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行17小时桨板从株洲到长沙橘子洲
5名小伙子完成80公里“湘江漂流” 下一步将挑战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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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图、剪裁、粘贴……11月17日，
湖南长沙， 今年71岁的冯铁强正在细
细描摹自己的布贴画。 他最新的作品
是红楼梦的系列人物。“目前完成了9
位经典人物的创作， 未来我想把四大
名著中的所有人物都创作出来。”冯铁
强说。

2022年，布贴画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批自治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传承人的冯铁强希望能有
更多人看到这传统手艺。

从爱好到专业，他坚持创作60余年

王熙凤的犀利眉眼、林黛玉的我见犹怜、贾宝玉的浓
眉大眼……相比起普通的绘画描摹，布贴画的创作形式让
人物更具立体感和色彩感，作品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冯铁
强的巧思。

说起自己与布贴画的结缘， 还要追溯回他的童年时
光。10岁起，冯铁强便跟随母亲学习布贴画，用碎布拼拼凑
凑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场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爱
上了这种特别的创作方式。

“我以前是做基建的工人， 闲时无聊就喜欢做一做布
贴画打发时间。”从一开始的爱好到现在的非遗传承人，冯
铁强坚持了60余年。在他看来，布贴画技艺精湛，制作一个
人物，使用的细小配件可能多达上百个，一个作品的诞生
还需要经过上十道工序，是一个极其锻炼人耐心的工艺。

“我最近创作的红楼梦系列人物， 平均每一个人物都
需要创作4天左右的时间，比如每个人物的头发，都是把衣
服上的毛领剪下来，一根根粘上去的，很是耗费时间。”

创新作品，期待更多人的加入

不同于其他创作，创作布贴画对材料的收集和日常的
积累是最是关键。“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裁缝店收集布料，
每一个碎布的背后可能都是一副作品的点睛之处。” 正如
冯铁强所言，他的工作室内堆满了各种材质、颜色的布料，
外人眼中的无用之物，于他是创作的灵感来源。

冯铁强坦言，因为布贴画耗时长且需要耐心，目前了
解它的人并不多， 能沉下心来创作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
少。现在，他正在着力培养美术专业的孙女来接班，“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看见和爱上布贴画，我不希望它在我手上消
失。”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经历：5人、80多公里、17个小时

11月14日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蒋龙、
唐耀军、罗艺、谷尧峰等5人相约来到浏阳河磨
盘洲段， 这里是长沙桨板运动爱好者的热门聚
集地。他们在岸边搭起露营帐篷，边喝茶、边交
流技巧，欢声笑语不断。

谈及11月10日的那场挑战，他们依然激动
不已。

当天零时45分，5人从株洲天元大桥启程。一
路上，各种突发状况让他们应接不暇。凌晨3时，
一场倾盆大雨来得猝不及防，但他们迅速调整心
态，降低划行速度，成功穿越了降雨水域。

清晨7时许，又在湘潭新铺岭段附近遭遇了
七级大风。面对逆风和水流，他们不得不由站立
划行改为坐立划行， 一个小时仅划行3公里。然
而，在罗艺看来，最艰难的并非遭遇大雨和大风
的挑战，而是接近终点时的那段路程。他说：“当
时体力达到极限，手臂酸痛难忍，我全凭伙伴们
的鼓励支撑着身体继续前行。”

最终，在17时51分，他们划行了80.8公里，
成功抵达长沙市的橘子洲头。

收获：被桨板消灭的小肚腩

“桨板参与门槛低、趣味性强，哪怕是不会
游泳的运动小白，也能很快上手。”长沙哦豁桨
板俱乐部发起人叶先生介绍桨板的玩法。

叶先生介绍，桨板板面宽厚，浮力大，容易
掌握平衡，并配备有划桨，玩家可以在各种水面
体验划桨前行的乐趣。 桨板分为充气和硬板两
种。其中，充气桨板在放气后，折叠起来仅有中
型行李箱大小，可以轻松放入小车尾厢；而充好
气之后也很轻巧，女生也能轻松拖动。

记者查询发现， 桨板的价格根据尺寸和功
能不同相差较大。 在电商平台， 便宜的两三百
元，竞速比赛型桨板的价格在2000元以上。

叶先生认为，成本低、器材易收纳、学习门
槛低等是桨板“出圈”的原因。他印象中，这两年
加入的年轻人特别多。

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蒋龙，虽然刚入门3个

多月，已经把桨板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85后”罗艺“入坑”时间最短，才一个多
月。他发现，桨板不仅能用各种姿势解锁划水
的快乐，还是燃脂利器。边说着，罗艺笑着摸了
摸平坦的腹部，“你看，现在小肚腩没了。”

桨板还是一项“强社交”的运动。蒋龙、谷
尧峰、 罗艺都是长沙哦豁桨板俱乐部的成员，
一到周末， 伙伴们就会相约挑战长距离划行，
从27公里、40公里、50公里， 到这次的80多公
里，目标不断升级。

“90后”唐耀军是名退役军人，也是此次挑
战中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他说：“一般的人不会
陪你划这么长的距离，这就是划桨板带来的快
乐。”

谈及接下来的打算， 他们信心满满地表
示：“我们下次的目标就是100公里挑战。”

体验：板面上有不一样的风景

桨板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多样性的玩法，更
在于它能带给人不一样的视角和体验。它模糊
了冲浪与划水的边界，既能极限挑战，又能休
闲放松。

动起来时，可以冲浪、激流、竞速；静下来
时，它就像漂浮在水上的一叶浮板，带你沉静
放松，欣赏自然与城市。

在女性桨板爱好者罗维看来，桨板是一项
浪漫的运动。投入桨板运动，可以让视野开阔
和身体舒适自由。“同一个地方的风景，从岸上
看和站在桨板上面从水上看，因为视角的不一
样，感受截然不同。”

罗维说，当你站在水中的时候，便有了360
度的观景视野，可以看到各种难以置信、美妙
至极的景象， 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探索自然，感
受水上欢乐慢时光。

水上桨板搭配蓝天白云、 落日的余晖，和
烟花同框……划桨板过程中，谷尧峰都会用设
备记录下一个个美好瞬间。他提醒，桨板虽好
玩也出片，但我们要谨记安全，远离激流险滩
和航道，穿戴救生衣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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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同行，各自踏板执桨，80多公里水路，历时17个小时，他们成
功抵达终点。这是前几日，一群平均年龄32岁的桨板爱好者，在湘江上
留下的勇敢航迹。

桨板，也叫“SUP”，全称“Stand-Up�Paddling”，起源于美国夏
威夷，近年来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年轻人投身其中。这项运动究竟有何
魅力？走近那些在水上“荡板”的爱好者，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蒋龙等人平时在一起玩桨板。 受访者 供图

“布”一样的“红楼十二钗”
长沙老人用非遗布贴画还原名著中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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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铁强手拿自己创作的布贴画。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