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帐篷旅馆
从世界上最高的寺庙出发，不到 !"分钟

即到“旅游大本营”，在它前方 #公里，是珠峰
登山大本营。旅游大本营兴起于 !$$#年或
!$$%年，它由两排帐篷旅馆组成，为等着看珠
峰日出日落的游客提供住宿和歇脚之地。

傍晚 &时许，日影西斜，风也更冷了。措
珍卓玛往炉子里加了一块牛粪，调起炉火，努
力让帐篷里暖和点。她把 &个月大的儿子丹
增放在一只篮筐里，开始准备晚饭。

'"!!年，她和丈夫顿珠花 '万多元置办
起帐篷旅馆需要的所有家当，又掏 !"""元请
人给拉上山。此后每年 (月初，他们就上山与
珠峰相伴，!"月中下旬旅游季节结束，再回到
#"公里外扎西村的家。

帐篷旅馆的价格是政府定的，现在是淡
季，每人每晚 %"元，到了六七月份的旺季，价
格要翻一倍。帐篷 )"平方米，能住 *个人。卓
玛不无失落地说，今年政府调高了“地价”，每
个帐篷的地价从 !+(#万元涨到了 )+#万元，但
住宿价格没调，收入要受很大影响，去年纯收
入 &万元，今年还不知道能有多少。除去“地
价”，卓玛要付的成本还有烧炉子的牛粪羊
粪，海拔高气温低，炉子要整夜烧着，一袋 !#

公斤的牛羊粪三四十元，两个晚上就烧完了。
卓玛和顿珠的汉话说得不错，她没上过

一天学，汉话是小时候家里开旅馆时学的，丈
夫读过初中，学过汉语。这是在大本营做生意
起码的条件，村里有些想来开帐篷旅馆的人，
因为语言障碍，只能作罢。

登山为生
闲聊间，卓玛突然说她的弟弟德庆欧珠

也是登山向导，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的，现在正
在山上准备登顶。

她的丈夫顿珠也曾于去年被登山队聘作
厨师，在海拔 %#""米的前进营地干了两个多
月活。和登山“装备党”相比，顿珠攀登到
%#""米的过程简直太过轻松了。他指指腿上
的牛仔裤，表示自己就是穿这个，里面加一条
毛裤上去的，当时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身上套
件羽绒服，爬冰川的时候也没用冰镐，照他的
说法，虽然要踩过冰道，“路挺好走的”。

似乎当地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登山相
关，定日县旅游管理站珠峰大本营工作站站
长拉巴次仁说，他也曾将儿子送去登山学校
学习过，只是后来觉得做登山向导太过危险，
中途让儿子当兵去了。
他今年 ("岁，!$$$年被派到珠峰大本营

工作站当联络官，负责登记进山的登山团队、
环境治理和牦牛租借。所有的登山队都需要

租用牦牛，将物资从海拔 #'""米的大本营运
送到 %#""米的前进营地。现在县里牧民家的
牦牛有 *%$头。今年到目前为止，登山队一共
租用了 !"""多头,次牦牛。

登山为当地老百姓创造了致富的机会。
每头牦牛租用一天 #"元，一个人赶 )头牦牛，
人力价格是每天 %"元。为了保证致富机会均
等，县里规定，不能让一家人把一个登山队的
活都包圆了，否则家里牦牛多的富人会更富，
穷人更穷。对帐篷的管理亦是如此，为了保护
珠峰脚下的环境，县里规定旅游大本营的帐篷
总数不能超过 #*顶，村民们不能一窝蜂而上，
必须轮流来，像卓玛和顿珠，最多只能在山上
做 )年就得下山，之后也没有机会再来。为了
照顾到每一个村子，每一批的指标也是有限
的，卓玛所在的扎西村这一批只有 (户。

架设“天梯”
可能出于类似的考虑和当地少年的身体

适应性更强的因素，西藏登山学校校长、中国
业余登山队队长尼玛次仁于 !$$$年创办的
西藏登山学校主要面向珠峰所在的定日县和
聂拉木县贫困家庭招生。

学校的学生被培养为专业的登山向导，
在真正成为向导之前，学生不仅要经过 )年
理论学习和 !年实践学习，还要有丰富的登
山经验、修路、建营和运输的经验，毕业七八
年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向导。

