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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魂时刻

对中国登山而言，1975 年是一
个关键的年份。那年 5 月，9 名登山
队员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并首次对
珠峰高度进行精确测量。但对夏伯渝
来说，1975年却“改变了一生”。

1974 年，组建中的中国登山队
到青海挑选队员。从小在体校踢足球
的夏伯渝，那时对登山一无所知。

“在我心里，珠穆朗玛峰就是课
本上的一个位置，8848 就是一串数
字。”

在年轻的夏伯渝看来，参加选拔
可以免费做身体检查，这一点最有吸
引力。就算最终入选了国家队，他还
是想“登山回来接着踢足球”。

1975 年 2 月，登山队正式出发，
夏伯渝被分到了突击队，他的任务只
有一个——冲击顶峰。

突击过程中，夏伯渝数次与死神
擦肩而过。

从 8200 米向顶峰进发时，按照
突击队队长邬宗岳的要求，夏伯渝去
给前面的队伍送对讲机。解开绳索、
独自前进的他不知不觉地迷了路，走
到了悬崖旁。等反应过来时，夏伯渝
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上面是悬崖峭壁、下面是万丈
深渊。乌云在脚下翻滚，无数的冰裂
张着大嘴，像要把我吃掉似的。”回
想起 40 多年前的惊魂时刻，一切场
景仍历历在目。

镇定下来的夏伯渝在绝境展开自

救。他在前面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条裂
缝，便匍匐到岩壁旁，用手抠着裂缝小
心翼翼地向上挪动。不知过了多久，终
于攀到了岩壁顶端，筋疲力尽的夏伯
渝发现，前面的队员就在不远处。

此时，夏伯渝已经站上了 8600
米的高度，距离顶峰只有 200 多米。
而突击队队长邬宗岳却不幸身亡，长
眠在珠峰的怀抱中。

改变一生

在海拔 8600 米，夏伯渝和队友
们住了两天三夜。由于天气恶劣，再
加上食品、燃气、氧气几乎耗光，登
山队员只能选择下撤。

正是下撤中的一个决定，改变了
夏伯渝的人生。

突击队下撤到 7600 米时，一位
藏族队员因体力透支，在半路丢失了
睡袋。到了半夜，气温降到零下数十
摄氏度，看到队友的境遇，夏伯渝把
自己的睡袋让了出来。

“我当时在登山队有个外号叫
‘火神爷’，不怕冷。”夏伯渝说，平
时大本营外零下十几摄氏度，自己照
样穿一套红色运动服在空地上跑步，
所以没犹豫也没多想，就把睡袋让了
出去。

年轻抗冻的夏伯渝没料到厄运的
来临。第二天晚上宿营时，他怎么也
脱不下脚上的靴子。随队医生发现，
他的脚已经没有温度，完全硬了。

“登山前我还想过，自己哪里都
可以受伤，就是脚不能受伤。”夏伯

渝说。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
笑。

由于伤势严重，夏伯渝骑着牦牛
才下了山。他眼看着自己的双脚从粉
红色变成紫红色，再变黑变干，这才
接受了冻伤的现实。而直到此时，夏
伯渝才被告知，就在突击顶峰的过程
中，他的父亲去世了。

回到北京，截肢后的夏伯渝在病
床上听到了 9 名队员成功登顶的消
息，眼泪直打转。“心情非常复杂，
对人生失去了信心，觉得下半生要在
轮椅上度过了。”

灰暗之时，一句话让夏伯渝重燃
希望。一名来华传授经验的外国专
家，看到夏伯渝的情况后表示，如果
装上假肢，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而且可以再登山。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听到
这样的声音。”夏伯渝说，“有人觉
得，假肢肯定不如真的，没有脚不可
能登山，但我不信。”

重新振作的夏伯渝在病床上开始
了漫长的康复训练。3年后，当带上假
肢、站立起来时，夏伯渝惊喜地发现，
自己不仅能站稳，还能顺利地走路。

“当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我
想，我还能干什么？既然专家说我还
能登山，那我就要登山。”攀登珠峰
的经历，让夏伯渝与登山结下了不解
之缘。“我觉得自己的体能、适应性
和耐寒能力很适合登山，山峰上的壮
观景象也吸引着我。”

就这样，登上珠峰，成了夏伯渝
一生的目标。

艰难抉择

此后，夏伯渝 3 次尝试冲击珠
峰。最接近的那次，距离珠峰只有
90米。

穿假肢登山的艰难，是常人难以
想象的。由于没有踝关节，上山只能靠
假肢的脚尖走，很容易打滑摔跤；腿部
没有感觉，只有传递到腰上才能做出
反应……再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
威胁，夏伯渝的登山之路可谓困难重
重。这几年，每次去登山前，夏伯渝总
会跟家人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2014 年，夏伯渝在珠峰大本营
遭遇雪崩。那一次，有 16 个尼泊尔
夏尔巴人向导葬身雪中，是尼泊尔登
山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山难。

