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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7月12日，从遥远的喀喇昆仑山区传来一个我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海
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以下简称“西藏探险队”）主力队员次仁多吉、边巴扎西和洛则，成功
登上了迦舒布鲁姆l峰，从而为1993年开始的，攀登世界上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重大行动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
他们三人也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登顶14座高峰的世界级登山家。
    作为曾经参与探险队创建并一直全力支持这支队伍的一员，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毫不夸张地说，这支队伍的成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世界登山史上创下集体登顶14座高峰的新
纪录，使中国人成为“14座俱乐部”的成员，在世界登山界确立了中国登山人的地位⋯⋯换一个角度
说，这也是西藏登山界，或者说是藏族登山队员为国家所做的重大贡献。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个愿望：能有人写出一本书，把探险队14年来所走过的不凡历程记录下来，
传之后世。
对于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对于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代为实现梦想付出青春年华甚
至生命的登山人，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本书来予以见证。
    去年4月，西藏登山队队长尼玛次仁正式邀请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多吉占堆和薛文献两位同志，开始创
作这本旨在反映探险队征程的书，我听后非常高兴，也对此寄予厚望。
一年过后，两位作者郑重地把一本厚厚的书稿交给我，托我审看，并嘱我为其写序。
    利用几天时间，我认真读完了全文，不胜感慨，深受感动，也深为震撼。
尽管我自认为对探险队是非常了解的，对这些队员也是很熟悉的，他们在山里面的许多故事我也是知
晓的，但真正读了书稿，我才知道，他们在14年的风雪历程中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勇敢，那样的悲
壮⋯⋯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在被雪崩掩埋的那一瞬间是如何成功逃生的？
他们在距离顶峰咫尺之遥时遭遇暴风雪，是怎样说服自己放弃冲顶下撤的？
登顶前夜，没有帐篷也没有食物的他们，是怎样忍饥挨饿依靠有限的体能登上巅峰的？
每一座8000米高峰，他们都是靠双脚一步步走上去的，是怎样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他们坚持到最后的？
每一次攀登都要面临难以预料的危险和艰难曲折，他们是怎样经受生死考验的？
当探险队遭遇仁那遇难、边巴扎西重伤的挫折后，他们是怎样从伤痛中恢复过来，继续踏上梦想之旅
，直至完成壮举的？
⋯⋯我一边看书稿一边想着这些问题，探险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历历在目，让我这个热爱登山事业的
老人一次次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可以说，这本书实现了我当初的心愿。
    我想，如果读者能在阅读这本书时，就好像感觉自己在随着探险队的脚步，慢慢深入喜马拉雅和喀
喇昆仑山脉深处，爬冰卧雪，经风雨，见彩虹，直至站在地球之巅，遥望脚下云海茫茫，油然而生万
丈豪情，写作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两位作者，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多吉占堆从1987年开始采访登山活动，我们曾在南迦巴瓦、绰木拉日等山峰的大本营一起工作、生活
了很长时间，既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更是忘年之交。
他不只采写大量的新闻报道，还经常义务为登山队、登山协会承担文字工作。
薛文献是后起之秀，从1998年开始采访登山，尽管是一位汉族记者，但特别能吃苦，多次深入高海拔
山区采访登山活动，曾跟随探险队3次前往巴基斯坦，与藏族队员同甘共苦，深得大家的信赖。
他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登山事业和登山队员们充满感情，长期坚持进行登山报道，跟
踪采访探险队，可以说是20多年来国内采访登山报道最多的专业记者。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成了这次撰写探险队英雄事迹最合适的人选。
    就我所知，作为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和业务领导，两位作者的本职工作都非常繁忙，加之探险队的资
料积累比较有限，他们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利用了起来，再加上以前的采访积累，精心写作，数易其稿
，为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要说，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的，这本书可以让西藏探险队的艰辛努力有所回报，让更多的人了解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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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创造的不朽功绩，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但西藏探险队的事迹必将永载史册，登山英雄们的精神必将光照后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两位作者为西藏登山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翻阅书稿，让我一次次回想起自己倾心付出过的峥嵘岁月。
当我在自治区体委工作的时候，我尽最大努力发展登山事业，为西藏探险队的创建和最终成功竭尽全
