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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根代言者与企业品牌官的现场交锋，商界高管与传播学人的热点议题冲突。

这是关于企业文化与文化企业的书，由兼为传播学者的商人，与曾经是商人的传播学者，采用对话的
形式完成。
它既非艰涩的学术著作，也不同于流行的经管图书，而是一场立场边缘、文风另类的“有趣”读物。

《然而不然》书摘之一
徐浩然：先不管那个榜单。
英文中干脆有个词，就叫Confucius（孔夫子），孔子的地位外国人也承认。
这总是事实吧？

王少磊：这当然知道。
你看过《偷天陷阱》吧，连泽塔·琼斯也引用孔夫子呢！
但是她也引用了Chairman Mao（电影里就是发音不准的Maozhuxi）。
但那不表明孔子在西方的影响有多大，只表明西方知道他在中国影响巨大——甚至不表明，这个影响
是正面影响。

孔子，现在听说一米九几？
还会武功?我反正看不清他的面目。
他老人家，能够认清“孔夫子”、他能认清历朝历代的儒学吗？
好吧，我们假定儒学、或者所有的东方文化都是好东西，那么至少我们还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这些
东方文化在现如今如何吸引今天的年轻人？
貌似西方文化对今天的年轻人更有诱惑嘛。

徐浩然：这又说回来了不是？
中国文化的普及，首先需要优秀的文化产品——不是单巴个的文化产品，而是称得上阵容的文化产业
。
还拿电影来说，我以为最缺乏两样东西：资金与人才。
我的朋友中，有买房子甚至有修路的，但就是没人肯投拍电影；我们弄的东西，也就国内热闹热闹吧
，恰如你说，像《非诚勿扰》、《长江七号》，哪里能跟《霹雳战神》、《全民超人》比？
更别说《阿甘正传》、《美国丽人》了。
我们倒是有国际知名的导演，陈凯歌张艺谋⋯⋯但他们一再被指责——为获奖迎合西方口味。

王少磊：相比汤姆·汉克斯，我更喜欢凯文·斯帕西。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赢得金熊奖，到我们这边就升华为民族骄傲了。
我甚至还记得《红高粱》进入了当年高考时政的复习手册。
这很有趣不是吗？
潜台词很多了。
《新京报》有篇回忆文字谈到张艺谋，说他听说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
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呵呵⋯⋯这至于吗，就一文艺作品。
我不喜欢张艺谋和陈凯歌，但平心而论，他们不是最糟糕的。
张和陈的艺术道路，倒符合这个生态下的正常逻辑。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要“迎合”西方的口味，也还要获得在西方的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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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电影能否固守中国市场？
——它是否能“迎合”东方口味？
至于投资，咱刚不是说了吗？
人家并不只是大片成功啊。

徐浩然：我不知道。
是否真有一个⋯⋯为东方人偏爱的东方口味，完全不同于西方？
很复杂。
电影是有钱人玩儿的，没钱别瞎忽悠，一次两次虚幌儿没见真投资。

王少磊：那倒是，嘿嘿⋯⋯我还记得那句“我们在这里面多少年了”，王朔确实洞悉了游戏规则，并
且敢于直言不讳。
再有，我们的孩子虽然喜欢西方文化，但多半是流行文化，有多少人会喜欢歌剧呢？
有人要听交响乐吗？
孩子们总不能⋯⋯只从西方接受了麦当劳和摇滚乐吧？
我朋友陈洁，南师大的同事，同时也是安徽老乡，留校后自费去意大利进修，只是因为热爱。
回来，耽误了职称不说，几乎找不到施展余地。
你我是写东西的人，我想他的演出，大概类似我们的发表吧？
出了个光碟，听着是真好，但能卖出去多少？
搞了个独唱音乐会，化缘所得，甚至付不起伴奏的钢琴老师的薪酬。
他告诉我，在海外曾得日本友人赞助，而且不是商业赞助，就是为了⋯⋯艺术，和对艺术梦想的支持
。
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西方世界是物欲横流吗？

徐浩然：不会吧？
多少总有点票房收入吧？
咱们周围，有多少家长望子成龙啊！
学钢琴学古筝，听说都一个小时好几百呀⋯⋯他们不带孩子来熏陶熏陶吗？

王少磊：没有宣传啊。
不过还不错，他拢共卖出了100张票。
家长带孩子熏陶，有多少是为了艺术热爱？
一个“考级”透漏了全部秘密：既有商业的阴谋设局，也有教育的现实困境。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陈洁的音乐，乃至外形和气质都很出色，他若没有演出机会着实可惜。

