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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时间与季节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运动

陆地冲浪 在成都“疯狂生长”

爱好者们在泵道上玩陆冲。

小朋友爱上玩陆冲。

◀作为职业
摄影师，李昌
鹏经常一边
玩陆冲一边
寻找美景。

李昌鹏在街头玩陆冲。

沿成都环城生态绿道滑行一圈需要
多久？100公里，14小时。这是陆冲给
予这座城市的回答。

陆冲，顾名思义为陆地冲浪，是一种
借助滑板模拟海上冲浪的运动，其专属
工具名为“陆地冲浪板”。

近年来，随着国内潮流运动的兴起，
陆冲也逐渐进入成都人的视线。无论是
熙熙攘攘的春熙路，还是清新秀丽的三
圣乡，抑或是水清山静的龙泉山，到处都
能看到陆冲爱好者的身影，让本就孕育
着“潮文化”的成都更显包容与活力。

起源于冲浪运动
陆冲不等于滑板

“今天冲不冲？”“半小时后，三色路
见。”陆冲爱好者李昌鹏点开手机里的陆
冲微信群，一下子跳出上百条消息。“随
时点开消息都是99+。”用他的话说，他
的手机里住了一群陆冲狂。

陆冲，近年来在成都开始“疯狂生
长”。绿道上、广场中，甚至小区里的道
路上，都能看到陆冲爱好者们“歪歪扭
扭”的身影。

实际上，陆冲最早源于冲浪。在上
世纪60年代的美国加州，由于冲浪需要
风浪助力，在无风浪的日子里，加州人发
明了陆地冲浪板，让陆地冲浪变为现
实。因为不受时间与季节的限制，陆冲
从诞生起就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陆冲不等于滑板。”李昌鹏拿出自
己的陆冲板纠正道。

普通滑板的前翘不能动，但陆冲板
的前翘却十分灵活，可以通过身体的压
缩和弹起，用肩膀带动转弯，改变滑行的
速度与方向。此外，传统滑板如果要加
速，只能把脚放地上，通过蹬地去加速。
而陆冲则可以通过身体给板施加或减少
压力，来调节滑行速度。“只要你想前进，
可以永不停歇。”

感受冲浪般律动
滑出自己的风格

锦江区三色路有一条在成都很有
名的陆冲泵道。记者与李昌鹏来到这
里时，已是傍晚时分，只见泵道上有戴
着耳机边听音乐边玩陆冲的男孩，也有
手拉手一起滑行的女孩，偶尔还能看到
有家长牵着五六岁的小孩感受坡道起
伏的场景。

“这就是陆冲的特别之处了。相比
传统滑板，它更加‘温和’，安全性也较
高。”李昌鹏说，由于陆冲是在陆地上模
拟冲浪的发力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在板
上做一些激烈或高危的弹跳动作，只要
掌握一定的节奏感和律动感，很快就能
入门。

其实，真正让李昌鹏着迷的还是陆
冲带给他精神上的释放和追求个性的愉
悦。“我是在社交软件上学习陆冲的，所
以在滑的时候我会根据自己身体情况进
行调整，探索出独属于我的风格。”他说。

李昌鹏站上陆冲板，重心放低，略微
弯腰，双手放在前面微微举起，时而大幅

度转弯，时而缓慢直线前行，这一系列动
作完成得行云流水，如果不是在陆地，真
以为他是在冲浪。“我的风格就是‘冲浪
律动风’，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结构包括身
高、体型、动作幅度都不同，这导致了大
家玩的时候喜欢的姿势是不同的。”李昌
鹏说，正是由于这种无规则的自由感，让
他在板上能够放松自己。

玩着陆冲寻美景
这项运动易上瘾

李昌鹏认为，陆冲在中国风靡的原
因，与北京冬奥会有关。冬奥会的举办，
让3亿中国人爱上了冰雪运动。但雪季
之后，不少爱好者便将目光转移到了陆
冲，“我原本喜欢单板滑雪，大回转、小回
转，线条优美流畅，但并不是随时随地都
能去雪场。”场地与季节的限制，将热爱
板类运动的李昌鹏推进了陆冲的世界。

