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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梦，每个人都有，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为了实现梦想，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路上奔跑，寻找、追求着属于自己的梦。
2008年8月8日，就在奥运圣火在“鸟巢”(国家体育场)点燃的那一刻，中国人终于实现了百年的奥运
之梦。
“One World，One Dream”这句奥运主题标语早已成为北京街头最耀眼的亮点，而“Welcome to
Beijing”则成为这个城市在2008年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
2008年也是老外们筑梦、寻梦、圆梦的一年，而中国北京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这一点人们从北京2008年奥运会诸多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被打破上就不难看出。
人们不会忘记奥运会开幕式上，3000名中国男青年着古人衣冠，模拟孔子3000弟子，齐诵《论语》的
场面。
其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名言响彻“鸟巢”上空，表达了中国人民欢迎远方朋友的热情。
在奥运会上，人们发现：中国是个实现梦想的好地方。
中国人一向有好客的传统，来中国的奥运选手和观光游客都会感到东道主的真诚。
不少选手在赛场展示“谢谢中国”的条幅，不少游客也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的谢意和好感。
尽管中国人经历了雪灾、地震的伤痛，遭遇了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过程中的不快，仍然热诚地欢迎来
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说过：“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
”来过的朋友，无论短期旅游，还是长期居留，只要不带偏见地观察中国，都会感觉到中国改革开
放30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许多问题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这个国家朝气蓬勃、生机
盎然、充满希望。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许还算不上丰饶，然而这片土地适于播撒梦想的种子，而且不少有心人已经收
获了丰硕的果实。
这些成果的含金量并不亚于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
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梦”、“樱花梦”曾吸引了相当一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而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回
归。
一些外国人也发现，他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可以设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梦”目前还不是个常用语汇，可是谁能断定今后的使用频率不会越来越高呢?不少出去的中国人
学习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返回故乡创业，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海归”。
相当多的“老外”怀揣梦想、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进入中国，已经把他乡当故乡。
这不正是“中国梦”的吸引力吗?发达国家很发达了，提升的空间反而不那么明显。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倒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比如中国，30年发生的剧烈变化世间少有，这就给国家和个人都提供了许多机会。
不管是“海归”、“老外”，还是一直扎根故乡的中国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他们都是地球村的公民。
我们祝福所有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都能获得好“收成”。
本书延续了《老外的中国情结》的风格。
几位作者分别采访了19位来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朋友，并从他们身上收获了不少感动和启迪。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发现他们各自拥有的梦想。
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中国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追寻中。
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个体经验和生命价值，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的一些现状。
其实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更有话语权
。