徐浩然：高雅艺术如何抓住年轻人，在西方也同样构成问题。
陈丹青《音乐笔记》想必你是看了的，他们的严肃音乐频道，也不景气也有生存危机。
另外，中国的商业电影，在西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我们也出国际巨星啊！
比如李连杰、成龙都还不错吧？
很多国人也为他们骄傲呢。

王少磊：说真的，他们的银幕背后，在话筒前，都有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但必须承认，两位在国内
都还算成功。

徐浩然：岂止是国内。
《投名状》看了吗？
整个片子投资3.2个亿，但是片酬就占了快一半：李连杰一个亿，金城武1600万，刘德华1200万，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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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也就200万，人跟人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李连杰是国际影星，金城武算亚洲吧？
刘德华算港台，而徐静蕾只是大陆⋯⋯跟他们在这部片子里的表现无关。

王少磊：给高了。
呵呵⋯⋯Jet Li在好莱坞片酬多少？
能跟汤姆·克鲁斯，哪怕威尔·法瑞尔比吗？
他在不在两千万俱乐部？
成龙好一些吧，《功夫之王》据说片酬是李连杰的十倍。
不过我猜还是粘了点李小龙的光，后者在西方，绝对是为数不多的东方符号。
总结一下：第一，这些演员在西方的成就有限，第二，即使这点有限的成就，也只能从反面佐证我刚
才的观点。
网上有段视频你看了吧？
标题叫“李连杰进军好莱坞，片酬比香港低为证明自己”。
嘿嘿⋯⋯他要牺牲片酬，跑到好莱坞证明自己，这说明了什么呢？

徐浩然：中国的电影工业起步较晚，而华人演员，也是刚刚在进行国际化努力嘛。
他们做得还是不错的，包括陈冲、白灵、周润发、刘玉玲、章子怡、王以瞻等等。

王少磊：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默片时代，好莱坞就已有艳星黄柳霜。
后来还有关南茜、卢燕谁谁的。
李连杰，还有成龙，不过是好莱坞普通的非主流元素。
媒体报道说，刘玉玲与卡梅隆·迪亚兹联袂主演《霹雳娇娃》，是后者沾光前者才使她大红大紫。
其实说大红大紫也未免夸张，刘充其量在好莱坞也只算是二线明星——不过这已是华人女星中最好的
了吧？
在《杀死比尔》中，她的片酬飙到550万美元，你知道，这个数字没什么了不起。
在网上，你知道他们怎么戏谑她们：华人影星在好莱坞，不是打就是脱。

徐浩然：以前可能是有这种现象，不过这话现在听起来越来越刺耳，也未必精准。
很多人没有想到：电影的竞争不只在电影。
业务自然有高下，但背景的强弱也同时起作用。
所以还是有些人会反问：黑人一定不如白人成功吗？
你刚才提到威尔·史密斯，我们顺口还能报出一长串呢：韦斯利·斯奈普斯，塞缪尔·杰克逊，艾迪
·墨菲，杰米·福克斯，乌比·戈德堡⋯⋯
王少磊：岂止，要找个案就太多了。
不是还有哈莉·拜瑞和摩根·弗里曼吗？
我们可以掰着手指头数数。
这种现象，非专业人士都能看得出来了：假如剧情发生在一个荒岛上，除了职业差异外，总要有个女
的有个黑人——但黑人有多少机会成为主角？

徐浩然：在奥斯卡的80届历史中，只有30位黑人演员获得过提名，平均3届才有一个。
丹泽尔·华盛顿说，“不要为了彰显黑人演员，才有意将我评为影帝。
”
王少磊：摩根费里曼，也曾在迈克·华莱士的“60分钟”访谈中说：“我将停止称呼你为白种人，并
且要求你停止称我为黑人”——你听出这些话里的酸涩味道了么？
顺便说一句，我比较喜欢端得住的演员，你看不论是摩根·弗里曼还是丹泽尔·华盛顿，他们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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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夸张的表情：他们因为脸上“没戏”而非常有戏。

徐浩然：这么说，不喜欢金·凯瑞了？
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法制社会的政治正确，电影可能更多地考虑受众面，而未必处处是玄机暗扣、
处处要深度剖析。