力，我对此是问心无愧的，也为能参与这项光荣的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已经75岁了，见证了新中国登山事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美好时代。
几十年来，一代代藏汉族登山队员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登山事业的辉煌篇章，用青春和生命实践了报
效祖国的诚挚诺言，以卓越的成就、艰苦的实践，铸就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祖国至
上、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而西藏探险队，正是登山精神最好的传承者和实践者，这里面包括了献出宝贵生命的仁那，深受重伤
依然奋勇拼搏的边巴扎西，以及所有为探险队的成功付出心血的队员、家属及社会各界人士。
    书写至此，我突然想起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相信，有了几代登山人数十年铸就的登山精神，有了探险队在世界登山史上书写的传奇，西藏的
登山事业一定会不断开拓新领域，踏上新征程，取得更大的发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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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 年7 月12 日， “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 座海拔8000 米以上高峰探险队”主力队员次仁多吉、边巴扎
西和洛则，成功登上了迦舒布鲁姆I峰，从而为1993 年开始的，攀登世界上全部14 座海拔8000 米以上
高峰的重大行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们三人也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登顶14 座高峰的世界级登山家
。

本书记录了探险队14 年来所走过的不凡历程，也见证了一代为实现梦想付出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的登山
人，他们的勇敢、坚韧与智慧，以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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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吉占堆，藏族，出生于1963年，西藏墨竹工卡人，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
现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
2009年登顶启孜峰。
1987年起采访登山活动，先后参加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等十余次重
大登山报道，两次采访国际登山研讨会，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出版有《西藏的媒体》、《拉萨布达
拉宫》和《雪山雄鹰》，曾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西藏十大优秀青年”等。
薛文献，汉族，出生于1970年，山西河曲人，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
现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多次采访重大登山活动，3次前往巴基斯坦报道探险队攀登乔戈里峰和迦舒布鲁姆峰，采写大量新闻
报道，其中《挥泪送英雄》《三位中国登山家成功登顶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等被评为“新
华社优秀新闻”，出版有《百年沧桑话奥运》、《西藏的媒体》、《拉萨布达拉宫》和《雪山雄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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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1993·安纳布尔纳峰：首战告捷 安纳布尔纳峰（Annapurna） 海拔8091米，
世界第十高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
 Annapurna在当地语里有“粮食供给者”或者“收成之神”的意思。
安纳布尔纳峰群由一系列高峰组成，除主峰外，尚有多座独立命名的山峰，包括著名的鱼尾峰
（Machhapuchhre，海拔6997米）。
 安峰浩大的山体呈东西走向，像一条银色的巨蟒头东尾西，横卧在群山之中。
周边有高大的雪山与之比肩，陡峭的顶峰像一把尖刀，斜刺蓝天。
在俏丽迷人的外表下，安峰以地形复杂、攀登难度大而闻名，明暗冰缝纵横交错，山间冰雪崩裂的声
音不绝于耳，攀登路上危机四伏，成为登山死亡率最高的山峰。
 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队的莫里斯？
埃尔佐格和路易斯？
拉什纳尔首次登顶安峰。
这是人类首次登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
 队伍组成人员： 队长：桑珠 副队长：旺加 攀登队长：次仁多吉 队员：加布、大齐米、达琼、边巴扎
西、洛则、仁那、阿克布 医生兼后勤总管：洛桑云登 翻译兼秘书：张明兴 联络官：旅游部官方工作
人员 向导：索朗 高山协作队员：次仁、达努、阿旺等4名夏尔巴人 炊事员：扎克巴多等2人 首次走出
国门 1993年3月18日上午，阳光明媚。
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美丽小镇樟木口岸，桑珠率领11名队员正踏着欢快的步伐，从中国和尼泊尔两
国边界上的“友谊桥”上走过。
 西藏探险队首次走出国门，揭开了挑战世界上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征程。
 为了攀登尼泊尔境内的高峰，当年1月，西藏自治区体委派出洛桑达瓦、高谋兴、桑珠等人组成的考
察团，到尼泊尔考察山峰情况，并与尼泊尔旅游部、登山协会商谈攀登事宜。
 按照探险队最初制定的战略，他们要在10年内登上全部14座高峰。
大致步骤，则是先境外、后境内，先远、后近，先难度适中、后加大难度。
尼泊尔境内的美丽山峰――安纳布尔纳峰成为他们的首选目标。
此外，考虑到队伍年轻，实力很强，指挥部决定连续攀登临近的另一座高峰——道拉吉里峰。
