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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公里岷江漂流4天！
29岁河南小伙划皮划艇从成都抵达乐山

封面头 条
从成都到乐山需要多长时

间？坐高铁不到一个小时；开车
130多公里不到2小时。而29岁
河南小伙高一鑫，却花了4天。

5月11日，高一鑫从成都
黄龙溪进入府河，划着皮划艇
一路南下，中途上岸绕行5次，
经历暴晒、逆风、滩涂、激浪，于
5月14日抵达乐山。对于他来
说，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
程——在被遗忘的水路上，亲
历了“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壮
阔，也实现了自己与喜爱的河
流的一次“对话”。

重走被淡忘的水路

因为年幼时看到父母在乐
山大佛的一张合影，高一鑫一
直想亲自去那里看看。怎么才
能让这趟旅程更有意义？他想
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划船
走水路。

高一鑫三年前来到四川工
作，用他的话来说，四川的山
水，让他对水的喜爱变得具
象——岷江滚滚，滋润着天府
之国，见证着这片区域走向发
展，人与水，是密不可分的。

来到四川不久后，从事户
外俱乐部工作的他接触到了皮
划艇这项运动。“划过府河，从
华阳到黄龙溪，也在桂林漓江
漂流过，走水路，是一种很不一
样的体验。”

从成都顺府河而下，进岷
江，沿江南下，便可抵达乐山。
出发前，他通过卫星地图，规划
了路线。“成都黄龙溪镇到乐山
的岷江二桥，121公里，是我第
一次尝试这么长距离的漂流。”

出发前半个月，高一鑫就
开始全面准备。在路线中提前
标识大坝、激流等障碍区域，规
划了5个抬船绕行点以及沿途3
个扎营点。“我计划用4天完成

这趟行程，每天晚上上岸休
整。”在充分考虑便捷性、风景等
因素后，他将眉山瓦窑村、青神
瑞峰镇、平羌小三峡定为扎营
点，“这样可以满足我物资补给、
充电的需求，而平羌小三峡这个

点位，则是想要切身感受李白笔
下的‘影入平羌江水流’。”

规划行程时，高一鑫的脑
子里总会浮现出古人顺岷江而
下，从三峡出川的场景。“现在，
这样的交通方式已经淡出了我
们的生活，但我还是忍不住想
要亲身体验一下。”

经历暴晒和逆风考验

然而，出发第一天高一鑫
就遇到了困难。

5月11日上午11点过，从成
都黄龙溪古镇下水，沿着府河
划了14公里，正式进入岷江水
域。顶着炽热的阳光，当天下
午3点左右，他抵达了导航上标
记的第一处抬船点——前方1.5
公里处有大坝，需要将船抬上
岸，从岸上绕行。

“河床很宽，河滩也比较复
杂，我的视角很低，不知道走哪
条路上岸。”据他回忆，当时，他
扛着行李和皮划艇，负重50多
斤，“前两次都是快到岸边，发现
是泥泞的滩涂，船下不去，脚一

踩也要被陷，只能重新找路。”最
终，在询问清理河道的工作人员
后，他在反方向找到一条可以上
岸的路。“从起水到最终上岸，花
了2小时13分。”因为这一突发状
况，高一鑫的体力严重消耗，也
让第一天的行程有些落后，“只
完成了计划的80%。”他说。

虽然从成都到乐山是顺流
而下，但不少路段水流并不明
显。“那几天还有南风在吹，相
当于逆风而行。”因没有借助任
何机动设备，他只能不断划动
双桨。

5月12日，气温达到30℃，
在前往青神县的路上，他出现
了头疼、乏力的症状，“全程穿
着救生衣，很闷热，应该就是中
暑了。”为了缓解症状，他除了
补水、吃高盐食物外，还不停往
头上、身上浇水，“到下午四五
点，太阳变得没有那么强烈，就
慢慢好了。”

趁着状态恢复、太阳还没
落山，高一鑫加快了划桨的速
度，追上了此前落下的行程。

在激浪中圆满结束行程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风险，
高一鑫一直按照既定的计划前
行。然而，在距离终点10公里
的一个水滩处，他却决定打破
自己的计划。