这些人的故事如果能让世界各地的朋友认识新的中国，能帮助填平地球村里的一些沟壑，能化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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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间的坚冰，那将是我们和我们采访过的“老外”朋友们最大的心愿。
2008年中国人曾痛感：中国与西方间的墙壁太厚了。
但是当我们看到“神七”的宇航员在太空漫步时，又觉得这世上还有什么障碍不能逾越呢?问问这些活
跃在中国的“老外”，或许他们会给你理想的答案，因为他们在中国感受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梦想，每天都在实现着。
 绿杨 2008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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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外的中国梦》延续了《老外的中国情结》的风格。
作者分别采访了19位来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朋友，并从他们身上收获了不少感动和启迪。
他们中有资深记者、编辑、翻译，有多年从事环保的生态学者，有老外交家，有影视、戏剧界初露锋
芒的新人，有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红孩子”，还有中国奥运军团的洋教练⋯⋯从他们每个人身上，人
们都能发现他们各自拥有的梦想。
他们那些或大或小的“中国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追寻中。
他们的故事展现了不同的个体经验和生命价值，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的一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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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绿杨，本名杨珍，高级记者，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工作，供职于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
，写过不少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现状的文章，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这些文章有的编辑成书，有的获奖。
近年来他开始关注外国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曾担当《老外的中国情结》等书的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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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龙的天空与阳光一起灿烂本扎的功夫梦保卫人类家园的“洋劳模”胡同创意文化衫，时尚新标志梦
想周游中国的西班牙女郎难以割舍的中国情英国的“老北京”半个世纪的中国情我的快乐中国生活贫
嘴石英山的北京生活追寻儿时的梦以笔为生，走过二十四个春秋穿中国队服的日本教练她的春天在中
国最中国的俄罗斯人别拿我当老外中国舞台上的日本猴王13亿人尊重的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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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龙的天空瑞典人JohanBi6rkst6n的脸已被很多中国人所熟识，虽然他的本名不太为人所知，由本名的
意思“白桦林里的石头”衍生而来的中国名字“白石桦”也算不上显赫，但他的绰号“大龙”在中国
却十分响亮。
因为人们发现，这个瑞典小伙儿中国话说得特棒，即使和伶牙俐齿的职业主持人斗嘴皮子，也绝不落
下风。
凡有他参与的电视节目，总是气氛热烈，掌声、笑声不绝。
但是千万别以为，这家伙的特长只是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要知道，这不过是他语言才能的一部分，而
他在商业上二的成就更是非同凡响，令人称道。
热闹的马路不长革中国人喜欢聪明人。
大龙聪明得都“绝顶”了，所以他在中国很受欢迎。
一个分子动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会六国语言，学过歌剧，组织过自己的乐队，在北京电台做过DJ
，对中国书法文化颇有心得，曾出版过教外国人学中文和研习中国书法的书籍，迄今一直畅销美国、
瑞典等地。
此外他还偶尔客串电视厨艺类节目，教人们如何做西餐伺候中国胃口。
他在电台做DJ挺受欢迎，而上电视做节目，也让电视台的收视率有了保证。
1994年，大龙组建自己的易为公关公司，成了易为的董事长。
他还参与创立瑞典中国商会并担任商会副会长之职。
上电视、做生意、写书，还要建网站，每件事他都能做到行内顶尖水平。
这让不少认识他的人感叹：大龙的天灵盖下到底蕴含着多少智慧？
著名洋笑星加拿大人“大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个标杆。
人们把中文“说得和大山一样好”当做一种高度评价，而中文“说得比大山还好”的外国人，那简直
就是凤毛麟角，大龙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
很多音乐爱好者还记得当年有个叫大龙的瑞典小伙在电台里向中国人介绍北欧音乐，他们一方面开拓
了过去不太熟悉的音乐审美领域，一方面认识了一个中国话说得极好的瑞典小伙。
后来大龙在电视节目《教你做西餐》里教大家做西餐，又让很多电视观众喜欢上了这个性情温和、心
灵手巧的居家好男人。
