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堆两件大型青铜器
近日实现“数字化”复原

6 月 10 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公布，

经过发掘和文保人员合作研究，近期两件大型青铜器

的相对完整形态得以呈现。

据介绍，这两件青铜器分别为铜兽驮跪坐人顶

尊铜像和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都由埋在不同

“祭祀坑”里的残件拼接而成。考虑结构安全问题，目

前文物实体无法凑在一起，于是利用三维扫描和 3D

模型等科技手段，成功复原了这两件“国宝”的相对完

整形态。

左图为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相对完整形态。

右图为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相对完整形态。

新华社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我们在这次登山活动彻底结束后，在

北京大学见到了刚从长沙赶来上 EMBA 课

程的范江涛。他说道，救援费和登山费在登

珠峰这件事上，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代价，

但他付出了更多的隐形成本，比如自己的

生意和被耽误的 EMBA 课程。“他们都调侃

我，准备了那么多年，训练了这么久，就是

为了上去救卢卢的。”

虽然救援费不是最重要的，但在网上

曝光的信息中，救援者允诺给予夏尔巴的

一万美元救援费，与被救者卢卢只愿承担

的 4000 美元费用之间差距甚远，这成了卢

卢遭受抨击的一个关键点。

谢如祥回忆道，当他和范江涛下撤回

珠峰大本营后，他觉得自己允诺给夏尔巴

一万美元有点冲动了，“我担心我们开了这

个先河，以后再有人想救人，都得在这个价

格上起步了。”他跟登山公司的领队商量，

决定给两个夏尔巴每人 5000 美金奖励，这

个数字比通常情况下客户给夏尔巴的 1500

美元小费已经是高得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夏尔巴救人的时

候根本没听懂我说什么，但他还是毫不犹

豫地救了，我们下撤到 C2 的时候我有点走

不动，他二话不说就蹲在地上把我背起来，

我是很感动的。”谢如祥说，他的夏尔巴特

别淳朴，到大本营后急匆匆地来找他，双方

比划半天才说明白，他并不是来领那一万

美元奖金的，“他可能是担心没有带我登

顶，我会不想付他 1500 的小费。”夏尔巴作

为珠峰登山向导的收入占据了他们全年收

入的 1/3，是他们每年最重要的一份工作，

这里面又数客户支付的小费占据大头儿。

“我们都觉得这笔钱应该是凯途公司

来出，它的队员出事了，夏尔巴又严重失

职。从一开始就没觉得这笔钱要她一个人

来负担。”谢如祥说。

当本刊记者把这个问题提给凯途公司

的领队罗彪时，他表现得有些无奈。他告诉

我们，当所有人都回到加德满都的酒店后，

他跟范江涛，以及双方各自在尼泊尔对接

的登山公司坐在一起商量了这件事的解决

方案，“我们对他们救援的认可绝对是毋庸

置疑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对夏尔巴

支付的费用，所以双方的夏尔巴公司决定，

由他们直接对接救援费用的问题。”

但这种解决方案留下了隐患。“我们承

诺的是给各自的夏尔巴奖金，他们两家公

司的老板能代表他们本人的意见吗？”谢如

祥告诉本刊，一般登山者身上不带现金，要

不然是回到加德满都用银行卡直接转账，

要不然就是把钱转给领队，再去依次支付，

“我在大本营的时候说把钱转给他的公司

时，我的夏尔巴当时就有点担心，说公司可

能会抽成，我当时特意把他们在营地里的

一个负责人叫过来，当面说，这个钱一定不

能克扣，要全部给到夏尔巴本人。”但他觉

得两家夏尔巴人公司，现在无论是因为彼

此有生意上的往来，还是为了展现高风亮

节，公开声明救援费只包含卢卢使用过的

两瓶氧气，其他救援都是无偿的，这是非常

不合适的。

一个高海拔救援事件，结束之后原本

就是感谢和相应的支付、补偿，但因为牵扯

到客户、夏尔巴，以及登山公司各方，变得

难以处理。

谢如祥和范江涛已经将钱打给了自

己的登山公司，请他们先行垫付给夏尔巴

一万美元。而当我们询问罗彪，为何不大

大方方支付这一万美元时，他也很委屈，

说自己刚从尼泊尔登山回来，想跟范江涛

当面致谢，把误会解释清楚，“救人的夏尔

巴 公 司 虽 然 声 明 说 不 要 钱 ，但 是 我 们 认

为要以感谢费的名义弥补两位救人的夏

尔巴。”

