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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在尽可能维持高山环境原貌的原则下，帮助大家完

成一次安全、愉快、成功的登山之旅。领队需要有足以胜任

此次登山的经验与专业技巧，但不一定必须是队伍中最富经

验或最出色的登山者。领队的体能要能跟得上大家的脚步，

不过不一定要是队伍中最强健的一个。不过，领队一定要有

极好的判断力与丰富的常识，真心为整个团队着想。领队在

沿路上可能还会同时扮演多种角色，诸如： 计划者：如果队

伍希望带着正确的装备、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方而完

成一次成功的登山，就需要注意许多细节。领队虽然不必亲

自拟订所有的计划，但他必须负责监督，确定所有的必要准

备工作都有人执行妥当。 (领队的目标就是带领团队成功登顶

，而这个目标将被分解为多个里程碑，每到达一个里程碑就

向顶峰迈进坚实的一步，而这需要详尽的计划做保证，否则

你的成功将控制在运气和机遇手里) 专家：在有人提出疑问或

是需要建议时给予意见，这是领队必须扮演的角色。训练、

经验与判断力，都是扮演好这个角色的先决条件。并非只有

队伍中技巧最好的人才能当个好领队，不过，的确需要先具

备足够的经验，才能培养出“山野常识”。除了登山的专业

知识外，领队还需要许多其他技巧。领队必须了解装备、导

航、急救、救难与气象事实上，就是对本书所介绍的诸多主

题都有所认识。 (领队了解的越多则应对和解决危机和突发事

件的能力就越强。项目经理不需要是各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



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却需要了解足够多的与项目管理，技术

，软件生命周期，沟通等相关的知识) 老师：如果随行的队员

经验不足，教授登山技巧便会成为领队角色的一部分。通常

这不过是偶尔为之的建议或示范。然而，如果有些队员欠缺

安全行进所需的技巧，或许暂时停止前进，立即为他们上课

才是明智之举。很多登山老手发现，当他们传授自己得来不

易的知识时会很有成就感。不过，在教导他人时应该谨慎，

新手或许会因自己技术欠佳而感到难堪，或是被危险吓得却

步不前。此时可不是吹牛皮的时候，最好不要直接指责他做

错了；你应该说：“让我示范给你看我觉得可行的方式。”

除非是有人做出危险的举动，此时直截了当地导正是必要的

。 (这里涉及到授业和解惑，既要传授知识又要解答问题。领

队职责不是过多的谴责发生的问题或人，而是去协助他们解

决问题) 教练：这个角色和老师稍有不同。教练除了传授知识

外，还要加上鼓励和打气，以协助大家克服困难。真正的困

难往往是缺乏信心。协助同伴克服困难，不但是帮他个人的

忙，也可让整个队伍顺利前进。担任教练时要得法，在帮助

他人发挥最大力量后看他们露出笑容，这是领导过程中一种

很特别的喜悦。 (这里涉及到传道，这里的道我理解为更多的

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传授。教练的职责已经比老师更进一

步了，因为教练关注的点不仅仅是当前问题如何解决，更多

的是教会成员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最高境界是遇到

从未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也知道遵循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 首先

提议者：登山的行进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决定：该在哪里扎营

？要选择哪条路线？应该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该组绳队

？这些决定本身往往并不难下，但必须及时做出。领队并不



需要给予这些问题专断的答案，而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将这些

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 (领队有责任和义务在第一时间发现和

抛出问题，但并不需要领队自身一定要解决问题，问题的解

决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仲裁者：讨论一旦开始，分歧的意见

就会出笼。集思广益、公开讨论所有的意见固然很好，但也

可能导致犹豫不决（“到底要选哪条路走？”）或是引起争

辩（“你错了！”）。无论是否为正式指派，任何担任领队

的人都有一定的分量，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如果登

山队所做的决定似乎犯了技术上的错误或是很危险，如果大

家火气上升，或是讨论始终漫无重心，领队意见的分量往往

能解决争端而继续行进攀登。 (权力更多时候意味着责任，一

个很小的错误的绝对都可能导致团队走向失败) 这里领队很多

角色跟项目经理相似，其中关于老师教练等角色都可以看出

领队关注团队中个体的成长，只有个体成长了团队才可能强

大才可能真正登顶。另外唯一有出入的是专家的角色，项目

经理不需要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却需要各方面的知识都懂一

些。 危机中的领导(风险管理) 每个人都希望差错永远不会发

生，但事情有时候就是会出错：也许是情况变得很危险，也

许是有人受了伤。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会从休闲娱乐转移到

安全和生存的问题上，而领队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如果这支

队伍有个指定的领队，这时他的领导风格就该变得明快果决

。非正式的小型登山队或许也会自然出现领导者；由于显然

有协调的需要，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指望最有经验的队友，或

是不知道为何总是最能激发大家信心的人出来领导。 在意外

发生时，没有时间进行冗长的辩论，需要的是迅速而有效的

行动，而这种行动应该由一位经过训练且饶富经验的人来指



挥责成。不过，领队应该尽量谨守“不亲为”原则，只负责

指挥他人、保持全盘观察和思考接下来的行动。 避免麻烦的

最佳方法就是未雨绸缪。领队应该永远保持前瞻，提出“如

果这样，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营地里，他想到攀登的情

形；在上坡途中，他预想下坡的状况；在行程顺利时，他想

到撤退折返的问题。他会观察队友是否出现疲态、心里默记

露宿的地点、注意时间，以及留意任何天候的改变。旅途种

，他总是还未到达桥梁就在心里就先跨越一次，等于是“预

支”麻烦。为了避免问题发生，或是在问题演变为重大危机

前防微杜渐，他凡事都尽量先众人一步。 (这是风险管理的真

实写照，未雨绸缪就是最好的风险管理策略，只有严重的危

机有发生的可能我们就需要有充足的准备，预防和应急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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