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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锦江41楼的旋转餐厅俯瞰，玻
璃幕墙的高楼，红瓦屋顶连绵的新式里
弄，间或的树丛和蚯蚓似的马路，铺展，
渐渐淡出，与远处城市的鳞次栉比接续
融入。看得见曾经住过的淮海坊，熟悉
的百盛、巴黎春天，陕南邨的外墙立面，
白色半圆形屋顶的文化广场很醒目……脚下
地毯移动得让人难以觉察，唯景观的变化使
你觉察，楼宇高架依次铺陈，铺陈如长卷打
开，于当下物理空间之上隐现居住此间的那
些日子里的琐碎：在如今环贸、当年乃第二食
品商店购物，拥挤在年前的人流中抢购腊味，
以备春节待客之需；巴黎春天还没建造前，那
里有间公泰水果店，秋季下午糖炒栗子飘香，
路过总会称一斤回家；百盛的门口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可算约见等人的热门地标（当然，
百盛之前那里只一间间小铺子，不过有一家
可是1984年4月由利闻无线电商店转身的上
海第一家电脑商店呢）；看见花园饭店的园子
里那片葱郁绿树，那里有座西式圆亭；
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这一片，是从淮海
坊弄堂里出来常散散步的地方，喜欢
到淮海路上金龙绸布店体会料子的手
感，当然现在这些统统不见了……
餐厅在旋转，旋转复归原位，继续旋转，日

子是无法回头的，只有在记忆里可以随时穿梭。
看着这一片街区，一时间似乎有些恍惚，

一种看似脚踏实地其实悬浮的感觉，一些建
筑在，一些消失，好比留在过去的那些消失的
日子，可确实扎扎实实地存在过。就在新锦
江，很多年前曾经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可
惜后来一对新人还是成了陌路人，但彼时的
情感总是真实的。琐碎的切实的生活是最能
磨蚀浪漫想象的利器，当然也许也是最能淬
炼真伪浪漫的洗礼，或许浪漫本就是一种荷

尔蒙的想象吧。就好比此刻俯瞰城市中心区
域，街道楼宇都变成了视觉审美之物，何尝不
是拜视点转换之故？那些窗户和门洞之内，
又不知是怎样一段段或平静或风波或奇诡的
时空。邻座的三男一女看着七十岁出头的模
样，说话声音透过玻璃砖隔断传过来分贝不
减，染黑了稀疏头发的男人说：“现在我们就
是要多白相，覅去想其他事体，身体弄弄
好”。也是奇怪，年轻身体好的时候，好像很
少会说把身体弄弄好，总归是在开始不太好
的时候才心急慌忙地立志锻炼身体了。
带着某种悬浮感，餐后还是去附近以前

比较熟悉的长乐路、瑞金一路、茂名南路略走
走，瑞金一路上的老建筑修缮中，那些
石库门新式里弄已拆，换身地铁13号
线的出口。沿街很多闭户拆迁，店铺
多见小吃店，时尚服饰店倒还有几家，
行人不多，不知生意如何。丰裕生煎

的橱窗里裹着保鲜膜的冷面冷馄饨一碗碗摆
得周正，立夏才过，冷面出场似乎略早了些，
不过也算一个节气的诱引，再搭碗双档颇匹
配。红宝石倒还在，只不过换到路一侧了，奶
油小方的口味所幸没变。
转身去茂名南路，老锦江那一侧几乎还

是定制洋服和旗袍的铺子，记得其中一间原
来开过进口食品超市，后来做过饭店。家人
拿着一张摄于1946年的老照片打印稿找靠近
国泰电影院的一堵外墙，老照片摄有《封面女
郎》（CoverGirl）电影海报，《封面女郎》乃1944

年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出品的音乐浪漫喜
剧，1946年就现身上海国泰影院，几乎同
步了。又对着花园饭店方向，手里的老
照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黑衣白围裙的
女佣牵着两黑一白的三条狗，彼时养三
条狗的雇主应该颇为富裕。对过则一溜

竹篱笆外墙，竹篱内部分乃花园饭店前身法
国总会，部分则为网球场（查《老上海百业指
南》而知）。两张照片上能清晰看到的三株悬
铃木（法国梧桐）和如今看到的树同址，不同年
代相同的树。老照片上的树树围较细，但说
是细，目测也有蛮多年树龄，现在自然更为粗
壮，算算树龄倒近百年。五月法桐飞絮，树年
复一年站在同一个地方，让人感到了确定。

