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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struggle valu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Climbers film.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scribe the struggle values of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Climbers film.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Joyomar-

tono's theory of struggle values to find out the struggle values shown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 Climbers film. The theoretical bas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is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research is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Th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used is the listening and note-taking 

technique.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 used is interactive model introduce by 

Miles Huberman and Saldana techniques, namely data collection, data presen-

tation, condensation and,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limbers 

film, the struggle values contained in this film include four components, 

namely, the value of self-sacrifice, the value of cooperation, the value of un-

yielding spirit and the value of helping each other.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ilm proves to conta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ruggle values,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attitude or manner of the character Fāng wǔzhōu（方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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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通常起源于作者社会生活故事中产生的想法。文学本身永远不会

脱离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也来自作者自己的经历

或作者的想象。文学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的灵魂对这个

世界上的问题或事件有某种兴趣，无论作者是直接经历还是从日常生

活的现实出发。文学不能与作者的思想、观点和原则分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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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aksono (2014: 1-3) 文学除了表达和呈现生活中的问题，作家或作

者也会邀请读者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根据 Hasan (2015: 146)的说法，斗争是在人类所面临的苦难面前维

持或运行某物的努力。奋斗的价值是作为一种真实而明确的行动形式

的原则价值，正如这种价值决定了个人和群体在经历生命的流动。这

种斗争的价值也可以被用作处理或改变状况的原则，因为我们所追求

的东西是我们所关心的或被认为是重要的。奋斗的价值中有奋斗的原

则，即愿意自我牺牲的价值、耐心和不屈的价值、团结的价值、价格

的价值、勇气的价值和合作的价值(Joyomartono, 1990: 5)。 

作者之所以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研究是因为电影《攀登者》从未在

文学社会学研究中被研究过。在这部电影中也有几个场景蕴含着奋斗

的价值。这部电影是根据中国人民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他们努力向世

界证明，中国可以打破一项新的纪录，从珠峰北坡登顶。作者希望电

影中包含的一些奋斗的价值观应该应用到生活中，因为现在很多人缺

乏相互尊重，缺乏合作，缺乏自我牺牲和缺乏耐心。因此，笔者提出

了题目 “《攀登者》电影中主角奋斗的价值观：文学社会分析”。本研

究的目的是描述《攀登者》电影中主角奋斗的价值观。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定性描述性的方法来描述《攀登者》电影中

斗争的价值。在描述这些值时，研究人员使用了几种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分析方法和数据有效性。首先，数据收集的方法。为了收集数据，

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搜索和下载《攀登者》电影，仔细观看电影，仔细

聆听故事情节，观察和研究电影《攀登者》来寻找数据，记录持续时

间来反映斗争的价值观。第二种方法是使用 Miles 和 Huberman 的方法

来分析数据。最后，用源三角测量法检验数据的有效性。 

 

研究结果及探讨 

根据确定的研究目标，本研究获得的研究成果包括：《攀登者》中的

奋斗价值观。奋斗的价值观包括甘于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合作的价值

观、热情不屈的价值观和互助的价值观。研究结果如下表所示。 

在这一小节中，讨论的重点是《攀登者》电影中主人公方五洲所进行

的斗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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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牺牲的价值 

自我牺牲的态度是一种态度和行为，其行为是真诚的，并将他人的利

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方五洲在抢救差点被大雪击中的徐缨时采取了

这种态度。这可以在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1： 

 

 

 

 

 

 

 

 

 

图 1. 方五洲人物自我牺牲的价值拯救徐缨 

 

方五洲  ：拉她走，把她拉走，把她拉走 

徐缨   ：五洲 

他们   ：主任 

徐缨   ：五洲，你小心五洲 

(攀登者, 2019: 1:15:35 – 1:16:16)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洲的角色，他试图拯救差点被一片降雪击

中的徐缨。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理解为方五洲的角色是在试图拯救徐

缨，他不想让徐莹发生任何事情。为了救徐缨，方五州甘愿牺牲自己，

感受下雪的痛苦。方五洲性格中的救人态度包含着一种使命感，即愿

意牺牲的价值。愿意牺牲精力和时间来实现所期望的事情，关心周围

人的安全，也将他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此外，愿意牺牲方五州角色的价值也体现在电影的持续时间

