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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天下
世界海拔最高的“名利场”
为何也会出现“大堵车”

在素有“魔鬼地带”之称的珠峰希拉里台阶
上，海拔 8790 米的高空氧气稀薄，一条不足半米
的小路上挤满了登山者与向导， 四周没有任何防
护，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呼吸声与风声在
高空中交杂。

人群前后紧紧贴在一起， 在拥挤的小路上前
进，不远处就是登山者梦寐以求的珠峰峰顶。戴着
护目镜和氧气面罩， 且穿着羽绒登山服的他们几
乎看不到自己的双脚， 只能撑着登山杖犹如企鹅
走路般向前攀爬。

这就是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 “珠峰
大拥堵”照片中的场景。看到照片后，有人笑言，珠
峰是否也成为了“热门景点”？但更多人产生好奇，
这座“海拔最高的名利场”为何会产生“大堵车”？
《新闻晨报》记者采访到几位成功登顶珠峰的普通
人，他们不仅回忆起了“堵车现场”的惊魂时刻，也
谈论起他们眼中造成珠峰拥堵的原因。

“前面 5个人直接掉了下去”

6 点 30 分，来自北京的 90 后攀登爱好者
Chris 所在的冲顶大部队在希拉里台阶与下山的
人群相遇。这是南侧登顶的最后一个挑战，也是
南坡登顶珠峰的必经之路，跨过去就是峰顶。
一块几近垂直的岩石山壁，一条宽度不到

0.5 米雪路开始不断汇聚人群，熟悉的“堵车”现
象再次出现。Chris 察觉前方的路虽然狭窄但依
旧平整，聚集的人群还不是很多。
6点 40 分，上山的人源源不断，下山的人难

以动身，“堵车”越来越严重，就像是春节高速路
上挪不到半米的车，所有登山者都被堵在原地，
没有办法往前挪动一步，前面是看不见尽头的
人，后面也是一望无边的人群，甚至还有大部队
在向拥挤处进发，好像人多的地方看上去更暖
和。
平整的小路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群覆盖，一

眼望过去是一条弯弯区区的“人行路”。在原地
等待半小时之后，Chris 开始慢吞吞地挪动。四周
是白茫茫的壮丽雪山之景，前方是登山者梦寐以
求的珠峰峰顶，他不禁雀跃起来。
“别动！”作为向导的夏尔巴人（编者注：常

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山地民族，依靠珠峰
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的指令声响起的时候，
Chris 还在欣赏自己拍的照片。他猛然发现自己
脚下的雪已经下陷了 10 到 20 厘米，自己正前方
有一大块雪直接崩落悬崖，坠入看不见底的深
渊，周围的人开始尖叫、张望，队伍开始骚动，但
又被人群拥挤，动不了太多。
“我当时还以为大家害怕是因为雪崩，完全

没想到我右手边已经出现较大面积的塌陷。”
Chris 描述当时的惊险场景，“下山之后回想起来
还是很后怕的，后来才知道前面五名登山者掉了
下去，其中两名已经不幸遇难。”
下山的队伍动不了，上山的队伍还要继续往

上爬，但前方已经没有了路，只剩下一堆雪，谁也
不知道踩下去是悬崖还是坦途。前面的人小心翼
翼地踩出一条 15 厘米宽的小路，双脚只能放在
一条线上，谨慎地向前挪动。
Chris 跟着人群慢慢走过危险区，塌陷底下

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他回头望过去，人群还堵
在那里，甚至向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有人紧
紧抓着安全绳，吊在半空中，正在努力爬上台阶。

珠峰为何会突然出现“大堵车”？

“其实珠峰拥堵的现象不止是今年，基本上
从 2018 年就开始了，不仅是我们国家在关注，全
世界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曾在
2019 年成功登顶过珠峰的著名环球探险家大龙
告诉《新闻晨报》。

在他看来，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就是攀登者
人数在增加。一方面，因为前几年疫情积压的人
数，另一方面，就是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也在逐年增
加。
当然，攀登者的体能也占据了部分因素。大龙

当时就在体力不支倒地的印度女子身后，在等待
四十分钟之后，大龙喊着“go，go，go”示意女子
向前走，女子直接回了一句“How to go”，显然
体能已经到了极限。“很多人会因为轻信不实之
语而盲目登山，最后体力不支倒在山上。”
Chris 则向记者表示，登山道路狭窄其实也

是原因之一，“攀登珠峰的很多道路只允许一个
人通过，如果前面的登山者体力不支需要停下来
休息的话，后面的人只能等待，那就导致队伍变得
越来越长，甚至出现拥堵。”
“网上流传很广的那张拍摄自希拉里台阶的

拥堵照片，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即使人数不多也
会呈现出拥堵的现象。大多数自媒体都在渲染珠
峰拥堵是因为人多，除了人数在增长，其实天气也
是重要因素。”来自北京的高承是一位普通的公
司职员，5月底刚成功登顶珠峰回国。在他看来，
如果“堵车”的因素以 10 分作为标准，天气因素
至少占了 9成。
高承向记者详细解释道，往年可能会有 3到

