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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長沙後，范江濤向媒體介紹了他和隊友
謝如祥在 「生命禁區」 救人的壯舉。范江濤是湖
南登山隊領隊，他向記者透露，5月18日晚8點
20分左右，他和當地夏爾巴嚮導攀登到了珠峰海
拔8450米的位置，看到有一個人倒在那兒，被
鎖在繩子上。當時，傷者整個人在顫抖，向右倒
卧縮成了一團，連體服也破損得比較嚴重，登山
者身邊的夏爾巴嚮導也不見蹤影。通過身上的名
牌，范江濤發現該傷者劉姓女士，也是一位來自
湖南的登山者。看當時的情形，該名攀登者的領
隊和夏爾巴嚮導均已經放棄了對其救援。此時她
的氧氣已經用完，臉部覆蓋了薄冰，手也凍傷
了，生命體徵微弱。

「折返前確實猶豫了十多分鐘」
「8000米以上遇險，幾乎沒有任何挽救措

施，只能依靠嚮導協助，但很難把人救回。就連
遇難者屍體都沒辦法處理，因為花費代價太
高。」 范江濤表示。當時，夏爾巴嚮導開始催范
江濤往上繼續攀登，並猜想那個女人已經死了，
不用管她。 「我當時確實猶豫了十多分鐘。」 范
江濤向記者表示，他猶猶豫豫地往上登了20多

米。但隨後他克制住了登頂的誘惑，而是選擇拯
救一條生命。范江濤的選擇遭到了夏爾巴嚮導的
反對，但他依舊義無反顧地回頭向下走去。

范江濤下撤，再次來到劉女士身邊，給她換
氧氣，餵她熱水、糖、巧克力，給她按摩手腳、
做心臟復甦，並幫她解除被鎖定的下降器。劉女
士清醒過來，經過補充有了一定體力後，范江濤
和夏爾巴嚮導架着她向下走。下降了100-200
米左右，劉女士再次昏迷，倒在路邊無法移動。
「在那個海拔高度，拿瓶水都會覺得累。當時我

和夏爾巴嚮導體力和資源有限，真的已經搬不動
了。」 范江濤說。他將劉女士安置下來，選擇往
下求救。

「不救她，她就變成路標了」
22點左右，下撤了30米左右，范江濤遇到

了晚出發的隊友謝如祥。 「當時老范一見到我就
哭了起來，向我說了他救人時自己心有餘而力不
足的情形。」 謝如祥說。 「一條活生生的生命，
你不救她，過兩個小時她就僵硬了，就變成路標
了。」 謝如祥向記者表示， 「不管是認識還是不
認識，這種悲憫之心肯定是有的。」

了解情況後，謝如祥加快腳步向上趕，發現
她還有一些微弱的反應。 「我看她還能喝水，就
有希望。」 謝如祥也與范江濤一樣，毫不猶豫選
擇了放棄登頂，救人為先。謝如祥讓他的夏爾巴
嚮導將劉女士背起來，並用繩索固定好位置。謝
如祥和范江濤輪流在後方托舉，直到次日0點15
分，他們才抵達營地。

范江濤介紹，劉女士當天晚上身體已恢復，
隨後通知其參加的登山團隊將其接走，目前她狀
態良好。據報道，劉女士在湖南接受採訪時表
示，下撤途中遇到的這段插曲 「屬實」 。對於范
江濤和謝如祥的善舉，劉女士表示， 「救命之
恩，應當感謝」 。

【大公報訊】綜合華聲在線、央視新聞、大公報記者姚進
報道： 「登頂還是救人下山？」 尼泊爾時間2023年5月18日9點
11分起，湖南省登山隊多名隊員陸續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但
領隊范江濤和隊友謝如祥卻沒有圓夢登頂。二人攀登至海拔
8450米時，發現一位急需救援的攀登者，此時距離頂峰僅剩
398.86米的海拔差，二人毫不猶豫放棄登頂，奮不顧身救人下