记得二十七八年前，在洋服店附近，背着
的小黑包随步晃悠，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转
头，袋口已被拉开，见一个十几岁男孩慌神扔
了钱包就跑。庆幸碰到生手，从此不敢撒手
背包，哪怕现在摄像头遍布。本来还想去花
园饭店看看某款网红饼干，转念不免奶油重
糖面粉的混合，朗姆酒葡萄干点缀层次，“要弄
弄好”的身体已经有点消受不了，也就罢了。

老照片上的人身体再好也都离开了人
间，一代一代的，悬铃木扎根在原来的地方。

离开市中心返家，窗外的香樟水杉绿着
初夏最好看的汁绿。繁华的悬浮感褪去。

就是这些绿，让我时不时自问，明明住在
此间，遭逢蛮多郊区的不便和各种问题，也明
明也是有离开的可能性的，为什么至今还是
住着，以体能不够不折腾为由稳定情绪。除
了真的慢病拖后腿，心气行动力欠弱，似乎还
是和环屋推窗见绿之绿有关。晨起鸟鸣，夕
照飞羽，四季树景，二十多年下来酿成了某种
身体气息，其实本心里大概也是有剪不断理
还乱的欢喜和耽溺的。

龚 静

悬铃木让人不悬浮

寒来暑往，花
开叶落，不知不觉
间我在习练少林功
夫的路上已踉跄前
行近三载。这一
路，指尖摩挲棍柄的老茧、
拳面磕碰木桩的瘀青，都
成了时光斑驳的印记。

师父总说，真功夫
要“反天性习练”，别人
怕苦躲懒时，偏要咬碎牙
关；别人急功近利时，偏
要沉心打磨。起初不懂，
只觉得每日重复那些笨

拙动作，“扎桩如木雕，挥
拳似木偶”，直到某个瞬
间突然懂得，原来所有笨
拙的重复，都是身体与灵
魂对话的精进。少林功
夫的修行，需日积跬步，
将“抓力、腿法、养拳、腰
腹、基本功”五者融会贯
通，层层递进。师父常
说：“功夫如建塔，根基不
牢，终是浮云。”

每日清晨，师父教导
我以掌为根，以五指抓握
米坛，从半个时辰渐增至
一炷香时间。师父教我：
“力从地起，发于指尖。”抓
力不仅是握力的锤炼，更
是将周身气力凝于掌心的
过程。初时掌心红肿，数
月后竟能单掌提起数十下
而不觉累，方知掌中有乾

坤的深意。腿为功
夫之基，师父命我
每日矮人步行走数
百次，辅以压腿、劈
叉、斜摆腿，摆腿飞

踢时需“三分力出，七分
意守”，腿如鞭梢，飞脚斜
踢借力回弹，方不伤筋
骨。寒冬腊月，汗水浸透
绑腿布，却渐渐悟得扫堂
腿的“脆劲”，如风卷残云，
落地生根，方能刚柔并济，
步如磐石。

少林拳非蛮力可成，
需配合呼吸吐纳。师父授
我“丹田鼓荡法”：吸气时
气沉丹田，出拳如弓弦崩
裂；呼气时周身放松，收势
似流水归渊。每夜打坐调
息，将拳路在心中默演，竟
觉招式愈发圆融，此谓“拳
未动，意先行”，旨在以气
驭形，内外兼修。而腰腹
为劲力枢纽，师父命我每
日练“转腰守胯”百次。初
始腰如锈锁，拧转时咯咯
作响；后依师言“松中求
活，活中求稳”，以腰腹带
动四肢，竟能一气呵成打
出发拳威若火炮，动若灵
猿跳脱的“少林炮拳”。某

日忽觉腰腹如磨盘，劲力
流转无滞，方知“一动俱
动，力贯中枢”之玄机。

扎马步、正踢与外摆
腿、压肩、站桩、矮人步
——这些枯燥的基本功，
实为功夫命脉，千锤百炼，
方得始终。师父严令“马
步不低三寸，站桩不过半
时辰，皆是枉然。”三伏天
里双腿颤抖如筛糠，却咬
牙坚持，终在某日站桩时，
觉脚下如生树根，似与大

地血脉相连。
师父总在细微处点化

众生，他说：“功夫在日日
不断，更在时时反思。”我
谨记夜夜提笔写功夫日
记，及时记录当日所悟，
如“扫腿时胯未开，致劲
力涣散”，或“呼吸与拳路
终得契合”等。墨迹间，成
长脉络渐次清晰，方知修
行之道，尽在日积跬步，厚
积薄发。

