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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

2014年，冯静的环球旅行接近了终
点。身处世界最南的城市、阿根廷小城
乌斯怀亚，她原本打算像很多游客一
样，在这里搭乘票价大跳水的邮轮，打
卡旅程中的最后一站——南极洲。

回顾过往，冯静也说不清远征南
极难抵极的念头是如何冒出来的。

“若干起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那里
的名称——难以接近之极。”她写道，

“这名字既令人望而生畏，又足以勾魂
摄魄。我无法抗拒想要靠近的冲动。”

记忆犹新的反倒是目标锚定时的
复杂心情。“那个瞬间的感受好像是着
了魔，在亢奋和自我怀疑的持续切换
中情绪激动、辗转反侧，不时难以抑
制地笑出声，转瞬又被焦虑和恐慌搅
得心神不宁。”冯静说。

随后，冯静向一连串极地向导发
出了咨询邮件。邮件中，她坦陈了徒
步抵极的愿望，以及尚未掌握任何相
关技能的现状。

“绝大多数人都回绝了我。”冯静
说，事后才了解到，这些向导经常收到
像她一样的“小白”发来的邮件，只有
10%的人有机会在线下见面、准备，其中
又有10%的幸运儿才能踏上远征之旅。

只有一个人，没有直接回答冯静
的问题，而是很快发来了回复——

“跟我说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先抵南极

那时的冯静刚过 30 岁。她不会徒
步南极必需的越野滑雪技能，对徒步
的了解大多来自崇拜的探险家的自传。

在家人和朋友看来，冯静的计划
不啻为天方夜谭。每当遇到阻力，
她总会搬出 《带着世界去南极》 一
书 给 自 己 撑 腰 ——2008 年 到 2009
年，英国女性探险家费利西蒂·艾斯
顿带领 7 名女成员，克服种种困难抵
达南极点，创造了征服南极的女性
传奇。

发来邮件的是国际知名向导、加
拿大人保罗·兰德里。针对冯静的情
况，经验丰富的保罗直言不讳。

“远征很难，从零开始更难。也许两
年，也许5年，也许这件事不属于你，永
远不会发生。”保罗说，“需要多少时间
取决于你肯付出多大的努力。”

于是，冯静先在国内进行了长达8
个月的体能训练，随后在保罗的建议
下，到挪威接受专业训练和评估。尽
管被保罗称赞为“第一个训练不喊
停”的客户，但从零开始的冯静仍未
达到他的严苛标准。

“先别想难抵极了，去远征南极点
吧。”保罗说，“我认为你再训练一
年，是可以完成的。”

“南极点太热闹了，没有让人回味
的余韵，我心里的南极不是那样的。”
冯静内心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循
序渐进的计划。

2018 年初，冯静耗时 52 天、徒步
1130 公里，抵达南极点。

远征之旅

从南极点回来后，每每想到难抵
极，冯静总会心神不宁。

“我从来没有将南极点和难抵极视
为两个独立的行程，南极点远征是为
了实现终极目标。”冯静说，“如果就
此止步，等同于半途而废。”

难抵极与南极点不同——抵达南
极点已建成商业运营线路，也有常规
航线。徒步难抵极却是一条从未有人
涉足的险路。此前，仅有8名男性依靠
风筝滑雪抵达该点。

在高海拔的难抵极，体感温度可
低至零下50摄氏度以下，更何况要在
徒步过程中拖着帐篷、食物等70多公
斤的生活物资，滑行在漫漫无垠的白

色荒原上。
经历一年多的筹备和训练，2019

年11月，冯静踏上了远征难抵极之旅。
几乎从行程开始，病毒感染的症

状便缠上了她。头疼、发烧、咳嗽、
呕吐……随着海拔不断爬升，她的身
体状况到达了极限。行进过程中，拇
指脱臼、肩颈劳损的伤痛也提升了任
务的难度。

“疼痛是远征中无数困难里最容易
忍受的。”冯静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
有绝望的人。抱怨是最没用的，出去战
斗才有机会。”

远征难抵极，冯静带上了一男一
女两名向导。她把远征队命名为“行
则将至”，与向导约定，每一天都要尽
全力行进，只要脚还走得动就不能停。

“远征中，向导跟我说了一句话：
遇到这种情况，多少男人早就放弃
了。”冯静说，“那时我已经难受到说
不出话，只能点点头。”