山。這次與珠峰登頂失之交臂，范江濤表示， 「生命肯定更加重要。」 范江濤、謝
如祥的義舉感動了網友，眾多網友為他們的大愛選擇而感動： 「他們登上了一座情
義和道義的高峰」 「救人一命，勝登七回珠峰」 ……

救人一命，勝登七回珠峰
兩中國攀山客 海拔8450米毅然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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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禁區接力
無怨無悔

發現傷者
5月18日20點20分左右，范江濤和

夏爾巴嚮導攀登到珠峰海拔8450米的位
置，看到有一個人倒在那兒，被鎖在繩
子上。

尼泊爾旅遊局局長卡提瓦
達曾向媒體透露，已有463名

登山者申請到了2023年春季攀登珠峰的許可
證，這些來自65個國家的367名男性和96名女
性，將在最適合攀登的5月中旬挑戰世界第一高
峰。這些挑戰者中，來自中國、美國的登山者居
多。當時曾有專家表示擔憂，如果登山者全都集
中在同一時段從大本營出發，或將重現2019年
的 「珠峰大堵車」 。當時，有多達320人擠在
「死亡區」 排隊登頂，最後造成多名攀登者喪
生。

商業化嚴重管理較混亂
5月18日，又一名中國登山者倒在了登頂的

路上，生命永遠定格在了珠穆朗瑪峰。據登山領
域知名自媒體平台 「喜馬拉雅山論壇」 ，截至5
月19日，這個春季登山季，珠穆朗瑪峰已經有9
人不幸遇難。有不少網友對如此多人攀登珠峰提
出了質疑，認為這是 「有錢人的遊戲」 ， 「現在
爬珠峰，只要培訓3個月，花30萬就能上去，所
以現在珠峰爬上去沒什麼了不起的。」

一位從事登山運動多年並成功登頂珠峰的登
山者表示，現在尼泊爾一側攀登珠峰的管理確實
比較混亂，特別是今年遇到人類登頂珠峰70周

年，攀登人數是歷史上最多的一年， 「商業化比
較嚴重，很多人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確存在有
錢就能去的情況。」 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
總共有超過300人在攀登珠穆朗瑪峰時喪生，珠
穆朗瑪峰登頂死亡率大約是8%-9%。封面新聞

▲5月18日，范江濤和謝如祥在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過程中發現一位急需救援的攀登者，二人毅然
放棄登頂，全力救助傷者。

猶豫不決
夏爾巴嚮導催促范江濤繼續攀登，並

說那個女人已經死了，不用管她。范江濤
猶豫了十多分鐘，往上登了20多米。 戰勝心魔

范江濤克制住了登頂的誘惑，選擇
營救。范江濤的選擇遭到了夏爾巴嚮導
的反對，在范江濤的堅持下，夏爾巴嚮
導只得同意前往營救。

▲在范江濤和謝如祥的救助下，遇險者
逐漸恢復意識。

▲遇險者被攙扶着下山撤離。 巧遇戰友
22點，下撤了30米左

右，范江濤遇到了晚出發的
隊友謝如祥。了解情況後，
謝如祥加快腳步向上趕。謝
如祥讓他的夏爾巴嚮導將劉
女士背起來，並用繩索固定
好位置。

▲在下撤途中，遇險者再次
昏迷。

全力救援
范江濤給被救者劉女士換氧氣，餵

她熱水、糖、巧克力，給她做心臟復
甦。劉女士清醒過來恢復一定體力後，
范江濤和夏爾巴嚮導架着她向下走。下
降了100-200米左右，劉女士再次昏
迷，倒在路邊無法移動。

共創奇跡
謝如祥和范江濤輪流在後方托舉，

直到19日0時15分，他們才抵達營地。劉
女士當日身體已恢復，隨後通知其參加
的登山團隊將其接走。目前她狀態良
好，已返回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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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登頂死亡率高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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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珠峰者預備手冊
體能
30層樓每天爬10趟

有登山者在挑戰珠峰前
一年，通過速度、負重訓練
以及瑜伽課程，將身體狀態
調整到最佳。開始有計劃的
訓練，30層樓每天來回爬10
趟、以8-10公里的時速跑步
兩小時等。