某个冬阳斜照的午
后，于练功间凝神定式，忽
觉腰腹深处热流涌动，如
蛰伏春芽破冻土。腾跃时
身轻似燕，足尖点地竟如
触风痕，恍若蒙尘之窗忽
被清风掀开一角。此后
方悟，“松腰活腹”实为功
夫之基——招式的起落、
气息的流转，皆藏于腰腹
方寸间的微妙张弛。如
今这具躯壳，已非陌生皮
囊，反成可与之低语的故
友。点滴蜕变，皆源于师
父的禅武相授。初学时，
他逐帧拆解我的拳路：“胯
未开时莫强拧，先寻地心
力。”他总说：“拳练千遍，
其义自现。”

前路漫漫，惟愿永怀
敬畏，在汗水中虔诚倾听，
在疼痛里继续生长。毕竟
真正的功夫，从来不在于
招式的繁复或华丽，而在
日复一日与自己较劲的执
着与赤诚之中。

张 英

少林功夫修行录

大禹治水 （雕塑）蒋铁骊

今年4月，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PlazaItalia二手书市”淘到一本手掌
大小的书，它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二十首情诗和

一首绝望的歌》首次
出版于1924年，当时
聂鲁达年仅二十岁。
书中的诗歌围绕着爱
情、青春、自然与失落展开。结尾的《一
首绝望的歌》充满痛苦和激情，可谓点睛
之作。聂鲁达在诗中大量使用大自然的
意象，如海洋、夜晚、风和树等，将女性身
体、欲望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当时，智利
正处于保守但逐渐开放的阶段，现代思
想刚开始传播，聂鲁达在这样的文化环

境中用诗歌探索个体感受与精神痛苦。
要注意的是，这些诗歌中所提到的“你”
未必指具体某个女人。
我淘到的这本小书出版于1974年9

月，由阿根廷的本地
出版社出版。书中的
插画让我看得“目瞪
口呆”。其风格粗犷
直接，以黑色墨线勾

勒，人物造型带有强烈的表现主义特
征。人物姿态夸张大胆，所呈现的女性
身体充满扭曲与挣扎的张力，仿佛欲望
与脆弱缠绵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埃
贡·席勒的黑白线描裸体画。显然，这些
插画不是用来美化诗句的，而是与诗中
情感产生共鸣的结果。

崔 莹

诗与画的对话

十日谈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

责编：刘 芳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的这
句名言同样也佐证了艺术家的创作思维
得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感性呈现其思想性
价值的逻辑关系。水彩是一种舶来的艺
术样式，移植中国百多年来，于今已然成
为西画东渐民族化、现代化进程中具有
范式意义的画种。水彩与中国水墨同样
以水为媒介的属性有着某种天然的因
缘，在水色濡洇间，以形写意也是水彩从
传统水墨中因借和汲养的佐证，尤其是
海派绘画的百年滥觞，“既不排拒外来文
化冲击又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海派城
市精神更是促进了这一多元融合的进
程。由此，水彩的“中国气派”油然而
生。在艺术多元表现的语境下，今日之
水彩也面临着从图式语言、题材和观念
革新的命题。

绘画是创造性思维的表达，远非止
于技理本身。吴国欣教授是一位卓有声
誉的设计家，在杏坛教书育人数十载，与他倡导的教育
理念相一致，他的绘画同样执着于对创造性思维的探
索。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百年前的包豪斯前辈诸如
莫霍里·纳吉、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等人，还有现代主
义建筑的旗手柯布西耶。他们都是设计家、教师，同时
还是具有前卫意识的艺术家。

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无象之象”展上，吴国欣教授
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海派水彩研究价值的图
像文本。他的作品少却水彩习见的轻灵和雅逸，有更
为冷厉而厚重的历史镜像感和内敛而沉着的意象表达
存乎其中，非常大气。在充满几何构成感的线面组织
和色块里，吴国欣完成了从情感寄寓的具象表现到理
念赋予的抽象表现之转捩。无论是具象描绘上海石库
门街区活色生香的烟火气，还是外滩建筑细部上从那
些旋转门、楼梯、栏杆、门把手、铁皮栓所剥离和提炼的
抽象化图像，他通过作品悠游于上海城市的梦忆和现
实之中，行走于具象表现与抽象表现两端的“理念的感
性显现”。卡尔维诺说：“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
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写在街角的栅栏、窗格的玻
璃、楼梯的扶手上……”而吴国欣的绘画则向我们揭示
了魔都这个“看不见的城市”的特殊符码和城市历史的
肌理。他的作品图像背后掩映的是一种“诗性”的意
象，在摇曳的光影下，恍兮惚兮，其中有象。
《老子》语曰：“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吴国欣教授展名之“无象
之象”，诚然在于揭示他的创作着力于文化根性寻找与
水彩本土化探索的努力，展览与师生毕业展同场，堪可
看作同济学子通才通识养成教育的一种沉浸式教学。