那一口纯正的“京腔”更让大家听得兴致勃勃。
如今，上到中央电视台下到不少省市的电视台、广播电台都乐意拉他做节目，他的机智和幽默往往给
节目增光添彩。
无论听众还是观众，一致认为大龙的中国话“说得比大山还好”。
孤陋寡闻的我却是在一档体育节目中初识大龙的。
大约10年前，中国球迷最喜欢的“乒坛常青树”瓦尔德内尔来华和中国的体育迷亲密接触，当时现场
担当翻译的就是大龙。
瓦尔德内尔曾与号称“乒乓球王国”的中国7代顶尖高手抗衡了十几年，拿过世界上包括奥运会在内
的所有大赛的男子单打金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满贯得主”。
在他之后，也只有中国的刘国梁、孔令辉达到了这个高度，而世界上无数选手还在苦苦地追寻着这个
“终极目标”。
有“游击队长”美称的瓦尔德内尔，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永不言败”精神，神出鬼没的战术以及极富
观赏性的球技，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和喜爱。
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瓦”，每当老瓦在中国出现，总能引起轰动。
这一次，老瓦在CCTV体育频道和球迷对话，身边坐着面目清秀、温文尔雅的大龙。
准确生动的翻译，时不时再加上几句插科打诨，把现场的气氛调节得活跃、欢快。
我注意到，他的中国话词汇量很大，而且发音和语感都无懈可击，只听声音，绝对不会想到这是一位
碧眼金发的外国人在说中国话。
当然了，他的“金发”不太茂盛，头顶上已隐隐出现了一个“地中海”，和他那张阳光、年轻的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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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大相衬。
这让我想起葛优的名言：“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后来我开始关注大龙，发现他在电视台的出镜率挺高，他的机智幽默使他在观众中赢得了不少“粉
丝”。
可以说，瑞典人在中国最出名的是老瓦，第二差不多就是大龙了。
博格、永贝里的知名度在球迷之外不好统计。
知道古斯塔夫国王大名的中国人数量也相当有限，但知道大龙的中国人可能是瑞典总人口的N多倍。
把大龙的知名度排在老瓦之后、国王之前，丝毫没有对王室不敬之意。
我只是想说明，瑞典小伙儿大龙在中国挺讨人喜欢，而且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很有人缘，有点“
老少通吃”的劲头。
大龙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成绩可观。
特别是易为公关公司成立之后，大龙的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已成为同行业中的旗帜。
难得的是大龙还擅长理论总结，他的专著《中国式公关》一版再版，已被中国同行视为值得研读的教
材，被外国同行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指南，有媒体甚至认为大龙“颠覆了中国的公关业”。
虽然大龙一再表示，谈不上“颠覆”，只是想提出一些观点“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研讨”而已，但他的
成功，以及乐于和大家分享自己经验的气度，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赞许。
前不久，我和大龙在易为公关公司的办公室里相见，发现他的模样变化不大，笑容依旧富有亲和力，
只是“地中海”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锃亮的脑门似乎比电视里更醒目。
不过，这倒在他的儒雅气质之中增添了几分“酷”的感觉。
大龙自报身高1米80，我深表怀疑，感觉他起码少报了5厘米。
他白嘲说：“那是因为我脑门太亮，显高。
确实只有1米80。
”至于过早谢顶是否是家族基因的问题，他告诉我：“与遗传无关。
我爷爷头发茂盛，爸爸的也还算浓密，可是我刚十几岁头发就开始稀疏了。
爷爷身材1米90多，爸爸稍矮但还是比我高。
三代人的身高和头发都呈递减态势。
爸爸曾叹息：‘个头越来越矮，头发越来越少。
’我说：‘头脑越来越聪明。
’爸爸哼了一声，说：‘未必。
”’。
其实，大龙的老爸从来没小看过儿子的智商，只是没想到他的儿子后来会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在中
国会有那么大的名气。
机灵的小子创意多1964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大龙出生在瑞典的Lund大学城，爸爸妈妈都是那里的大
学生。
爸爸是芬兰血统，妈妈是瑞典人。
大龙之下有一弟两妹，弟弟是爸妈领养的孩子，来自韩国。
已经退休的老爸前几年还在爱沙尼亚“发挥余热”，最近又到南非开巡回讲座。
妈妈以前在澳大利亚，近年来返回瑞典帮大龙的大妹妹照看小孩。
大妹妹学过物理化学，当过记者，目前在诺贝尔博物馆负责对外联络。
小妹妹在苏格兰读兽医之后在瑞典开了自己的马医诊所。
大龙说：“我们一家子都喜欢闯荡，出去开阔眼界。
”似乎整个家族都有行走世界的爱好。
大概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国际化家庭”长大，大龙天然具有世界公民的意识。
大龙在中国当主持人成名绝非偶然，当初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显露出主持人的潜质。
小学一年级，孩子们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玩具拿出来交流，Johan同学就煞有介事地充当起拍卖师。