在同一个登山季节里连续攀登两座高峰，这在当时的西藏乃至中国登山史上还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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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4月，西藏登山队队长尼玛次仁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写一本真实反映西藏探险队14年间攀登世界14
座8000米以上高峰历程的书，并且能够在今年7月前出版，成为西藏登山界纪念人类首登珠峰60周年的
一份特殊礼物。
致力于登山文化建设的尼玛队长，再次委以我们重任。
    此前的2009年，我们与西藏登山队就曾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为西藏登山队成立50周年庆典写作了
《雪山雄鹰——西藏登山运动50年》一书。
此书在庆典当天作为礼品赠送给来宾，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此后在国内登山界和山友中扩散，大家对
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为西藏登山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也颇感欣慰。
    因缘际会，我们成为国内新闻界20多年来参与报道大型登山活动最多、最持久的记者。
我们从探险行动当初的酝酿到14年的正式实施，其间一直不间断地进行跟踪采访报道，并在1999年深
入登山大本营，全程报道了探险队攀登珠峰、采集全国民运会“中华民族圣火”火种的重大行动，此
后又在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跟随探险队员的脚步，远赴巴基斯坦，进入喀喇昆仑山脉深处，与探
险队员们一道爬冰卧雪，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见证了一次次登山奇迹的发生。
多年的采访报道，特别是长期在高海拔山区的共同生活，让我们在近距离体验登山甘苦的同时，也与
探险队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他们信赖和欢迎的专业记者。
    把西藏探险队的非凡经历写下来，传诸后世，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曾与桑珠队长早就有过这一约定，只是因为诸事缠身未能付诸行动。
这次有尼玛队长的盛情之邀，我们也有了圆梦的机会。
    西藏探险队员们都是一些朴实、本分的普通人，挑战14座高峰的历程结束后，他们也都归于平凡，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些队员已先后到了退休的年龄。
尼玛次仁和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最忠实地再现队员们14年间征战14座高峰的壮丽史实，真实、准确地
展现探险队员们的英雄业绩，为历史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忆。
    由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无法像专业作者那样集中一段时间，一心一意进行写作，而是见缝
插针，努力挤出有限的业余时间，在工作日的中午和夜晚，放弃休息搜集整理资料；利用休假、出差
等相对宽松的时间对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消化和吸收，写成初稿，然后一遍遍地反复修改、打磨。
    与《雪山雄鹰》所涉及的人物不同，探险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人物主体比较集中，但他们在14年
里连续攀登14座高峰，每次行动的内容架构又大致相似，不外乎壮行、出征、进山、攀登、登顶、下
撤、庆功，处理不好很容易雷同、无趣。
但真正下笔的时候，我们发现每座山峰的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山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各式各样的攀登路线，队员们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生死考验，需要进行详细的描述。
我们手头现有的资料，主要是探险队留下来的攀登总结，以及当时我们的相关报道，这些资料为我们
提供了最基础的事实和行动线索，成为这本书的骨架，但大量的细节需要重新挖掘。
    好在我们此前拥有许多采访上的积累。
在探险队攀登活动接近尾声时，我们曾利用拉萨冬季相对充裕的业余时间，与桑珠队长进行了连续数
个晚上的长谈，从队长的角度，还原了攀登14座高峰的全过程。
几次随队进山过程中，我们在大本营详细采访了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和洛则等几位主力队员以
及其他协作队员，请他们讲述攀登每座山峰时的故事细节。
几位登山家的非凡经历和独特感受，特别是他们记忆深处的一些生动的故事，最后都融入我们的书中
，成为这本书丰满而新鲜的血肉，相信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心灵。
    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翻遍了自己收藏的所有同登山以及探险队相关的书籍报刊，从
中汲取营养。
在历次登山活动中，资料中的行动日程和登顶时间出入比较大，我们要从几个方面进行验证，又与当
事人反复核对，力求准确。
每座山峰的名称、英文标注、首登记录、故事传说、地理气候特点等，我们也是博采众长，选择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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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常见及符合实际的说法。
但由于资料有限，部分涉及国外的一些地名及人名很难一一核对准确。
在写作中，我们还常常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某位队员讲述的某个细节，不知道发生在何时何地，或者
与资料相＞中突，有时甚至是几位主人公讲述的同一件事互有＞中突。
在高海拔山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误差的，何况最早的登山行动又发生在20年前，再好
的记忆力也难以准确还原往事。
于是，涉及具体攀登行动的，我们就从桑珠队长所记的攀登日志里求证；涉及重要问题的，我们请探
险队主要队员们聚在一起，共同回忆、确认；涉及某个细节的，随时向相关人员电话核实。
经过多次认真的核对，我们基本上理清了每次攀登的重要事实和关键节点，也算是给历史留下负责任
的记录吧。
    有了以上这些储备，在具体写作的时候，有关记者亲历的部分，我们主要采用当时的采访手记和新
闻报道，而其他大多数山峰的攀登活动，除引用队员日记及部分资料外，主要为队员们的口述实录。
在最初的计划中，我们曾想在队员口述的基础上，对山里的场景进行还原，以图给读者提供一个活灵