1:41:32-1:42:40，这部电影描述了方五州的角色，他愿意牺牲自己来

拯救一台几乎跌入深渊的相机。这可以在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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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 

 

 

 

 

 

 

 

 

 

图 2. 方五州为拯救相机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价值 

 

阳光   ：队长，醒醒啊队长。 

杰布    ：徐缨。 

徐缨    ：杰布，杰布。你哭什么？不许你哭。方五洲呢？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黑牡丹，他们  ：队长。队长。 

方五洲   ：缨，缨子。 

徐缨    ：五洲，你怎么了？ 

方五洲    ：我刚才歇了一下。 

(攀登者, 2019: 1:41:32 – 1:42:40)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州的角色，他试图通过跳跃和让自己被雪

崩击中来拯救相机，以免掉进峡谷。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理解为方五

州的角色愿意牺牲自己，跳进雪崩中，紧紧握住相机，以避免相机损

坏，从而拯救差点跌入深渊的相机。他们需要摄像机来记录珠穆朗玛

峰上方的 360 度视频，并证明他们打破了全世界公认的新纪录。他差

点被雪埋死。然而，在黑牡丹帮助方五州船长后，方五州船长终于醒

悟了。 

方五洲的角色在拯救一架将坠入深渊的相机时的态度包含着一种

使命，即愿意牺牲的价值。愿意牺牲精力、时间甚至生命来实现所期

望的事情，关心周围人的安全，也将他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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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价值 

合作的价值描述了在日常生活中，社区活动的基础是在家庭爱的基础

上共同努力。这种合作精神的光辉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当社区面

临问题时，社区将首先讨论问题，然后共同解决问题（Joyomartono，

1990:7）。在《攀登者》电影中，方五州的角色也描述了这种行为和

行动，该片持续时间为 01:07:06-01:10:35，讲述了方五州的角色与团

队中的几个成员在处理问题时的合作。这可以从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3： 

 

 

 

 

 

 

 

 

 

 

图 3. 方五洲与中国登山队队员合作的价值 

 

方队长  ：绑梯子。 

他们   ：是队长。 

方队长  ：上扣。 

他们   ：是。 

方队长  ： 抓紧梯子 

方队长  ：李国梁，把绳子扔过来。 

李国梁  ： 是。 

(攀登者, 2019:  01:07:06 - 01:10:35)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洲的性格，他的团队中有几个成员一起处

理问题。在这段对话中，可以解释为方五洲的角色与他的团队中的几

个成员合作。方五州的角色协调他的成员在暴风雪面前相互合作，因

为暴风雪阻碍了他们的旅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结出了果实，最终他

们都在暴风雪中幸存下来。方五洲人物在协调成员方面的态度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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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使命，即合作的价值。共同承担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结果的责任，

并贡献能量、策略或想法。 

然后，方五州合作的价值也体现在电影 1:49:45–1:50:30的持续

时间中，这部电影描述了方五州的角色和他的成员携手搭建一个阶梯，

以便他们能够通过第二个阶梯。这可以从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4： 

 

 

 

 

 

 

 

 

 

图 4. 方五洲与中国登山队队员合作的价值 

 

方五洲  ：徐缨说，我们可以登顶了。 

黑牡丹  ：上。 

他们  ：一，二，三。 

(攀登者, 2019: 1:49:30 – 1:50:30)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洲的性格，他的团队成员一起搭建了一个

梯子来通过第二个梯子。在这段对话中，可以解释为方五洲的角色与

他的成员合作。正如方五洲的角色告诉他的队员们，他们可以按照徐

缨所说的，通过第二个阶梯继续他们的旅程。然后他们必须一起工作，

一起建造一个梯子，通过第二个梯子，快速到达珠穆朗玛峰的顶部。 

方五洲人物在协调成员方面的态度包含着一种使命，即合作的价

值。共同承担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结果的责任，并贡献能量、策略或

想法。 

 

耐心和不屈精神的价值 

这种不屈不挠精神的态度和行动也反映在方五洲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时的性格中。这可以在电影 00:06:30-00:11:30 的持续时间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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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讲述了方五州与领导和其他团队成员一起面对雪崩到达珠穆

朗玛峰顶峰的故事。面对这一障碍，方五州的领袖去世，并命令方五

州接替他成为新的领袖，然后与他的团队的其余成员继续登上珠穆朗

玛峰，他们没有放弃面对所发生的问题。这可以从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5： 

 

