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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九勇士”之一索南罗布

登山是为国争光
身姿挺拔，走路像是踩着风，这是索南罗布给人的第一印象。眼前这

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就是在1975年5月27日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
队员索南罗布，他与潘多（女）、桑珠、罗则、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
多吉、阿布钦被称为“珠峰九勇士”。1970年入党的索南罗布是一位老党
员，他从未忘记党的温暖：“我小时候要过饭、放过牛，共产党来了，我才有
帐篷住有糌粑吃，还把我培养成了一名登山队员！” 文/图 记者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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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西藏登山队在全区范围内遴选登山运动员，计划于1967年
登顶珠峰。这一天，由西藏登山队领导、登山教练及医生等组成的遴选工
作组来到索南罗布所在的当雄县。在村干部的极力推荐下，医生为索南
罗布做了体检。各项身体指征都表明，索南罗布拥有成为一名登山运动
员的好体魄。于是，他很快就进入了登山集训队，集训先后在林芝市、兰
州市展开。

近两年的登山集训，索南罗布和队友们知道了什么叫冰雪作业，什
么叫岩石作业。1967年，登顶珠峰计划因故搁浅……100名来自西藏各
市地的登山运动员全部参军入伍，索南罗布来到西藏军区138部队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年轻的索南罗布像一片稚嫩的绿
叶，在部队这片沃土上不断汲取着营养。他勤于训练，年年被评为“五
好战士”；他热衷学习，总是向战友请教学习普通话，“毛主席万岁”“中
国共产党万岁”就是在那时学会的。1970年，他在西藏军区138部队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再 次 入 队

时间来到1974年，索南罗布听说，当时100名
参军的登山运动员，只剩他和贡嘎巴桑还留在部
队。何去何从？两个年轻人开始迷茫。

“北京来人了，又要登珠峰，来选运动员了，我
们去看看吧！”一天中午，贡嘎巴桑激动地跑过来和

索南罗布说。一番商量，两人来到了遴选工作组居
住的西藏军区招待所（时称）打探消息。刚见面，索
南罗布就发现，这不正是1965年时教他们登山的王
教练吗？七年未见的一对师生显得格外激动，他们
握手、拥抱，两人当即决定跟随王教练入队集训。

两 次 冲 顶

相关数据显示，1975年登山队规模庞大，加上
登山队、测绘队、高山运输队等在内共有434人，还
有38名女队员。据索南罗布回忆说，在整个登山
过程中，珠峰大本营的登山队临时党支部起到了极

大的作用，鼓舞了士气，党员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为其他队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因为天气
条件恶劣，四月底和五月初的两次冲顶并没有成
功，突击队员有不同程度受伤，不得不选择撤退。

成 功 登 顶

在接连冲顶失败后，登山队临时党支部召开了一
次动员大会。“登山是为祖国争光，是为全国人民争
光！”这句激励人心的话在珠峰大本营上空久久回荡，
他们决定第三次冲顶。在这次动员大会上，冲顶18人
名单公布，索南罗布被任命为登山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当时，18人被分为第一、二梯队。索南罗布所在
的第一梯队是修路队，他和大平措、次仁多吉、贡嘎
巴桑用了近一天时间在“第二台阶”处用岩石锥、绳

索把一个金属梯子固定下来，为突击顶峰铺路。
几经艰辛，潘多所在的第二梯队终于沿着已修

好的道路，与索南罗布等人汇合。随后，仅剩9人（其
他队员由于体力不支返回珠峰大本营）的登山队从
海拔8680米的营地出发，1975年5月27日北京时间
下午2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桑珠、罗则、侯生福、
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钦9人从北坡成功
登顶珠峰，他们被称为“珠峰九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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