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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牡丹”，叫潘多。她是世界上第一

个从北坡登顶的女性，也是新中国

登顶珠峰的第一位女性。战斗力和

经验全都一流，才不是电影里那么

傻白甜。

潘多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西藏农

家，幼年时家里生活艰难，她经常

背驮六七十斤货物往返于喜马拉雅

山脉间。1958 年，她加入了中国登

山队，就此开始了“攀登”生涯。

一次登山时遇险，在雪坡挖洞过夜，

因此冻伤双脚，有五只脚趾全都截

肢，也因此结识了自己的丈夫邓嘉

善。由于曾经目睹队友在 7000 米高

度掉进冰裂缝牺牲，她一度也曾放

弃登山。

但是 1974 年，当中国登山队再

次全力筹备冲顶珠峰时，是中国登

山运动已经因“文革”中断了十多年，

潘多是留下的唯一一个女运动员，

她被任命为队长，而她的丈夫担任

队中的副政委。那一年，潘多37岁，

最小的女儿刚出生才 3 个月，还没

断奶，而她自己体重 160 斤，别说

登山，减肥都要花点力气。一开始，

她被安排在物资运输队伍，但是突

击队第一次冲顶失败，还有队员牺

牲。

第二次冲顶，潘多入选了突击

队，而她的丈夫在 7600 米高山营地

指挥，为突击队设计上峰路线。有

一天丈夫下山，正好遇到攀到 7500

米的潘多，当时她因为墨镜被大风

吹飞，得了雪盲症，见到丈夫的身

影心头一热，两人想对话，但丈夫

已经因为指挥过度劳累而说不出话

来——他将登山冰镐举起，用力指

向珠峰峰顶，示意潘多，一定要取

得最后的胜利。潘多顺着丈夫的冰

镐方向望去，他已在山路上铺设好

一面面小红旗路标，为她后续的登

山指路。两人就这样心照不宣地，

擦身而过。

在丈夫的帮助下成功登顶后，

潘多和队员们还在无氧气瓶的条件

下持续了 70 分钟的科考任务——打

冰锥，拉绳索，采集岩石标本和冰

雪样品，准确测量珠峰高度和覆雪

深度……后来潘多还写了一本《我

的金婚岁月》回忆和丈夫的深厚感

情。

这对登山 CP 的故事，光是看看

文字都起一身鸡皮疙瘩，电影里弃

之不用，生造出一段黑牡丹和李国

梁的一见钟情故事，还自带官方吐

槽：你来是登山的，不是给女同志

表演节目的——可能导演也觉得电

影里这位“黑牡丹”的“恋爱脑”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吧。

明明现实故事就足够打动人，

一个艺术加工，反而变成一条失真

的感情线，也是万万没想到。

人物稀，老出戏

《攀登者》有点“假作真”，

但它还是有优势的，优势就在于全

员演技在线——吴京站出来就有队

长的气势，张译把登山的纠结情绪

演得入木三分，胡歌演的杨光人如

其名，井柏然牺牲时也收割了一波

眼泪。虽然剧情有点跑偏，但演员

的表现好歹还拉回来一些。

但《中国机长》就没那么好运了。

除了张涵予和袁泉表现可圈可点，

欧豪成为搞笑担当，其他配角的存

在感都不太强，过目即忘，既没有

个性，也没有多少剧情点在他们身

上。也不能全怪演员不给力，可能

好看的登山片，让人看清真实

《珠穆朗玛天梯》：商业登山背后的向导

　　看完《攀登者》，如果想要再看看当今

中国民间攀登珠峰的实际进展，不妨再看看这

部纪录片，讲的正是珠峰脚下西藏登山学校的

年轻高山向导们。位于西藏拉萨的这所登山学

校，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所专门培养高山向导

的学校。珠峰脚下的藏族少年，在这所学校里

接受四年训练，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登山向导。

“再牛的商业登山者，没有他们的协助，也许都无法登顶珠穆朗

玛。”导演萧寒说，“但登顶珠峰的英雄榜里没有他们的名字，

99.99%的人也不知道这些登山向导的故事。”

《绝命海拔》：感受真实的冲击

　　关于珠峰攀登的故事，最著名的书就是美

国作家乔恩·克拉考尔所著的《进入空气稀薄

地带》，故事来自1996年的真实事件——罗

布·霍尔和史考特·费雪带领两支探险队攀登

珠峰，此行最终导致多人遇难，是珠峰历史上

几次伤亡惨重的山难之一。

　　剧情不像《绝岭雄风》《垂直极限》等虚

构的登山作品那么跌宕起伏，也不像《127小

时》那般刺激，但真实登山过程中遇到的险情和困难——再小的

困难也会被高海拔放大，再小的险情也会引发一场致命的暴风雪，

依然让人充分敬畏自然。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曾在 1997年就被拍成电影，此番已

是冰岛导演巴塔萨·科马库再度改编。他跑遍全球，去探访了故

事中这些登山者的家人。为了营造最真实的临场感，《绝命海拔》

中大量场景采用了实景拍摄——最高登到了16000英尺（近5000

米），这是保险公司所能担保的最高高度。而主演杰克·吉伦哈

尔也像片中一样，从尼泊尔背着自己的行囊亲自爬上珠峰，在零

下30摄氏度的环境中呆了一个礼拜。他饰演的是斯考特·费雪，

在那次山难中不幸遇难。

　　因为真实，电影也让观众看到，登珠峰不仅仅是冲顶那一刻

的高潮，还得有前期充分的准备，现场长达数日的艰苦。登顶固

然是人生高光时刻，向上攀爬的不懈努力也同样值得嘉许。

编剧的心思都花在营造灾难气氛上

了，没工夫再细细打磨人物。实际

上，除了增加“雨云穿越”的段落，

整部电影的惊险逻辑也谈不上“环

环相扣”，最主要的三大剧情推进

点：机窗破损机舱失压、穿越雨云、

高海拔备降，都显得过于直白，缺

少迂回和递进。

这就要提到 20 年前上海出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