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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世界在招手
【文/ 冷 梅】  

上海街头
南柯一梦

【文/董群力 】  

8小时之外的生活入口

徐伟玩得最多的是轮滑和自由潜水。为何会不断

去尝试各种极限运动？徐伟觉得，玩不同的运动，结交

的是不同的朋友，而这些运动社交圈对他来说，是一笔

财富。“像是去山里玩速降，结识的是一群老外，他们的

生活方式和理念，常常能够触动我。去自由潜水，认识

的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城市生活太单一，走出你的舒适

社交圈，结识不同领域的新朋友，寻找到一些特别的生

活方式，也打开了一扇望向世界的窗口。”

可以说，极限运动已经内化成了徐伟的一种生活

方式。从对这些运动的喜好程度来说，徐伟最喜欢的

是轮滑和自由潜水。轮滑，城市里轮滑叫做刷街，在山

上玩则叫做速降，更像是一种“贴地飞行”，当你毫无

拘束地驰骋在路上，你的心是自由的。徐伟滑行的是

4*110的大轮子。不论用它刷街，还是速降，可以感受风

驰电掣的飞速。滑得好坏，完全视个人技术。当你不依

靠外来机械的动力，就能加速前行，这种快感和操纵感

让人拥有无限满足。

自由潜水，让他感觉是在水下飞行。“自由潜水有一

些基本的要求，比如憋气的时间长短，下潜的深度等都

是综合性的训练。”在静态（静止不动）的状态下，徐伟自

由潜水的最长憋气时间是6分钟。他能够下潜的最大深

度是水下40米。“这时候，在水下已经能感受很大的压

力了。需要一口气游下去40米，再游上来40米，往返就

是80米。越往下压力感越大。大部分的人，在游泳池里

下潜，已经感到耳朵痛了。这其实是有技巧的。学过下潜

技巧之后，大部分人下潜个十几二十米没什么问题。”在

自由潜水界，徐伟是国内最早玩的一批人。下潜到40米

的深度，也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纪录保持者。最近国内刚

刷出一个下潜的最大深度近百米。

潜入海底的惊喜

徐伟说，他玩自由潜水，并不是为了追求最好的

成绩，拿个什么世界纪录，主要是为了享受下潜的过

程。当年，学习自由潜水，有一个契机。那时候，他和太

太去马尔代夫度假，他们去的小岛珊瑚特别漂亮，游出

去十几米后，突然有一个海下断崖。当时，他看到水下5

米处有个深洞，洞里藏着一条鲨鱼。徐伟对深海太好奇

了，可是那时候没学过潜水，只能“望洋兴叹”。我特别喜

欢去观察水下的生物，它们和大自然交流的方式非常有

趣。潜在水下，我就能感受到自己融入到了大自然中。”

“当你足够了解自己，也就了解了个人能力的深

浅，这个过程也让你对自己的了解更多一点。”

越是了解自己，对风险的掌控也越到位。事前的准

备功课要足够充分，防止意外发生。“自由潜水，曾被视

为世界上极限运动里排名第二的危险项目（排名第一的

是翼装飞行）。在水下，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所以自

由潜水有着很高的规范，两个人下潜，需要相互照应，互

相看管。”在徐伟的潜水经历里，他见过几起溺水事

故，因此风险意识也更强。“你见识过风险，见过生命之

无常，也会更加敬畏自然。”有一次，去溯溪，有一个刚玩

自由潜水的朋友，在一个能见度很低的水潭里，决定挑

战自己的极限。当时他没有穿脚蹼，也没有通知他的同

伴自己要挑战极限，因此溺水。所幸运气好的是，被大家

及时发现，救了上来。

极限运动教会徐伟一定要尊重规范，需要做必要

的保护和准备。时间久了，他也有了更多感悟。“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安全，适当地去接

受一些挑战，对突破自己、提升心理素质都是有帮助

的。百分之百安全，这种太安逸的状态，也会让人变得

有惰性。挑战往往可以给到自己更大的上升空间。”

Q：在国内，你们一般都在哪里玩自由潜水，水况不了解时会

不会很危险？

A:国内能玩的地方，比如苏州有个海洋馆，水深16米，向潜水爱
好者开放。我们会到温州一些地方溯溪，有些水潭18米深，有些10米
深，有些水潭水非常清澈，特别美，你会为大自然所惊叹。通常我们
会做好足够的准备，再去潜水。之前还要去探测地形地貌，提前勘测
水潭的状况。

Q：自由潜水对你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A:当你从水底往上游的过程，要对抗自己想要呼吸的本能，同
时需要让自己保持冷静，这样心跳才会减慢，水下憋气的时间才会
更长。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紧张和慌乱才会出问题。生活中，我们常
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你有了面对极限挑战的心态，遇到任
何事情，都会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面对困难你才会更有韧性，逆商
更高。

