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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这部长篇时很多次都在想，人们最好在下个千年翻看这部小说。
我不是什么预言者，但我坚信，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关于攀登雪山峰顶的一些艰险，到那时也许就
不存在了，人们很容易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的山顶上已有了我们的研究站点，如同昨
天和今天在南极建立的长城站。
珠穆朗玛峰上的站点最好也叫长城站——世界上最高的长城站。
不过我也在想，假如8848米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上还有什么高峰要攀登呢？
只要地壳不变动，8848米将是有限的数字和高度，而人类的探索精神则是无限的。
　　人类总是想超越极限，却又被无数的障碍阻挠，劈开了重峦叠嶂，人也就跨越了千山万水。
开始写这部书时，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束缚，它始终不让我的想象展开翅膀到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翱
翔，可我说不清那紧紧束缚自己的是什么。
我常常被这种困惑搅扰，同时也为超越困惑，获得心灵的解放不懈地寻找飞往更大空间的方向。
我为此等待了很多年。
有一天，我终于看见了梅里雪山！
接下来的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网上度过的，我被迷住了。
那里有成百上千条关于梅里雪山的文字介绍，还有很多绮丽的风光图片，于是我看见我的一个主人公
回头对我笑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让他在一个不知名的空旷地带徘徊，在本书里他是梅里雪山的攀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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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写这部长篇时很多次都在想，人们最好在下个千年翻看这部小说。
作者不是什么预言者，但作者坚信，作者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关于攀登雪山峰顶的一些艰险，到那时
也许就不存在了，人们很容易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的山顶上已有了我们的研究站点，
如同昨天和今天在南极建立的长城站。
珠穆朗玛峰上的站点最好也叫长城站——世界上最高的长城站。
不过作者也在想，假如8848米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上还有什么高峰要攀登呢？
只要地壳不变动，8848米将是有限的数字和高度，而人类的探索精神则是无限的。
    人类总是想超越极限，却又被无数的障碍阻挠，劈开了重峦叠嶂，人也就跨越了千山万水。
开始写这部书时，作者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束缚，它始终不让作者的想象展开翅膀到无边无际的天地
里翱翔，可作者说不清那紧紧束缚自己的是什么。
作者常常被这种困惑搅扰，同时也为超越困惑，获得心灵的解放不懈地寻找飞往更大空间的方向。
作者为此等待了很多年。
有一天，作者终于看见了梅里雪山！
接下来的很多个夜晚，作者都是在网上度过的，作者被迷住了。
那里有成百上千条关于梅里雪山的文字介绍，还有很多绮丽的风光图片，于是作者看见作者的一个主
人公回头对作者笑了，在此之前，作者一直让他在一个不知名的空旷地带徘徊，在本书里他是梅里雪
山的攀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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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60年，5岁的张海迪突然患了脊髓血管瘤。
此后的5年间，疾病反复发作，她先后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除此之外了6块。
本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成了高位截瘫病残人。
这时的小海迪，似乎还不懂得什么是痛苦，她幻想着总有一天自己会长出翅膀，飞得很高，飞到很远
的地方去。
可是，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她依然病卧在床上。
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走向学校，海迪幼小的心灵像针扎了样难受，开始感受到孤独和寂
寞。
她一边狠狠拍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一边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
我要上学！
”
张海迪以顽强的毅力系统地学完了初、高中的课程。
在她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深情的话语：我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活着就要学习，就要多为群众做些
事情。
既然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们，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张海迪15岁那上，随父母下放到一个贫穷偏远的小村庄——萃县尚楼大队。
这是个缺医少药的地方。
一时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非得到十几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不可，既耽误了生产，又给病人增添了许
多痛苦。
张海迪相，我不能下地干活儿，学习给人看病不是也很好吗？