 

 

 

 

 

 

 

  

 

  图 5. 方五洲人物与中国登山队的精神价值与不屈 

 

队长   ： 听我说，我们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五洲， 

你接任长，登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答应我。 

五洲  ：是队长。 

杰布   ：松林。 

五洲   ：没路。 

杰布   ：没路了。这边也是下坡 

松林   ：前面，也没路了。 

杰布   ：五洲，我们登顶了。是登顶了。 

五洲  ：松林，我们登顶了。1960 年 5月 25日，北京时间  

凌晨四点二十分，中国登山队, 成功从北坡 登上珠穆

朗玛峰。 

松林   ：全世界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攀登者, 2019: 00:06:30 - 00:11:30)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州及其团队成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直到最终方五州及其团队成员的斗争取得了良好的结

果，方五州及其团队成员的性格达到了顶峰。在这段对话中，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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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方五洲及其团队成员具有耐心和不屈精神的价值。尽管他们在登

上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当他们想爬第二个梯子

时，方五洲的角色和他的成员不得不努力互相支持，因为第二个梯子

的墙壁很滑，但他们仍然保持着热情，战斗到角色结束。方五洲和他

的船员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基于以上对话，方五洲的性格表现

出了奋斗的价值，即耐心和不屈精神的价值。通过在发生的问题面前

生存并保持坚强，保持乐观，不放弃，始终站起来并坚强地处理问题。 

方五洲的角色在 1:35:23–1:36:25时展现了耐心和不屈不挠精神

的下一个价值，讲述了方五洲的角色的故事，他相信由于气象团队的

观测，他们仍然可以攀登珠穆朗玛峰。尽管总部表示已经没有登高的

窗口期，但方五洲仍然相信他们还有机会。这可以在下面的对话中看

到。 

 

       数据 6： 

 

 

 

 

 

 

 

 

 

图 6. 方五洲与气象队的不屈精神价值 

 

徐缨  ：总指挥。我申请这一次气象组和突击队一起出发， 

等突击队到达第二台阶的时候，请他们待命一旦我们

发现可以登顶。就立即通知他们。我们要在现场提供

即时的。 

松林  ：等一等徐缨同志，如果搁着过去。你就算告诉我没有 

窗口期。就算你让一万个人拉着我。我照样还是要冲

上去。但是我现在知道责任了。比这座山还重。我相

信你能理解我。 

总指挥  ：论完了没有。方五洲，你说说。 

方五洲  ：我相信徐缨，因为我相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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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 2019: 1:35:23 – 1:36:25)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州的性格，他相信徐缨和气象队的观察，

他们仍然有机会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在上面的对话中，可以解释

方五州的性格具有热情和不屈的价值。方五洲的性格对气象队的观测

结果很有信心。尽管他们的机会微乎其微，正如总部所说，不会有窗

口期，也会有暴风雨，但他们的气象团队表示，方五州情绪良好，相

信他们仍然有机会像徐缨一样登上顶峰。他们的精神和不屈的价值最

终得到了回报。正如徐缨和气象队成员观察到的那样，他们登上了珠

穆朗玛峰的顶峰。 

方五洲信任徐缨和气象队的态度包含了一个信息，即耐心和不屈

精神的价值。通过在发生的问题面前生存并保持坚强，保持乐观，不

放弃，始终站起来并坚强地处理问题。 

 

互助的价值 

互助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而不期望任何回报的活动。方五洲

的人物在练习攀岩时也表现出这种态度和行动。这可以在 00:47:59–

00:48:50 之间看到，讲述了方五州帮助在练习攀岩时滑倒的队员的故

事，方梧州迅速帮助队员滑倒并救了他。这可以在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7： 

 

 

 

 

 

 

 

 

 

图 7. 方五洲的角色对救人的帮助价值 

 

成员   ：雪崩！快跑！ 

方五洲  ：不是雪崩，不是雪崩。制止他们。 

李国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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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五洲  ：抓住。 

成员   ：是。 

(攀登者, 2019: 00:47:59 – 00:48:50)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洲在攀岩练习中帮助滑倒的队员的性格。