而离开遥远的尼泊尔冰川脚下，回到

湖南登山队这个纯粹登山者的群体里，因

为双方在表达谢意时已经有了芥蒂，如何

来支付费用的问题，就像一根刺似的格外

明显。卢卢在遭受网络舆论批评之后，还要

面对她所在公司的压力，“她想解释，但不

敢发声。”

她身边的一位朋友告诉本刊，4000 美

元的说法是在很随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当时一位中间人问她，愿意为这次救援支

付多少费用，“她也认为这应该由凯途公司

来负责，如果一定要让她本人承担责任，她

财力不够，最多可以负担 4000 美元。”这位

朋友说道，本来只是随口的一个估算，被不

了解全部情况的范江涛发在群聊里，继而

在网上被公开了。

很多人都说，舍得花几十万元去登珠

峰，为什么舍不得出一万美元的救命钱，但

卢卢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像其他登山者那

么好。她的多年好友赵军（化名）告诉本刊，

卢卢痴迷登山，钱都是省吃俭用攒出来的，

“平时几乎不怎么买衣服和化妆品，一件登

山衣一穿就是好多年，鞋子也不换。”这次

珠峰之行，赵军觉得她筹款很不容易，还赞

助了她一万元。前几天，他陪着卢卢到长沙

去，与范江涛、谢如祥以及其他几个队员一

起吃了饭，希望双方能把误会解开。“她带

了一万美元，额外还带了两万元人民币，准

备给两人各一万元表示感谢，但是对方没

有收。”赵军说。

在 8000 米以上能够放弃登顶，选择去

救人，这是一件无须讨论，毋庸置疑的崇高

的事。尤其是在卢卢出事的当天，贵州人陈

学斌在海拔更高的位置因高山病导致死

亡，从他身边经过的登山者很多，但大家都

无能为力，在“8000 米无道德”这个无奈的

共识之下，范江涛和谢如祥的救人义举更

应该被看到，但它的后续绝不应该是一个

被救者“忘恩负义”的狗血剧情，我们更加

不希望，一个不被厘清的风波，会给那些在

未来想去救人的人蒙上心理阴影。

记者/吴丽玮
实习记者/夏杰艺

一个看似激进
的登山者，在登顶
下撤过程中失去了
夏尔巴的协助，差
一点丢掉性命，又
在一个人都无法自
保的海拔高度上，
被两个登山者以放
弃登顶的方式救了
回来，这本身就已
经很不寻常了。但
事情发展的后续，
则以更令人匪夷所
思的方式在网络上
发酵。

卢卢（化名）是 5月 6日从加德满都坐直

升机飞到珠峰大本营的，到她 5月 18日上午

10点多登顶珠峰，一共只用了 13天时间，速

度快到令圈里人咂舌。“这种客户也敢接？”

一位登山公司负责人向本刊评价道。

一般的珠峰登山周期大概在 40 天左

右。从加德满都到卢卡拉，再从卢卡拉开始

大约七八天的 EBC 线路徒步，到达大本营

后，进行在罗布切、昆布冰川上的攀冰等拉

练项目，接着登山者会在大本营调整放松，

有些人还会回到南池等低海拔地区充分休

息，领队再根据提前购买的高山天气预报服

务，为团队登山时间做出准确的安排。登山

正式开始后，队员们需要先穿越珠峰南坡死

亡率最高的昆布冰川，用三天左右的时间依

次到达海拔在 6000-7900 米之间的 C1、C2、

C3、C4 营地，最后从 C4 出发，花大约 10-12

小时，在夜色中冲顶珠峰。接着再原路下撤，

直至回到加德满都。

当 50 岁的卢卢咨询凯途高山公司的领

队罗彪，是否可以在 20 天之内完成登顶和

下撤，罗彪觉得还是可行的。“卢卢在国企工

作，公司有要求，出境只给 20 天假。”罗彪告

诉本刊，所以他制定了计划，让卢卢五一假

期时在国内爬海拔 6178 米的玉珠峰做适应

性训练，替代其他队员在大本营进行的拉

练，紧接着飞到尼泊尔，从珠峰大本营直接

开始攀登。卢卢经过了 C1，在 C2 待了四天，

等待夏尔巴筑路队架设绳索，将登山线路修

通，“今年天气不好，5月 13号才修通路。”罗

彪向本刊回忆道，“那时卢卢已经在 C2等了

四天了，长时间在 6000 米以上人是不舒服

的，所以我让她跟另一支队伍一起走，比我

们大部队早两天出发。”

