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旅 2020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淼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李义兴 7

攀岩达人西唐：

他是阳朔攀岩节的创始人

□记者胡晓诗 文/摄

在桂林城以北，有一片看似不起眼的古民居，这些简
朴的老建筑或是泥土房，或是青砖瓦房，散发着浓浓的乡
村气息。 80 多年前，李克农、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
革命家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斗争，这就是我党抗日战争时期
设在灵川县八里街定江镇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路莫村物资
转运站旧址。作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
四军驻桂通讯处所在地，路莫村物资转运站发挥过重要的
历史作用。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
桂通讯处，设立于 1938 年 11 月，它由位于原桂北路 138
号，现中山北路 14 号“万祥醩坊”的办事处，和距此 8
公里的路莫村物资转运站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
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办事处是我党设
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军事机关，对内又是中
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

路莫村物资转运站，作为八办的主要办事机构和大本
营，是办事处政治、文娱活动中心及大部队驻地和家属区，
当时八办的编制有 160 多人，城内办公地只住有 20 多人，

其他工作人员都住在路莫村的宿舍中。这里常常聚集了各类人员，据说最多
时曾住过 300 多人，整个村庄是名副其实的“八路村”。

旧址设有电台室、救亡室、中共过往人员招待所、军需物资仓库等，
主要负责用电台传达我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当时，为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
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筹集转运军需物资，接送中共秘密过往人员及家属过
境，输送进步青年及回国参战的华侨去延安或奔赴各解放区，需要便利的
交通条件，路莫村靠近湘桂铁路，地处铁路线以西，又临近桂全公路，租
用铁路旁村民简陋的土坯房费用较少，便于物资和人员的流动，物资转运
站也从原先的靠近漓江边的金家村迁至此。

在路莫村，大批革命先辈都曾留下身影：
1938 年 12 月至 1940 年 12 月，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化名胡光，以

八路军二等兵的身份在路莫村从事秘密工作，并担任过救亡室的名誉主任。
1939 年 2 月 16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皖南指导新四军工作途经

桂林，在新四军军长叶挺、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陪同下来到路莫村，在村
里的龙王庙里，向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和桂林文化界中共党员 200 余
人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了长达 3 小时的《目前形势和任
务》的报告。斗转星移，这座位于路西小学校园内的龙王庙，如今已被朗
朗读书声环绕，革命的火炬无形中在一代代的青少年中得以传递。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桂林政治形势巨变，八办与路莫
村物资转运站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当月 20 日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
桂林而结束工作。

目前，设在莫氏宗祠内的转运站救亡室、设在陶永宪私宅的电台室等
旧址都已开放，曾经守护过龙王庙的岗亭还静静地屹立在村中，当地政府
还增设了停车场、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村庄内和周边环境都得到了整治
和美化，路莫村已成为红色旅游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如今，周围已是高楼林立的路莫村，它的功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
显示出耀眼的光芒，不仅为桂林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铭
刻在民族抗战史的丰碑上。

□本报记者 胡晓诗

30 年前，美国攀岩者 Todd Skinner 来到阳
朔，被这里秀丽的山水所吸引，同时也发现这里的地
貌非常适合攀岩，于是在月亮山开发了阳朔第一条户
外攀岩线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运动攀岩线路，开启
了中国野外攀登的先河。 Todd 和他拍摄的纪录片，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阳朔攀岩。

上世纪 90 年代末，外号“西唐”的何凌轩来到
阳朔，接触到还是新鲜事物的攀岩，从此开始了他和
攀岩长达 20 年的情缘。在阳朔，西唐不是最早玩攀
岩的人，但或许是与攀岩感情最深的人。为了让更多
人了解攀岩，了解阳朔， 2008 年，西唐创办了阳朔
攀岩节，将此打造成了中国攀岩爱好者的年度盛会。
走过 13 年风雨，他希望在下个轮回的新开始，让攀
岩节走得更远更好。

20 年前，青葱少年的攀岩初体验

1998 年，梦想成为一名导游的西唐来到阳朔学
习英语。在阳朔，年仅 18 岁的他接触到了一些玩攀
岩的外国人，一位加拿大人成为了他攀岩的启蒙老
师。年轻的西唐觉得，“这是一项奇特的运动，在岩
壁上运动很奇特，攀岩人的肌肉又很强壮，觉得比较
酷炫还能锻炼身体。”