2021年2月14日情人节，是他第一
次站上陆冲板的日子。关于那天，还有
一段啼笑皆非的趣事。“当时我在微信上
找人买了个陆冲板，正好520块钱，我就
在微信上给老板转账。我回去的时候都
在想，万一被我老婆知道了，情人节给别

人转了个‘520’，就不好解释了。”李昌鹏
笑道，面对妻子偶尔因为他玩陆冲“吃
醋”，他却乐在其中。

在李昌鹏眼中，玩陆冲是一项接触
后就容易“上瘾”的运动，每天他都想玩
一会儿，无论白天黑夜，群里的邀约他总
是积极响应。“拿快递我都想滑着去。”

但李昌鹏与陆冲的牵绊远不止于此。
作为职业摄影师的他，美是他狂热

追求的事物。在玩陆冲的过程中，他也
寻觅到了许多未曾一见的美。

他拿出手机，翻动着相册，“这是去
年我在三圣乡附近一条道路上拍的，当
时滑进去我就震撼了，这不就是宫崎骏
漫画里的景色吗？”摄影师总能找到贴切
的描述。

他继续往后翻，在他的镜头下，有在
秋天银杏铺满的道路上滑行的瞬间，也
有在冬天万籁俱寂的广场上一个人“舞
蹈”的惬意。“踏上陆冲板，我看遍了城市
的春夏秋冬和日出日落，这很大程度上
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事实上，作为摄
影师的我，偶尔也会有灵感匮乏的情况，
陆冲的出现，为我注入了很多新鲜感。
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收获。”
李昌鹏说。

公园成为聚集地
爱好者越来越多

李昌鹏介绍，在成都，江滩公园有西
南最大的碗池滑板运动场，麓坊运动公
园有按照国际赛季标准修建的滑板场，
还有兴隆湖湿地公园、新华公园、新金牛
公园等多个地方都成为了陆冲爱好者的
聚集地。“周末晚上，可能有几百人在伍
德帕克运动公园附近玩陆冲，有些人是
玩泵道，有些人则是沿着锦江一直滑，刷
街。”

对于陆冲场地的选择，李昌鹏认为
它没有什么局限性，“只要是平地就能
滑，我出门买菜都是滑着去的。”

有人从单板滑雪爱上了陆冲，也有
人从陆冲喜欢上冲浪。李昌鹏打开手机
一边翻看群消息一边说：“去年年初，我
们这个群只有四五十人，经常能一起去
玩的不到10人。而现在，我的陆冲爱好
者群就有十多个，有些群有近500人。”
李昌鹏说，人群壮大了，自然也有人相互
约着去海边冲浪，“很可惜我还没去过。”
言语中，透露出作为陆冲达人的他对海
边冲浪的好奇与期待。

新闻链接

成都为新兴时尚运动
提供场地保障

为加快推动冰雪运动旅游产业发
展，成都正依托公园、绿地、景区等空间
资源，推广旱雪、旱地冰壶、轮滑、滑板等
新兴项目，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

《成都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
2025年）》提出，在大力开展足球、篮球、
排球等市民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的同
时，还要大力推广极限、山地、水上、航空
等具有消费引领和时代特征的时尚休闲
运动项目。一条条泵道、一个个滑板场
地的修建，正是成都发展新兴时尚运动，
加快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体现。

数据资料显示，今年6月，在推荐应
用程序“小红书”中，“陆冲”的搜索量同
比增长了50倍。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
得买”平台在4月1日至5月16日期间，

“陆地冲浪”关键词商品GMV同比增长
了 1786.13%。陆冲作为冲浪与滑雪的

“平替”项目，正逐渐滑进成都的大街小
巷，在潮酷标签下，更是带给大家快乐与
自由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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