王少磊：它本身就是政治⋯⋯李连杰到好莱坞演过反派吧？
他在香港有可能演反派吗？
成龙成名以后，会接受“仆人”这样的配角吗？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好莱坞最成功的地方，是知彼知己，没资格拍A级片，那就拍B级片。
1981年的《炮弹飞车》，成龙最初进军好莱坞演的是日本人吧？
金·凯瑞还行，但我总觉得他的表演还不是很一流，因为他的表演风格态闹了。

徐浩然：这样说也是。
早期美国电影中的有色人种，大多只能在影片中担当反角。
稍后有了正面，但也不过是忠奴义仆。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但终究还是白人的社会无疑。

假如我们放下深度阐释，仅从技术角度来看，李连杰和成龙确实不错了。
一开始他们确实是配角，可后来，不也成大片男一号了嘛。
西方观众总有个认识过程。
另外李连杰在《投名状》里就是反派吧？
刘德华他们都演过反派——好像在《无间道》里。
好演员要试图挑战自己，并且能成功突破本色。

王少磊：即便李连杰在好莱坞出演主角（他的确已经出演主角），也基本不影响我们前头的判断。
这就好比即便奥巴马当选了总统，也不能证明这是个黑人的时代。
武则天是皇上，但也改变不了男权社会的现实，她不过是他的一个特殊变态。

徐浩然：这是自然。
何况即便都在男权社会，大清太后慈溪，跟同时代的英王维多利亚，涵义也完全不同。

王少磊：这不结了，呵呵⋯⋯有人说美国文化已经形成霸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连发达的欧洲国家
，也开始对它警觉，怎么去看待这个“文化帝国主义”？
它真是搭载电影进来的吗？
怎么对待⋯⋯电影？
拒绝去看吗？

徐浩然：文化霸权⋯⋯无论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使用这种表述。
美国之所以能“文化帝国主义”，是因为它首先成为强大的文化帝国。
事实上只有强大能导致强大，其经济、政治的地位，使得价值观也受到追捧。
也可以这么说：它有力量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政治、经济地位增强了说服力。
事实是，美国的强大之路，二战后就开始了。
历史机遇是一部分，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性格所起的作用也不应该小视。

有个花絮非常有趣：萨达姆虽然跟美国打仗，但他私下还是喜欢看美国电影！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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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表达方式，确实存在一些普世价值——就算美国人把萨达姆称作恶魔，他到底还是人并且
有人性。
因此我毫不怀疑，美国电影能够得到全世界——哪怕是对手的某些认同。
要不然，美国文化为什么能成为大众文化呢？

王少磊：荷兰裔美国人房龙，是我喜欢的作者。
在《发现太平洋》里，他提到巴拿马的西方殖民者：是让土人在椰子树下狂欢——并且在十八岁的时
候快乐地死去；还是送来疫苗和知识，给他们宗教启蒙，让他们痛苦地活到六十岁（大意）？
⋯⋯我未必认同房龙的历史观，但一下子明白了：不同的教材，真能带来不同的启发。

过去我们学《最后一课》，印象非常深刻（我惟一会说的一句法语“VIVE LA FRANCE”——“法兰
西万岁”就缘自这里）：普鲁士以武力胁迫法国，不让法国学校上法语课了，那才叫文化帝国主义吧
？
现在没谁拿枪顶着交易啊（像历史课本里的鸦片战争）？
都在地球村做买卖，人家东西好你没辙啊！
而且他们也给地方上税吧？
有的还是你巴巴请过来的。
对了，我还听说《最后一课》是都德同志撒了谎？
不知是真是假？

徐浩然：房龙在中国一直很畅销，我也喜欢他的《宽容》，一部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不
断宽容的历史。
我们的官方态度，从来不鼓励贸易保护主义。
你看何时何地，喊出过Buy China（购买国货）的标语口号？
网上愤青的言论不能代表政府立场。

都德同志确实有点问题。
要知道，阿尔萨斯人的母语原本是德语，法国大革命之前，当地学校一直用德语教学。
十七世纪它被法国并吞后，才被强制改成的法语！
因此《最后一课》，只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编造。
或者你把它当成文学虚构吧！