厘米之战

远征途中，冯静在近 3000 米的海
拔高度遇到了七级大风。

一次次被猛烈的阵风拍倒，一次
次站起来望向天边——脚下松软的雪
像沼泽，顶住狂风的每一步行进只能

挪动几厘米。
冯静给这一段挑战起了一个名

字：“厘米之战”。很多次，她在夜里
听着山风的呼号，盯着帐篷顶上的白
霜，有想哭的心情，却没有哭出来的
力气。

“你不知道我走了多远的路才来到
这里，不管你怎么驱赶，我也绝不会
这样回去，绝不！”冯静写道。

成功散落在征途中的每一天、每一
步、每一厘米。冯静说，只有连起来的每
一步，才是抵达目标的唯一途径。

远征的最后一天，行进的气氛庄
严肃穆。冯静无数次设想过靠近并踏
上难抵极的过程，但当这一刻来临
时，她的情绪并没有预想中波动。

2020 年 1 月 25 日上午，冯静到达
难抵极。60 多年前，苏联人在这里建

立了简易的科考站。如今，经年的冰
雪早已覆盖了房屋，只剩下房顶的列
宁胸像矗立在寒风之中。在那里，冯
静展开五星红旗，拍下了照片。

“无数画面在脑海中闪现，在挪威
学滑雪、徒步南极点，好像都是刚发
生的事。”冯静写道，“最后几步和从
前一样平常，当我停下时，已走过万
水千山。”

机密成员

对于徒步难抵极第一人的头衔，
冯静看得很淡。

“为了到达难抵极，我花了 5 年的
时间，这期间任何人都有可能捷足先
登。”冯静说，“最终成为第一，只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是我最初追求
的目标。”

但对于另一个“第一”，冯静却很
珍视。

“行则将至”远征队中有两名“机
密成员”——冰墩墩和雪容融。到达
难抵极后，两个“小家伙”第一次沐
浴了南极的阳光。

“我在冰墩墩左手的红心上写了
POI （难抵极），在雪容融的黄围巾上
标明了难抵极的坐标。”冯静说，出发
远征时，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

刚发布一个多月，她费了不少劲，才
从网上买到了它们。

两个吉祥物严重挤占了冯静的行
李空间，为了把冰墩墩和雪容融装进
行李箱，冯静额外带了行李捆扎带。
没想到远征途中遭遇肩颈劳损时，捆
扎带也派上了用场。

远征结束的前一天正好是农历大
年三十。扎营之后，冯静把小灯笼雪
容融挂在帐篷里，度过了一个颇有仪
式感的春节。

如今，冯静已成为北京冬奥会滑
雪战队特邀队员，担负如何适应极寒
环境的培训工作。

勇往直前

“面对困难不会觉得很惶恐，面
对压力也不会觉得很局促。”冯静
说，这是难抵极之行给自己带来的最
大改变。

“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我
对困难的认知。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可
以不必那么在意，而那些真正在意的
东西，是可以靠一点点微小的努力去
实现的。”她说。

在 《不可征服》 一书中，冯静不
仅描写了人们“想象中的远征”，还记
述了远征的“B面”。

“真正在远征中发生的事情，远超
于训练中所能预料和很多书籍中可以
读到的。”她说，真实的南极远征显得
复杂而残酷。

在书中，冯静留下了自己的邮
箱，希望与读者分享人生中的“难抵
极”故事。常常有陌生人发来邮件，
跟她倾诉生活中的坎坷，也有很多人
说从她的身上汲取了动力。

“并非所有人都要去远征，对抗
凡尘琐事同样是一种修行。如果更多
人因为我的经历有所触动，一旦确立
目标，遇到困难绝不退缩，即便被困
难击倒，不管多少次也要爬起来再
战，那么将影响这个时代的风貌。”
冯静说。

远征难抵极的过程中，冯静时常
拿出随身携带的“奢侈品”——《伟
大的旅行》。这部由日本探险家关野吉
晴创作的纪实作品，讲述了他反向重
走人类迁徙之路的伟大旅程。“怀抱着
梦想勇往直前”，书中的这句话一直激
励着冯静。

“抵达南极、远征难抵极，就像跨
越了一道窄门。在那里，能够看到一
个更大的世界。”冯静说。

杨琳钰对本文亦有贡献

冯静：
远征“难抵极”的中国姑娘

本报记者 刘 峣

2021·体育记忆2021·体育记忆

年末岁终，2022 年曙光在前，一年
的体育故事也将写完最后一笔。

2021 年是迟来的体育大年，奥运
会、欧洲杯等世界大赛姗姗来迟。由于
疫情，我们或许无法亲临现场，领略速
度与激情的愉悦；因为社交距离，或许
也很难呼朋引伴，聚在一起分享进球、
夺冠的巅峰体验，但体育希望之光依旧
闪耀。这束光，照进人心、照亮今天，
标定人生和历史的坐标，也照亮前路、
照向未来，承载着对更好世界的期许。

希望，是扎根沃土开出的花朵。今
年的中超赛场，山东泰山队时隔11年再
夺联赛冠军，在中国足球遭遇寒冬的当
下，深耕青训、稳扎稳打的泰山队高歌
奏凯，为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
向。纵览中国体育，从夏奥项目到冰雪
项目，从台球到 F1 赛车，年轻“小花”
频频绽放在世界体育的舞台上，让人们
看到了体育强国建设的累累硕果。