4个珠峰登顶的窗口期，每个窗口期大约 3到 4
天，这样大家完全不会存在“堵车”的现象，但今
年因为气候反常，就算是几十名登山者也只能挤
在同一天攀登，于是就在希拉里台阶那里产生了
拥堵的现象。
“作为亲历者我太有感受了，其实 5月 14 日

我们就尝试过登顶，但当时因为风太大了，有两名
蒙古人不幸遇难，永远地留在了山上，后来几天我
们又遇到了暴风雪，导致很多人扎堆，所以势必会
造成大堵车。”高承说。
高承介绍道，攀登珠峰所需要的气候信息，都

是需要高价购买的。当时他们购买的是来自瑞士
的卫星所提供的最顶级的气象信息，同时还有多
个登山公司参与集体研判。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气
象信息显示的当天珠峰山顶的风速是 30 到 40
公里每小时，然而实际却达到了 80 公里每小时，
超过 50公里每小时就不建议登山了，“我觉得现
在大家就是过度依赖高科技了，但在珠峰上这些
技术还是不好使。”

攀登珠峰的门槛变低了吗？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调侃，攀登珠峰早已成为
“成功人士”的标配，这也是“海拔最高的名利场”
名称的由来。
大龙表示，现在不少自媒体都在渲染珠峰有钱

就能上，这种导向是很不好的，会让很多准备不足的
人盲目去攀登珠峰，“想要登顶珠峰还是有门槛的，
建议就是先从 5000 米的雪山开始攀登。”
大龙坦言，现在攀登珠峰的门槛确实相对以前

降低，因为装备和技术水平都在逐年提高。目前登顶
珠峰有北坡和南坡两条路可选择。以北坡为例，想要
报名登顶珠峰，前提是爬过 8000 米以上的雪山，这
一硬性条件已经筛掉了大多数人；南坡要求则相对
较低，6500 米以上即可。
而对于很多人比较好奇的攀登珠峰所需要的费用，

高承介绍，他是从南坡登顶的，全程花费大约35万人民
币左右。北坡目前对外价格为48万人民币左右。这些费
用大约由夏尔巴人做向导、氧气瓶、营地吃住等组成，但
登山装备往往需要自己准备，大约需要3-5万人民币。
“大家之所以会觉得现在登顶珠峰看起来比较

简单，我觉得是一种幸存者偏差。”Chris 则认为，攀
登珠峰的门槛并没有降低，很多人没有成功登顶并
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运气原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天气不好，即使登上珠峰你都没有办法拍照，因
为手机超过15秒就会自动关机。但我登顶时候因为
赶上了好天气，又是拍照又是录像都没有问题。”
“我在没有登上珠峰之前，也曾认为珠峰有钱

就能上，但是真正爬上去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
高承表示，现在救援水平最高已经可以达到 6000
米，登山装备也变得更好，其实攀登珠峰的体能消耗
并没有想象中大，但适应高反的能力很重要，“我从
来不觉得攀登珠峰的门槛变低，攀登任何一座山，都
要对大自然怀揣着敬畏之心。”

珠峰“堵车”的难题有解吗？

随着自媒体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珠
峰上更真实的一幕。但作为世界最高峰，它依然有着
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后者想要登顶。那么，
类似“珠峰堵车”这样的局面是否可以得到改善？面
对这个问题，几位亲历者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对于占据重要因素的天气原因，高承坦言，这

不是人类简单地靠碳中和就能解决的，“大家都觉
得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珠峰上面的温度
也会越来越高，但例如 2006 年的时候，珠峰上面的
温度比现在还高，所以我觉得气候是不可控的。”
虽然面对“珠峰拥堵”，人类能做的并不多，但

高承表示，面对登山者数量的逐年增加，珠峰上面也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至少垃圾处理问题可以不
断地被优化，“这次攀登珠峰我就发现夏尔巴人会在
每个人的氧气瓶上填写编号，即使空的氧气瓶也必
须要携带下山，这样可以保证山上不会遗漏新的空
氧气瓶，我这次甚至看到了十几年前的氧气瓶。”

在Chris看来，针对道路狭窄造成拥堵的局面，目
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或许都无法得到解决，“如
果要重新修路，那么修路的费用还是要平均分摊到每
一位登山者身上，这样攀登珠峰的成本也会直线上升，
无论是为了名与利，还是个人兴趣，想去攀登珠峰的人
会大幅变少。”Chris表示，登山者目前能做的就是在
修路队的人把登山的路修好的前提下，注意自己的安
全，因为面对自然灾害人类是很渺小的。
大龙则表示，对于目前拥堵比较突出的南坡，短

期内登山者人数不降低的原因是因为，尼泊尔是一个
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国家，攀登珠峰产业链可以带来
巨额的利益，所以政府层面并不会减少攀登人数。
但尼泊尔最高法院近日已要求政府限制颁发

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许可证数量，裁决写道：珠峰的
承载能力“必须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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