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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锣鼓敲起来，

满城花坛摆开来，

北京冬奥会，

全球宾客纷沓来。

山高滑冰天梯来，

林深飞雪风伴来，

北京冬奥会，

欢天喜地赛起来。

梅花香自苦寒来，

健儿夺冠奋斗来，

北京冬奥会，

奥运精神继往来。

举国战疫牛劲来，

飞雪迎春虎归来，

北京冬奥会，

我们一起向未来！

来吧，北京冬奥会

筅 戴志伟

在喜迎冬奥会的日子里，

观看正在热映的电影 《攀登

者》，让我想起在中国登山队度

过的青春岁月， 想起攀登珠穆

朗玛峰的艰险经历。

现在 50 岁以上的人只要

一提起潘多，都会肃然起敬，因

为她是我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

第一位女性。 而《登山者》的上

映， 人们又为我国唯一的无腿

登山英雄夏伯渝（电影中的主

人公）登上珠峰而惊喜且骄傲。

此刻的我深深沉浸在思念中，

缅怀中国登山队的老大姐潘

多，惦记老战友夏伯渝。

1972 年 12 月，我插队的安

徽界首县芦村公社推荐我应征

入伍。 1974 年国家登山队到黑

龙江军区挑选两名女队员，要

求政治思想好、家庭成份好、个

人身体好， 我所在部队医院推

荐了我。 进藏前拍了大头照，写

下遗书，作好了“壮士一去不复

返”的准备。 自此，我与潘多、夏

伯渝等一大批登山队员成了生

死之交的亲密战友。

1975 年 5 月， 我与由 133

名队员组成的中国男女混合珠

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起向珠峰进

军。 尽管已是温暖的 5 月，但

珠峰海拔高，气压低，最大风力

可达 24 级，气温通常在零下至

零下 40 度，氧气不到海平面的

三分之一， 是真正的“生命极

限”之地。

5 月 27 日， 潘多和其他 8

名男突击队员历经千辛万苦，

攀爬上了一块宽约 1 米， 长约

10 来米的鱼脊形地带，极目远

眺， 四处没有一座峰顶比他们

所站的地方更高， 他们已经到

达珠峰顶端，地球的最高点。队

员侯生福用报话机给周总理办

公室打电话：“我们 9 个同志，

已在下午 2 时 30 分登上了世

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这

是中国登山队继 1960 年之后

再次登顶珠峰， 并测得珠峰高

度为 8848.13 米（这个数字一

直使用到 2005 年）， 得到全世

界的认可。 随后他们在山顶完

成了另三项任务： 竖立金属测

量觇标、 潘多配合大本营完成

人体遥测心电图、 采集岩石和

冰块。

登山过程是一个没有观众

为你加油呐喊的淘汰赛， 有些

队员刚到大本营就因缺氧晕倒

而被送下山。 我同男队友一起，

把食品、氧气瓶、帐篷、煤气炉

送到各个营地， 我咬紧牙关攀

登至 6500 米的前方营地，经历

了生死考验，在珠峰火线入党，

决心把一切献给祖国。 6 月 21

日的《解放军报》以“英气撼山

岳， 奇志比天高” 为题作了报

道， 我父母亲从报上看见我的

名字，久悬的心才放下。 6 月 28

日， 我和登山队全体战友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

在登山队我和潘多是好朋

友。 那年潘多 37 岁，已是 3 个

孩子的母亲， 最小的还在哺乳

期。 常年的登山运动给潘多留

下一身疾病， 但她依然钟情于

登山活动， 担任上海同洲模范

学校名誉校长， 鼓励师生们热

爱登山运动， 并把当年使用的

冰镐和珠峰顶峰的岩石赠送给

学校。 她来上海还几次请我到

她下榻的酒店交谈，吃饭，共同

回顾登山的艰辛和快乐。 2014

年 3 月 3 日她在无锡病逝，享

年 75 岁。 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

噩耗， 当天就从上海赶到无锡，

参加了潘多大姐的追悼会及入

葬仪式。潘多在中国登山界乃至

世界登山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

登山队精神：“不畏艰险、顽强拼

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

43 年后， 我的战友夏伯渝

终于实现了他的宿愿， 成为中

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

峰的人。 1975 年攀登珠峰途中

他把睡袋让给了一位藏胞，导

致自己因伤冻失去双腿，1993

年他又得了癌症， 但残疾与重

病并未泯灭他登顶珠峰的信

念。 2014 年、2015 年登顶遭遇

雪崩和地震，2016 年登顶遇极

端天气，在距顶峰仅 94 米时被

迫下撤。 四度遇阻都未能让他

放弃梦想。 攀登珠峰对一个年

届 69 岁、 双腿残疾的人来说，

艰难艰辛可想而知， 但夏伯渝

矢志不渝，2018 年 5 月 14 日，

凌晨 3 点他离开海拔 8400 米

的临时营地向顶峰冲击， 终于

梦想成真。 他感慨地说：“不是

我征服了珠峰， 而是珠峰接纳

了我”。

每当想起中国登山队的老

大姐、老队友，每当得悉战友们

的新成绩，我都思绪起伏，心情

难以平静，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将永不言

弃、坚定信念、勇攀高峰！

（作者系原区卫生局退休干部）

我曾是中国登山队一员

筅 杨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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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位年过花甲的老文青聚集在