希望，是从脚下开始的征途。今年
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
战 略 迈 向 新 征 程 。《全 民 健 身 计 划
（2021－2025年）》的推行实施，让每一
个中国人的健身和健康生活有迹可循；

“双减”的实施和体育中考比重的增加，
让孩子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更多，让
活力青春与运动汗水相伴；冬奥会筹办
的推进，让上冰玩雪成为更多人的生活
标配。

希望，是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今年夏天，东京奥运会的
举行“点燃了隧道尽头的光亮”。从夏奥到冬奥，更团结的奥林匹
克成为共识，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更是向世界发
出了象征汇聚、共享和未来的邀请。火种采集、奖牌发布、制服
亮相、测试赛和测试活动相继举行——对于中国发出的冰雪邀
约，各国运动员翘首以盼，多国政要和奥委会官员表态支持。不
到40天后，“双奥之城”将书写更辉煌的体育传奇。

希
望
，
让
体
育
照
亮
前
路

刘

峣

“难抵极”（the Pole of Inaccessibility），恰如其名——这个距
离南极大陆海岸线最远的位置，海拔超过3700米。自1958年苏联
远征队抵达并标定位置，60多年来，从未有人依靠双脚抵达这一极
寒之地。

2020年1月25日，难抵极迎来了第一个徒步至此的造访者。38岁
的中国探险者冯静历时80天、穿越1800多公里，完成了看似“不
可征服”的壮举。与她一同到达难抵极的，还有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

“人类超越自我、突破极限，抵达一个又一个难抵极的努力将
永无止境。”近日，在冯静的著作《不可征服——中国姑娘徒步南
极难抵极纪实》出版之际，本报对其进行了专访。

冯静带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冯静带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来到难抵极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来到难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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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静在远征难抵极途中艰难爬升冯静在远征难抵极途中艰难爬升。。

本报电（林剑、轧学超、邹丽） 近日，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
季启动仪式在湖北举行。随着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如
今冰雪运动在湖北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在武汉、在恩施、在神农
架林区……冰雪热情扑面而来。

素有“火炉”之称、向来缺冰少雪的武汉，如何发展冰雪运
动？走进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武汉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
心，一块1800平方米的冰面令人赞叹。2019年军运会后，武汉将
这里改建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冰上运动中心，满足市民参与冰上运
动的需求。自今年5月1日开业以来，冰场大受欢迎，半年下来，
已累积接待市民超过3万人次。

不但有冰场，还有雪场。汉阳区四新方岛区域，正在建设一
座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室内滑雪场。该雪场将设计一条长度约
140米，坡度为8度与11度结合的初中级雪道，一条长度约40米，
坡度为6度的练习道，还将设计面积约6500平方米的嬉雪区，建
成之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室内滑雪场。

统计显示，目前武汉共有室内冰场9片、雪场3座，基本能够
满足市民多样化冰雪运动需求，赏冰乐雪举步可就。

对于神农架，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神秘。近些年，冰雪运动正在
成为这里新标签。2004年，神农架建成了当地第一座滑雪场——神
农架国际滑雪场，从第一个雪季仅有3000名游客到2020年平均年
接待游客15万人次，神农架国际滑雪场正是神农架冰雪运动发展的
缩影。

如今，国际、天燕、中和、龙降坪4座各具特色的滑雪场构成
神农架冰雪运动发展的“四梁八柱”，结合巴桃园、神农顶两个冰
雪乐园，一个大九湖雪乡，“冰雪+”已经成长为当地重要的经济
增长极。神农架的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正成为了金山银山。
2018年，神农架林区正式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林区摘掉戴了
几十年的“穷帽子”，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冰雪+”大有可为。

绿葱坡滑雪场位于海拔1700米的“鄂西屋脊”湖北省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绿葱坡镇。几年前，这里以煤炭为主导产
业，以煤养镇、靠矿吃饭是常态，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
新兴的冰雪旅游产业取代煤炭产业，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亮点。

2019年12月，绿葱坡滑雪场正式开门迎客，镇上新开了20多
家农家乐、民宿，建起了60多个蔬菜大棚，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
纷返乡创业。滑雪场营业以来，旅游直接收入2000余万元，带动
全镇综合收入近1亿元；带动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人均月收入
超过4000元。滑雪场的落地成为这个高山小镇转型发展的“加速
器”，不仅为促进当地人员就近就业、脱贫致富发挥重要作用，还
为乡村振兴基础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湖北，感受冰雪热情在湖北，感受冰雪热情

小球员在“滑向2022”全国青少年冰球系列赛 （武汉站） 的
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