西唐回忆，当时国内还没有攀岩所用的器材，都是
从国外进口，价格比较贵，所以器材比较珍贵，“当时中
国只有 50 个人攀岩，阳朔只有月亮山、酒瓶山等几个
岩壁，我攀岩那会阳朔只有 50 条线路，特别少。”

目前，阳朔已有 70 个独立的攀岩岩场，开发出
了 1100 多条线路，是中国攀岩线路最多的地方。据
了解，这些线路的风格多种多样，如月亮山的大屋
檐；雷劈山的超长线路和大仰角；白山岩壁集， 50
条线路适合各种级别的攀岩者共同攀爬。此外，还有大
量线路适合初级攀岩者进行晋级训练。庞大的数量和
独特的玩法，让阳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攀岩胜地。

据介绍，攀岩线路并不是随意开发的，由于开线
岩壁上没有任何攀爬辅助物，开线者必须具有丰富野
外攀爬的经验，攀爬水平相对比较高，能完成难度系
数 5 . 12 以上的线路；另外还要勘察岩壁是否合适，
最好是干净无覆盖物的岩壁，岩质不能松动，否则会
存在落石的危险。

西唐说，早期开线，装备、挂片特别贵，他投入
了四五万元用于购买挂片等，免费提供给开线者使
用，“情怀嘛，都是要靠投入。”由于经验不足，对
自身能力的判断失误，他自己也在开线时遇上过两次
危险情况。

在西唐看来，一个攀岩地火不火，或者能不能成
为攀岩胜地，并不能用线路的多少来衡量，需要周边
有完善的配套，满足吃住行娱一系列的要求，而阳朔
正好具备了这些条件，“可能未来国内的其他地方会
比阳朔有更多线路，但我觉得上了 1000 条都一样，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创办阳朔攀岩节，让更多人了解攀

岩和阳朔

2002 年，西唐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次年，他

参加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指导员课程并通过考核，成
为了职业攀岩教练。

在经营俱乐部期间，西唐发现外面的人对攀岩
和阳朔的了解还是太少。 2008 年，他决定举办阳朔
自己的攀岩节，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
项运动，了解阳朔。然而，一个活动的举办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通过合作品牌，西唐获得了启动攀
岩节的经费支持。

西唐通过朋友联系到了美国户外运动装备品牌
Black Diamond 的亚太区总裁，向他表达了希望做
一届攀岩节，让更多人知道阳朔，同时可以开发更
多的攀岩线路的想法。该品牌认为这个想法很好，
于是和另一品牌 The North Face 联合赞助，第一
届阳朔攀岩节便在当年应运而生。同时，两品牌还
帮助西唐把攀岩节规划成岩友的聚会，让每个岩友
在节日期间享受到自由攀爬的愉悦，并邀请世界级
攀岩高手到场指导。

2008 年，阳朔已开发了约 450 条的攀岩线路，但
当时的西唐认为，阳朔应该开发到 1000 条线路才可
以被称为攀岩胜地，这也是他创建阳朔攀岩节的初衷
之一。据介绍，为了开发线路，首先是做攀岩基金，所
有通过攀岩节报名的报名费会放入基金中，仅用于开
发新的线路和维护旧有线路，“从 2008 年到 2012 年，
我们利用攀岩基金又开发了 300 多条线路。2012-
2015 年大概又开发了 200 条线路。”

每年阳朔攀岩节期间，都会举办攀岩大讲堂、
器材培训、初学者体验和培训、抱石、先锋和竞速
赛等等，为了让攀岩节更有趣味性，还会在此基础
上增加形式多样的活动，例如 2011 年增加了攀岩接
力赛、难度表演赛、攀岩节摄影大赛、阳朔攀岩节
历史文化展、岩友创意表演、攀登音乐节和引体大
赛等。在一年一度的攀岩节上，中国各地的岩友聚
集在一起，互相交流，也让更多户外爱好者感受到
了攀岩运动的魅力。

