山屋是推廣山

岳旅遊、帶領更多無經驗者踏入山林的重要設施，本文將著手探討服務型山屋與「食」文

化之間關係。 

2. 準服務型山屋（例：北一段南湖圈谷山屋、北一段雲稜山屋、奇萊成功山屋）。此級別山

屋床鋪量接近服務型山屋，山屋建築本體規劃有室內廚房空間可供山友自行使用煮食，或

供協作人員備餐服務。 

3. 中間型山屋（例：武陵四秀新達山屋、聖稜 O 線素密達山屋、聖稜 Y 線霸南山屋、馬博

橫斷馬博山屋），此級別山屋建築只含床鋪空間，室外設置桌椅或木平台供山友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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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食，或供協作人員備餐服務。 

4. 避難小屋（例：奇萊成功堡、北一段審馬陣山屋、玉山圓峰山屋）。此級別山屋乘載量低

於 20 人，規劃上沒有炊煮用空間的設計。 

  目前多數台灣服務型山屋與供餐團隊之間，長期處於曖昧不明的權責、使用關係，玉山

排雲山莊為目前少數正式簽約委外經營的服務型山屋，其他服務型山屋與供餐團隊之間多僅

屬於無契約的信任關係。 

  高山山屋因屬於公營建築，受法規限制，多數協作公司無法以合法營利單位身份簽約進

駐提供供餐服務，在作業上充滿不確定性，2020 年底能高越嶺步道就發生協作運補員墜谷的

憾事與後續衝突事件，作為消費者的山友也可能在發生問題時無法得到保障，管理單位則沒

辦法依法監督，成了服務型山屋在發展更精緻的山屋「食」文化時的阻礙之一，若國內能有

一套適用於高山型山屋的管理制度，無疑對山岳旅遊的發展有益。 

  以下表格為台灣六座代表性的服務型山屋，與其管理、供餐、運補系統的簡單整理： 

表一 

服務型山屋 供餐協作單位 正式委外經營 補給方式 

排雲山莊 雲豹休閒有限公司 是 人力 

天池山莊 天池廚房 
能高廚房 否 機車、四輪鐵牛車 

369 山莊 雲豹休閒有限公司 
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 否 人力（新 369 山莊可能以單軌車運補） 

嘉明湖山屋 天馬登山隊 
熊出沒企業社 否 人力 

檜谷山莊 登高工作室 
北大武高山協作工作室 否 人力 

九九山莊 布農卡里布灣企業社 否 人力 

  放眼國外案例，高山服務型山屋如日本橫尾山屋、沙巴神山山莊，都提供精緻化供餐服

務，且在山中還有零售部可以採購食物、裝備，其需要考量的除了法規制度外，還有是否擁

有能夠承擔大眾化、精緻化山屋供餐背後所需的運補能量。精緻供餐以日本為例代表，管理

單位多為私營，許多偏遠山區的山屋之所以仍能維持精緻供餐，仰賴的是不依靠公路、穩定

成熟的運補系統，其中包括挑夫、纜車、直升機等等，在不同條件、不同季節採取不同的運

補方式；若以沙巴神山山莊為例，雖不像日本擁有直升機、機械化等運補方式，但因當地人

力資源較便宜且充足，則全以挑夫來回背負維持山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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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屋精緻「食」文化需要新的維管方式： 
 以天池山莊、新 369 山莊為例 
  將焦點放回台灣山屋，從國內勞力資源逐漸稀缺、勞動權益意識抬頭的趨勢而論，在未

來純靠人力來發展並維持精緻化山屋供餐、山屋零售等服務項目並不現實，應以現有已高度

開發的山域著手發展可以提供精緻化服務的山屋，透過機械化運補來取代純人力運補。在多

處山屋擁有基本的大量運補需求以後，才有可能再次發展商業化直升機貨運產業等進階運輸

方式。 

  從（表一）來看，目前最具備機械化運補能力的服務型山屋是位於能高越嶺步道 13.5K 處

的天池山莊，因道路原本是台電維修用，開闢為最大可行駛四輪鐵牛運補車的山徑，最適合

發展比現在更精緻、成熟的山屋服務，唯目前受法規限制山屋尚無法成為營利空間，所以無

正式委託單位進駐維持長期運作，天池廚房、能高廚房等民間協作單位僅能維持與林務局一

定的互信關係，並非長久之計，在綁手綁腳的情況下，較難發展創新的供餐服務模式，而是

以較傳統的供餐經驗為有需求的山友服務。 

  （表一）中另一處目前有潛力發展機械化運補、精緻化供餐與零售服務的山屋，為雪山

主東線登山步道必經的 369 山莊。因舊山屋建築為鐵皮工寮形式的老式山屋，2016 年正式開

始山屋原址重建的計畫，本團隊也有幸受邀採訪並持續追蹤新 369 山莊的重建進度，在山屋

硬體建設經費增加後，終於在 2021 年底順利發包，即將進行為期 900 天的高山建設工作。全

新的 369 山莊建築有別舊建築住、食分離的規劃，將為一棟如排雲山莊、天池山莊的一體式

大型山屋設計。新 369 山莊除了將成為新的山屋建築硬體指標，更期盼能在維護管理、山屋

服務等軟實力部份也帶入全新的概念與模式。 

  服務型山屋等級的高山建築在建設過程中往往需要投入高成本進行建材運送，如搭設貨

運纜索、直升機（台灣目前無民間直升機空運公司，以軍用直升機運輸成本極高不合效益）

等方式，369 山莊目前定案先建設一條地面單軌道車至建築工地，以過往案例，這些山屋建設

期間用來運送建材的運輸設施，因林務局、國家公園考量其後續維護不易、責任歸屬問題，

會在山屋建成正式營運後完全拆除，實屬可惜，若能在一開始就將其視為長期設施，加以配

套維護方案與使用模式，更有利於山屋的營運，有以下考量： 

1. 供餐、零售等精緻化旅遊式山屋服務帶來的廚餘、廢棄物需要一套能長期維持的運輸系統。 

2. 軌道建設期間已進行人為介入，拆除工程也為第二次工項，留用則可為山屋維護管理用，

用現有的設施進行將來必要執行的維護程序，是更積極的方式。 

總結 
  以目前現況而言，在高山山屋引入精緻化供餐還有一段路要走，除了讓更多山友了解山

裡的一餐還有其他可能，還要在現有的硬體設施下，有更好的維護管理與制度，希望在不久

的將來，能在台灣體驗到不同的「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