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镜头纪实主编/刘栋
责任编辑/王柏玲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三

五岳之一华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因其
海拔高、山势陡峭，历来有“天下第一险”之称。

20 多年来，我先后 50 多次上华山拍摄、采
访。 记得第一次上华山是 1993 年 7 月，那时没
有索道，全程步行。夜间 12 时上山，5 个多小时
后才到达东峰，累得腰酸腿疼，记忆深刻。

1996 年 4 月 ，一条长 1550 米 、通往华山
北峰的空中索道启用， 结束了 “自古华山一条
道”的历史。 乘坐索道，只需五六分钟便可由山
脚直达北峰。

北峰索道的开通大大方便了游客， 但从北
峰到东峰、 南峰、 西峰， 还需要两三个小时。

2013 年 4 月，全长 4211 米的华山西峰太华索
道投入运营，一天轻松游览华山景区成为现实。

太华索道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条采取崖
壁开凿硐室站房、 设中间站的单线循环脱挂式
索道，以直上直下的“W”起伏式走向，沿途跨越
四道深谷、三座山峰，最高落差达 894 米，其悬
空之势如天空之梯。 坐在近乎全透明的索道吊
厢之中，以飞鸟姿态俯瞰华山绝壁天险，这条华
山“天路”给游客带来了惊险独特的体验。

为确保运营安全，20 多名索道巡检员昼夜
守护这条线路。在华山景区，索道巡检员是起得
最早的人， 也是结束工作最晚的人。 烈日炎炎
下，有他们忙碌的身影；风雨交加中，有执着的
眼神；冰天雪地里，有他们坚实的脚印……为了
守护游客的安全，他们不畏艰辛、不知疲惫。

每年旅游淡季， 索道都要进行一次全面检
修， 主要项目包括钢丝绳的编结、 支架平台安
装、螺栓坚固、传动系统改造等。 今年索道年度
“体检”被安排在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 在
此期间，我连续三天跟拍索道巡检员，更加深了
对他们的敬意。

太华索道共有支架 28 个 ， 客运吊厢 86

个。 一年一度的索道“体检”工作大都处于架设
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支架线路上， 最高一处支架
足有 65 米，周围是崇山峻岭、脚下是万丈深渊，

检修人员不仅要克服技术上的难度， 更要克服
高山高寒的恶劣环境，不放过每一个安全细节。

最初， 我是想借助无人机遥控拍摄巡检员
临空检修的场景，结果却与预想的完全不同。那
天，我操控的无人机刚飞至几十米高时，就有多
只老鹰从四面飞来，将无人机团团包围。我只好
上下左右避让， 将无人机快速升高才摆脱老鹰
的围攻。 可当无人机距离起飞位置 1400 米后，

镜头里还只能看到巡检员们很小的身影。 此时
气温已降至零下 5 摄氏度， 遥控器上的电量显
示只剩下 51%，我心中不免有些担心，于是迅
速调整拍摄角度，匆匆按下几次快门，便让无人
机快速返回。

第二天， 我在管理方人员陪同下坐进巡检
员前方的一个吊厢里，以便与巡检员同前进、同
停留。虽然我没有恐高症，但吊厢悬在几十米高
空一个多小时，大风吹过会不停揺晃，还是难免
心生胆怯， 以至于一开始我隔着吊厢玻璃拍摄
的照片都是虚的。在陪同人员帮助下，打开吊厢
上方的侧窗，再由他们抱着我的腰部，我才得以
悬空透过窗户拍下巡检员在高空支架上作业的
镜头。

三天的拍摄是短暂的，但我已被巡检员“艺
高胆大”的敬业精神深深折服。当我们乘坐在舒
适的索道吊厢里，饱览壮美的山岳风光之时，不
要忘记这些“天路”守护者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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