2015 年，就在他准备突击顶峰
时，遇到了尼泊尔 8.1 级大地震。那
一年，是 40 多年来首次没有人登顶
珠峰的1年。

1年后，雄心勃勃的夏伯渝再次
踏上征服珠峰之路，而这一次，他作
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决定”。

在 8750 米，距离登顶不到百米
时，忽然刮起了强劲的暴风，1米之
外什么都看不清。

“来到这个高度，所有人都想不
顾一切地冲上顶峰，对我来说更是如
此。不管登顶之后能不能下来，我都
想往上冲。”从2018年起，尼泊尔不
再允许残疾人攀登珠峰。对夏伯渝来
说，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抉择时刻，5个夏尔巴向导的眼

神让夏伯渝心软了。
“我发现他们都在看着我。他们

都是 20 多岁的年龄，正处在事业巅
峰期。看到他们，我心里特别不好
受。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的而
罔顾他们的生命。”

距离梦想只差不到2个小时。夏
伯渝决定，下撤。

备受打击的夏伯渝，此刻体能已
完全透支，下撤的过程充满艰辛。

“有一天连续走了24个小时，晚上12
时终于看到了营地，可我不停地摔
倒，感觉越走越远，怎么走都走不
到。”夏伯渝说，那个场景终生难忘。

回到营地后，夏伯渝听说，就在
那几天，在接近珠峰的高度，有6个
人因事故丧生。

“虽然遗憾，但我的决定是正确
的。只要我活着，就有机会再上珠
峰。”夏伯渝说。

永不止步

夏伯渝说，最困难的事情不在攀
登珠峰的过程，而在于 40 多年来始
终如一的训练。

每天早晨5时，夏伯渝就在床边
开始了一上午的训练。完成1个半小
时的仰卧起坐、背飞、引体向上后，
他还要爬香山或是进行 10 公里的快
速徒步。

“我今年69岁了，这样的大运动
量训练已经越来越难坚持下去。”尽
管有些力不从心，但为了保持身体机
能，夏伯渝一直在咬牙坚持。

病 痛 也 不 时 折 磨 着 他 。 1996
年，因运动量太大导致腿部磨损难以
愈 合 ， 夏 伯 渝 罹 患 淋 巴 癌 ； 2016
年，他又因登山得了腿部血栓。但身
体的病痛丝毫没有击垮夏伯渝对于运
动的执著。

“活着一天就拼搏一天。”这几年，
夏伯渝又尝试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
他穿越了腾格里沙漠，徒步穿越戈壁，
攀登自然岩壁……2011年，在意大利
举行的首届残疾人攀岩锦标赛上，夏
伯渝一下子拿到了两块金牌。

但在他看来，所有的运动，都是
为 了 下 一 次 攀 登 珠 峰 的 “ 训 练 方
法”，夏伯渝希望，那个“下一次”
早点到来。

“今年如果一切条件允许，我想
再尝试一把。”尽管面临着政策、资
金、身体等方面的困难，夏伯渝还想
继续追梦。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登山之路会
持续到什么时候？

夏伯渝说，没有。
“只要我还能登，就要一直登下

去。”

残疾人登山家40多年的珠峰梦

夏伯渝：等待下一次出发
本报记者 刘 峣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登上珠峰，会是怎样的场景？
夏伯渝想了想说，没有。

“但是登上珠峰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去实现。”
24岁首次登山失去双腿、40年间4次冲顶却无缘登顶……残疾登山家夏伯渝逐梦珠峰的经历感动了很多人。有人说，他的故

事是中国的“老人与山”。
而今，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依然在训练和等待，只为下一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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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去爬
山、骑车、滑雪、露营。这样的休
闲方式，不仅能放松心情，更能强
健身体，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喜爱。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能
否在旅游过程中获得深入体验，甚
至参与其中，已成为目的地选择标
准之一。体育休闲旅游的发展迈入
新阶段。

休闲活动丰富多彩

“我喜欢运动，出去玩通常会选
择一些运动休闲项目，比如潜水、
登山、滑雪等。现在可选择的活动
越来越多了，下次我还想去尝试一
些探险项目。”一位体育爱好者说。

去碧绿草原骑马奔驰、去海洋
深处探索未知、在沙滩打一场排
球、在城市跑一场马拉松……随着
体育休闲旅游市场逐步扩大，各地
纷纷加大体育旅游投入，挖掘潜
力，将区域特色与体育旅游深度结
合，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休闲活动。

