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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登山不仅仅圆梦，更给吴
劲松教授带来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

吴劲松说，医生是一个天然具有
人文关怀的职业，在忙碌的外科医生

工作之余，登山可以让人思考和感受
到生命的力量。“登山与手术有时候
也一样，千钧一发的时刻，需要你在
紧急情况保持冷静，最快做出最好的
选择，这就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与信
念。除此以外，登山与手术也需要团
队合作，在并肩作战，挑战未知的过
程中需要充分信任、团结一心。”

“作为登山者的梦已圆；但作为
医生，攀登医学高峰的梦永不磨灭，
探索人脑的征程永不停止。”吴劲松
说。正是这种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
精神力量激励着医务人员不断创造
生命的奇迹，让医学走向更加光辉的
未来。

每一位攀登者，都是追梦人，对
于医生攀登者，征服的不仅是山峰更
是医学高峰！

珠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此
生无法企及的高度。

对吴劲松而言，要实现这个目标
却并不容易。“我们团队中最快实现
梦想的人只用了一年，而我的工作特
性，让我花了16年。”吴劲松说。

登山，身体的训练是最重要的，
包括系统学习攀登和对高原的适应
训练，一点一点为攀登珠峰蓄力。吴
劲松是神经外科教授，在华山医院，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患者在这里等
待手术，连平日的休息都无法保证，
更不要说抽出时间来训练登山了。

登顶珠峰的线路中，适合业余攀
登爱好者的只有北坡中国侧的东北
山脊和南坡尼泊尔侧的西南山脊两
条常规线路。而从北坡登顶需通过

高海拔冰岩混合地形，难度也更大。
但是，只要努力，就能实现！

“8300米以上登山线路沿途，视
线偶尔会触及岩石隐蔽处被安置的
早年登山者遗体，其中不乏业内著名
的登山者。他们将长眠于此。”吴劲
松说，攀登珠峰意味着大风、低温以
及滚石等多种风险。“登山是一项如
此特殊的运动，你所面对的对手不是
一个人，不是一个团队，甚至也不是
自然，而永远是你自己。”

今年5月23日，吴劲松成功从北
坡登顶珠峰，成为首位登顶珠峰的中
国医生。“攀登珠峰对我来说是一个
梦想，探索自然与挑战极限的梦想。
要是在山下，我永远也不知道山上有
什么。”吴劲松说。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的山峰，
曾一度意味着“生命的禁区”。

登山，也是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吴
劲松教授的爱好，自己小时候仰望玉
龙雪山，就对雪山充满了好奇。2003
年，一部纪录片让他对珠穆朗玛峰产
生了向往，萌生登顶的念头，此后便
是长达十多年的“准备期”。

为什么要去登山？吴劲松引用

了一段他与业余女登山家罗静的对
话：“山在那里，但如果你不朝那里前
进，那么你永远也到不了。”

吴劲松说，喜欢登山、喜欢个人
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似乎代
表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价值取向，在
攀登这件事情上完美融合。个人，要
把自己的目标放到更宏大的坐标轴
之中，才能更好实现自我。

为什么要去登山？因为山在那里

在山下，永远不知道山上有什么

攀登医学高峰的梦永不磨灭

当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他拿出五星红旗，还有印
着复旦大学、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标识和儿子名字的小旗
帜，拍下震撼人心的照片。这一刻，这位外科医生不禁落
泪了！

今年5月23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吴劲
松教授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医学界
登顶高峰的楷模。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第8届“书香华山·人文医
学”职工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攀登者”华山·上影文

化沙龙人近日在华山医院举
行，带我们一同认识了这位
医学界的攀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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