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理解为方五洲的角色迅速帮助了突然滑倒的成员，

并立即要求李国良向其他成员保证不会发生雪崩，这样其他成员就不

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方五洲在帮助成员方面的态度包含着一种使命，

即相互助的价值。在处理发生的问题时要迅速，不要期望得到帮助的

人有任何回报。 

接下来互助的价值由电影中的角色方梧州展示，持续时间为

1:40:21–1:40:36，讲述了角色方梧州及其成员试图帮助杰布，因为

杰步使用的钩子卡在用于穿越的绳子中，差点被雪崩击中。这可以从

下面的对话中看到。 

 

数据 8： 

 

 

 

 

 

 

 

 

 

 

图 8. 方五洲救出杰布的角色所显示的互助价值 

 

方五    ：把他拉过来。 

成员    ：是。 

方五洲 和成员 ：一，二， 三。 

(攀登者, 2019: 1:40:21 – 1:40:36) 

 

上面的对话描述了方五洲的角色以及他的成员试图帮助杰布，杰

布几乎被雪崩击中，因为杰布使用的钩子被用来交叉的绳子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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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理解为方五洲的性格体现了互助的价值。方五洲

的身影迅速协调他的队员们立即拉住杰布，以免被雪崩击中。方五洲

及其成员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困难，尽管方五洲为了救他差点丧命，但

最终他们都在雪崩中幸免于难。 

方五洲在解救杰布时的性格中包含着一种使命，即互助的价值。

他的态度和行动在处理发生的问题时迅速，不期望得到帮助的人有任

何回报。 

 

表 1：攀登者电影中的奋斗价值观 

 

数

量 
奋斗的价值观 

数据（图

像） 

电影持续时 

间(分钟) 
信息 

1 自我牺牲的价值 11 

(3.11) 

01:15:35 – 

01:16:16 

方五洲的角色体现了自我牺

牲的价值，即他试图拯救差

点被一块落下的雪击中的徐

缨的行为。他不顾自己的处

境，牺牲了自己，救了徐缨。 

12 

(3.12) 

01:41:32 – 

01:42:40 

方五洲这个角色展现了自我

牺牲的价值，即他跳入雪崩

的行为，以拯救一架差点跌

入深渊并牺牲自己的相机。 

2 合作的价值 13 

(3.13) 

01:07:06 – 

01:10:35 

角色方五洲展示了合作的价

值，即当他的成员面临阻碍

他们旅行的暴风雪时，与他

们合作。他们在处理这些问

题时相互合作。 

14 

(3.14) 

01:49:30 – 

01:50:30 

方五洲的形象显示了合作的

价值，即与中国登山队的成

员合作。他们手拉手搭建一

个梯子，通过第二个梯子。 

3 耐心和不屈精神

的价值 

15 

(3.15) 

00:06:30 – 

00:11:30 

方五洲这个角色显示了耐心

和不屈的价值，也就是与中

国登山队的成员在一起。尽

管他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的

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

难，但他们仍然保持着热情，

奋力拼搏，直到最终登上珠

穆朗玛峰。 

16 

(3.16) 

01:35:23 – 

01:36:25 

方五洲这个角色展现了耐心

和不屈精神的价值，即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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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仍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

方五洲。气象局表示，尽管

总部表示没有窗口期，但他

相信他们仍有机会，就像徐

缨一样。 

4 互助的价值 17 

(3.17) 

00:47:59 – 

00:48:50 

方五州的角色体现了互助的

价值，即当方五州帮助练习

攀岩时滑倒的队员时，方五

州的角色立即滑倒并救出队

员。 

  18 

(3.18) 

01:41:21 – 

01:40:36 

方五洲这个角色显示了帮助

的价值，即方五洲和他的成

员试图帮助因过河用的钩子

被绳子钩住而差点被雪崩击

中的杰布。他们试图拉绳子，

以便杰布在山体滑坡中幸存

下来。 

 

 

结论 

方五洲性格所表现出的奋斗价值观是甘愿牺牲的价值观、合作的价值

观、耐心和不屈精神的价值观、互助的价值观。在自我牺牲的价值观

上，方五洲的性格具有良好的态度，牺牲精力和时间来保护他的成员

免受各种危险和出现的问题，并将他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方

五洲的合作价值体现在方面对各种问题时与成员合作的态度上。方五

洲性格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价值表现在他乐观的态度和不放弃处理一

切发生的问题。帮助方这个角色的价值体现在他的态度上，当遇到问

题时，他会迅速地帮助他的成员，并且对被帮助的人没有任何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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