于是，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她开始攻读一本本医学书，并让爸爸买来了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
针，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在尚楼不到3年的时间里，她给人治病1万多人次。
一根小小的银针，在张海迪的手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一位患脑血栓后遗症多年不能说话又瘫在炕上
的老人，经她治疗后站了起来，也能开口说话了；另一个因脑膜为后遗症炕上吃炕上拉的孩子，她针
灸后能够下地抱柴火、收拾院子了；还有······张海迪的针灸出了名，前来就医的人络绎不绝
。

在为他人解除痛苦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
 可是人们哪能里知道，病魔始终没有放弃对张海迪的折魔。
她曾自己动手剜去身上带血的腐肉，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但张海迪战胜了自我，变得更加坚强起来。
她驾驭着生命的小舟，在生活的海洋中搏击着，探索着。
继学医治病之后，她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并发奋攻下了英、德、日语和世界语；而最终，她走上了
文学之路。

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张海迪就十分喜欢文艺作品。
她怎么也不会忘记，正是那么多的好书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啊！
她也想自己写一本试试。
于是，她坚持写日记，练习写文章，并成本成本地抄录名言警句，大段大段地背诵优美的诗歌、散文
。
写作是艰难的。
她一次次将书稿交给出版社，又一次次拿回来修改、重写，有时要反复七八次才能定稿。
她从早到晚坐在桌前，双腿浮肿得很高，脚步肿得连鞋都穿不上，身体感到异常地疲劳。
即使如此，她也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依然认真地写，耐心地写，刻苦地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绝顶>>

在反复的实践和探索中，张海迪逐渐熟悉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向社会和人民奉献
了一批最好的精神食粮。
从1983年以来，她创作、翻译的作品逾百万字，《鸿雁快快飞》、《书信目记选》、《丽贝卡在新学
校》、《小米勒旅行记》、最近，一部34万字的长氓小说《轮椅上的梦》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这部凝聚着张海迪大量心血的作品，塑造了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残疾姑娘形象，唤起人们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美好情感。

正当张海迪拼命工作的时候，更加凶恶的病魔又向她袭来。
她患上了鼻梁基底细胞癌。
她进行了生命历程中的第六次大手术。
当伤口刚有好转，鼻子上的纱布还没撒去，张海迪就是更快的节奏开始了工作。
她继续写作，要完成第八本以至更多的书。
她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把自己的歌声和笑声带给各界青年。
她还去残疾人家庭，看望与自己一样的朋友，鼓励他们热爱生活，创造未来。
1988年4月，她跋涉于日本的5座城市，以海伦·凯勒的作品《我生活的故事》为题，用日语把自己生
活的经历讲给朋友们听。
每一次演讲结束，她都被鲜花和人群包围，欢呼的浪潮一阵又一阵。
更让张海迪难忘的，是党和人民给了她那么多崇高的荣誉；共青团中央命名她为优秀共青团员，全国
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山东省评选她当劳动模范。
1983年5月9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她学习。
 张海迪以非凡的气魄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又满怀信心地走向希望的未来。
一条艰辛而又灿烂的人生之路，正在她的轮椅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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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雪再大也要把小川送下山。
肖顿河这么想着，就躺在充气床垫上，他又累又困，这一夜他一直守在小川原兵卫的身边，小川从没
有病得这么重。
他们原计划今天要向梅里雪山的6300米处攀登，并在那里建立第4号营地，为再一次冲击卡瓦格博顶峰
做准备。
可是昨天他们在一处缓坡上刚刚支好帐篷，小川原兵卫就病了，他病得很突然，发高烧，忽冷忽热，
全身发抖，神志也迷迷糊糊的就像患了疟疾。
一连十几个小时，小川的体温都在39℃以上，中方和日方的随队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让他的体
温降下来。
　　肖顿河困得睁不开眼睛，可心里却还很清醒，他发现小川已经好几次出现这种症状了，每次都和
这次相同，高烧寒战，全身发抖，还梦呓似的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小川这次临来之前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他要与中方登山队密切合作，争取再一次向卡瓦格博峰冲
顶。
他还说要从日本给登山队带来一些更先进的测量仪器和登山器械，还有新型自动加热罐头。
小川在登山途中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刚到6000米处他就说头晕，然后就倒下了，倒在了雪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作怪吗？
肖顿河曾听这里的人说，神是不会让任何人到达卡瓦格博峰顶的，人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梅里雪
山是神山，不容任何人侵犯。
