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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为家，想一生都在路上。”这
是28岁乐山小伙阿九的人生格言。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5日晚8点，爱
好骑行的阿九骑行到芬兰北极圈，当他
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间偶遇
川籍餐厅老板娘苏姐时，仿佛一下子回
到了家乡。带给他温暖的，是久违的乡
音，是一碗铺满肉臊、加足辣椒的面条，
是临别前苏姐特意为他准备的煎饼和
煮鸡蛋……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3日零点，已
经骑行到冰岛的阿九接受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讲述了他在北极偶
遇老乡的故事。

北极骑行期间
遇到唯一的中国人

2023年10月底，环球骑行的阿九来
到第23个国家芬兰。他从南部赫尔辛
基一路北上，抵达圣诞老人的故乡罗瓦
涅米，进入北极圈。

11月25日，他继续向北骑行。“当天
骑了6个多小时，40多公里吧。”阿九告
诉记者，骑行的线路远离城市，一路上
很少看到房屋，连车都见不到几辆；户
外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不少路段有
冰，所以他骑得很慢，体力消耗也很大。

当晚8点，饥寒交迫的他看到不远
处泛着红色亮光，判断有民居，于是准
备在此搭帐篷休息。“走近了，才看清房
子外面挂着红灯笼，是一家中餐馆。”此
时的阿九有点激动，“看到红灯笼的一
瞬间，心里就升起一股暖流。”

摸摸店门上的“福”字，推开门进入，
在他看清老板娘面容之前，还是很谨慎
地说起英语，“国外很多中餐厅老板不在

店里，都是请外国人看店。”走近一看，他
发现是一张亚洲面孔，确定对方是中国
人后，赶紧换成普通话。老板娘苏姐介
绍自己来自都江堰，阿九在惊讶中换成

四川话：“我是乐山的，乐山夹江的。”
短短一分钟，从英语到四川话，阿

九说自己就像完成了一次穿越：“谁能
想到在这冰天雪地里能遇到老乡啊。
在北极骑行了这么久，苏姐是我遇到的
唯一一个中国人。”

一晚短暂相处
受到家人般的照顾

对于餐厅老板娘苏姐而言，阿九又
何尝不是“唯一”。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自己在北极圈里开了20多年餐厅，还
是第一次在店里遇见四川老乡。因此，
她很自然地照顾起这个同乡小伙子。

在苏姐的推荐下，阿九点了一碗臊
子面。“量很足，肉末特别多，加了好几勺
辣椒。苏姐还专门给我煎了鸡蛋，就是
正宗的四川味道。”阿九说，“老乡给的温
暖，和其他人给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在
冰天雪地的地方，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更让他感到温暖的是，次日早上，
苏姐不但给他做了丰盛的早餐，还特别
准备了一些煎饼、水煮蛋，用锡纸包好，
让他带着在路上吃。“这是只有家人才
会做的事呀。”阿九说。

骑行8年多
感恩无数帮助他的人

2015年，19岁的阿九正在为前路惆
怅——他不想被困在家乡小城，却不知
走出去能做什么。此时，一部名为《转
山》的电影打开了他的思路：“人生一遭
不就是来经历、体验的吗？我想骑着自
行车去看看这个世界。”

他用修了一年空调攒下的4000元
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和简单的装备，没跟
家人打招呼就上路了。从乐山到西藏、
云南、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
新疆，再到国外的东南亚、中东、欧洲，截
至目前，他已经骑行了25个国家。他的
目标是在30岁之前完成环球骑行。

在路上，最让他感动的瞬间，就是
得到陌生人无条件的帮助。比如沿途
店家提供的工作机会，当地人的好心护
送……“我们只有一面之缘，没有任何
利益关系，他们是真的想我好才会帮
我。”阿九一直心存感恩。

这些帮助，还包括分享视频后收获
的关注，都成为阿九继续前行的动力。
他说：“骑行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让我明白坚持的意义。人生不就像
骑行一样，有上坡也有下坡，当你实在
骑不动时，咬牙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别
人看不到的风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受访者供图

1月12日下午，在结束了当天的冰
川骑行线路后，陈先生打开手机时一下
惊呆了：社交平台的消息提醒小红点已

“爆表”。就在一天前，他发布了一段
《216羌塘无人区被陌生摩友求救》视
频，引起数千万网友“围观”。截至记者
发稿时，点赞量超过90万。

这段视频是陈先生用运动相机记录
下的。当时，一摩友独自在海拔4700米
左右的地方出现高反，陈先生路过时遇
到这名摩友求助，他用4支葡萄糖液救
急，并将其一路护送到最近的县医院。

