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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变故让他
12岁辍学养家

今年5月，一名夏尔巴向导
第2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创造了
登顶珠峰最多次的世界纪录。在
他之前，共有三人登顶珠峰21
次，他们都是夏尔巴人。夏尔巴
人之所以屡屡创下登顶珠峰次
数纪录，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热
爱登山，而是他们的工作本就如
此——— 这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
脚下的民族，祖祖辈辈以当登山
向导为生。

阿帕·夏尔巴就是登顶珠峰
21次的三人中的一个，他出生在
1960年，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究
竟是哪天。在他生活的那个村子
里，人们不庆祝生日，给孩子起
名也是按出生那天是星期几来
起。虽然是夏尔巴人，但阿帕并
不想当登山向导，他从小有个梦
想：成为一名医生。

阿帕的父母支持儿子的想
法，他们省吃俭用，送阿帕去上
学。去往学校的路很远，从5岁开
始，阿帕每天步行3小时上下学，
只为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他的梦想在12岁那年
破灭了。父亲突然去世，留下了
母亲和6个未成年的孩子。阿帕
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
和三个弟弟的他只得选择辍学，
和母亲一起承担起养家的重任。

21次登顶珠峰
曾和死神擦肩而过

阿帕的第一份工作是当登
山队的搬运工，别看他体型瘦
小，却反应机敏，脸上总挂着笑
容，能搬得动比自己体重还要沉
的行李，很快就在这行出了名。
1985年，阿帕开始接触登山，起
初他还是做老本行，帮着登山队
搬搬东西，还在厨房里当过勤杂
工；从1990年起，他正式跟着登
山队上山，那年5月，他第四次攀

登喜马拉雅山，跟着一支新西兰
登山队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阿帕没有逃脱村里人的宿
命，他也成了一名夏尔巴人向
导。从1990年到2011年，他几乎
每年都会带队攀登珠峰，只有
1996年和2001年休息过两次。
1992年一年间，他甚至两度登顶
珠峰。

除了此前保持的21次登顶珠
峰的纪录，阿帕还有一项了不起
的成就：他带的登山队伍中没有
一名登山者遇难。他还因此得了
个绰号，叫“喜马拉雅山之虎”。

阿帕很清楚，每次登山都是
一次可能送命的旅途，更何况他
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虽然以山
为生，但他并不喜欢登山，“不论
男女，夏尔巴人的工作都危险重
重，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是
否会活下去——— 但我们别无选
择，因为必须挣钱养家糊口，送
孩子上学……每年我都有一些
朋友死在登山的路上，我们真是
拿命挣钱。”

他向妻子保证，登顶21次以
后就退休。“21是个挺好的数字，
我想要家人开心，每次我出发去
珠峰，他们都会提心吊胆，因为
珠峰危险重重。”

给尼泊尔孩子
实现梦想的机会

2011年，阿帕正式退休。不

过，他的另一项事业刚刚开始：
2009年4月，阿帕成立了“阿帕·
夏尔巴基金”，致力于改善尼泊
尔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尤其
是为尼泊尔孩子提供受教育的
机会。

虽然登山为他带来了收入
和名气，但阿帕最遗憾的就是自
己因为辍学没能成为一名医生，
否则他的人生将大不相同。这就
是他重视教育的首要原因———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
教育，阿帕2006年带全家移民美
国犹他州；但在尼泊尔，他的基
金会一直在帮助村里和其他地
方的孩子们，让他们避免重蹈自
己的覆辙。

阿帕说，他现在的梦想就是
助力尼泊尔农村地区的教育事
业，他不想让山区里的孩子和他
们的父辈一样继续靠命赚钱。今
年5月拍摄的一部短片中，阿帕
讲述了他的故事：“因为父亲去
世，我无法完成学业。我成为一
名向导。像很多当地孩子一样，
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提到了基金会所做的事
情：“我们给山区教师提供报酬，
给学生们送上热饭。长在尼泊尔
原本不应该这么艰辛，我想让孩
子们都能追求他们的梦想。”短
片的最后，他说：“尼泊尔真正的
美不在于这座大山，而是住在大
山阴影下的人们。没有教育，意
味着我们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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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第四频道推出了一档电视
节目，让许多观众感动不已。这档节目名
为《四岁孩子的养老院生活》，讲的是一群
四岁的孩子来到敬老院，和年迈的老人相
处的故事，奇妙的是，孩子与老人之间建
立起了让人动容的友谊。

