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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1时整，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为珠峰

“量身高”。世界最高峰峰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

这座 6500 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 15 年后再次迎来中国测

量队伍。按计划，峰顶测量完成后，测绘人员将分析、比对、检核多种结果，公布最终高程数

据。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世界屋脊又一次见证了中国人不懈探索和笃定前行的坚韧。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牵动着亿万网民的心。成功登顶的消息令网民点赞欢呼：“太不容易

了”、“开心骄傲”、“终于等到这一天”、“向登山队员致敬”。

这巅峰时刻，为什么全民沸腾？

虽身不能至，但看似遥远的珠峰，其实离我们并不远——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样有着高高低低

的“山峰”需要翻越。

穿行在西湖群山之中的快递员小哥，爱爬山的户外用品店店员，曾登顶珠峰、来杭开启新征程

的前登山队员⋯⋯我们和这些身在杭州的普通人，共同观看了珠峰登顶的直播，也听他们说了那

些翻越生活“山峰”的故事。

创业、“搬砖”、送快递、开一家小店⋯⋯谁说就不需要勇气、坚持和热爱呢？

平凡如你我，一样可以“登顶”。

时间回到14年前。

2006 年 5 月 14 日 10：50，杭州人陈思齐带

着钱江晚报的鲜红旗帜成功登顶了珠峰，成为

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巅的浙江人——那一年，钱

江晚报20周年，陈思齐41岁。

14年前，钱江晚报就到了地球之巅。

“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是感恩的心！感谢钱

江晚报在 14 年前帮助我去实现心中的梦想！”

今年 55 岁的陈思齐，现在最主要的身份是良渚

一家民宿和杭州市区几家餐厅的老板，但登山

者的身份依然在，“心境和 14 年前不一样了。

当时，我带着钱报几百万读者的期望去攀登，有

梦想，也有成为第一的小心思。现在，登山成了

纯粹个人的私事，是工作之余的爱好。登山回

来，想得最多的不是挑战的高度，而是会想技术

上能怎么去做得更好。登的山越多，越渴望和

自然和谐相处。”

2006 年 5 月 14 日 10：50，陈思齐成功登顶

珠峰；11：05，在 6500 米前进营地等候的钱报记

者和当时西藏登山学校的副校长其加次仁激动

地高举双手，从帐篷冲出，拿起啤酒庆祝那个激

动人心的时刻。

“登山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的拼

搏，你们杭州的陈思齐不愧是好样的！”其加次

仁老师竖起了大拇指。

陈思齐是杭州曾经很有名的国际青年旅社

江南驿的合伙人，有太多和雪山的故事：那个时

候，大众运动热情还没有这么猛烈，陈思齐平时

在西湖群山练体能，痴迷于高海拔雪山，“开青

年旅社赚的钱全部拿来爬雪山了！”

10 多年前，每年大概有一两百人登珠峰，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这次珠峰测量引发全网持续高关注度。陈

思齐说，他也很关心测量的结果，“早前珠峰的身

高是8848米，我去攀登的那一年是8844米。地

学板块说和地球膨胀说，我也有兴趣，测量的最

终结果会为科学推断提供依据。”陈思齐说，“这

次的珠峰测高，也会激发人们对极限攀登的关

注。有梦想有机会就去抓住，但不要只是为了第

一去攀登，登山应该是件纯粹的事。”

本报记者 李颖 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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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站上地球之巅的
浙江人陈思齐——

登的山越多
越渴望和自然和谐相处

本报记者 陈曦 张蓉 黄小星

上午 9 点，下城区凤

起路沿线一间户外用品

店，店员杨倩正在电脑前

观看珠峰登顶直播。

她今年 27 岁，是一个

登山爱好者。从 2018 年

开始，她坚持每周登山，

“我主要是爬西湖群山，有

些几个小时下来也很耗体

力。不过和登顶珠峰的队

员比，差太多了。”

看到画面中队员登顶

的那一刻，她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登顶珠峰是人

类的极限、探索自然的壮举！敬佩那些为珠峰量身高

的勇士，点赞！”

她也希望，有机会去攀登一些更高的山峰，“在登

山过程中，心情很平静、很专注，感觉就是在不停克服

难关、坚持再坚持，然后到达顶峰，体验一览众山小的

感觉。”

疫情原因，杨倩经营的户外用品店生意直线下降，

“以前是线下销售为主，但现在很多商家都转向了网络

平台、直播卖货。”

曾对电商一窍不通的杨倩，决定转型。她把这次

转型比喻为爬山，“有的人爬到了山腰，有的可能快到

顶了，我还在山脚下，但只要坚持往上走，总有机会看

到山上的风景。”

爱爬西湖群山的杨倩——
我知道，坚持往上走
总能看到山上的风景

不巧，石磊的腿因为运动而受伤，在家看了直

播。作为一个曾经的登山队员、登顶过珠峰的人，情

绪万般复杂，“特别替这次的登山队员们高兴，更盼

望他们早点完成测量任务，安全下撤。”

