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斯頓紀念碑 

 

沃爾特·韋斯頓（Walter Weston, 1861-1940）先生是英國聖公會傳教士、登山家，

於 1888 年來到日本。他先是在熊本和神戶傳教，後來又去了橫濱。他在日本待了 15 年，

對這裡的山川風貌、歷史傳統、國民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而最為熱愛的還是日本的

高山。韋斯頓被尊為「日本近代登山之父」，人們在梓川北岸的一塊石壁上為他設碑以志

紀念。這塊紀念碑於 1937 年由日本山岳會設置，以此紀念韋斯頓的一生以及他將「日

本阿爾卑斯」之名推廣至全世界的功績。從河童橋徒步去紀念碑大約需要 20 分鐘。 

赴日之前，劍橋大學畢業的韋斯頓就已征服了瑞士阿爾卑斯群山，他將對登山的熱

情帶到日本阿爾卑斯山脈，用了 4 年時間和朋友一起對其進行了探索。他的朋友兼嚮導

叫上條嘉門次（1847-1917），是當地獵人，也是登山家。韋斯頓熱愛這裡的山峰，稱它

們「宏偉而野性」，有著其它日本山峰少見的特質。1892 年，他登頂槍岳，此外還攀登

了許多山峰。1896 年韋斯頓回英國後，出版了《在日本阿爾卑斯山區的登山與探險》

（Mountaineering and Exploring in the Japanese Alps），將當地推向了英語圈。 

對於日本來說，韋斯頓最大的貢獻是他所傳播的「登山為快樂，而不是為賺錢、為

修行」的理念。他的理念在當年相當標新立異，他對峰頂的探索也常常遭遇外人的困惑。

韋斯頓在書中描述過當地人的反應，「他們不停地向我刺探，『你是來找銀礦的嗎？』『不

是？那肯定是為水晶來的吧？』『我登山只是為了快樂。』這樣的回答很難令他們信服。」 

1906 年，韋斯頓成為日本山岳會首位榮譽會員，1939 年又榮獲裕仁天皇頒發的



「勳四等瑞寶章※」。韋斯頓和上條嘉門次的故事在上高地流傳至今，明神池畔的嘉門次

小屋的經營者就是上條嘉門次的第四代後裔。每年 6 月的第一個星期天，當地還會舉辦

韋斯頓節。 

韋斯頓紀念碑的碑石近來引起了一些地質學家的興趣，他們認為這是一塊世界上最

年輕的花崗閃長岩（一種火成岩）。 

 

※瑞寶章：日本內閣於 1888 年開始頒發的勳章，授獎對象為長年從事公共事務、對國

家或公共事業有功績者，共設 6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