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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攀登者》正在热映，这部影片改编自我国1960
年与1975年攀登珠峰的真实事件，第一代、第二代登山队
员在艰苦条件下，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之巅。剧中吴京
饰演的登山队队长方五洲的原型叫王富洲，是世界首位从
北坡登顶珠峰，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

这位登山英雄是河南人，1935年出生于周口西华县
址坊镇南流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斯人已逝，精神永
存。近日，郑报全媒体记者探访了王富洲故里和其当年
读书的中学，追寻这位登山英雄的成长足迹。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攀登者》队长原型王富洲是咱河南人
记者探访我国首位登顶珠峰英雄故里，追寻其成长足迹

1960年 3月，新中国第一
支登山队来到了珠峰脚下。经
过3次适应性行军，在第四次行
军时突击主峰。5月 25日，历
经千难万险，王富洲和两名队
友于凌晨 4时 20分登顶，让五
星红旗飘扬在世界之巅，完成
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的壮举。

这次成功登顶，震惊世界，
为国争光。但遗憾的是，根据国
际惯例，需要在顶峰留下360度

影像资料才算数，但当时登顶在
凌晨，拍摄条件不好而没有留下
影像，故一直不被世界承认。所
以，才有了 1975年再次登峰。
两次登峰中，第一次王富洲作为
临时队长，第二次更是直接参与
了组织领导工作。

王富洲早年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说过：“我当时参加登山
队，是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
务，那时候是一定要登上顶峰，
要树雄心、立壮志，不把珠峰踩

在脚下誓不罢休。”
王富洲当时这样感慨：

“1960年，正是我国最困难的
时期，我们肩负着党和国家的
重托和人民的企盼，首次成功
征服珠穆朗玛峰。在那时候，
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的壮举极
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
士气。”

正在热映的电影《攀登者》
讲述的正是这两次登上珠穆朗
玛峰的故事。

10月初的豫东平原到处
洋溢着丰收后的喜悦，一场秋
雨过后，不少人又在地里忙活
起来，开始准备新一季的庄稼
种植。

“说起我们村的王富洲，十
里八乡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址
坊镇南流村党支部书记王进超
向记者讲述起王富洲的事迹
时，眼神里充满自豪。

“王富洲是土生土长的南
流村人，在他考上大学去北京
之前，一直都生活在我们村。”
据王进超讲述，王富洲兄弟姐
妹四人，他排行老二，祖祖辈辈
都是靠种地为生。

村子中间一处有些破旧的
院落，是王富洲家的老宅。平
时老宅里不住人，王富洲的老
家亲人居住在镇上。

“富洲哥比我大 5岁，小时
候他就是‘孩子王’，我经常跟
在他后面玩，俺这个村头就是
沙河，他身体好啊，从家一口气
跑到沙河边，100多米宽的河
面，一下游两个来回！”79岁的
村民王新乾回忆起儿时和王富
洲玩耍的往事，好像一下子回
到了孩童时代。

“我们这儿没有山，他小时
候从没有爬过山，后来才知道
他去当登山运动员了。”王新乾

笑着说。
村民们回忆，1952年，王富

洲在离家70多公里外的淮阳中
学就读时，父亲不幸去世，从此
与母亲相依为命。

他每每对小伙伴们谈及未
来出路，都会说：“我一定得考
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成为
国家栋梁。”

1954年王富洲考入北京地
质学院。4年大学毕业后，被调
入国家登山队成为一名职业登
山运动员，并在同一年成功登
顶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
峰。后来，他和队友共同完成
登顶珠峰壮举。

王富洲一直牵挂着老家的乡
亲和培养他的母校。村民们讲
述，1979年至 1989年间，他曾两
次回到南流村小学，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为村里的孩子作报告，激
励他们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成为
国之栋梁。“人山人海，几个村的
老百姓都来学校听报告，富洲叔
讲自己的登山过程，我们听得热
血沸腾，很多同学回来后都写作
文，要当王富洲那样的英雄。”当
年还在读小学的王进超回忆说。

王富洲也多次回就读过的
淮阳中学。淮阳中学高级教师、
文史员李涛介绍，1989年4月，时
任中国国际体育旅行社总经理
的王富洲和国家体委副主任的
庄则栋回到淮阳中学参观。他
的到来在学校掀起了一股学习
登山英雄的热潮，淮阳中学高中
部2011年还设立了“富洲班”，用
王富洲的名字命名先进班级，直
接激励广大学子。