　　肖顿河真为小川原兵卫担心，他对大家说，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赶快送小川下山治疗，千万不能让
小川出现意外。
作为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的中方代理队长，肖顿河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小川不仅是好朋友，还是
最默契的合作伙伴。
　　小川原兵卫在日本庆应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中国学习中文。
那时肖顿河在燕北大学地球物理系，每逢上公共课他都会见到小川。
在他眼里小川不太像日本人，他的身材高大挺拔，十分英武，眼睛深陷，鼻梁很高，脸上轮廓分明。
小川告诉他，据说他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荷兰人，在十六世纪，一些荷兰人乘大木船远航来到长崎，
在那里从事商贸交易，因此长崎就有了荷兰人的后裔，至今长崎还保留着荷兰商馆，后来那里还建造
了荷兰城，美丽的豪斯登堡就是典型的荷兰建筑。
小川性格顽强，天生喜欢冒险，他说这也许和他的祖先冒险远航的经历有着某种关系。
　　肖顿河虽然和小川所学的专业不同，但他们却结下深厚的友谊，也找到了共同的爱好——他们都
喜欢科学探险。
小川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约肖顿河到中国西部地区游历，他们被那片辽阔而又充满着神奇传说的土地
深深地吸引了。
喜马拉雅颠连起伏，耸人云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不可逾越，辽阔的无人区荒凉沉寂，古
老民族的神奇传说更让他们心驰神往。
大学毕业后，肖顿河分到地球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小川却没能如愿从事他希望的雪崩研究。
他先后当过翻译和记者，最后还是选择了雪山科学考察作为自己的职业。
　　当肖顿河埋头在物理实验室里的时候，小川的足迹已经遍及了各大洲的许多地区，他攀登过南美
第一高峰，也去过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还登上过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勃朗峰。
然而小川却说，他一心向往的还是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向往这里的一座被西方人疑为香格里拉的
梅里雪山。
他和肖顿河都读过英国人James Hilton（詹姆斯·希尔顿）写的Lost Horizon，对书中描述的神秘
的Shangri—la（香格里拉）很着迷——一个没有尘嚣，没有战争，没有灾荒，没有痛苦的地方。
　　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肖顿河就萌生过攀登梅里雪山的念头，小川也很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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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经痴迷地站在图书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设想着、寻找着登上卡瓦格博峰的可能途径。
小川回国时还专门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用那里的大比例尺卫星照片，仔细研究梅里雪山地形的变
化，分析那里的地质构造，还查阅了大量有关梅里雪山的气象资料。
他们曾经是那样雄心勃勃地要去梅里雪山考察，可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条件还不成熟。
　　大学毕业时，小川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写流畅的中文。
回国后，他常给肖顿河来信，也许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很少再谈起大学时的那些幻想，有时甚至还在
信里嘲笑自己那时的天真。
后来，就在肖顿河申请加入即将组建的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时，他突然收到了小川的来信，小川
说他辞去了《朝日新闻》的工作，也申请加入这支登山考察队。
小川要来中国，肖顿河有些激动，他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小川登山时总是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可是事与愿违，他一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就发病，前几次他只得中断攀登计划回国了。
在日本，医生给小川做了非常细致的体检，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医生说通过各项检查，证明他的身
体没有任何问题，结论是他仍然可以参加攀登雪山和其他高强度的体育竞技运动。
　　肖顿河躺了一会儿就赶快爬起来，他冒着大雪又来到了日本队的帐篷。
小川虚弱地躺在羽绒睡袋里，脸色苍白，神情疲惫，见肖顿河来了，他费力地睁大眼睛。
他的队友羽田俊太赶忙让他喝了几口热水，浅野盛宏在一旁不停地给他按摩手上的穴位。
　　顿河君⋯⋯对⋯⋯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小川喘了喘气说。
　　嗨，老伙计，你他妈的中了什么邪啦？
肖顿河脱口骂道。
可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自己失言了，小川原兵卫毕竟是考察队的日方代理队长啊。
　　我⋯⋯我真的是⋯⋯是他妈的中⋯⋯中邪了。
小川显得有气无力，他说，昨天白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到这儿就发烧，就晕了呢？
真⋯⋯真奇怪⋯⋯　　肖顿河伸手摸摸小川的额头，还很热。
他说，你下山好好休息几天吧，这一次只是适应性行军，你不参加也不要紧。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绝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