活现的现场感。
但后来发现，这样的还原将逼迫自己通过想象来进行叙事、描写，有可能会让读者感觉是笔者也在现
场，产生误导。
目前书中所叙事实细节，均建立在扎实采访的基础上，并与队员们进行了多次的补充校订，确保准确
无误。
多年职业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用文学语言把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而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给读者传递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
    有一个难点是我们在写作中没能很好攻克的，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
探险队成立之初，成员比较多，后来随着行动的推进，一些队员因生病、体能等原因相继退出。
到取得最终成功时，只有3人实现了大满贯。
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我们很难通过一次次的攀登，把每位队员的形象塑造得很突出、立体和生动。
我们只能着眼于表现每次攀登行动的大概轮廓，着眼于突出一次行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或场景。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记事较为丰富，而记人则远远不足。
我们在写作之初曾设想，每座山突出写某个人，这样对一个群体的描写就会比较充分，但实际操作之
际，这成为我们难以完成的一项任务。
首先是对主人公的采访不够深入，未能挖出更多细节，其次是整体记事的视角也限制了我们在这方面
的突破。
书中尽管也花了一些笔墨重点写了个别人物，但还远远不够。
这个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
    经过一年来的艰苦努力，这部书稿终于要付印了。
在即将面对读者之际，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不过，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能量和艰辛，甚至在患病时仍然在坚持写作，付
出了全部心血和汗水，我们没有任何懈怠和敷衍的想法。
如果说探险队是依靠他们出类拔萃的实力、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团结奋斗的凝聚力，最终赢得了这场艰
辛、漫长的战役；那么，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依靠对新闻事业的追求、对登山运动的热爱和对
探险队员的感情，做到了对这场战役的持续关注和倾情投入，从而可以运用我们手中掌握的真实、生
动、翔实的材料，展现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创造这一伟业的英雄们。
    由于时间、精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我们未能对所有探险队员一一进行细致的采访，在初稿印出小
样后也未能征求所有参与者的意见，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尽管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大多事实也是反复核对，但书中一定还有许多错漏之处，
恳请了解情况的各位探险队员、登山研究专家不吝赐教，以便今后在适当时机修正。
    在此，我们要感谢西藏登山队尼玛次仁队长，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全力的支持；感谢西藏自治区
体委原党组书记、探险队指挥长洛桑达瓦前辈为本书作序，并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指导；感谢洛桑达瓦
、桑珠、尼玛次仁、边巴扎西、普布次仁、洛桑云登，以及洛则的家人帮助校看书稿，发现错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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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感谢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柯勇在“4·20”四川芦山地震报道期间挤时
间校阅书稿，对文字进行润色，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北京的刘兴华先生对书稿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谢漓江出版社符红霞副总编和王欣宇编辑为本书最终编辑、出版付出的辛勤努力；还要感谢家人们
给予我们写作本书的全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感谢其他所有为这本书的写作、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参照了曾作为探险队翻译和秘书的张明兴在第一次出国登山时所写的文
字材料，阿克布、桑珠、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等人提供了精彩、珍贵的图片。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I    谨以此书，献给英雄的西藏探险队全体队员，以及他们的家人！
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西藏探险队的社会各界人士、国际友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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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逐梦云端:西藏探险队攀登14座8000米高峰纪实》记录了探险队14年来所走过的不凡历程。
2007年7月12日，从遥远的喀喇昆仑山区传来一个我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海
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以下简称“西藏探险队”）主力队员次仁多吉、边巴扎西和洛则，成功
登上了迦舒布鲁姆峰，从而为1993年开始的，攀登世界上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重大行动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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