“学生们都以能够进入富洲

班学习为荣，作为我们的杰出校
友，王富洲用自己壮阔的一生为
学生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在日
常的教学当中引导孩子们学习
富洲精神，不畏困难，勇攀高
峰。”淮阳中学高二富洲班班主
任晋璞告诉记者。

2013年10月，淮阳中学校庆
之际，王富洲再次回到母校，并
捐赠了自己用过的 11件登山珍
贵纪念品，其中就包括世界上第
一次从南坡登顶珠峰的运动员
希拉里送给他的新西兰羊毛坎
肩。如今，这些赠品陈列在淮阳
中学校史馆王富洲纪念展台上，
激励一代代在校学生。

2015年 7月，80岁的王富洲
在京逝世后，新华社发布体育专
电，引述中国登山协会的声音称
赞，“以王富洲同志为代表的老
一辈登山家所创造的登山精神
已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已成为
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险、
顽强拼搏的动力源”。

“父亲很少在家人面前讲述
他自己当年登珠峰的事情，他更
多地强调荣誉是团队的，我其实
听他说过很多队友的事迹。”王
富洲的女儿王毅回忆起父亲时
对记者说。

王毅从父亲口中得知一些当
年攀登珠峰时的细节，如攀登接
近顶峰的最后屏障第二台阶时，
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提议搭
“人梯”，而刘连满没能登顶，他将
队友们留给他的救命的氧气瓶又
留给胜利归来的战友们……

另外，王富洲当时担任临时
突击队长，在珠峰8700米处召开
临时会议。第一个决定是，把登
山技术熟练但体力不支的战友
刘连满留下来。第二个决定是，
确定继续往上登。王富洲说：
“登上顶峰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
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

“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国家利
益高于一切，一定要完成国家交

给我的任务！”王毅说。
“我觉得父亲最难能可贵之

处，就在于坚守信念。他的信念就
是‘无我’，读大学时吃住在校，需
要在自己饭缸上写个名字好辨认，
他不想写‘王富洲’三个字，想来想
去，既然不写自己的名字，那不就
是‘无我’吗？于是就写了这俩
字。后来，‘无我’就成了他的信
念，包括登山成功后面对名誉和地
位，他也一直强调是集体功劳，不
愿过多提个人。”

“在父亲身边生活，和英雄的
中国登山队近距离接触，他们刻苦
训练、团结战斗、无私忘我、勇于攀
登，铸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登
山精神，五星红旗映照着他们的拼
搏，他们的精神激励和影响我选择
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实现其而
努力奋斗。”王毅说，父亲80年的
生命里，传承着河南人民的质朴。
父亲一生忠实诚恳、无怨无悔，先
人后己、知足感恩，这些人性的光
辉是她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每次回老家最爱吃黑菜叶子面条

成名后的王富洲从未忘记
养育他的家乡。弟媳李淑莲和
侄子王秋生是王富洲目前在老
家的亲人。“都知道我婆家大哥
是个登山英雄，但是他每次回到
老家，我感觉他就是南流村的一
个普通人，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李淑莲说。

在王富洲的老宅院内，侄子
王秋生望着王富洲的铜像回忆到，
他每次回来老家就住在堂屋的西
屋，还会换上以前的粗布旧衣，他
最爱吃自家做的地锅黑菜叶子面
条和辣椒芝麻盐，回北京的时候还
要带上一罐家乡的小吃。

“大伯回来时，很少给我们提
及他登山的事情，更多的是一家人
在一起的陪伴。我奶奶和父亲都
在世时，大伯经常回老家探望，就
住在这个老宅子里。我父亲病重
时，大伯专门从北京赶回来，陪父
亲走完最后一程。”王秋生说起自
己的大伯，眼神里充满敬佩。

“我们已经组织了村里的部
分党员和群众集中观看了《攀登
者》这部电影，带领村民认真学
习王富洲精神，村里也正在考虑
修建‘王富洲故居’，希望把英雄
事迹和精神永久流传下去。”王
进超说。

就读过的中学设“富洲班”传承登山精神

女儿：“无我”是父亲王富洲一生的信念

登山英雄外出求学前没爬过山

历经艰险两次登顶珠峰为国争光

淮阳中学校史馆保存的当年王富洲（右一）和队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