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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向珠穆朗玛峰的挑战过程，也是一部高山探险事业的发展历史。
它记录了高山探险各个不同阶段的历程、战术技术的发展和演变、成功的奥秘和失败的原因，以及人
们在挑战珠峰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一些自然现象和变化的规律。
这些，对后来者无疑有所裨益，对今后的科学考察、经济开发和国防建设也都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珠穆朗玛峰仍然是世界各国探险家和登山爱好者向往的地方。
随着经济和科学的日益发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必将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今后一定会有更多
的青少年投入这项极有意义的活动中去。
本书如能对他们从事此项活动有所启迪和帮助，将是作者的最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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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藏人对神山的禁忌    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人民认为，每一座山、每一个湖，都有神灵居住。
这些神灵有时有形有时无形，它们时刻关注着生灵的一举一动，掌管着风云变幻、人间疾苦甚至灵魂
超度。
对它们最好的礼敬方式，就是朝拜，用双脚或全身(五体)投地的方式围绕这些神灵栖居的山或湖进行
绕转。
可以说，西藏男女老少大都有过朝山拜湖的经历。
有些人还在襁褓中，就已经在母亲的背上转过神山圣湖了，而且往往朝拜的不止一山一湖。
至于爬到神山山顶，将神山踩在脚下，那是想都不曾想过的。
    西藏人的神灵意识，源自佛教传入西藏以前久远的苯教观念。
西藏本土宗教苯教将世界分为天、地和地下三界，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神性，神鬼主宰
世间一切。
由于西藏高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极富想象地将各路神灵具像化。
在他们的生存意识里，无时无刻不晃动着它们雄伟凶悍的形象，从而产生敬畏。
佛教进入西藏，遇到的最大阻力和挑战首先是苯教，二者纷争数百年，书写出充满腥风血雨的藏传佛
教史。
藏传佛教吸取了苯教的大量精髓，实际上已是西藏本土化宗教，正是这种本土屙l生使它能在取得统治
地位后对苯教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与此同时，苯教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它的根深深扎在雪
域大地，直到今天，在藏区的各个地方，少量的苯教寺院仍然耸立并拥有信众，影响依然存在。
所以，在西藏就形成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同样的一座山、一个湖、一条江河，苯教有苯教
的说法，佛教有佛教的说法。
    西藏的山神大致分为四个系统：雅拉香波山神、廓拉卡日山神、罗杰康娃桑布山神、念青唐古拉山
神。
这四大山神分别位于西藏的东南西北四方，各有自己的领地和众多的伴神和侍神，但它们的职责和权
限并不局限于各自的属地，像念青唐古拉山神，它不仅拥有卫藏四茹的辽阔领地，它还护佑着锡金王
国的生灵，同时，也是西藏最早的寺庙桑耶寺和拉萨城内布达拉宫所在地红山的保护神。
四大山神中，雅拉香波山神居住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砻河谷的雅拉香波山上，是吐蕃王室的保护神
，最著名的苯教大神之一，后被莲花生大师收服为佛教护法神，传说他躯体自如海螺，手持短矛和水
晶剑，坐骑是像一座山一样的白色牦牛，牦牛的口鼻里不断有雪瀑喷射，他统领着10亿战神，威力巨
大无比；廓拉卡日山神居住在“南方之岩”的洛扎境内，被认为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主
人公格萨尔王的精魂。
他也是一身洁白，一手握短矛，一手提狼头，坐骑是一匹能飞翔的白马，10万个手持盾牌和兵器的巨
人围护在他那用宝石和水晶砌成的宫殿的周围。
罗杰康娃桑布山神居住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他日夜镇守着河湖里的宝藏，他手持黑旗和宝剑，幻化成
绿色的身形巡弋在辽阔的江河之上；念青唐古拉山神居住在藏北草原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7117米的主
峰，山上终年积雪不化，云遮雾障。
他是绵延千里的整个念青唐古拉山脉的统治神，他白衣白马，一手持藤杖，一手持水晶念珠，念青唐
古拉山脉所有360座山峰的山神簇拥在他身旁。
有关他的故事在藏区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的是他为阻挠来自印度的莲花生大师在藏地传扬佛法，一次
次和莲花生大师较量，虽然最终落败并被收服，但他表现出的这种胆量和勇气无疑是人类自身精神的
体现。
    除了人们公认的这四大山神之外，还有许多的山神，有些在某一地域享有盛名，有些为某一教派特
别推崇。
如位于青海湖畔的阿尼玛卿山系，其山神名为玛卿伯姆，苯教认为他是苯教的保护神，是雍仲苯教教