王少磊：那也得有点影子才行吧，简直颠倒黑白嘛！
但是你注意到了吗？
直到前不久，它还在被拿来作为——反抗“文化侵略”的例子。
我们当年上课，老师对背景一点没有交代。
我只记得，他示范“情绪处理”时的哽咽朗读。
其实普法战争本身，性质纠缠，事实扭结，根本无法做简单的正反判定。
说真的，三十岁以后，我的历史观重新建构，有的概念，甚至褒义和贬义都颠倒过来。
一些人和他们的书，对我有甚深启发，前面已经提及房龙，此外还有孔飞利、黄仁宇、唐德刚⋯⋯乃
至我的朋友三糊涂（端木赐香），再有刀尔登的“中国好人”与“中国坏人”系列：看完整个儿崩溃
了。
那感觉像什么呢？
好比⋯⋯
徐浩然：好比你小时候一直读《三国演义》，然后突然看到鲁迅说“他至少是一个英雄”，然后被大
人告知史实；好比你5岁，眼巴巴等着圣诞礼物，然后被告知圣诞老人是假的。
你刚说刀尔登，这个名字我不太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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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磊：呵呵⋯⋯很是。
刀尔登是我最认可的当代写手，我们网上有些交流，但一直没机会当面请教。
前几年，他以三七的笔名，出个一个叫《玻璃屋顶》的集子，我一下子买了十几本送人⋯⋯当然刀尔
登也是笔名。

徐浩然：嗯。
例子真是太多了。
被歪曲的历史，加上文艺的涂抹，真相差不多变成了神话。
现在孩子们眼里的清朝，差不多就是还珠格格吧？
反正清宫戏的那一套。
我很久没有翻过教材了。
孩子们是否还被告知：张献忠是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
曾国藩是刽子手而李鸿章是卖国贼？

王少磊：现在的历史课本，表达的比以前缓和得多了。
即使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所谓“坏人”，我们也反对这种简单标签的做法。
你知道矢野浩二吗？
建议你去看看他的星路历程，看看他演中国电影的日本鬼子，有哪些哭笑不得的尴尬。
对了，你如何看待中国动漫？
瞅人家《马达加斯加》、《怪物史瑞克》什么的，我女儿对每个角色都熟悉，咱的《葫芦娃》、《灰
太狼》啥的听说也不错啊，为什么卖不出去？

徐浩然：《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电影版，在2009的春节档期表现不错。
据说上映一周就有4000万的票房，击败了好莱坞梦工厂的《马达加斯加２》。
但别忘了，是在中国国内的击败并非国际市场。
精神产品，跟普通产品一样，它首先得是国际化的东西。
《大头娃娃和小头爸爸》也不错，但你能想象它热卖美国吗？

王少磊：但也已经不错了。
喜羊羊那个系列，我在电视上扫过两眼，感觉制作还是比较粗糙的。
你提到国际化，《大闹天宫》是国际化的产品吗？
还有《九色鹿》什么的吧？
我们不动辄要引它们为证吗？

徐浩然：卖钱了么都？
不还是“西方获奖”嘛，嘿嘿⋯⋯陌生感什么的，咱们前头已经讨论过这个。
不足为据。

王少磊：对。
但到底做得不错，而且作为光辉历史，给“咱们中国人”长了点脸。
不过，那会儿咱们还没有那么投机吧？
至少不是为“取悦”西方评委做出来的。
现在，看样子怕是获奖也难了。
可我听说，迪斯尼的很多美术师都华裔呢，人才没有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徐浩然：如果要大卖，必须在“你觉得好”，和“大家觉得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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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维。
《功夫熊猫》肯定就是这样：他得让大部分人都觉得好玩（我同意你的看法，人类爱恨情仇都是相通
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大致看懂原版电影）。
孙悟空代表正义，但把妖怪一个个都打死，就未必符合西方的价值观了，也不符合他们主流的影视美
学。
你看《米老鼠和唐老鸭》，里面有多少死亡的主题？
老狼被火箭发射到月球了，回来照样干坏事；小狗被汽车压扁了，拾掇拾掇身体零件没事儿！
这并不只是剧情延续的需要。

王少磊：是的。
还有就是陌生化和想象力的问题。
我们的童话故事，似乎就是在大灰狼和小白兔之间展开的。
山羊很少当过坏人，然后狐狸永远不是东西。
列那是捷克故事吧？
人家是智慧的化身。
我们似乎没有成人动画的概念，故事定位总是在低幼水平。