除登山、钓鱼、游泳等传统休

闲项目外，一些小众活动也逐渐走进
人们的视野，例如以探险为主题的滑
翔、跳伞、沙漠探险，以度假为主题的
潜水、冲浪、高尔夫、房车露营，以养
生为主题的太极拳、瑜伽等。

运动休闲之余，体验当地生活
与文化，也是难得的经历。

“公路两边的油菜花田像画一样
在眼前展开，征服一座又座山的成
就感，青海湖的澄澈与温柔，藏民
的淳朴与热情，让我至今难忘。”去
年夏天完成环青海湖骑行的小智说。

体育休闲教育兴起

休闲体育旅游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催生了对相关人才的需求。
自 2006 年起，中国开始在高校设置

“休闲体育”专业，体育休闲开始走
上专业化道路。

据 统 计 ， 中 国 开 设 “ 休 闲 体
育”专业的高校多达 30 所。例如，
北京体育大学设立“体育休闲与旅
游学院”，从休闲体育指导与服务、
体育旅游开发与管理、休闲体育产

品策划与设计等角度出发，培养应
用型人才；上海体育学院建立了以
健美操舞、户外体育、高尔夫3个专
项为中心的完善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安排上，高校也紧跟社会
需求，不断推出新的体育休闲实践活
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
学院读大三的陈佳琪说：“专业所学
的内容很新奇，课程也很具挑战性。”

最近，厦门大学的“爬树课”
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据悉，从 2012
年起，“攀树运动”作为一门课程被
厦门大学引进课堂，得到学生的追
捧和喜爱。这项以自然生态为特色
的户外活动，在加强参与者身心锻
炼的同时，也培养其亲近自然、保
护环境、挑战自我的意识。

旅游升级未来新蓝海

近年来，旅游产业迅猛发展，
也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在此
过程中，体育休闲旅游以其独特的
优势和发展潜力，正成为各地旅游
产业升级的新蓝海。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体育休闲旅
游产业每年增长30%到40%。一方面，
体育休闲旅游能够弥补传统旅游发
展的诸多局限，例如景观的季节性、
资源的有限性等；另一方面，中国体
育旅游市场正逐渐从传统的观赏型
旅游向体验式旅游发展，“平民式”体
育和“体验式”旅游渐成主流，符合人
们的旅游消费需求。

2016 年，国家旅游局与国家体
育总局提出，到 2020 年，全国体育
旅游总人数达到 10 亿人次，占旅游
总人数的 15％，体育旅游总消费规
模突破1万亿元。这一目标，促使各
地积极探索体育休闲旅游的新路径
与新模式，如今已初显成效。

例如，广西北部湾地区对海滨
体育休闲旅游进行开发，创设了以
海水浴场作为基础的体育休闲旅游
胜地，设立了以疗养院为主的康复
旅游、保健旅游；在 2022 年冬奥会
的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着力打造

“京津冀冰雪运动王国”；内蒙古依
靠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草原赛马、
沙漠越野、高山滑雪等项目。

体育休闲游
多点开花

顾长娟

体育休闲游
多点开花

顾长娟

本报北京1月21日电（焦子越） 第四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
季系列活动——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启动仪式，21日上午
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举办。该赛事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
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承办。

据介绍，本届赛事以助力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
契机，充分借助第四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等活动平台，扩
大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的赛事规模、活动内容和参与
范围，突出群众性、广泛性、趣味性，全面提升赛事品质、
树立品牌形象。

启动仪式后，现场进行了八旗冰嬉表演，并开展冰球比
赛以及冰嬉、冰蹴球等项目的交流、展示和体验。活动现
场，发放冬奥知识宣传手册5000册，向参加游园的上万市民
普及冰雪知识，同时向1200余名市民发放冰上体验券。

本届赛事将持续两个月，还将陆续展开速度滑冰、短道
速滑、花样滑冰等项目的比赛，预计吸引上万名健身爱好者
参与。

上图：青少年冰球比赛现场。 焦子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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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渝在攀登珠峰过程中夏伯渝在攀登珠峰过程中。（。（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夏伯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夏伯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焦子越焦子越摄摄 夏伯渝在家里进行力量训练夏伯渝在家里进行力量训练。。 焦子越焦子越摄摄

定向运动爱好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永清县林栖谷国际定向
主题公园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定向运动爱好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永清县林栖谷国际定向定向运动爱好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永清县林栖谷国际定向
主题公园的比赛中主题公园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王 晓晓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