木槌一挥，神气之极，儿童的天真与拍卖师的豪迈奇妙地集于一身，充分展现了小Johan驾驭现场气氛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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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小Johan很可能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拍卖师，学校和家长都没想起申报吉尼斯纪录绝对是一个严
重的失误。
那一天，Johan拍卖师给同学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姥姥提供了永不厌倦的话题和反复回昧
的华彩篇章。
瑞典是个美丽的国家，到处是森林。
大龙小时候常常和爸爸骑上自行车，三摇两晃就到了森林深处。
那时他还经常和爸爸一起去看冰球，自己的“小爪子”握在爸爸温暖的大手里，嘴里一边嚼着“热狗
”一边为本地的冰球队呐喊助威。
这些都是大龙童年美好的记忆。
大龙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接触，是7岁时爷爷带他到中国餐馆品尝美食。
“我一进餐馆就被浓郁的中国文化所包围，碧水丹青，雕梁画栋，从那一刻起我便对这个有着5000年
文化的泱泱大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然，这个泱泱大国的佳肴对于小孩更具诱惑力。
小Johan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以此作为向同学和小朋友们炫耀的资本。
要知道Johan同学是个有深度的小孩，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不会仅仅限于饮食文化这部分。
他到博物馆参观文物，学着欣赏中国字画，虽然还不能全面地、系统地接触中国文化，毕竟为后来成
为超级“中国通”做了最初的铺垫。
中国人通常把14岁的男孩称为“小屁孩”，其中很有爱恨交加的意味。
有人说，半大小子“鬼见愁”。
想想看，鬼见了都发愁，他们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能力有多强。
乖孩子不是没有，但比例偏低。
成年男子包括我老人家在内，回首14岁前后的往事，自己都觉得“劣迹斑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事
迹。
我相信，其他国家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未必“乖”到哪儿去。
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里有个半大小子凯鲁比诺，作者的角色提示是，“这是一个天下所有的母
亲都希望有的，也是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头痛的孩子。
”足见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孩一样“淘”啊！
但是，我们的Johan却能在14岁时，办了一件让大人们刮目相看的事。
这个时期Johan热衷于收藏啤酒罐，手中啤酒罐的花色数量已形成一定规模，为了能和有共同爱好的人
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他产生了一个念头：组织啤酒罐收藏协会。
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收藏啤酒罐的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啤酒罐收藏协会即将成立，最先打进电话报名者，可领取3个美国啤酒罐⋯⋯”大龙提起这件往事，
脸上难掩得意之色。
“结果竞有70多人来电话，没有那么多啤酒罐，只好说对不起，您来晚了，啤酒罐发完了。
协会还真的组织起来了，最终参会的有30多人，每个会员一年交50瑞典克朗（相当于50元人民币）的
会费。
我因为是发起人、N0.1 ，就当了会长，N0.2 有50多岁，任副会长。
我在20岁后去干别的事，但协会一直在活动。
2003年我还接到一封信，得知那时协会会员已发展到600多人。
估计现在规模会更大。
”协会的成立对于啤酒厂商绝对是利好消息。
所以，没过多久，啤酒厂商的行业协会就来联谊，请媒体来采访这位年轻的啤酒罐收藏协会会长。
于是Johan会长接受采访，被拍了不少照片，15岁就成了新闻人物。
一个14岁的孩子发起组织了一个民间协会，会员多数比他年长，副手比他父亲还大，竟然心悦诚服地
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协会在这个小孩子的领导下，还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瑞典
大概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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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半大小子还在淘气时，Johan同学已显现了领导者的气质和能力。
这大概是他后来在中国商界取得成功的原因吧！
16岁时，看到老爸发表科学论文需要手工绘制不少图表，他从中嗅出了商机。
他去注册了一个制图公司，小试牛刀就颇有斩获。
“那个时代，家用电脑尚不普及。
我的公司正好顺应了社会需要，还真承接了不少业务。
后来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一个帮手。
那时我每月的收入比成年人的工资还多，一个高中学生能赚这么多钱，让我很有成就感。
”西方有句谚语：“人不能同时骑两匹马。
”与中国人常说的“一心不可二用”意思相近。
但是Johan似乎擅长一心二用，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经营自己的公司，居然成绩都不错。
问及诀窍，大龙狡猾地一笑，“我钻了瑞典教育法的空子”。
瑞典义务教育和中国一样，也是9年。
一至九年级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教育，90％的人升入高中。
瑞典教育法中有一条规定，如果学生感觉教师对自己有偏见，可以到别的学校考试，成绩也算数。
