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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技风筝，赵

先生结交了不少有着

相同爱好的朋友，他们

不仅经常交流切磋放风筝的

技巧和经验， 在生活上也是

相互帮忙。 2008年，赵先生在

一次放特技风筝时结交了一位来自

郑州的特技风筝高手。 因为爱好相

同， 赵先生还约了几位朋友一起观看这位

高手的风筝表演，几个人一见如故，很快成

了好朋友。“因为特技风筝，我结交了来自

国内不少地方的朋友， 这是风筝给我带来

的最大的快乐。 ”

除了爱好特技风筝外， 赵先生还喜欢

收藏这些独特的风筝。据赵先生介绍，他从

接触风筝以来， 不但积极学习并练习玩特

技风筝的技巧， 还不断研究特技风筝的文

化。 这几年来，每逢外地有风筝表演时，赵

先生便和朋友一起去观赏， 其间还拍摄了

大量的表演场景， 这对赵先生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精神财富。

随后， 赵先生还向记者展示了他多年

来放过的特技风筝。 从双线风筝到四线风

筝， 赵先生的家中几乎每个角落都摆着特

技风筝，有 30只左右。

“别看这些风筝在天空中任人摆布，其

实操控不当十分危险， 且容易给别人带来

危险。 ”赵先生说，有一年秋天，他和妻子一

起到新区新世纪广场练习风筝，其间，曾有

两名行人因观看天上的风筝而忘记看地

面， 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广场上的池水中。

“这种风筝的形状如同一个小型降落伞，风

筝线最多可以拉动 500 磅的重量。 刚开始

玩的时候，由于技术不到家，我还被风筝带

得飞了起来， 离开地面一米多高， 特别吓

人。 ”

虽然遇到过危险， 但赵先生并没有就

此退缩，相反更加热爱特技风筝。 赵先生告

诉记者，特技风筝本身就是一项体力运动，

在放风筝的过程中，为了掌控风筝，不但需

要双手的协调， 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跟着

动，如果遇到大风，想彻底掌控特技风筝，

还需要一定的体力。

赵先生建议， 初学者可以先选择价格

相对便宜的四线风筝来练习， 练习的同时

要时刻注意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玩

特技风筝的最终目的还是供人娱乐， 千万

不要让风筝给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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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技风筝带来的苦与乐

在我市， 还有几十个铁杆风筝迷不得

不提。 只要天气允许， 这些风筝迷一年四

季都在新区新世纪广场放风筝， 可谓痴

迷。

据记者了解， 我市长年在新区新世纪

广场放风筝的有几十人， 以退休的老年人

为主。 只要天气情况适宜，他们就会出来放

风筝，边放风筝边探讨放风筝的技巧，偶而

还会尝试不同类型风筝的放法。

3 月 29 日， 记者在新区新世纪广场见

到了正在放风筝的孙师傅。 孙师傅今年 63

岁，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放一只长达 60

米的“眼镜蛇王”风筝，只见“眼镜蛇王”拖

着长长的尾巴在空中飞舞， 吸引了不少过

往的市民驻足。 孙师傅告诉记者，整个风筝

重达 2.5 公斤， 放的时候还比较好掌控，但

收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 得找个空旷的地

方，以防止“眼镜蛇王”的尾巴挂到树上或

者掉进水里；整理风筝时，要从尾巴一点一

点往上卷，大概需要一二十分钟。

孙师傅从去年开始放风筝， 家里大大

小小的风筝有好几个。“起初是因为颈椎不

好， 我才想到去放风筝。 放了半年多的风

筝， 颈椎也不难受了， 身体素质也好了很

多。 现在，只要天气允许，我都会出来放风

筝，上午下午都放，一天能放上几个小时。

即使在冬天，只要有风，我照样出来放。 ”孙

师傅笑着对记者说。

在新区新世纪广场的另一边， 记者见

到了另外几位风筝迷， 其中一位戴墨镜的

老师傅边听音乐边放风筝， 看起来十分享

受。 这位老师傅告诉记者， 他放的风筝是

用雨伞和条幅布亲手制作的， 将近 60 米

长， 在他家里， 还有好几十个各式各样的

风筝， 根据天气情况， 他会放不同的风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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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年四季都在放风筝