徐浩然：对。
标签化的做法非常幼稚。
我们倒是有一些现成的原型，猪八戒什么的，都没有开发好。
好像谁改编做过“小呼噜”？
但也没能搞出来。

王少磊：按说这也不难学习吧？
但是否一定要学习？
⋯⋯得，问题又回来了：谁的标准能成为标准。
说来说去，还是那个意思：别整天一幅被蹂躏的嘴脸，赵什么与其反对好莱坞，不如想想看怎么赶超
好莱坞。
不然即便好莱坞“滚回去”了，那还有日剧韩剧呢？
对了，你怎么看待日韩影视的火爆？
他们算“咱们”吗？
好像都是所谓儒家文化圈。

徐浩然：韩剧的成功，只是在中国吧？
他们确实更熟悉中国元素，更善于运用儒家文化，相比好莱坞跟我们更贴近。
端午申遗，很多人心里不痛快，但说句难听的话，中国人寻根有时候要到韩国的，我们对传统文化的
保留和认知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还保留多少呢？
我们真的爱惜吗？
确实，日本韩国在历史上受过我们的启发，但是现在人家有力量反哺了！

王少磊：中国文化的很多领域，在日本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你可以去看看胡平的文章，绝对会叫人出汗。
知道吗？
就连《静夜思》，正宗的版本也在日本典籍里，据说是“牀前看月光”，然后“举头望山月”。
要说危机感，那些爱国青年真要睡不着觉了——睡不着光上网骂人没啥作用，还是好好想想辙把事情
做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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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然：当然，此外还有销售技巧的问题，我们哪年才有的销售理念⋯⋯和销售需要的市场环境？
另外我得指出，好莱坞大片并非总能成功，巨星也不是一直表现出色，他们失败的东东多着呢。

王少磊：那是。
尼古拉斯·凯奇的《曼谷杀手》，那叫什么啊！
《神枪手之死》我没看过，但布拉德·皮特因其获得“好莱坞烂片奖”。
人们说他“凭借喃喃而语、不知所云的表演，愣是把电影院的观众吓跑了。
”如果说电影工业化有助于生产好电影，并不等于它永远不会生产坏电影。
恰恰因为利润驱动，制片方才会真正总结教训趋利避害：它花自己的钱赚钱给自己，因此绝不会对失
败毫不在乎。

徐浩然：“烂片影后”什么的，好像妮可·基德曼也都当选过。
现在大陆电影也在商业化，至少有一部分旗帜鲜明地走商业路线。
我们在努力赶上，虽然步履艰难。

王少磊：现在朋友圈谈到做影视，首先要问问什么路线。
若是主旋律的东西，多半有政府投资确保发行，若是纯粹的商业路线，那就要把卖点找对，并且宣传
到位。
其实香港的电影工业比较典型，它在弹丸之地取得的成就，几乎可以用辉煌来形容。
你只有把电影当成商品，才可能按照科学的办法生产销售。
就举一个例子：你看它们无论多小的龙套——大暴牙阿苏或者如花姑娘，都有极其专业和出色的演员
。

徐浩然：这很正常。
大陆的文化体制与港澳台完全不同。
不过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你是否发现中国缺乏灾难片？
这可是超越社会制度，而主要跟民族性格有关的。
几千年来内部外部天灾人祸，中国人经受的摧残还少吗？
日本还有个《日本沉没》呢，可咱们的危机意识和反思精神呢？
即便我前段时间看的一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惊天动地》，也不过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讲述的是部
队官兵对地震现场进行援救的故事， 这种感人的“方式”与西方灾难片主要讲述人类面临的不可预知
的灭顶之灾，以及人们在应对灾难时候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例如韩国推出的一部反映海啸
的灾难大片，叫海什么的⋯⋯让我在此对韩国片刮目相看。

王少磊：昨天在宾馆看了个灾难片，HBO放的，是真好。
有技术支撑的场面，有情节支撑的人性，反正我被吸引住了、感动了⋯⋯老实说吧，我还流了眼泪。
有爱情有亲情，有坚强有怯懦，有伟大有卑微，有歌颂有批判。
差不多就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们真实的情感需要。
若按高中老师的要求弄个观后感，我还真能写一点教育意义出来。