一起，每天群里吟诗论文，欢畅无比，虽然

退休前岗位不同，但年轻时共同的爱好在

夕阳红里又欢聚于此。 于是人称老码头

的蒋荣兄提议，“祥和”应运而生。

也许是为人比较热心和随和，群友捧

场，于是我被戴上群主的桂冠。家人担忧，

你既无情商又缺少智商， 群里高人多多，

你不见许多所谓的群主在众口难调的境

况下焦头烂额而急流勇退。 人贵有自知

之明，没有金刚钻，何必去揽瓷器活，别自

找苦吃，到时吃力不讨好，懊悔来不及。

三年了，“祥和”从当初六个人，到至

今的五十多号人，群友虽身份各异，性格

不同，但大家相互尊重，相亲相爱，像个祥

和的大家庭， 让我这个平庸的群主辛苦

着，欢乐着混迹至今。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们不生产饮用水，我们是大自然

的搬运工”， 这句某品牌的饮用水的广告

语，相信对于广大读者耳熟能详。 祥和群

里不少热心的师友喜好将群友刊发在报

刊的文章“搬”到群里共享，切磋。 被师友

大赞的群里“搬运工”希平兄，当之无愧为

一枝独秀。

一般说来，发现沪上主流报刊登载群

友的诗文作品并不难，但他的独门秘籍是

轻松地将沪上区报区刊群友的文章下载

到群里，而且是“眉清目秀”的清晰版，让

我们这些老文青佩服有加而自叹不如。

笔者至今叹服的是，前年我三篇文章被天

津《今晚报》刊用，竟也难逃他的火眼金

睛，他除了通风报信，还神通广大通过“关

系”将样报送递寒舍，看着他一脸乐呵呵

的模样，怎能不心生敬意。 可他说，为群

里师友搬运来喝彩，心里最开心。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将师友

的作品轻松“搬运”就有失偏颇了。 群友

郑兄告诉我，去年，他从报刊上知晓郑兄

喜好散文随笔，顶着酷暑，拎着一袋沉甸

甸的书籍，辗转搭乘公交吭哧吭哧将书送

到郑兄家中，茶也顾不上喝一口，让郑兄

至今念念不忘； 因为聚会时妙瑞兄一句

“喜欢签名本”，讲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

希平珍藏的两册《珍贵的签名本》飘然而

至王府，接过快递送来的“礼物”，让当年

在第 13 野战军红军师服役的老战士妙瑞

念叨不已：希平老弟有一颗红亮的心。

讲座自有高人来

现在市面上群很多，有同事群、战友

群、同学群、邻居群等等，不一而足。 常听

周遭一些熟悉的群友抱怨：开始群里热情

高涨，可没几次就冷冷清清，因为话题难

以聚焦，到后来就偃旗息鼓散伙了。 如何

走出这个魔咒和怪圈， 许多师友提醒我

说，定期举办讲座是凝聚群友，增加向心

力的好举措。

也有师友建议说，你人头熟，是否能

请些名家来举办讲座，让我们“提高”“提

高”。 主意是不错，但我想，群里有资深的

报人，有经常在中央媒体和沪上报刊的评

论高手和散文随笔作者。 祥和群里高手

多多，何必身在宝山不识宝，舍近求远呢？

实践证明，高手在民间，自个丰衣足食是

个宝。

第一次讲座请马兄主讲，他是新民晚

报的特约通讯员， 有多次文章获奖的经

历，但这次策划是独辟蹊径，讲的是他获

晚报照片一等奖的来龙去脉，想不到文友

反应强烈，不少听讲者说，功夫在诗外，处

处留心皆出彩，马兄的获奖故事让我们写

作者脑洞大开。

接下来推出的讲座一如既往地受到追

捧：群友何振华是沪上主流报刊的评论家，

时常在中国新闻评论名专栏《解放论坛》亮

相的他宣讲的“四史” 深入浅出；人称沪上

斋名大王朱亚夫的“书房文化”别具一格，

他的心语“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书房”，“书

房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地方”， 语惊四座，

让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击节赞赏。

作家自华的“我是如何为报刊写稿

的”；诗人弘毅的晚报“三言两语”专栏，费

兄聚焦新民晚报名专栏“灯火”的写作实

践和体会，因为接地气、干货多多，大家获

益颇丰。不少师友评价说，听君一席谈，胜

读十年书，对我们写作太有启发了。 而擅

长演讲的老友吴德胜是李白烈士纪念馆

的名誉馆长，他在上海影城的“我与李白

烈士三代缘”的宣讲，被赴会的群里师友

称之为“有激情有情怀”。不少在场的师友

和观众为他动情的讲演而泪晒演讲厅。

我当群主乐淘淘

（上）

筅 金洪远

■ 艳（摄影） 杨惠茹

刊头书法 张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