如果不是因为卢卢在登顶下撤过程中

遇到了危险，被湖南登山队的范江涛和谢如

祥搭救，最终捡回了一条命，又在这次风波

之后，被曝出“忘恩负义，不愿感谢，不愿支

付救援费用”的负面新闻，这或许就是一个

不被人注意到的珠峰极限挑战。

今年 1 月初，卢卢参加了湖南登山队在

双桥沟组织的集训，这是为 5 月份的登珠峰

计划所做的准备。跟卢卢很熟悉的谢如祥告

诉本刊，卢卢本来是要跟着湖南登山队一起

登珠峰的。她和范江涛、谢如祥都是 2020 年

成立的湖南登山队的队员，范江涛是领队，

谢如祥是北大山鹰社元老级成员，在湖南登

山圈里很有名望，卢卢则是湖南数一数二的

越野跑高手，“一共选拔出十几个队员，她比

我们所有人的体能都好得多。”谢如祥说，这

支由省体育局牵头成立的登山队是个半民

间的组织，队里有一些资金组织日常的集

训，但真正的登山项目都是队员自己掏钱支

付的，未来他们希望能以登山队的名义完成

“7+2”（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两极

点）的大目标。

但卢卢的工作单位确实不批准她 40 天

的假期。“开始是分公司不同意，我帮她开

了登山队的证明信，还托人找到她公司的领

导，好不容易批了，结果报到总公司那边又

不批准。”谢如祥回忆道，卢卢对登山和户外

是非常痴迷的，“训练时非常专注，跟别人聊

技术还可以，但一起吃饭什么的，话就很少，

也不聊八卦。”在得不到公司批假的情况下，

她只能选择退出挑战。但谢如祥万万没想

到，自己刚从 C4营地出发不久，遇上了比他

早半小时出发的范江涛，“他喊了一声‘祥

哥’，然后就哇地一声哭了。”谢如祥的心咯

噔一下，以为是湖南队队员遇险了，没想到，

是他压根不知道来登山的卢卢出事了。

范江涛发现卢卢的时候，是 5月 18日晚

上八点半，距离卢卢登顶成功过去了差不多

10 个小时，海拔大约是 8450 米。通常情况

下，登山者从珠峰顶下撤 400米大概需要 2-

3个小时，卢卢花了三倍多的时间，显然是不

正常的。

范江涛告诉本刊，他看到一个穿着橙色

羽绒连体服的登山者独自卧躺在登山绳索

的右边，垂着头，额前的头发上都是冰雪，身

上下降器的锁扣还挂在绳上。穿这种款式的

连体服大概率是中国登山者，范江涛发现她

左手手套不见了，暴露在高寒空气中，皮肤

冻得发黑，整个身体都在颤抖，通过辨认她

胸前的姓名牌，范江涛惊讶地发现，居然是

他们同队的卢卢。“夏尔巴催促我快走。”范

江涛向本刊回忆道。登山界有句挂在嘴边上

的话，“8000 米上无道德”，意思是在这种氧

气含量只有海平面 27%的极端环境里，连拧

矿泉水瓶盖都困难，更不可能去救人了。范

江涛说，他向前走了二十米，情绪变得激动。

当天下午他出发前，刚得知同一登山公司的

贵州山友陈学斌遇难的消息，他没法接受自

己见死不救，于是又带着夏尔巴回来了。

范江涛发现卢卢的位置是珠峰的黄带

上沿，是一个混合着冰雪和岩石的极度陡峭

的地带。尼泊尔政府规定，从珠峰南坡攀登

珠峰的登山者需要按照 1:1 的比例，聘请具

有高山向导资质的夏尔巴协作，共同完成登

山挑战。夏尔巴协作的任务不但是替客户背

睡袋、帐篷、氧气和水，更是要在高海拔地区

尽力保障客户的安全。范江涛发现卢卢时，

她的夏尔巴协作不见人影，她的氧气也吸完

了，体力不支陷入困境。

卢卢的公司领队罗彪告诉本刊，在山上

的每时每刻，夏尔巴都应该跟随客户左右，

因为 8000 米以上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我

问了卢卢，为什么她的夏尔巴不在身边。她

说是夏尔巴给她比手势，要先到 C4 营地去

烧水，她在语言不通、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也

只能同意了。夏尔巴走后，她发现自己的主

锁卡在路线绳上，动不了了。”实际上，卢卢

遇险的位置距离海拔约 7900 米的 C4 营地

还有大约 500 米距离，下撤下去还需要几个

小时。“我们承认夏尔巴这么做是有问题

的。”罗彪说。

范江涛把自己的一瓶氧气给了卢卢，他

和他的夏尔巴协作一左一右扶着她，沿着绳

索下撤。根据范江涛拍摄的视频，卢卢当时

整个人的身体耷拉着，但腿还在跟着他们的

步伐节奏无意识地挪动。下撤一个多小时

后，卢卢彻底晕了过去，完全倒在地上。范江

涛就只好下撤继续寻找救援，遇到了同队的

谢如祥。

“晚上没带风镜，能看到她的整个脸，就

剩两口气了。”谢如祥和他的夏尔巴找到卢

卢后，给她喂了热水，“她很虚弱，但是水能