徐浩然：西方的文艺工作者，为提供新鲜元素，几乎想遍了所有的可能。
就是同样的主题，也变体可以放在任何场景里：监狱、荒岛、轮船甚至外星。
你看最近的美剧《越狱》多棒啊。
以前我们凭空认为，一个罪犯是没有任何值得弘扬的东西，实际上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记得我在广东电视台工作期间，曾经采访过一百多个死囚，感受很深很深。
我就采访过一个杀人犯，他居然在作案后抢救了一位落水儿童——这就是你所谓“复杂而真实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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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现实案例。
《金婚》看了吗？
就是因为展示人的“真实复杂”而广受欢迎的。
我们的艺术态度，也折射我们的民族心态吗？
我希望国人的胸怀气度，能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而能把镜头投向高墙之内，或者⋯⋯
王少磊：是的。
看他们的东西，常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薛姨妈夸宝玉要吃的“小荷叶莲蓬儿汤”：“你们府
上也都想绝了”。
《苜蓿地》你想必知道？
还是怪兽的题材，但全片用便携摄像机的镜头来讲述！
他们的种种变体翻新，一时也难以尽述。

《金婚》没看。
我一瞅见主要演员的那张老面孔就换台了⋯⋯但片子也可能确实不错。
总之要善于在英雄身上发现脆弱与阴暗，然后在小人物身上发现伟大和崇高，这些都能格外打动心灵
⋯⋯格外能成为卖点。
BTW，什么“铁嘴铜牙”、“刘罗锅”也恶俗得过分。
有些演员不是不好，而是太审美疲劳了——腻不腻啊！
自己不腻观众也腻。

徐浩然：不过“铁嘴铜牙”、“刘罗锅”很成功呀！
它们也算是拿准了受众的脉搏吧？
只不过这受众是普通百姓，人家不是拍给你精英看的⋯⋯看他们发行不错，随便调到哪个台都有，表
面上全国有那么多频道，可有时候最尴尬的就是：大家都好像是一个台。

王少磊：你才精英呢，不许骂人。
我是说，它的“封建思想”和低级趣味。
不过王刚跟和珅（我是说文艺作品里的和珅）倒是绝配，很典型、很卡通、很夸张、很传神。

徐浩然：李保田总还行吧？
我记得，你喜欢他《过年》里的表演。

王少磊：李保田也算有戏的，这样的男演员中国很有几个：李雪健、孙红雷、刘佩琦、陈宝国等等，
但是电影的成功与否主要不取决于演员。
嘿嘿⋯⋯咱们还接茬儿说人性吧。
美国电影，最善于分析人性阴暗。
他们心理类型的更绝，有时极端分裂，但仍真实可信。

徐浩然：《美丽心灵》之类？

王少磊：好像很多，但我一时想不起名字了都。
有的是心理片，另外一些，是含有这个元素，总之不仅仅是娱乐，还真是“寓教于乐”。
对了，刚看过部《机动杀人》，是美加合拍吗？
前面觉得老套幼稚，然后就有安吉丽娜·朱莉的床戏，正感叹低劣得可以，突然剧情就有转折了⋯⋯
算不上好，但也说得过去了。

徐浩然：现在的中国的文艺作品比起过去的是好得多了，人性不再是什么忌讳；实际上，也经常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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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动的东西。
你总不能说，你从未被国产片感动过吧？

王少磊：是的。
电影，我记得是从《焦裕禄》开始的，该影片虽显笨拙但已属不易：焦裕禄，有七情六欲，多好，虽
然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也应该是个好朋友。
爱情当然尚不能够，至少已经有亲情浓郁——他另有对家人的爱，在对党和对同志的爱之外。
不过，通过骂孩子来显示大公无私，还是不免为外人批评：凭什么啊，父母有什么权力绑架孩子的信
仰？
等等。
这部电影就得李雪健来演，他后来演宋江我一点也不奇怪——那是多复杂的一个角色啊！

徐浩然：《刮痧》你肯定看过，那突出反应中西差别，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电影的进步，这应该很让中国的电影人感到欣慰。

王少磊：呵呵⋯⋯我可能在一些场合，对某些问题有尖刻表达，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容忍自己保留偏
见——这该是一个写手的基本素质吧？
给人以偏激的印象真失败，作为一个关注传播的教师。

当然有进步。
《开国大典》里，小平已经抢主席的香烟了。
虽然有点卡通，但看得出导演的努力，足以说明创作环境的进步。
但现在唐国强他们还是端着，根本不是外形像不像的问题（感谢上帝，他们已经很像很像了），你看
王铁成耷拉着的胳膊⋯⋯听说他们参加活动，都挥手做神采奕奕状？