对这些风筝迷的

采访结束后，记者对风

筝有了新的认识，原

来，风筝也可以玩出这

么多花样。风筝迷们对

风筝文化的传播，折射

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的传承与创新。风筝

迷们在放飞风筝的同

时，收获的不仅是技术

上的娴熟，更是一种快

乐和希望。

阳春三月，燕舞莺啼。春天虽短暂，可市民们各有各的玩法———放风筝、春游、爬山……谁都不愿辜负这大好的春光。说

到放风筝，大家都不陌生，闲时呼朋唤友到郊外放放风筝，相当惬意。 在我市，就有这么一群人，或四季无休玩一整年的风

筝，或时不时玩上几把特技风筝，这群铁杆风筝迷们从放风筝中得到了快乐，也收获了不一样的生活。

对于“特技风筝一族”来说，能够熟练

掌控双线特技风筝已经很难了， 但能够在

双线风筝的基础上掌控四线风筝， 这样的

级别已经属于特技风筝中的高水准。 四线

风筝在双线风筝的基础上多出了两条操控

线，且风筝自身体积也增大，所以掌控起来

十分困难。 记者通过反复打听，终于认识一

位四线风筝的“掌控者”赵先生，而这位风

筝爱好者与他的特技风筝已有 8 年的相处

情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开始飞不起

来，一直到现在花样繁多，擅长四线风筝的

赵先生算是我市放特技风筝的“老手”了。

2004 年秋的一天， 赵先生在郑州小商品市

场闲逛。 一进商场门口，赵先生就被一个摊

位上的漂亮风筝吸引， 仔细挑选了一个带

回家。 因为之前曾在电视上看过风筝表演，

赵先生便挨家挨户打听起特技风筝的玩

法。“买回来一开始我也不会玩，全靠自己

摸索着练习。 ”赵先生告诉记

者， 从他开始接触特技风筝

起， 他分别玩过复线风筝、软

骨风筝，到现在，他已熟练掌

握四线特技风筝的玩法。

据赵先生介绍，四线特技风筝又叫“眼

镜风筝”，是通过四根线控制风筝的四个点，

使风筝的受风面可以随时变化。“玩四线风

筝基本上不受天气的影响，就算遇

到雨雪天气，只要有风就能照玩不

误。”赵先生说，不管是哪种特技风

筝都具有力量大、速度快、

刺激、漂亮的特点。“这种

风筝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

100 多公里，所以力量变化

也极大，有时候还

能带着人暂时离

开地面几秒钟，那

种感觉就

像练轻功

一样。 ”

铁杆风筝迷

放逐快乐当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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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爱好双线特技风筝

2

他爱好四线特技风筝

□晨报记者 周凯楠 苗苗

每逢晴朗的周末，淇河边都会出现几位

特殊的风筝爱好者。这些放风筝的人每到一

个地方，都会吸引一圈过往的市民。 各式各

样的风筝在这些人手中一会儿直线上升，一

会儿横向飞行， 一会儿在空中画出圆形，一

会儿又排成“八”字形队伍。 更令人惊叹的

是，有时眼看着风筝突然冲向地面，在几乎

贴到地面上时又“嗖”的一声飞了起来。吸引

人们眼球的不光是像特技飞行表演般的风

筝，还有放风筝人灵巧的双手。 风筝在这些

双线特技风筝爱好者的摆弄下，在空中做着

各式各样的动作。

采访中，记者结识了玩了 4年特技风筝

的吴先生。 吴先生告诉记者，双线特技风筝

在天空中可以做各种动作，借助风力还能发

出类似引擎发动一样的声音，其实是布料震

动发出的声响。 提起玩双线风筝的经历，吴

先生回忆，他是在散步时无意中看到别人在

放这种风筝，因为觉得很有趣就加入了这个

队伍。

吴先生说，他为了练习双线风筝吃了不

少苦， 也花了不少钱。“双线风筝的材料独

特，价钱通常比较高。 ”吴先生称，放特技风

筝要求人必须有强劲的臂力和足够的耐心

和毅力。

双线风筝因其独特的声音和操控方式

总能引来不少人围观，在这种情况下，吴先

生通常会尽量将风筝速度降低，以防止风筝

突然降落所带来的危险。 据吴先生介绍，特

技风筝不同于普通的单线风筝，通常有两根

线或四根线操控，比的不是谁飞得高，而是

看谁的动作更漂亮。

特技风筝的骨架为碳纤维材质，轻巧而

结实，其造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 有的

甚至高达千余元。 “正因如此， 这种体格

轻巧的特技风筝杀伤力很大。 以前我刚搬

到新区时， 有时会到鹤煤大道附近的空地

上练习特技风筝。 因为地面不够平坦，我当

时还曾因放这种风筝受过伤。”吴先生说，最

初因为操作不熟练，他曾被拉翻过，有一次

因风筝掉在地上一处浅沟内，他的大腿都摔

出了伤。“我玩特技风筝纯属无师自通，一切

经验和技巧都是靠不停受伤和失败累积出

来的。 ”

提起双线特技风筝的玩法， 吴先生说，

特技风筝跟传统单线风筝相比更便于操作，

且更能强身健体。 玩双线风筝时，只要操控

者手持两根风筝线， 像手握轿车方向盘一

样，就可随心驾驭风筝俯冲、飞直线、画图

案。“这种风筝除了在空中十分漂亮之

外，掉进水里也能直接冲出水面，只要

操控得当根本不会让风筝沉下水

去。 ”

为提高放风筝的技术，吴先

生经常寻找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还曾约着一起去濮阳、郑州、

山东沿海等城市看风筝表

演。“目前，我市也有不

少喜爱特技风筝的

市民， 大家偶尔

也会凑到一起

切磋、 交流技

巧和经验。 ”

后记

两线特技风筝。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我国传统的特技风筝。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3 月 2 9 日下午， 风筝爱好者孙师傅在收

他的“眼镜蛇王”风筝。 晨报记者 苗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