“最初做攀岩节真没想过那么多，我只觉得这个
事情一定要有人做，要有使命感，做攀岩节是想让更
多人知道阳朔。包括现在做也是情怀，想把它传下去，
没有情怀是做不下去的。”西唐说，情怀是他坚持的最
大原因，“喜欢这样东西，就想投入，不计较成本。”为
了攀岩节，西唐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更在 2011
年关闭了自己的俱乐部，专心投入到攀岩节中，“遇到
很多困难，但都过去了。”

在西唐的努力下，如今的阳朔攀岩节已是国内
最大的攀岩节。西唐介绍，“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攀
岩节只有阳朔攀岩节，其他地方都是比赛为主，阳
朔攀岩节是大家自发过来的，更像是一个攀岩爱好
者的交流平台。”谈到阳朔攀岩节为何能一步步做
强做大，他认为，“不要想要做多久，坚持就好，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中国人常说 12 年为一个轮回，到今年阳朔攀
岩节已举办了 13 届，这又是一个轮回的新起点。”
西唐说。为了让阳朔攀岩节走得更好更远，从今年
开始，阳朔攀岩节开始进入商业时代，“我们要重
新定义规则，需要有规划布局。既然要继续做下
去，就要规划好下一个十年，没有一个长远的规
划，攀岩节永远没有改变甚至会长歪。”西唐介
绍，目前他已经开始计划明年的攀岩节了，将继续
通过商业手段和专业团队的帮助让攀岩节做得更大
更强，也让更多人参与、关注攀岩节，“没有商业
体系的支撑攀岩节肯定做不动，虽然我是创始人，
但人总会老去。”

今年的攀岩节，设置了自然岩壁红点赛、自然
岩壁野攀之王挑战赛、平行攀岩挑战赛、广西青少
年攀岩交流赛等系列活动。其中，“平行攀岩”挑
战赛为国内首创。据了解，该项赛事将屋脊攀爬与
速度攀爬进行结合，在 12 米长、 6 米宽、 4 米高的
赛道上，选手悬挂在岩壁正下方，使用各种攀石技
能，以不掉落岩壁且最快到达终点为目标，进行两
两比拼。独特新颖的竞技方式，具有更好的攀岩运
动普及作用以及观赏性，活动充满技巧与趣味性的
挑战，将为丰富攀岩运动发展带来无限的空间。

“攀岩节成就了我，这个节就像是我的孩子，做父
亲的需要为孩子把以后的路铺好。”西唐说。他计划把
攀岩节打造的一系列 ip，运用到他承接策划的其他活
动赛事上来，让阳朔的攀岩走到更远的地方。

成立攀岩协会，期待阳朔攀岩更美

好的将来

2004 年，西唐和几个攀岩爱好者成立了攀岩联
合会，但这是个没有负责人的松散组织。 2017 年，
西唐又创办了阳朔攀岩协会，成为了该协会第一任
会长，并任职至今，“阳朔的攀岩有知名度，市场
大，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个协会。”

目前，阳朔的攀岩俱乐部有 40 家左右，有单枪
匹马的，有户外公司的，市场较为混乱，更会阻碍
行业的发展。所以，进入攀岩协会的条件也在收
紧，西唐计划用市场化来统一标准，如要求注册教
练和装备达到一定的数量，慢慢把门槛提高。

如今，攀岩运动已经成为明年东京奥运会、
2024 年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在全球的影响力
也将进一步扩大。西唐介绍，随着消费水平的提
高，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攀岩馆超过了 1000
家，中国攀岩的人会越来越多，阳朔攀岩的发展会
越来越好。目前，国内外有超过十万人次来阳朔攀
岩，其中多以年轻男性为主。“攀岩对阳朔旅游的
宣传推广是很重要的，但攀岩要做大需要政府、商
业公司、协会和从业者等各方的努力。”

现在，西唐又将目光放在了兴坪这块攀岩的处
女地，又在这里开发了多条线路，不久的将来，阳
朔的攀岩线就要突破 1300 条。

行走文旅圈

攀爬在岩壁上的西唐。

▲路莫村物资转运站电台室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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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唐在月亮山攀岩。(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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