Johan学研究这条规定后，心中暗喜。
他自信不上英文课拿一个优秀没问题，就去考了一个学分免上英文课。
当别人还在和英文较劲时，他又悄悄地攻下了德文，学校开德文课时他又免读。
总是领先一步，就总能优哉游哉地少上课多拿分，用此方式依次拿下化学、生物、社会科学、哲学和
宗教学等课程。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估计，老师们对他本来没有偏见，后来就算有了偏见也无可奈何。
直到今天，大龙还清晰地记得自己那时上课的规律：周一不上课，周二下午2～5时上课，周三全天上
课，周四上午9～12时上课，下午便放了羊，周五更是不见踪影。
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当他的“小老板”。
据说，现在的瑞典教育法已经取消了这条规定，大概是因为Johan这类学生的“合法逃课”对学校的管
理不利，而且有伤教师们的自尊。
这个“空子”一堵，以后的学生智商再高，也无法复制Johan同学的学业商业双丰收的奇迹了。
维京的小伙闻北京Johan的大学教育是在UppsalaUniversity完成的。
UppsalaUniver-sity是一所1411年成立的欧洲老牌大学。
Johan同学在大学里继续彰显他的聪明才智，尤其是语言天赋。
他的英文底子不错，加上在美国上过一年学，英语的听、说、读、写和母语一样流利，法语、德语也
能轻松阅读。
在军校受训时他又学了俄语，虽然有校方强制的因素，Johan还是觉得乐在其中。
“那时规定我们每周必须背下三、四百个单词，小册子40页的内容。
周五考试，瑞典文译俄文，连续三周不及格，就要被罚直至开除，如果开除就会被派干最无聊的军活
儿，比如打扫厕所之类。
有压力就学得快，我虽然直居最后几名，但是始终没被开除，一次也没被罚过。
”欧洲人学英、法、德语相对容易，有很多单词都一样，会几种欧盟范围内的语言的人不算少。
但俄语的发音、书写差别较大，特别是语法的变格、变位挺复杂，但Johan还是在一年之内学会了。
而且，学语言的经验也由此被军校“逼出来了”。
他说：“不仅喜欢，还要刻苦、自律。
学语言必须下工夫，一句话：兴趣加上逼自己。
”这经验用在学中文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就。
他学中文的积极性是毋庸置疑的。
当年爷爷、爸爸领着他到中国餐馆大快朵颐时，他已经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大之后想学一种与欧洲语言差别较大、比较特别的外语时，他一向崇拜的当作家的伯伯给了他决定
性的指导：“你应该学中文，别看中国现在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毕竟是个几千年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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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而且发展势头一直向上，将来会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
”他在斯德哥尔摩学了两个学期中文。
“说老实话，刚开始时还是有点怕的。
”大龙承认。
在西方，人们把学中文视为畏途，形容某件难事就说“比学中国话还难”。
Johan同学有点发怵也很正常，但军校的经验帮了他。
两周掌握课本80页内容，“兴趣加上逼自己”，每逢考试都顺利过关，这大大地鼓舞了大龙的士气。
他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注重发音。
如果口语老师的发音不准，宁可听磁带。
他就遇见过一位南方口音很重的老师，总说“粟上有一滋了（树上有一只鸟）”。
“鸟”“了”不分，汉语拼音Z、C、S与zh、ch、sh不分。
于是他就重施中学“逃课”的故伎，自己听磁带学习。
“学任何一种语言都要重视发音，发音准了，书写一般就不会错。
”后来他到中国，一开口讲话就让中国人听着顺耳，人们得知他只学了一年中文，而且是在斯德哥尔
摩学的，无不表示惊讶。
1986年，他得到一个到中国当陪同的机会，终于可以一圆他的中国梦了。
不过，一下飞机他就遭遇了“温柔一刀”。
“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是在1986年的夏天。
当然了，那是个天气燥热的夏天。
当时我要从机场打车到市区，出租车司机要价50美元。
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价钱，但凭着我去过许多国家的经验，我知道我应该跟他讨价还价。
最后我们以15美元成交。
后来才知道，我还是被‘宰’了。
”这一刀“宰”得还不太痛，所以一直被他当成一段有趣的往事屡屡提起。
毕竟得大于失，他在北京的那段经历成为终生难忘的回忆之一。
当然还有这段经历伴随着一般瑞典人难以承受的酷热。
“那次我住在复兴门边上的一个小旅店，每个房间住8个人，因为价格是每人每晚8元，很便宜，大多
数的客人都是卡车司机。
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我身边随时保持7个免费的中文老师。
卡车司机们来来往往，我就有了数不清的中文老师。
”他的“如意算盘”一方面可以真正接触这个国家的普通人，一方面可以最高效率地锻炼口语。
司机通常见多识广，掌握最鲜活的词汇，而且喜欢与人交流。
在三个星期高密度的Q&A游戏中，大龙的中国话有了质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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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外的中国梦》：中外文化交流系列。
梦，每个人都有，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为了实现梦想，每个人都在生活的路上奔跑，寻找、追求着属于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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