对于 2017 年登顶珠峰的经历，他记忆犹新——

2017年5月17日凌晨2:30分，一行人从珠峰大本营

出发，匆匆解决了早饭。夜色幽深，繁星密布，远处，

传来时断时续的雪崩声。这已经是石磊第三次向登

顶发出挑战：第一次，作为向导的夏尔巴人罢工，登

山季暂停；第二次，遇上 8.1 级的尼泊尔地震，石磊经

历九死一生，从积雪堆中爬了出来，还有队友不幸遇

难⋯⋯他不想让未能登顶的心结伴随自己一辈子。

出发 4 天多时间，伴随他们的，是冰爪在雪地上

行走的声音。一路行进到海拔 7950 米的 4 号营地，

他们准备在那天晚上 7 点开始冲珠穆朗玛峰峰顶。

冲顶前，不熟悉操作的向导弄坏了面罩，石磊只能换

一个老款面罩上山。他感觉到呼吸沉重，把氧气开

到最大，还是呼吸困难，窒息的感觉渐渐笼罩，他不

由得心生恐惧。电光火石间，石磊灵光一现，用手一

摸氧气面罩——原

来 ，上 面 挂 着 厚 厚

的冰。他努力把冰

抠下来，呼吸立刻顺畅了，有惊无险。

5 月 22 日凌晨 3 点 20 分，石磊终于登上了珠穆

朗玛峰峰顶。

石磊觉得，登山是很宝贵的经历，让他看淡了平

常生活中的很多琐事，“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很渺小

的。登山带给我的，远比征服、成就多得多，这是人

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在登山的过程中，会遇到危

险和威胁，但当体验过这些东西，你更会觉得，生命

是最重要的。”

如今，石磊在杭州创立了一家户外公司，业余也

会作为领队参与一些公司的团建项目。因为疫情，

石磊刚开启的项目受到了冲击，他没有灰心，隔离在

家的日子，他积极健身，还开了一个抖音账号，分享

自己从前在路上的经历。

创业，也像一场攀登。石磊觉得，他终将迈过这

些坎。（文中杨倩、黄刚均为化名）

在杭州创业的石磊——
替他们高兴，更盼望着安全下撤 珠峰情结助我去迈现在的坎去迈现在的坎

同一时刻，在西湖景区的群山之间，33 岁

的快递员于永浪正忙着用扁担，挑着各式各样

的物品上山送货。

爬过近 200 个台阶，到达宝石山半山腰，送

完一趟货，他习惯性地站在面湖的平台上喘口

气，“整个西湖都在脚下，觉得心旷神怡，也算别

有一番滋味。”

他的手机上，几个公众号都推送了同一条

新闻——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

“他们太厉害了，肯定也很辛苦。”于永浪匆

匆浏览，来不及细看，又踏上送货的路程。

2016 年，于永浪孤身从江苏来到杭州，成

为一名快递小哥，负责西湖景区内，宝石山、曙

光路、孤山路、北山街等方圆一公里的快递运

送。

“这些地方很特殊，不少单位都在半山腰

处，送货上门都要爬山，低的有 170 多个台阶，

高的有 370 多个台阶。”于永浪说，平时，每天

上午和下午，他都要各送一趟，“到了快递高峰

期，一个地方，我就

要用扁担挑两三次

货上山。”

“一开始，我看着车卸了一堆货要送上山，

确实很打怵。但跑得多了，我已经渐渐适应

了。”台阶往往 20 多级一组，如果货物少，于永

浪往往能一口气爬上近 200 个台阶，如果货物

太多，中途，他就会停下来，对着西湖喘口气，然

后继续向前。

对于永浪而言，最大的难关是杭州的高温

天，“空手上山，人都会一身汗，何况还拎着那么

多东西。来杭州这几年，我已经从 200 斤瘦到

了160斤。”

然而，当每晚回到宿舍，与留守老家的妻

儿视频时，当每个假期带着礼物回家看望他们

时，当年底自己的奖金增加时，于永浪又会觉

得，摆在自己面前的台阶也没那么难爬，“成功

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他说。

挑着扁担送快递的于永浪——
忙到没有时间看直播 但我会坚持爬山送货

昨天上午 9 点 30 分，

西湖区黄龙某创业公司的

一间办公室里，大家在一

起观看珠峰登顶直播。

这家公司老板黄刚，

曾是一名援藏工作者，到

过珠峰大本营，对西藏、对

珠峰，有着特殊情结。昨

天，一到办公室，他就让公

司的员工打开链接，实时

关注动态，希望能第一时

间见证登顶瞬间。

“ 尽 管 人 类 已 经 早

就爬上了珠峰，但实现直播，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

头一遭。在极高海拔、极低温度的环境中，对中国

的整个技术团队、硬件设备是一次‘大阅兵’，看似

简单的一个科研活动，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科技

和后勤保障的进步。”早在一周前，黄刚就开始关

注这次科研活动，“科研工作者很不容易，我国科

技工作者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无我’精神支撑的

科研活动。”

2006 年，黄刚曾跟随一群登山队员，从西藏日喀

则前往珠峰登山大本营，那是他距离珠峰最近的一

次。他清晰记得那次经历的每个瞬间：开车每穿过一

个山口，登山队员都会默念、向山致敬。在海拔 5200

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黄先生目送登山队出发，也在那

里等他们凯旋，“那是一种出征的感觉！当时，我心情

很澎湃，忍不住想冲上去和他们一起前行。”

曾到过珠峰大本营的黄刚——
从登山队员身上
我看到了“无我”精神

她是户外用品店店员她是户外用品店店员

他是一个创业公司老板

他是一名快递员 他曾是一名登山队员

特
别记

忆

14年前，带着钱报旗帜登顶珠峰

勇士们珠峰登顶时，为什么全民沸腾

钱报记者走访街头，在看着直播的他们说

每个人，都要攀登自己的那座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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