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文瑶 高华生 摄影 林云龙

7月29日，史上规模最大的横渡钱塘江活动将在杭州市滨江区奥体中心外市公安局水上交通分局码头与

上城区钱江新城“城市阳台”之间江面上进行。

钱江晚报2019年开始组建横渡钱塘江勇士团以来，除了2021年因为疫情横渡活动取消外，分别在2019

年、2020 年、2022 年三次组团以“弄潮儿”、“小时泳士”名义，助力一个又一个渴望亲近母亲江的游泳爱好者

完成横渡梦想。

今年是亚运年，随着杭州亚运会的临近，钱江晚报横渡勇士团升级为潮新闻“亚运弄潮儿”横渡勇士团，“亚

运弄潮儿”们整装待发，闪亮登场。

即便在最热的七八月举行，即便规模已从原来的两千多人升级至三千人，为何横渡钱塘江依然名额供不应

求？从“亚运弄潮儿”身上，我们听到了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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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渡钱塘江，是不留遗憾。

62 岁的林敏，即便受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

在右手无法用力的情况下，依然仅依靠左手保持平

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游泳方式。靠着无数次的尝试

和调整泳姿，他游完一千米的成绩从 30 分钟开外到

近20分钟。

对他来说，横渡机会越来越少，他在与时间赛跑，

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靠旁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圆

梦，就是值得。

横渡钱塘江，是与杭州结缘。

40 岁的范佳敏，2004 年考入中国美院时，就在

江边看着潮起潮落度过了自己的大学四年。2009

年，他参与上海世博会“五水共导”展馆设计，深入

调查钱塘江，策划“百人话水”工作。他看过各个时

期钱塘江的模样，也在影像资料中感受到了不同年

代横渡的热闹非凡，却未能有机会亲身进入江中畅

游。

如今，他把成功横渡钱塘江作为自己 40 岁的生

日礼物，也希望那是即将博士毕业的好兆头。十几天

后的那一跃，将为 20 年的兜兜转转画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横渡钱塘江，是涅槃重生。

换肝后的来树荣，20 年来游泳里程超 6000 公

里，从起初把自己手术后的伤疤严严实实地裹在泳衣

里，到如今，68 岁的他能笑谈这段过往。从游 50 米

都得大喘气，到如今打卡各个自然水域，游泳给了他

勇气，也给了他二次生命。

横渡钱塘江，是一代代的传承。

从对钱塘江有着独特情怀的老杭州，到留学归来

的杭州小囡，从常年保持在艮山门运河公园冬泳习惯

的中年人，到从未在户外自然水域打过卡的小伢儿，

运动没有代沟，对钱塘江的爱与情怀也没有深浅。母

亲江汇进了每个人的生命长河之中，在他们的人生中

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横渡钱塘江，直线距离 800 米，对于大多数游泳

爱好者来说，这并不是难以企及的数字。但里程不

长，回忆却注定源远流长。机会年年都有，但对部分

人来说，却是这辈子的唯一一次。

畅游在宽阔的江面上，脑海中闪过的，是多年坚

持运动带来的改变，是游泳路上的家人、教练、伙伴，

更是每一次咬牙坚持后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渡的是母亲江，但与之连接的，却是关于杭州的

回忆。温柔的江水把每一个勇士和这座城市连接，留

下独属于他们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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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跃入钱塘江中

2019年，钱江晚报第一次组队参加

2020年,钱江晚报组队参加2020年,钱江晚报组队参加

2022年，钱江晚报组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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