登山这碗饭显然不好吃。拿每年登山前
的修路来说，所谓修路，是为登山者在陡峭难
行的山坡、雪坡和裂缝地段架设路绳和梯子，
是整个登山活动中最为危险的活。修路时，山
上残留的去年的路绳大部分已经风化断裂，
修路者要完全凭借个人高超的登山能力，背
着沉重的路绳、岩钉、冰锥、雪锥等工具，缓慢
推进。珠峰修路一共需要 #"""多米绳子，直
径 *毫米的尼龙绳每 !""米约七八公斤重，
都得靠修路者自己背上去。每年由于冰川变

化，原来架设的梯子可能需要重新架设，有些
特别陡的地方还要做固定点，这就需要用岩
钉和冰锥将梯子固定在上面，非常危险。由于
修路大约需要 !个月的时间，修路者要在 (

月中旬上山，上述一切作业都要在低温、大风
的环境中完成，尤为艰难。

尼玛次仁说，登山是个系统工程，包括队
员在拉萨和大本营的适应训练、营地以上的
协作服务、修路建营运输和后勤保障等。有了
这些特殊的服务，登顶珠峰才开出了昂贵的
价格———)"万元。以今年登山队的规模为例，
'"名登山者需要的向导及后勤保障人员达七
八十人，光氧气就要消耗 '""多瓶。

珠峰保洁
拉巴次仁说，由于影响申请登顶的原因

较为复杂，每年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
的团队人数不太固定。'""#年-'""%年人数

最多，国内外登山队包括登山者和向导在内
达 &"" 人，'""* 年前后约 (""-#"" 人，'"!"
年是 )""-(""人，去年较少，只有 '""多人。
今年登顶珠峰的国外团队就有 ("个，平均每
个团队 !"人左右，加上后勤保障，约 (""人。

登山的人多了，带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最令拉巴次仁头痛的是珠峰上越来越多的垃
圾。虽然 !$**年成立了珠峰自然保护区，但
由于缺乏环保意识，珠峰上的垃圾始终无人
清理，直到 !$$*年，大本营的垃圾还是采取
深埋的方式，有的埋了 '米深。!$$$年，拉巴
次仁到珠峰大本营工作站后，雇用当地牧民，
把地下的垃圾挖出来，清理出去。'"个人整整
干了 !个月，才把存量垃圾清理干净。
“现在规定商户先将垃圾收集起来，我们

每个星期组织 #名清洁工清理一次，每次最
多一车垃圾，比以前少多了。”拉巴次仁说。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登山技能和装备，拉
巴次仁的工作站只能对海拔 %#""以下的环境
卫生负责。看着每年几百号人往珠峰上攀登，
拉巴次仁很想知道上面的情况如何。他曾多次
将自己的相机交给登山者，请他们代为拍摄山
上乱丢垃圾的照片，但绝大部分人没有拍回
来。在少数人拍回来的照片上，拉巴次仁看到
山上的垃圾大多数是氧气瓶、电池、方便面包
装袋和塑料袋等，也有个别的临时性生活垃
圾，虽然不密集，但看着令人非常痛心。

拉巴次仁虽然很生气，但又无能为力，他
知道这需要政府投入一大笔资金，但目前看
起来想做到这点很难。他提到每年都有一个
环保大行动，但只是个形式，参与者只管清理
自己产生的垃圾，对其他垃圾视而不见。
“实事求是地说，清理垃圾和环保一块只

有我们这些人在做，那些搞活动的，我不欢
迎。”拉巴次仁在珠峰大本营工作站工作了 !(

年，已经累出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他
担心自己走了，别人的环保意识跟不上，所以
还想再坚守几年，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家在珠穆朗玛
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登上珠穆朗

玛峰之巅，人类首次登顶珠峰。神圣的珠峰从此变得更加可亲。60年来，越来越多人来到喜马拉雅，
哪怕只是遥望珠峰美丽的容颜。
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仰仗着这座神山赐予他们的福祉。旅游和登山兴起之后，这福祉变

成了珠峰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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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本营后勤保障人员在削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