“那里是一个大滩，水流很
急，我的皮划艇最多只能承受
二级白水，但那里达到了四
级。”按照此前的标注，高一鑫
在距离此处500米的平缓水域
上了岸，打算绕过这一危险路
段。但实地观察后，他认为，贴
着水面最左侧走，有顺利通过
的可能。

在猛烈的摇晃中，他不断
调整姿势，挥动双桨保持平
衡……水花四溅，皮划艇稳稳
落在了平缓区域，高一鑫难掩
兴奋，激动地大叫。“一切在那
一刻变得圆满了。这几天的沉
闷、辛苦，在那一刻都得到了一
个释放。”他说，这个挑战，就如
同小时候的期末考试、游戏最
后的大boss一样，“是一种仪式
感，也算是对我这趟旅程的一
个交代。”

为避免影响航道，高一鑫
在岷江二桥附近上了岸。

回忆与河流密切“交流”的
这四天，他也难忘那些善意的
陌生人：带路的钓鱼大哥、平
羌小三峡农家乐邀请他一起
吃饭的大姐、终点帮忙提行李
的乐山大哥……“他们看我这
身装备都很好奇，当听到我是
从成都划船过来的，都觉得很
惊讶。”

高一鑫明白，自己的这次
漂流尝试，或许没有什么实际
意义。为何还要尝试？他的回
答是：体验本身，就是一种意
义。“放慢脚步，从另一个视角
感受身边的人、事、物，就会有
新的收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吴冰清受访者供图

高一鑫中途多次遇到障碍需要上岸再下水。

高一鑫与乐山大佛合影。

将面包制作成大象、恐龙、
龙虾等造型各异的动物，造型
生动、细节逼真，四川小伙王波
在成都创作的艺术面包火了。
不过，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造
型，和他以往创作的艺术面包
相比起来，仅是冰山一角。

5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探访了王波位于成都
市成华区的烘焙室，他正在创
作龙虾造型的艺术面包。烘焙
室的一旁，陈列着他过往的作
品：不同造型的花团锦簇，两个
1米多高的游戏人物……

“ 这 个 我 们 要 卖 几 十 万
元。”王波指着一旁的游戏人物
艺术面包说，目前下单的通常
是游戏公司，找他定制IP形象。
从事烘焙业17年，王波靠一双

巧手，把工作室的艺术面包做
到了年产值近千万元。

3年前从外地回成都创业

从外观上看，艺术面包更
像装饰品或者工艺品。王波
说，艺术面包的主要用途是参
加各种面包比赛。

出生于1989年的王波，早
年间在长辈的介绍下学习西点
烘焙。他在江浙沪一带打拼沉
淀了十余年。那时，他就与艺
术面包结缘，主要工作是为参
加世界面包大赛的选手提供支
持，进行创意研发。

3年前，王波回到成都创
业，仍从事烘焙行业，想在艺术
面包领域做出一些成绩，为此，
他会在工作日中，抽出一部分

时间进行艺术面包创作。
目前，艺术面包虽不是工

作室的主要业务，但意义重
大。凭借着在行业内的口碑，
不少准备参加世界面包大赛的
人也会来这里进行学习。也有
很多游戏公司请他定制IP形象，
一个能卖到几十万元。“目前，
工作室的艺术面包年产值已经
近千万元。”王波说。

艺术面包难在制作工艺

目前，王波正在创作动物
系列艺术面包，已经做出了大
象、恐龙和龙虾等各种形状的
艺术面包。后续，他还准备开
发其他动物的艺术面包。之所
以萌生这个想法，只因他发现

“这个领域还没有人做”。

艺术面包的制作过程中，
最难的是面团工艺和手法，这
是一门技艺活，“面团都有缩水
率，可能很多人能想到做这个
造型，但烘焙出来后就变样
了。”如何保证最后的成型？王
波称靠的是手感，更是过去17
年从事烘焙行业积攒下来的宝
贵经验。

虽说艺术面包无法做到批
量生产，因此几乎没有面向消
费者，用途也并不是用于品尝，
但他接下来准备尝试面向消费
者开发一些品类，比如鸡爪造
型的艺术面包，“希望更多人
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艺术面包。”
王波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秦怡赖芳杰 受访者供图

四川小伙制作艺术面包年产值近千万元
“神还原”大象恐龙等动物

王波展示他的艺术面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