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斯顿纪念碑 

 

沃尔特·韦斯顿(Walter Weston,1861-1940)先生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登山家，于

1888 年来到日本。他先是在熊本和神户传教，后来又去了横滨。他在日本侨居了 15 年，

对这里的山川风貌、历史传统、国民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最为热爱的还是日本的

高山。韦斯顿被尊为“日本近代登山之父”，人们在梓川北岸的一块石壁上为他设碑以志

纪念。这块纪念碑于 1937 年由日本山岳会设置，以此纪念韦斯顿的一生以及他将“日本

阿尔卑斯”之名推广至全世界的功绩。从河童桥徒步去纪念碑大约需要 20 分钟。 

赴日之前，剑桥大学毕业的韦斯顿就已征服了瑞士阿尔卑斯群山，他将对登山的热

情带到日本阿尔卑斯山脉，花了 4 年时间和朋友一起对其进行了探索。他的朋友兼向导

叫上条嘉门次(1847-1917)，是本地猎人，也是登山家。韦斯顿热爱这里的山峰，称它们

“宏伟而野性”，有着其它日本山峰少见的特质。1892 年，他登顶枪岳，此外还攀登了许

多山峰。1896 年韦斯顿回英国后，出版了《在日本阿尔卑斯山区的登山与探险》

(Mountaineering and Exploring in the Japanese Alps)，将本地区推向了英语圈。 

韦斯顿对日本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传播的“登山为快乐，而不是为赚钱、为修行”

之理念。他的理念在当年相当标新立异，他对峰顶的探索也常常让外人对其感到疑惑。

韦斯顿在书中描述过本地人的反应，“他们不停地向我刺探，‘你是来找银矿的吗？’‘不是？

那肯定是为水晶来的吧？’‘我登山只是为了快乐。’这样的回答很难令他们信服。” 

1906 年，韦斯顿成为日本山岳会首位荣誉会员，1939 年又荣获裕仁天皇颁发的“勋



四等瑞宝章※”。韦斯顿和上条嘉门次的故事在上高地流传至今，明神池畔的嘉门次小屋

的经营者就是上条嘉门次的第四代后裔。每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本地还会举办韦斯

顿节。 

韦斯顿纪念碑的碑石近来引起了一些地质学家的兴趣，他们认为这是一块世界上最

年轻的花岗闪长岩（一种火成岩）。 

 

※瑞宝章：日本内阁于 1888 年开始颁发的勋章，授奖对象为长年从事公共事务，对国

家或公共事业有功绩者，共设 6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