技巧
遇難者多是初學者

掌握必要的技巧，學習
在高海拔地區活動的經驗。
珠峰不適合新手，準備過程
中，可參加持證的高山嚮導
開辦的課程，學習如何使用
冰鎬、冰爪在岩石或冰雪坡
上攀登，掌握沿繩隊伍攀登
技巧等等。

心理
忘掉山頂，只想下一個5分鐘

登山嚮導傳授的辦法：
忘掉山頂，只想着下一個5
分鐘、下一小時該做的事，
這就足夠了。

預算
「門票」 ＋裝備＝50萬

登頂珠峰每人需繳納費
用 30萬元（人民幣，下
同），包含攀登珠峰的註冊
費，期間的食宿開銷、運
輸、協作等費用，費用中並
不包括任何裝備。有山友計
算，從零開始完整購置一套
登頂裝備，大約需20萬元。

經驗
由低到高，逐步獲高海拔經驗

若要申請攀登珠峰，必
須要有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
山峰的經歷。在登珠峰的過
程中，登山者大約15天住在
6500米高度的營地，每天在
高度7028米、7500米間反
覆拉練，以適應高海拔。

大公報整理

▲5月19日營救結束後，范江濤（左）和謝如祥
在珠峰C4營地。

5月18日，范
江濤、謝如祥體能

狀態良好，有望衝頂成功。因為救
人而留下未能登頂的遺憾，兩人都
表示並不遺憾， 「對於我而言，登
珠峰是個人理想，但這沒法和生命
相比。」 謝如祥向媒體表示。

近日，湖南省體育總會向湖南
省登山隊發出賀信，祝賀幾名隊員
成功登頂珠峰，也對范江濤和謝如
祥兩名隊員的救人義舉給予了高度
讚揚。范江濤向記者介紹，自從
2008年起，他就心存登頂珠峰的

夢想，而且為了這個夢想做了不懈
的努力。為了這次登頂，自去年11
月以來，湖南省登山隊進行了包括
多次山地攀登訓練、攀冰訓練、高
海拔適應性訓練等在內的高強度訓
練，非常辛苦。

但這次與珠峰登頂失之交臂，
范江濤表示， 「生命肯定更加重
要。」 他透露，對於登頂珠峰，他
不會放棄，他準備爭取明年或者後
年，從中國境內的珠峰北坡再度發
起衝擊，以嘗多年的夙願。

大公報記者姚進

個人理想不可和生命相比

范 江 濤 表
示，登山者在海

拔8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區，即便
看到有人倒地， 「坦然路過」 是可
以理解的。登山界有句俗話，
「8000米以上沒有道德」 。

范江濤對記者解釋，因為在極
端的條件下，施救是非常危險的事
情，攀登者自身安全都難以保證。
而且因為得不到任何輔助，只能依
靠人力幫助，施救是很難完成的。

就連遇難者的屍體，一般都沒辦法
處理，因為花費的代價太大。所以
很多遇難者，都在高山之上凍成路
標。 「所以，在海拔8000米以上
生命是沒有尊嚴的。要征服自然，
就要隨時做好迎接死亡的挑戰。」
范江濤表示。

和范江濤一起營救的登山隊員
謝如祥表示，在珠峰的極端環境
中，救一個人不容易，能救也是因
為有資源，如果是下山途中碰到遇
險者，僅剩資源可能只夠自己用，
想救人也有心無力。

5月22日，謝如祥在加德滿都
遇到了被救者，對方狀態和醉氧差
不多，表達也不是特別清晰。但終
歸，是活下來了。 「一條生命的價
值肯定是超過一次珠峰登頂的！」
謝如祥笑着說，登山，放棄比堅持
更難，但即使是要登月球，如果要
救人，可能也得放棄登月。

大公報記者姚進、潮新聞

雖處生命禁區
我們無法坦然路過

大公報整理

生命至上

艱難營救

挑戰高峰

新聞
熱話

▲范江濤（右）、謝如祥接受媒體
採訪。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