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年前的今天，在极度酷寒缺氧的
“生命禁区”，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
银华和贡布首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世
界第一高峰的伟大壮举。

在国家经济陷入低谷、中国体育遭
遇困顿之际，中国攀登者几乎以生命的
代价完成了人类创举，宛如在天际中射
出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国人的心！如果要
回望 20 世纪 60 年代最值得我们骄傲的
体育成就，非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莫属。
在艰难时代、困苦条件下登顶珠峰，不仅
矗立起一座中国登山史、中国体育史的
丰碑，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永存
的记忆、永远的骄傲！

2019 年，电影《攀登者》让这段历史
再度升温“出圈”，很多年轻人被老一辈

登山队员的故事所深深打动。60 年来，
登山精神之所以永恒而动人，正在于其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
峰”的精神内核和历久弥新的丰富内涵。

60 年前登顶那一刻，登山精神成为
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一个缩影，它向世
界证明中国人能行，也激励着一代国人
发愤图强、锐意进取，催动着中国体育顽
强拼搏、勇攀高峰。

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正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迈步前行。此时此刻，登山精神
的丰富内涵，仍能通过各种方式，成为新
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养料。

山，永远在那里，但物是人非，登山行
动、登山精神会不断注入新形式和新内涵。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倡导登山精神，更要深
刻理解其内涵的科学性、多元性与和谐性。

登山强调科学性。60 年前攀登珠
峰，给人印象深刻、让人赞叹的是不怕

苦、敢拼命的精神，如今登山依然需要勇
敢顽强的精神，但登山的计划性、科学
性、保障性已今非昔比，登山已演变成一
门专业学科，涉及气象学、管理学、领导
学、风险决策等方方面面。攀登珠峰，也
是折射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窗口。

登山呈现多元性。如今的登山已从单
一的国家行动演变为国家行动与民间参
与、商业登山的综合体。对山的向往，对攀
登的渴望，对自己身体的磨炼和精神的洗

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雪山脚下，
攀登山峰甚至珠峰。登山，不再是少数人
的勇敢行为和生活点缀，而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生活方式。登山商业模式也为中国体
育产业注入新的增长点。而世代居住在珠
峰脚下的西藏村民，也通过有偿服务登山
找到了脱贫脱困的新途径。

登山趋于和谐性。“征服”珠峰早已
成为历史名词。如今的攀登者都意识到，
山永远不可能被“征服”，人与山，只能同

生共长，和谐相处，相互守望。近年来，
珠峰环保行动日趋有力。“除了脚印，
什么都不要留下”逐渐成为共识。雪山
是有灵性的，你爱护、守护雪山，雪山
也会给你回报。人与山的和谐相处，是
新时代登山精神的新坐标。

时代一直在变化，但登山精神的
底色始终没有变。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每一名奋斗者的心中都会有一
座山峰，这座山峰或许就是从登山精
神中找到的属于自己的一份理想、一
点追求、一个目标甚至是一个偶像。

60 年前的那束光将永远激励我
们前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
岗位上，做一个勇为天下先的“攀登
者”！ （记者王恒志）

新华社南京 5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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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珠峰登顶 60 年

60 年前的那束光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60 年前的 5 月 25 日凌晨 4 时 20
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名平均年龄
仅有 24 岁的勇士，从西方登山者眼里
“连鸟也无法飞过”的珠峰北坡登顶。中
国人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之巅，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

60 年后的 5 月 25 日，珠峰依然巍
峨，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们正
克服重重困难，向峰顶发起第三次冲击。
世界期待着，他们为人类揭晓“世界高
度”新答案。

60 年间，中国珠峰攀登史留下了许
多光荣的名字，这些名字中有为国攀登
的勇士，也有越来越多普通人的面孔；
60 年间，这座山与这些人的故事，为中
国体育史中关于精神、荣誉、惠民与和谐
等主题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山依旧，世间沧桑。人与山，正走向
共生共荣。

为国攀登

珠峰，是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1960 年 5 月 25 日，诞生仅有 5 年

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
第一高峰的壮举。这次攀登，是在中国面
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交形势下，一
次特殊的国家任务。

“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哪怕只
有一个人，我们也要登上去。”回忆起 60
年前那场攀登，登顶勇士之一贡布这
样说。

那时，登山队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
没有提前铺设好的保护绳，没有成熟的
攀登路线可参考，甚至连从日喀则到珠
峰山脚下 300 多公里的路，都是攀登前
临时修好的。

而在海拔 8000 米之上，王富洲、贡
布、屈银华和刘连满四位冲顶勇士的壮
举，更是成为中国珠峰攀登史上的史
诗——在通过几近垂直的岩石壁路段
“第二台阶”时，刘连满甘当人梯，让队友
踩着自己的肩膀，通过了这段无法逾越
的“天堑”。

随后，时年 27 岁的刘连满因体力不
支写下遗书，留在海拔 8700 米处请队友
继续完成登顶任务。而在距峰顶还有 52
米时，王富洲等三人氧气耗尽，依然没有
停止前行的脚步。

终于，他们到达了攀登之路的顶点。
就是这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刘连满在无氧
状态下挨过了一夜，王富洲体重从攀登
前的 160 斤掉到了之后的 101 斤，屈银

华冻伤的十趾和脚后跟下山后被全部
切除。

他们换来的，是举国欢庆的一个历
史定格，是艰苦岁月中一个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通过新
华社记者郭超人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
穆朗玛峰》，中国人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
大江南北，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
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也第一次生动
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由此成为中
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民故事