生活周刊×徐伟

徐伟 风火轮负责人

溯溪、徒步、滑雪、蹦床、风洞、水下摄影，种类如此繁多的极限运动，徐伟都在玩。他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好奇，而不同的极限运动是一个8小时之外的生活入口，带领他到

达五彩生活的彼岸。

最巨大的涂鸦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街头涂鸦虽然新奇却并不陌

生，曾被誉为上海一道靓丽风景线的莫干山路涂鸦墙前，曾

经有不少打扮入时的街头艺术家们在此驻足。在这座繁

华喧嚣的都市中，唯有涂鸦墙像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脸

孔，充满着表象的文艺与内心的悸动。

从莫干山路的大型涂鸦街到甜爱路的浪漫涂鸦之

作，上海的街头涂鸦大约更像是一场有设计主题的精心墙

绘，不仅追求画面本身的精美与完整，更追求与周遭环境

的情景交融，而对于童年梦想的描摹大约是这千百种画作

中较为特色的一种。意大利艺术家Millo笔下的童年世界

仿若是现实世界的翻版，以18米高，6米宽的巨大墙面为

画纸，这幅坐落在浦东新区香楠路的画作就像是涂鸦板

的城市写真。侧卧在高楼林立中的儿童似乎正在酣睡，脚

边是交错的高架路，屋顶还有盘桓而过的飞机，上海的忙

碌与高密度成为了Millo创作这幅巨型涂鸦最直接的灵感

来源，Millo以最简洁的笔触和黑白色调勾出衣服城市蓝

图，却也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孩子们最真实的梦境。

涂鸦的脚步延伸

枫泾古镇，这座始于宋代的江南小镇，再次甚嚣于网

络，是因为来自艺术家Julien Seth Malland的涂鸦之作，与

城市街头的涂鸦画不同，古镇中的孩童涂鸦却更有小桥流

水的安逸。这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家有一个看起来很有腔调

的中国名字，叫作“柒先生”，名字虽然来自于seth的发音与

七相似，却倒颇有些古韵。

很多人知晓柒先生大约是因为他在旧房废墟上的画

作，因而每每提到他，似乎总与废墟相关，这倒也不是毫无

道理，柒先生似乎尤其偏爱这些遗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小

角落，愈是古旧，愈是勾起他对于色彩的梦想，他自称“全

球画家”，奔波在世界各处，无论偏远与否，只为在这些有

文化意蕴的墙面上作画。

柒先生的墙绘与传统的涂鸦之作大不相同，没有呼

喊式的文字宣泄与抽象繁杂的线条表达，倒处处有花，还

有如花般青葱的少年。每到一处，柒先生总爱住上一些时

日，与当地的老人和孩子唠唠古镇的前世今生与孩童们的

天马行空，这大约也像是枫泾古镇中的涂鸦作品，一半如水

墨写实般的田园诗意，一半却又如孩童一般天真浪漫。在枫

泾古镇的涂鸦画中，有一幅墙面上画着一位儿童，手上牵着

风筝线，而风筝上却绘着孩童们时喜时怒的表情，像是一连

串奔跑在自由中的童年梦，据说这幅画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柒

先生与孩童们的聊天，孩童的世界既有考试的负担，却也有

与伙伴们奔跑在田野中的单纯喜悦。

三月草长，莺飞于天，牵着风筝奔跑在江南水乡的田

野中，仿佛如同儿时最纯真的回忆与梦，涂鸦画有时就是如

此，不仅直抒胸臆，更营建起一方记忆，一个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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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艺术家Millo正在对高18米的墙面作画

放风筝的小男孩，手中的风筝表情各异

枫泾古镇，民居上的涂鸦“柒先生”的涂鸦往往还有诗词相伴

位于浦东新区香楠路的最大涂鸦墙（图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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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THINKING

涂鸦文化是众所周知的舶来品，对于艺术而言，许多如

今被誉为艺术的活动，最初可能并不花团锦簇，需要时间的

打磨与酝酿，街头涂鸦就更是如此。然而时间却能以一种温

润的方式磨平粗暴的棱角，街头涂鸦从一开始向整个世界

宣战到自然而然融入进世界的潮流中，进而成为艺术的分

支，街头涂鸦虽然依旧保留诞生之初桀骜不驯的野性，却也

洗净了一身蛮横无理的戾气。如今在上海街头惊鸿一瞥的街

头涂鸦，少了一点愤懑，却更多了一些与生活城市相合的温润

与从容。

涂鸦，从桀骜到从容

60多岁的徐爸爸也一起参加单板滑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