义的维护者，尤其受青海果洛藏区人们的崇拜。
对这位山神的祭祀有一整套繁琐的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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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在某一特定的吉祥日，要展示绘有这位山神各种不同化身的唐卡画，在画前要摆放各种山神喜
爱的供品和他固定使用的兵器，然后通过占卜和诵经作法将山神从他的居住处请来，享受人间的供奉
和尊崇，祈求山神护佑人畜免遭病疫，保一方平安。
这种祭祀多少代表了人们对山神一类神灵通行的崇敬方式。
    在西藏，山神和神山两个概念往往重叠在一起，统称为神山。
但通过对山神和神山的了解，还是可以将它们剥离的：山神是山体本身的神化，在对山神化时，人类
是拿自身作为参照的，山神们不仅有夸张的人形，还有人的七情六欲，他们几乎都有配偶，配偶有的
同样是神山，也有的是圣湖。
他们有喜怒哀乐，甚至有性格特点，他们是一个庞大且独立的神祗系统。
而神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某位特定的个体的神，而是因为有神灵居住，也可以说是神的道场，不
仅神灵众多，而且可能是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神灵汇居一处，因此自然成了神山。
在西藏，最有代表性的神山有两座，一座是冈底斯神山脉中的冈仁布钦，一座是杂日神山。
西藏历来有“马年转冈底斯山，猴年转杂日山，羊年转纳木湖”之说。
    P37-39      珠峰顶上的风力和气温    记得1983年10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宋世雄同
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珠穆朗玛峰顶上的最大风力到底有多大。
我当时答复他说：“按照1976年12月中旬，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发表的数据是92米／秒，这个数据是目
前最可靠的，但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这是美国队于当年5月安放在珠峰顶上的摇控测量仪器所发回的数据，此后它就再也没有发回任
何信号来，不是仪器被大风吹跑了，便是仪器本身损坏了。
我们也只能说92米／秒是最可靠的数据。
”    宋世雄为什么打电话来问我这爪J隋况?原来，几天前有位登山家在中央电视台做电视广播讲话时
说“珠穆朗玛峰顶上的大风比十二级还大好几十倍!”他的讲话播出后，不少观众打电话或写信询问主
持人，“这个比十二级还大好几十倍的大风是什么风?它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这位登山队的队长
，不懂得最基本的科学道理，就更不用说气象知识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讲出这样无知可笑的荒唐
话来。
其实，作为一个高山登山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气象知识，因为高山登山和高山探险，气象是最重要
的。
我们常说攀登高山成功与否“三分在人，七分在天”，这个天就是天气的变化。
    根据国际气象联合会的规定：凡风速每秒32～38米的风就是十二级大风，超过这个速度也算十二级
，因为超过38米／秒的风太少了。
    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又是怎么样测出这个92米／秒的昵?1976年，美利坚合众国(USA)建国200周年。
为了向200周年献礼，美国高山俱乐部组织了一支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以成功攀登世界最高峰来庆贺。
这支登山队把最新研制成功的摇控测试风速和气温的仪器安放在珠峰顶峰上，它不但能随时自动收集
在顶峰上的风速和气温情况，而且随时能将数据发送回来。
1976年12月中旬它们发送回来的珠峰顶峰最大风速是92米／秒，最低气温是一52℃。
  这两个数据是目前最可靠的，但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它只是1976年12月中旬的气象情况，而12月中旬也不一定是一年中珠峰顶峰风速最大或者气温最
低的绝对时候。
不过，在没有更新的数据之前，我们也只能使用这个比较可靠的数据了。
    P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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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从1921年起，到2002年的81年间，全世界共有1648人从38条路线上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共
有472人遇难死亡，但攀登珠峰的勇敢者们仍在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就是珠峰的魅力，就像马洛里说的
，Because it is there.“因为它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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