“发这段视频并不是想让大家关注
救人这件事，而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高原
骑行一定要做好功课，以及了解遇到高
反应该如何应对。”陈先生说。

13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联系上陈先生以及当时求助的摩友
韩先生，还原这段被90余万网友点赞的
视频背后的惊险与温度。

无人区遇险
在最绝望时遇上了好心人

视频其实拍摄于2023年8月。韩先
生记得，那天，他和几个路上结识的摩
友在西藏阿里先遣乡上了国道216线。
因车速原因，韩先生掉了队，让他没想
到的是，危险的一幕随即而来——骑行
约200公里后，他的手脚开始麻木，他意
识到自己发生高反了，随身携带的两瓶
氧气很快吸完，身体却没有出现好转。

这是国道216线羌塘无人区段，数
百公里范围内没有信号、没有补给、没

有加油站，韩先生只好强撑着往回骑，
“反应变慢，越来越控制不住手脚。”就
在他感到绝望快要放弃时，一辆摩托车
迎面骑了过来。

“当时我速度比较快，看着他骑得
有些歪歪扭扭，还想是不是在玩手
机。”骑摩托的人正是陈先生，他最初
并没有意识到异常，当他停下来拍照
时，韩先生骑着车过来向他求助。凭
借自己长期在高原的经验，陈先生意识
到这是严重的高反，于是赶紧打开折叠
椅让韩先生坐下休息，并拿出4支葡萄
糖液让其喝下。

护送到医院
一路经历冰雹和积雪路段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严重
高反的韩先生一直说“想睡觉”，而陈先

生在为其补给能量的同时，不断跟他说
话。“很怕他睡过去。”陈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他们处于海拔4700米的地方，距离
最近的先遣乡还有百来公里，“这种情
况，要把他立即送去医院。”

在韩先生稍微好转后，陈先生决定
立即送他去医院。“他在前面骑，我在后
面跟着，随时注意他的状况。”在这条无
人区的公路上，两人一前一后骑着摩托
前行。因为韩先生胸闷、犯困等，一路
走走停停，途中，两人还经历了黄豆大
的冰雹、经过积雪路段。“好在海拔越来
越低。”陈先生说，大约三个多小时后，
两人抵达了改则县医院。

“幸好遇上好心人，才捡回了一条
命。”韩先生说，在医院吸了氧后，自己
又在当地的酒店里住了两天，身体才慢
慢恢复。随后，他选择走国道317线前

往成都，再回到西安。
韩先生这场惊险的骑行源自突发

奇想。他说，此前自己刚完成江苏工地
上的工作，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说
走就走，在陕西老家买了一辆踏板摩托
车，上完车牌后，他便出发了，“现在想
起来都后怕，以后再也不敢了。”

救人摩友：
拍视频只为给更多人提醒

陈先生，40岁，湖北荆门人。2009
年他便接触到摩旅，2020年，做餐饮失
败的他带着狗狗开始骑摩托环游中
国。如今，为了支撑自己摩旅的爱好，
他也做起了领队。

“我喜欢摩旅，路上的风景、人，都让
我觉得很纯粹。”陈先生还记得，2020年
10月，他只身一人在阿里中线无人区遭
遇陷车无法自救，等了三个多小时，终于
看到一辆皮卡车经过。车上是两个当地
牧民，虽然语言沟通困难，但对方二话不
说就帮忙拉车，“我当时拿出100块表示
感谢，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收。”

根据陈先生记录的视频，他曾在无
人区救援一辆趴窝的电动车，还曾在一
次帮人推车后晕倒入院。“其实，帮助人
和被帮助，都会感到同样的温暖。”陈先
生说，自己发布视频就是为了提醒大家
如何应对高反，“不用太关注救人这件
事，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帮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受访者供图

四川小伙北极偶遇老乡：那碗臊子面好暖心
爱好骑行的他8年时间一直在路上，目前已骑行25个国家

海拔4700米的羌塘无人区出现温暖一幕

男子骑行发生高反 路过摩友救他一命

阿九在芬兰北极地区偶遇中餐厅，心情十分激动。

阿九在国外骑行时留影。

陈先生为韩先生补给葡萄糖液。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