徐浩然：古月当年，掀起过多大的社会关注。
他的去世，也在网上引发了争论。
《亮剑》怎么样？
你怎么看待它的热播⋯⋯你是否喜欢李云龙？

王少磊：我只能说喜欢李幼斌。
李云龙不同于以往中国电影的英雄形象，他开始有了缺点，有了失败，甚至导演让他说了粗口。
你能想象文革中——许云峰一口一个“老子”吗？
国骂虽然人人不免，但过去在银幕上，我们只看过蒋介石（孙飞虎）说“娘希匹”⋯⋯如果你说进步
，这可以看成是进步吧。
顺便说一句，孙飞虎脸上的阴郁，我只从林彪的脸上看到过——我是说林彪的扮演者，我相信随着文
艺思想的进步，还将有更立体的他们被塑造出来：蒋介石、林彪、游击队长以及日本鬼子等。

徐浩然：所以文艺思想，或者更深层次，创作空气很重要，并不只是导演、演员的问题。
李云龙相比李向阳的变化，其实就是社会本身的变化，是中国电影文化近些年来变化的一个缩影。
按郭德纲的话来说，我很欣慰。

王少磊：当然。
不过，李云龙这个形象，也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如果不是站在艺术的角度，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则我反对这种解读和叙述。

徐浩然：对，这是两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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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原著还有文革的部分，也许里面有一些反思。

王少磊：咱还是就业务层面讨论吧！
还有刚才提到弱势文化，我只是想强调，弱势文化是一个现实，在这个现实之下，文艺工作者该如何
作为。
对了，东北小品为什么能够流行？
跟赵本山个人的努力有关吗？
我很难想象，靠黄宏、潘长江能有此成绩？
假如放弃伦理思考，我觉得赵本山的表演确实最好。
因此一方面，别的演员无法逗我发笑，但是当他成功逗我笑时，我又在心底隐隐抵制⋯⋯你明白我的
意思吗？

徐浩然：关于赵本山的美学批判，可以提炼出无数子命题。
你的意思我虽然明白，这里还是不多说了吧。
东北小品以及二人转的流行，跟地方语言、地域文化本身也有关系，因此黄宏、潘长江对此都有贡献
。
我一直觉得东北人是中国最幽默的人，你也许可以认为东北话不好听，但无论哪里的人都能大致听懂
。
四川、上海都有优秀的滑稽艺术，但因为语言障碍不容易推广。

王少磊：四川话再难也难不过粤语吧？
广东话可是时髦啊，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唱几首粤语歌。
霍元甲的主题歌我也会：分谁扒年，国银渐已醒⋯⋯而且，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了吧
？

徐浩然：那也只限于模拟粤语发音唱几首歌曲，因为粤语的发音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在于，普通话只有
四个声调，粤语却有九个，比七个音律还丰富，所以粤语歌尤其好听⋯⋯语言是文化最紧要的部分。
例如网络文化冲突，最主要的表现即语言冲突。
因为它不仅是信息载体和交流工具，更有民族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征服者会强制推行他的语言，接受了那个，就等于不知不觉认同了文化⋯⋯⋯⋯在你们的传播
学教程中，这该是常识。

互联网使用英语，操作系统是Windows，这里面就有文化霸权，但你又能怎样？
因为在英语强势的背后，是我一再提到的政治和经济。
例如粤语流行，跟广东香港的强势经济有关吧。
顺便说一句，粤语对我不是障碍，四川话也不是，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我是能说中国五种方
言的主持人，因为我在这些地方都生活过三年以上，嘿嘿⋯⋯国内像我这种人恐怕不多。

王少磊：那反映在东北小品的个案时，为什么经济强势不起决定作用了呢？
也许因素很多，而哪个因素活跃具有偶然性？
粤语的流行，至少跟一个因素有关：香港的殖民地文化。
香港、上海、青岛、哈尔滨⋯⋯甚至天津的城市文化，都有殖民文化的因子吧？

你怎么评价孔子学院什么的？
是否有助于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咱就不谈文化殖民了呵）？
应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帮助汉语获得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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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然：孔子学院，我觉得是好事。
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符合身份。
有一种观点，你知道的，文化竞争力是持续的、长久的甚至是最根本的国家竞争力。
换句话说，最终打拼的是这个软尺子。
至于官方推动是否有效，我以为毋庸置疑——它最有力量嘛。

王少磊：不应该只是钱的问题，而且文化不可能靠强制。
打个比方，你评的“五个一”若无艺术糖衣，人家不爱看又有什么办法？
就算组织收看也是无效收看。
再说政府有多少资源呢，如果只靠资金划拨或者政策扶持？