中国艺术追求“气韵生动”，曾记得宋代《图画见闻
志》有曰：“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
矣，生动不得不至”，斯情斯然！当我们返身观照艺术
家的人格修养与艺术追求，温厚而内敛的吴国欣教授
树立了一个炼虚合道、厚积薄发的榜样。值得一提的
是，这也恰与他“无空间”的工作室之名相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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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拥有23年执业
经验的律师，我始终坚信，法律
不仅是化解纠纷的利器，更是
服务国家战略的坚实支柱。
2005年创立上海瀛泰律师事务
所之初，业务主要聚焦于传统
海事案件。然而，随着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我逐渐意识到，单一领域的法
律服务已难以满足企业在海外
复杂环境下的多元需求。如何
搭建起连接中国企业与国际规
则的桥梁？怎样在全球竞争中
守护国家利益？这些问题推动
着我从一名海事律师，逐步转型
为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探索者。
在企业全球化进程中，法

律制度的差异与文化隔阂常常
成为发展的阻碍。多年的办案
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零散、被
动的法律服务难以应对复杂
且持续的合规挑战。基于此，
我们提出了“法律供应链”理

念——通过整合国内外专业资
源，构建起涵盖投资、合规、争
议解决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
力企业稳健地“出海”发展。

2016年，上海自贸区试点
中外律所联营政策。我们律所
率先与英国百年律所夏礼文达
成联营。尽
管当时有人
质疑这种联
营是否只是
“流于形式”，
但我们坚信，只有深度融入国际
规则，才能为企业争取到平等对
话的权利。这一选择在君正制
裁案中得到了有力验证——中
外律师紧密协作，不仅成功化
解了危机，更充分展现了中国
律师的国际化专业水平。

2020年3月，美国将某物流
旗下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接到
客户委托后，我们迅速展开分
工：中方律师严谨筛查合规文

件，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外方律
师依据美国法律框架与监管机
构直接沟通。经过不懈努力，
几个月后，凭借精准的法律论
证和翔实的证据材料，我们帮
助客户成功从制裁名单中移
除，且未支付任何和解费用。

这一案件打破了“中国企业在
海外难以维权”的固有认知，
为企业在境外司法程序中识
别和保护敏感信息提供了宝贵
经验。
随着航运业数字化的加速

推进，数据安全成为企业“走出
去”面临的新课题。许多企业
对“数据主权”理解不够深入，
容易忽视实际操作中的风险。
2023年，我们牵头起草《航运数

据合规管理指南》，联合多家航
运和港口企业，明确数据分类
标准，设计风险防控模型，用于
企业内部管理和合规培训。
同年，受中国法学会委托，

我们研究俄乌冲突对航运保险
体系的影响。在报告中提出

“在上海设立
再保险中心”
的建议，获得
国家领导人
的肯定性批

示，目前部分建议已落地实施。
近年来，我积极推荐和支

持多位优秀青年合伙人参与
“浦剑班”“新加坡—上海律师
训练营”等国际项目，通过系统
的国际交流与实践，提升他们
在跨文化环境中的沟通与应对
能力，使其成长为能够处理复
杂国际法律事务的专业人才。
涉外法律服务不应局限于

个案处理，更应服务于行业的

整体发展。2025年，我们借助
AI工具推出电子刊物《出海领
航》，聚焦全球主要市场，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
动态、商业案例和合规提示，内
容涵盖关税政策、投资准入、劳
动法等核心领域。刊物注重实
务性且更新及时，已逐渐成为
企业合规参考和行业交流的重
要平台。2024年，我们与新加
坡律所合作设立了功承瀛泰首
家海外分支机构，近百位全国
合伙人出席签约仪式。
历经20年，我见证了中国

企业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
局”的战略转变。未来，我和团
队将继续深耕“法律供应链”，
推动多维度合作。

陈柚牧

打造中企出海的法律供应链

中国法

律人以专业

为帆、以创新

为桨，书写时

代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