喝得下去，几下就喝完了，我相信她还救得

活。”谢如祥毫不犹豫，告诉自己的夏尔巴，

不往上爬了，要救人，“我用英语跟夏尔巴说

的，他连着问了我两遍，‘are you sure？’我

跟他说，不管人是死是活，你把人给我救回

到 C4去，我给你一万美金奖金。”

谢如祥说，看到自己的夏尔巴拿着两根

绳子把卢卢背了起来，他一屁股坐地上了，

“感觉一下子放松了。范江涛和夏尔巴是搀着

卢卢走的，重心不稳，卢卢还背着背包，那样

是很难救的。”谢如祥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

直到听到夏尔巴喊他赶紧跟上，“我这才反应

过来，我和范江涛的珠峰之旅已经结束了。”

首先，返回 C4之后再想重新出发，登顶

一定是在第二天午后。午后的山顶出现风暴

的风险会加剧，这个时间停留在山顶是登山

人的大忌。“而且我们的氧气也是不够的。”

谢如祥说，从 C4冲顶时，客户和夏尔巴一般

会共同使用 6 瓶氧气，这些氧气是通过夏尔

巴运输队提前运到营地的，每一瓶的成本高

达 600-700 美金，现在路上耽搁，氧气肯定

不够支撑冲顶和下撤。

一个看似激进的登山者，在登顶下撤

过程中失去了夏尔巴的协助，差一点丢掉

性命，又在一个人都无法自保的海拔高度

上，被两个登山者以放弃登顶的方式救了

回来，这本身就已经很不寻常了。但事情发

展的后续，则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在

网络上发酵。

上周末，范江涛在群聊中吐槽事件后

续的截图在网上流传，他说道，卢卢至今没

有说过一句谢谢，毫无感恩之心，并且不愿

支付他们承诺给予夏尔巴的救援费用，再

加上她私自出发登顶，违反了队里的规定，

因此他已将卢卢从湖南登山队开除。对卢

卢“忘恩负义”行为的批判铺天盖地在网上

展开。

“他公开说要把卢卢开除的时候，我当

时就跟他吵起来了。”谢如祥跟范江涛一起

救了人，但他说自己比范的年龄大很多，可

能更想得开，范江涛才三十多岁，有时候说

话做事应该考虑地全面一些，“我问他凭什

么要开除卢卢，他说我们登山队队员都是

在体育局备案的，一旦人出事了，我们是有

责任的。”谢如祥说，卢卢没有跟队里说去

登山，也情有可原，她很可能是瞒着公司去

的，当然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了。

但他也理解范江涛的愤怒，“给卢卢氧

气的是范江涛。把她救回到 C4 营地里后，

他把自己的睡袋让给卢卢用，他就穿着登

山的连体服在帐篷里凑合了一晚，还时不

时起来照顾一下卢卢。”谢如祥说，卢卢半

夜 昏 昏 沉 沉 地 醒 来 ，第 一 句 话 是 让 范 江

涛 找 手 机 ，想 看 看 自 己 登 顶 的 时 间 是 几

点，显然这会让施救者感觉到不舒服，如

果这种感觉继续累积下去，就会变成误解

和隔阂。

范江涛回忆，卢卢在 C4 时意识是有些

混乱的。人在高海拔缺氧的状态下，思维会

变得迟钝、紊乱，甚至出现幻觉。早晨 7点左

右，卢卢再次醒了，糊里糊涂以为自己在

“农家乐”，看到队友还兴奋地大喊，“你怎

么没开车过来？”而对于被救的经历，她的

印象也是片段式的，非常不完整。但即便基

于这种理解，范江涛还是无法接受对方给

予的反馈，远远低于他的期待。

被救后的第二天早晨，卢卢被凯途的

夏尔巴接回到自己的帐篷，等救助的双方

再次见面，是几天之后在加德满都的酒店

里。吃早饭的时候，谢如祥感受到了这位老

朋友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感觉到，她有

卑微感，被人救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再

加上她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也没什么钱，

底气不足。她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声音是有

点怯怯的，笑容也是勉强挤出来的。”谢如

祥说，卢卢在餐厅看到范江涛，也打了招

呼，但范江涛说自己并没有听到，“她本身

就觉得卑微，看到老范不理她，觉得是对她

不满意，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谢如祥说，卢卢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尤其是在自己一直很自信的领域，“从珠峰