87岁的独身老人肯尼斯·皮德科克正
在诺丁汉养老院吃午餐，大家平时都亲切
地称他为肯，这时4岁的小女孩莉莉甜甜
地笑着，来问肯她能否用蔬菜换他手中的
薯条。从那时起，他们二人就形影不离，在
实验拍摄期间成为了好搭档。

肯曾和妻子芭芭拉一同住在养老院，
两人相识70多年，成婚57载，夫妻感情格外
深厚。然而，自从5年前妻子患癌症离世
后，肯就过起了独身生活。妻子的离世让
肯痛苦不已，整整两年，他都没有离开两
人一同生活的社区，过得像个隐士一样。

小莉莉的到来，帮助肯走出自己的阴
郁。“莉莉是我的一位特殊朋友，和她在一
起就像是又当了一回爷爷，真是种奇妙的
体验啊。”肯说。

这种感受是双向的，莉莉也把肯当作
自己最好的朋友。

莉莉的父母亚历克斯和爱玛十分支持
这份特殊的友谊。在莉莉4岁生日当天，他
们邀请肯到家中庆祝，并告诉肯，莉莉在家
里一刻不停地谈论着他，甚至剥夺了爸爸
讲故事的职责。“我可再也不是讲故事最好
的人了，肯才是。”亚历克斯开玩笑说。

另一对暖心的搭档是81岁的老太太
拉维尼亚和4岁男孩梅森。孩子们被要求
和老人共同参与一项实验挑战，测试老人
的认知记忆力，预先记住路线、尝试走出
迷宫就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

拉维尼亚、肯、梅森以及另一名叫莉莉
安的小孩同组。退休前，拉维尼亚曾是名图
书管理员，但她如今饱受帕金森症的折磨。
实验刚开始，拉维尼亚的代步车就迟迟无
法启动，她让组员先走，自己被落在了后
面。可在途中，她又发现自己迷路了，而她
的组员们已经在六分钟前完成了任务。

然而，肯和小梅森决定返回迷宫中寻
找拉维尼亚。一路上，梅森不停地喊着“拉
维尼亚，你在哪里呀”，他们最终找到了她，
并带她安全抵达终点。拉维尼亚感激地拥
抱着梅森：“我看着梅森从拐角走过来，那
一刻，我感觉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谁像看见
他那么高兴过。”小梅森的勇敢和责任感，
让观众们纷纷为之动容，很多人留言称赞
梅森，感谢这个节目所做的一切。

和肯一样，拉维尼亚也是名丧偶老
人。四年前，她和丈夫莱恩从伦敦搬到养
老院，但仅六周后莱恩就去世了。“直到现
在，我还把他的骨灰存放在衣橱里，就好
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拉维尼亚说，“奇
怪的是，起初我并不思念他，可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越来越想他。我之前从来不哭，
但最近我也开始哭泣了。我的确得了帕金
森症，但我不会被它打败的，我会始终尝
试着去做所有事情——— 永远不能放弃！”
如今，是孩子们给了拉维尼亚早上起床、
迎接新的一天的动力。

这档电视节目广受好评，有研究显
示，让孩子们和老人相处对双方都大有裨
益。这次实验的目的之一，正是通过鼓励老
人和孩子交流，帮助他们克服孤独，重获新
生。还有一组老年医学专家时刻随行，测试
老人们的情绪、记忆力和能动性是如何在
与孩子们的互动中发生变化的。结果显示，
老人的状态在这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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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末，喜马拉雅山上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一支韩国登山队在探险过程中遭
遇特大暴风雪，五名韩国队员和四名尼泊尔向导全部遇难。韩国民众为本国的登山队
员默哀，而四名尼泊尔向导的遇难也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在尼泊尔，几
乎每一支攀登珠峰的登山队伍里都有夏尔巴人向导，但有一位登顶过21次珠峰的夏
尔巴人，正希望他同族的孩子们摆脱这种宿命，通过教育实现他们的梦想。

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尼泊尔山区孩子。

阿帕·夏尔巴

87岁的肯和4岁的莉莉在节目中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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