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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疫情，杭州的骑行热升级，和全国的大

环境一样。龙井不如当年兴旺，是因为杭州主城

区的骑友们选择多了，理念也不同以往。

骑友网创始人老A，是杭州和浙江骑行文化

的推广者。他说，以前的骑友像抗日武装的县大

队，现在的像区小队，规模小，机动灵活。萧山

的、下沙的、城西城北的，并不一定来龙井打卡

了。夜晚的钱塘江边一马平川，凉风习习，拉起

速度来是名副其实的拉风。

对于众多媒体说的“一车难求”，长

期做进口自行车代理的 Johnny-

峰高村漠解读，现在运动

款 自 行 车 确 实 比

疫 情 前 好

卖 ，

尤

其 是

一 两 万 元

以 上 的 中 高 端

品牌，库存都去得差

不多了。

高端自行车整车绝大多

数来自美国、意大利等，套件八成

以上来自日本，这两年生产和运输受

疫情影响，波及下游的店家，拿货不容易。

三
相比疫情前那波历时十年左右的骑行热，眼

下这波骑行热属于卷土重来，区别是，疫情前那

波是圈内热，现在是出圈，蔓延到各个层面。

当年的骑行热，多以品牌自行车店为大本

营，车店老板、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以QQ群的形

式组织骑行社团，按水平分野：大众组骑游，休闲

观光；精英组竞速，在周边参加业余比赛。

我国的职业自行车竞技水平不高，环法极少

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但业余自行车比赛曾经百

花争艳，浙江每周都有五花八门的速度赛、爬坡

赛，还有环浙分站赛。

新一轮的骑行热，七成以上的参与者年龄在

十八到四十岁，但也不缺乏五六岁的娃儿和七十

开外的老者。浩浩荡荡的骑行大军里，有骑七八

万块公路车的，也有骑共享单车的。有朋友圈节

假日约骑，有资深老炮跑长途，也有全家出动怡

情山水、共建美好家庭文化的。

比起上一拨内卷型骑行客，现在骑友对

竞速不那么痴迷，对参加比赛没那么热情，更倾

向于享受这项运动的乐趣，锻炼，赏景，交友，晒

图，一个都不能少。

四
实际上，疫情之前，骑行作为一种运动休闲

方式，作为一个产业，都已趋于式微。杭州的自

行车专卖店关闭过半，国际品牌以远低于国际市

场 的

价格挥泪

甩卖。老一辈

的骑行爱好者，要

么年龄渐老，要么成家

立业，骑行热情渐渐消退，

骑行队伍开始凋零。

作为一种竞技项目，自行车在国

内本来就不温不火，环青海湖、环海南岛、

环太湖、环千岛湖国际自行车赛，运营多年始

终是惨淡经营，环法那样万人空巷、观众如潮的

场景从未出现。这些年来各地政府和民间对马

拉松赛如痴如醉，对办自行车赛却意兴阑珊。

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众多

运动休闲方式里，骑行独树一帜。在竞技比赛暂

停，体育场馆打烊的非常时期，骑车是几乎不受

干扰的交通方式和运动休闲。

骑在路上，不用亮健康码，只要人不多，也不

用戴口罩，骑行规模和路线可防可控。要是时间

自由，说走就走。

五
疫情让普通人对生命和健康有了更透彻的

感悟。蓦然回首，曾经小众的骑行，有那么多的

好处。

作为通勤工具，它绿色环保低碳，还省钱。

私家车加五次油，可以买辆过得去的山地车。加

十五次油，可以弄辆入门级的公路车。

把自行车当通勤工具，在很多发达国家已是

一种日常生活。我们作为曾经的自行车大国，如

果能让昔日重来，会是很美好的事儿。

骑行的锻炼效果自不必说，世界上心肺功能

最强大的运动员，第一是自行车，第二是越野滑

雪，第三是游泳。骑行的门槛很低，从儿童到八

九十岁的长者全覆盖。它投入不大，一辆 2000

来块的山地车可以骑到天尽头。它让你亲近自

然，大大拓展活动半径。

闲来你可以到西湖边兜个风，周末到龙坞吃

顿农家菜，可以约几个同道从袁浦大桥到下沙大

桥绕个圈，看大江东去、阅城市新貌。如果有诗

与远方情怀，单车可以闯世界。

骑行很平淡，但又很神奇，它是一种旅行，也

可以是一种修行，是苦修还是清修，取决于你内

心怎么召唤。

如果我单车独行在独库公路、318 国道，徜

徉在呼伦贝尔草原和赛里木湖畔，有人问我为什

么要出发，我的回答就像三十九年前齐豫唱的，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

了宽阔的草原，还有梦中的橄榄树。

为什么要出发？

因为骑行是一种修行

赤日炎炎，酷暑难忍，大地成了

老君炉。

除了防空洞和九溪，有骑友慷

慨分享了消暑纳凉宝典：从龙井山

顶翁家山出发，有近两公里的下

坡，御风而行，感觉像飞了起来。

前提是你先得骑上去，出一身

通透的大汗，并及时补水，否则中

暑的概率很大。

杭州是全国骑行条件最好、骑

行文化（如果有骑行文化的话）最

具雏形的城市之一。

日暮西山，杭州的北山路、南

山路、虎跑路，各个方向的骑行客

就渐渐多起来，有的三五成群，有

的单枪匹马，目标一致，上龙井，

“翁家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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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多年来，上龙井是杭州骑行

爱好者的启蒙课。能够一口气挺进

翁家山，不管公路车、山地车还是折

叠车，都算菜鸟骑友的成人礼。如

果胯下是小红车，或者昙花一现过

的死飞，那是骨格清奇，天赋异禀。

能轻松上龙井，骑行的任督二

脉便打开了，接下来的进阶包括余

杭的径山、王位山，安吉的天荒坪、

龙王山，富阳的林峰山、安顶山，临

安的指南村、大明山，起个大早，天

黑前回家。

三吴都会、东南形胜，自古繁华

的杭州，对骑行客比较友好。全国

有山、有江、有湖，能够骑在风景里

的城市不多。浙江已有 6000 公里

以上的绿道，出门不远，就融进绿水

青山，这样的骑行条件得天独厚。

从日落西山到夜深人静，现在

到翁家山打卡的，每晚有两三百人，

不如最鼎盛的 2014 年前后。那时

候每晚最多有五百多人。在山顶两

家杂货店前打尖补水、休息聊天的

骑友，曾把不到五十米长的巷子整

成夜市，一晚卖出五六百瓶饮料的

小店老板娘，笑得合不拢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