徐浩然：当然不是说仅靠政府。
借用一个现成的表达：政府搭台，市场唱戏。
最好的情况是：事情是正经事儿，政府认可；然后做事的企业又有钱赚。
不能说光靠文化国营企业，或者具体的文化国有项目，要有更多的民间力量，无论公司还是个人。

（摘自《然而不然》第七章：“时评人的聒噪我们的失语”）
《然而不然》书评之一：
惠赐？
不如愚送！

先从书的扉页说起，几乎所有书的扉页都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用处大致有二，对于我这样善于遗失
的主，老老实实的写上姓名学号等等，最好把带有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的寻物启事，以及悬赏之额顺便
写上，或许还可为失而复得提供一丝可能。
但事实却是，我父母差不多供养了一对双胞胎读小学，因为每个学期，我的教科书都是需要两套的。
白纸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供一些作者在上面写上“x兄：雅正！
”之类的近乎炫耀的签名，因为几乎没人在受书之后会不知趣，即使书中多有不雅，其人雅兴料也难
以大发。

有人列举我行事种种乖张之处的其中一条，就是我曾经在所有的教科书扉页，都把编著者的名字写上
，然后加上“一川兄：雅正！
”，以致很多人对我肃然起敬到摸不着头脑---这厮如何认识忒多大拿---及至明了其中就里方才恍然大
悟。

有时也有例外，少磊送书，从不让我发发“雅兴”去斧正之类，却每每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上书评，
《然而不然》是少磊送的第三本书。
某种意义上，少磊是我最大的债主，尤其是我赶在虎年之前将房贷还清之后。

《然而不然》，是一本非暴力打架的书，事实上除了男人共同的一点小九九，坐在这本对话语录两边
的两个男人并无共同之处。
一个是自恋到可以为赵本山的《捐助》现场鼓掌的公司高管，一个是自嘲到连住处都要一天自讽几遍
的高校教师。
但奇怪的是，他们表面的自恋和自嘲，在我这个旁观者眼中，恰似一张黑白胶片负片所表现的颠倒，
徐氏浩然的自恋，却处处体现出一种在意到极点的某种程度的自卑，王氏少磊的自嘲，却是另外一种
改头换面的自傲和孤高。
也许这个评语下的让两位作者不高兴，但如果换了这么个角度去看这本厚的有些不厚道的书，就明白
了两位作者掐架的初衷，和他们不和也不同，却能在一本书上坐而论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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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对话，既典型，也真不典型。
典型的是他们煞有介事的在讨论一些熟稔的话题，公司、企业、公关⋯⋯甚至小姐迷信之类的子所不
语，两位也正襟危坐的娓娓道来。
与典型话题相左的却是二位所不按部就班的叙述方式，尤其是王氏少磊，一个以抬杠为主义的主（预
告：我给王氏少磊的第二本书《沉默的螺旋》的书评《抬杠是一种主义》即将面世），好像生怕和徐
氏浩然同一个意见就玷污了纯洁的人格，非得抬杠。
抬杠是可以的，但为了抬杠而抬杠，甚至创造条件的抬杠，就未免不厚道，尤其人家还是这本书的腰
包和钱袋，就更加不好了。
不过，换一个思路，抬杠就是对话体的生命线，尤其在我们这个混乱到有些不着边际的世界，说一些
人多嘴杂的企业公关文化话题，想不杂乱无章，想不自说自话，想不唇枪舌剑，想不制服诱惑，想不
嘿咻盗撮⋯⋯确实很难。

最后，说一点人类会说的话，这本书出来以后，少磊感慨，他的本意是和我对话的，我也依稀记得在
那个号称中国最豪华的学生公寓某房间某个卧谈到睡眼惺忪的瞬间，我们有过那么一个默契。
但是捧着这本也许是早产的书，我还是得说，读读书，是有用的。

（作者：王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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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浩然：品牌理论与实践专家、北京大学博士后、远东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品牌官。
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山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历任云南卫视、广东卫视、江苏卫视主任记者、高级编辑、总主持人等。
曾获全国十佳“金话筒“主持人，年度中国最佳新闻评论主持人。
出版《错悟》、《浩然观点》、《个人品牌》、《文化产业管理》等书十余部，多所高校兼职、客座
教授。

王少磊：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开课“网络传播”与“媒体策划”，是典型的文学中
年和非典型的新闻工作者。
曾印行《沉默的螺旋——王少磊传播学笔记》、《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并有电视专题与报纸专栏
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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