自 1960 年以来，登山，尤其是珠峰
登山，成为中国体育实现国家荣誉、激发
民族精神的一个平台，一面旗帜，一种
召唤。

1975 年，九勇士再登珠峰，首次测
得珠峰 8848 . 13 米的高度数据，藏族登
山家潘多成为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
性；1988 年，中日尼联合登山队实现珠
峰南北双跨；2008 年，北京奥运火炬在
珠峰峰顶传递，一团以“梦想”命名的火
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让梦想照进

现实，为奥林匹克运动史留下光辉一幕。
如今，珠峰之上的纪录，几乎已被悉

数创造和更新。有人感叹在国家登山已
实现了某种“大满贯”后，登山的“英雄时
代”似乎已过。

然而，英雄之后，故事仍在继续。登
顶珠峰已不再是专业登山者的专利。

2003 年，中国首支民间商业登山队
成功登顶珠峰。2008 年奥运火炬珠峰传
递后，由中国西藏培养的本地高山向导
把在传递中演练成熟的安全保障模式应
用到商业登山运作中，使珠峰北坡的商
业攀登模式日渐成熟，也吸引了大批普
通登山爱好者走向世界之巅。

据统计，西藏商业登山行业已带领
国内外登山者累计 1 8 0 余人次登顶
珠峰。

除了商业攀登者，大学生登山队也
有了登顶珠峰的机会。2012 年，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４名登山队员登顶珠峰，
是国内高校独立组织的在校大学生登山
队首次登顶珠峰。2018 年，北京大学登
山队登顶珠峰，其中一名队员还在峰顶
向同时登顶的女友求婚，让曲折艰苦的

攀登故事多了温情的一幕。
早期的民间探险家们也在珠峰上留

下了自己的传奇。1996 年，极限爱好者
阎庚华开启不携带向导独自攀登珠峰的
挑战。2000 年，他在成功登顶珠峰后下
撤途中遇难，给世人留下了永恒的探险
者精神……

山，一直在那里，攀登者前赴后继。
今天的珠峰，在雄伟险峻之外也正

在接纳着更多人走向“世界之巅”，走进
极限户外。其背后，不仅是中国登山运动
从国家使命向体育旅游、体育休闲活动
的转型，也体现着人们的精神向往。

与山共生

时下，承担国家任务的 2020 珠峰高
程测量登山队和普通登山者正共同为各
自的登顶目标努力。同时，他们也共同承
担着另一份责任——保护珠峰环境。

“为了不在高海拔留下排泄物，所有
登山者都被要求在自己的装备清单中加
入尿壶一项。”西藏登山协会环保联络官
德庆欧珠说，山峰上的环保要求已细致
至此。

德庆欧珠是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
向导学校的毕业生。从这所中国唯一培
养职业高山向导的学校走出的学生，如
今已成了今天珠峰北坡商业攀登的服务
者和管理者。他们大多来自喜马拉雅山
区的村庄，通过求学走出大山后，又以另
一种职业身份走回山中。

德庆欧珠的家就在距离珠峰最近的
行政乡——定日县扎西宗乡。从去年开
始，他会组织乡里的村民上山捡垃圾，并
代表登山管理部门付给村民工钱。

除了捡拾垃圾外，当地村民还可通
过提供牦牛运输等方式，从登山产业中
获益。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
说：“目前，珠峰已建立了完善的环保机
制，确保登山者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
下。”

西藏成立了喜马拉雅高山环保基金
会，制定出台《珠峰登山垃圾管理暂行办
法》，培训农牧民登山从业人员，控制登
山人数，改善登山环保设施。这些举措，
既保护了高山环境，又增加了群众收入，
服务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巍巍珠峰，亘古耸立。她接纳了一
代代攀登者，也养育了一代代与山相
连的人们。

如今，被山峰成就的人们，开始回
报山峰，守护山峰。

“一开始谈到登山，我们更多讲的
是征服。而在与山的接触中，人们意识
到，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
系，而是一对朋友。”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登山队
队长王勇峰说。

“登山运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
危险与挑战并存使其具有独特魅力。”
曾登上过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王勇峰
说，“60 年来，我国专业登山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在新时代，我国要从登
山大国向登山强国迈进，让登山运动
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今天，新一代登
山人已经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中国
人永不停歇的攀登精神也将继续传承
下去！”

（记者多吉占堆、边巴次仁、王沁
鸥、普布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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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 5 月 27 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潘多从
北坡登上珠峰峰顶，这是中国登山运动员第二次登顶珠峰。

▲从珠峰海拔 7028 米以上拍摄的壮美景色（ 5 月
12 日摄）。

▲ 1960 年 5 月，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向珠穆朗玛峰
进发。

▲ 1960 年 6 月 7 日，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
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右）、贡布（中）与屈
银华三人凯旋拉萨后捧花合影。

▲这是 1960 年 5 月，中国登山队队员在海拔 7150
米的冰雪坡上行进。

▲ 1975 年 6 月，我国科
学工作者对珠峰地区进行科
学考察 ，研究珠峰地区的冰
雪地貌。

▲ 1988 年 5 月 5
日，中日尼联合登山队
实现珠峰南北双跨。图
为登山队队员在向峰顶
挺进途中。

▲ 2003 年，为纪念人类
登顶珠峰 50 周年，中国与韩
国组成联合登山队，并和中国
业余登山队等来自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8 支队伍，600
多人并肩挑战世界第一高峰。

▲这是中国测绘
队员和登山队员从海
拔 5 2 0 0 米珠峰登山
大 本 营 向 海 拔 6 5 0 0
米进发 ( 2 0 0 5 年 5 月
摄)。

▲ 2008 年 5 月 7 日，
承担珠峰海拔 8300 米以
上修路任务的西藏登山队
队员和登山学校学员在海
拔 8700 米第二台阶处修
复道路。

▲ 2008 年 5 月
27 日，登山队员通过
架设在海拔 8700 米
珠峰第二台阶的“中
国梯”向上攀登。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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