上被人救下来，她可能会觉得挺丢脸的。”

这种自尊心和敏感在之前的训练中就有所

体现，有一次全队训练在攀岩的过程中使

用 上 升 器 ，卢 卢 在 大 家 面 前 做 一 个 动

作 ，总 是 做 不 协 调 ，于 是 她 就 放 弃 了 整

场训练。

谢如祥其实早就预感到救援之后，双

方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很有可能以

后就把这个朋友丢了。救人是个很大的人

情，被救者很可能不知怎么面对。”谢如祥

和卢卢都是株洲人，两人住地很近，有时会

约着一起去江边跑步，每次去长沙参加队

里训练，卢卢也都是搭谢如祥的车，两人关

系很不错。

这次从尼泊尔回来，谢如祥感觉到了

卢卢的疏远，“以前有什么话都是直接跟我

说，现在她要找其他队员传话给我。”卢卢

通过队员廖武军转告谢如祥，想请谢如祥

和范江涛吃饭，表示感谢，“我说没问题，让

她去问范江涛的意思，结果这事就没下文

了。”廖武军告诉本刊，卢卢确实是表达过

谢意的，只是方式可能不令人满意，“她说

了好几次感谢，但她这个人不善言辞，不是

像大众想象的那种，在摄像机前，闪光灯咔

嚓咔嚓，跪下来感谢恩人。”

救与被救的心态

4000美金

一次“激进”的登山挑战

夏尔巴的“抛弃”和救援

据《三联生活周刊》

5月 15日，谢如祥在珠峰 C2营地附近拍摄。据央视新闻

1.

2.

3.

4.

他们放弃登顶珠峰救人

被救者为何“不感谢”“不付救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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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方地区持续降雨

国家防总启动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近期，我国南方地

区持续降雨，局地发生极端强降雨。记者 10 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于 9日 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

响应，并派出专家组、工作组分赴广西、福建，协助指

导地方开展防汛抢险救灾。

9 日 10 时许，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白沙镇白沙河堤

防出现险情，致使周边村庄受灾，暂无人员伤亡。当

天下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调

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受灾市县视频连

线，调度指导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会商要求，受灾地区

要加强气象水文分析研判，突出抓好人员转移安置工

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重点关注孤寡老人、留

守儿童等群体，同时要确保救援人员和基层干部自

身安全。

据气象部门预测，9 日夜间至 11 日，华南、云南等

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12306网站
试行在线选铺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日，国铁集团在 12306 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试行在线选铺服务，选择通达全国各

区域的 230趟高铁、普速旅客列车作为试点，对普速列

车软卧、硬卧和动车组软卧、一等卧、二等卧等铺别提

供在线自主选铺服务，同时，继续实行对 60 岁以上老

人等重点旅客优先分配下铺的服务。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目前，旅客在铁路

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等线下渠道购买卧铺车票可选

择铺别，在 12306 网站购买卧铺车票由系统自动分配

铺位。

在线选铺服务推出后，旅客在 12306 网站购买试

点车次卧铺车票，可在线自主选择试点普速列车硬卧

的上、中、下铺和软卧的上、下铺，动车组软卧的上、下

铺，一等卧的上、下铺，二等卧的上、中、下铺等铺别，

系统将自动为旅客分配符合要求的铺位，同时继续实

行对 60岁以上老人等重点旅客优先分配下铺的服务。

如剩余铺位无法满足选铺需求，系统将随机分配铺

位，旅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接受或者取消。旅客线

下购票仍可自主选择铺别。

沙美斡旋促成短暂停火
苏丹冲突双方承诺遵守

据新华社喀土穆6月9日电 在沙特阿拉伯和美

国斡旋下，苏丹冲突双方达成为期 24 小时的停火协

议，从喀土穆时间 10 日早 6 点开始生效。苏丹武装部

队和快速支援部队都承诺将遵守停火协议。

沙特外交部 9 日发表声明说，苏丹冲突双方承诺

将在停火期间停止袭击、炮击和空袭，不再使用无人

机，并停止调动和集结武装力量。

苏丹武装部队随即确认停火承诺，但表示“保留

对快速支援部队在停火期间的任何违规行为作出反

应的权利”。快速支援部队也在一份声明中确认对停

火的承诺，表示将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帮助，并希望

武装部队履行其承诺，不阻挠人道主义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