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不只要第一個到達南極點，同時也規

畫了豐富的科學採集探測計畫。

曾經參與南極洲越冬探險的阿蒙

森，是征服北極西北航道的第一人，他

原本籌備多時，一心一意要成為到達北

極點的第一人，可是卻被美國探險隊捷

足先登，才被迫臨時轉戰南極。

遙遠的南極大陸，是地球上最神祕、最難到達的地區。雖然從古希臘時期

就有學者提出南方有塊神祕大陸，但因為太過遙遠、氣候又非常惡劣，直到英

國庫克船長首次穿越南極圈後，探險家們才開始積極探索南極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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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點競賽

自此，南極成了各國探險家們拋頭

顱灑熱血的競逐舞臺，其中最悲壯的探

險莫過於1911年英國探險家史考特與

挪威探險家阿蒙森的南極點競賽。

史考特與阿蒙森兩人當時都是享譽

國際的探險家。史考特是海軍上校，為

了到達南極點，早已準備多年；他曾登

陸過南極大陸，這次他再度南征，在英

國海軍及皇家地理學會的贊助下，

英國史考特隊

率先出發的史考特，隊員多為徵

召而來的英國軍官。他選擇前次登陸

南極的舊有路線，以「埃文斯角」為

大本營；在交通工具上，他因為先前

不熟悉如何駕馭雪橇犬，這次增加矮

種馬，還有機動雪橇。

然而一開始就不順遂，在紐西

蘭到南極的航途上，船隻被浮冰圍困

了二十天，往南登上大冰棚的路徑受

阻，而暴風雪也造成物資運送困難。

惡劣的天氣和不適應南極環境的

矮種馬，讓補給點布置的準備工作進

行得很不順利，探險隊的主要補給點

──「一噸營地」並沒有設在預定位置

（南緯80度）上，也埋下了悲劇的種

子。

挪威阿蒙森隊

阿蒙森探險隊則是在羅斯海東岸的

鯨魚灣設立大本營，使用愛斯基摩犬拉

雪橇承載貨物。阿蒙森計畫沿東經163

度線南下，直達南極點，這是一條沒有

人走過的路線，雖然路徑短，但地形、

海拔都不明朗，充滿未知變數。

阿蒙森在補給站的設置十分順利，

他們在路線上每隔一段距離便設置補給

站，最遠的補給站離營地384公里，並

在東西面插上多面旗幟清楚標明，也在

各個補給站明顯標出了返回大本營的方

向和距離，以避免風雪中錯過補給站或

迷向。阿蒙森重視隊員的休息，每行走

一段距離或逢節日和週末都會就地休

息。

競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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