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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前言

　　有人把在海外出生的华人称作“香蕉人”，他们熟悉西方文化甚于中华文化；他们不会说中文、
或者不喜欢说中文；他们是黄皮其外，白瓤其内。　　还有人把一直生活在中国的白人称作“白煮蛋
人”，他们说中文的时间远大于说他们的母语；他们的外表还是白色皮肤，但他们的心已变黄，因为
他们的行为已经变得完全中国化了。　　而长年居住在海外的我，虽然越来越适应于西方的文化，但
我发觉我的内在都还是黄颜色的；虽然人生活在白人世界，可我跳动的心始终是向着中国。可见，我
既不是一个“香蕉人”，也不是一个“白煮蛋人”。那我又属于哪一类呢？有一天，在一个水果摊位
前，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生活在海外的“芒果人”，其外在是黄色，其内在亦是黄色。　　随着
中国与西方洋人交流和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发觉相当多的中国人始终抱以“中国思维”来理解洋
人的心理；始终在以“中式语言”来与洋人进行沟通。只可惜，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为自己争
取到应得的利益。至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研究洋人的习性”仍是一门未被中国国内充分引
起重视的学问。　　于是，我越来越认识到，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要帮助中国人成功地去跨越西方
洋人所设的一个个坎，其责职就落在了熟悉洋人习性的西方“芒果人”身上。西方培养出了很多“中
国通”。同样，中国也需要更多的“西方洋人通”。我在本书中所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在“看穿洋人
”方面的所有宝贵经验。　　其实，我在本书中所讲述的一些西方洋人的特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白
人。当然，生活在西方白人社会中还有不少其他人，虽然他们的肌肤并非白色，但由于受白人的影响
太长了，其内心、其思维已经完全白人化了，就像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有人说：奥巴马是“一半白人
、一半黑人”。那么，就让我这个“一半非白人、一半非黑人”来帮助你看穿“洋人的密码”。　　
我真诚地期待本书是一本中国人与洋人有效打交道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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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内容概要

西方为何有人会赞同他们不了解的达赖？
西方人为何妖魔化“中国制造”，视之为洪水猛兽？
中国经济真的受制于西方大国吗？
随着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交流越来越多，国人经常对洋人的一些行为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换了我就不会这样做⋯⋯”
此时，你想过没有，除了外表和中国人完全不同之外，洋人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和我们也是不一样的！
你的外语说得很流利？你觉得精通外语就能和洋人顺畅交流？两个人用同一种语言说着不同的话，也
算是鸡同鸭讲吧！
你知道吗？
洋人根本不懂得“三思而后行”
洋人不会为任何感情因素而感恩
洋人的思维方式十分原始和简单
洋人为了利益可以得罪朋友
洋人对别人的情绪控制要求很高
洋人从来不懂如何“领会精神”
洋人和人交往时从来只关注自己的感受
洋人为了保护自己，轻易不会“见义勇为”
洋人的超强自信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洋人轻易不走中间路线
⋯⋯
这本书的作者长期在洋人世界生活、经商，积累了与洋人交流的丰富经验——
和洋人讲道理，洋人更偏爱数据。说一千道一万，洋人更相信实打实的数字。你想说服他吗？ 光靠“
你可以自己去证实啊，本来就是这样嘛”可不行。
洋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含蓄。你想让他知道你的真实愿望吗？暗示可不行，你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洋
人可不那么喜欢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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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作者简介

松林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投身于跨国企业在国内的营销第一线，曾把近20年的市场实战经验汇编
成《消费品营销顾问——市场竞争实战指导手册》，《消费品营销反思——市场管理实战误区探索》
和《消费品营销策略——市场促销实战工具大全》三本市场上十分稀有的实战丛书，经在内地再版多
次后，又在香港出版《破解中国营销谬误》，《中国营销必胜术》和《中国营销Q&A》等七本著作，
被港媒誉为不可多得的中国营销实战宝库，松林本人也被称为营销领域无可争议的实战专家。
20世纪90年代末，松林先生终因不甘心洋人到中国来赚得盆满钵满，来到北美，立志要用洋人之道去
赚洋人的钱。《玩赚洋人》和《侃翻洋人》是两本集十多年他在洋人市场上传奇经历的实战著作，也
是中国市场上绝无仅有的“治洋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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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书籍目录

开篇：你所不知的西方洋人另一面
第一章：洋人绝对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章：懂得知恩而不懂得回报
第三章：洋人自信自己决不会有错
第四章：脸皮厚到不懂得难为情
第五章：令人迷惑的口是心非
第六章：非黑即白走极端的洋人
第七章：洋人的思维像孩子般单纯
第八章：无处可逃的咄咄逼人
第九章：洋人对别人的态度很敏感
第十章：洋人的表达口才直截了当
第十一章：“会叫”的洋人比比皆是
第十二章：中外的爱情磨合需要智慧
后语：中国的发展需要“洋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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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章节摘录

　　1. 中国人应该学会全面地看洋人　　2008年4月我从美国的西雅图特地赶到加拿大的渥太华，我是
去参加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及华人移民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前举行的万人示威集会。也许大家都知道，那
一年的上半年，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的报导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程度，全世界的华人都在
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导西藏骚乱事件，支持中国举办奥运。　　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我的华人
朋友Sonny，Sonny是出生在北美的第二代华人。　　当我们至身于渥太华广场上满天的五星红旗海洋
中，我问了Sonny一个问题：“同情流亡藏人集团，这难道就是西方各国的主流民意？”　　Sonny认
为：无所谓其是不是西方各国的主流民意，至少中国在西方媒体的曝光率越来越多，说明中国的国际
影响越来越大。至于有时候有相当部分报道是负面的，但也有时候会有一些正面的。就像他们可以发
表他们的看法，我们今天也可以去提出我们的抗议，这都是一种常态，没必要把西方媒体当回事⋯⋯
。　　也许是那天的环境太吵了，我没法进一步继续与Sonny的话题。　　不过，自那天回来后，我
一直在思考：中国人是不是有点过分在意西方媒体的任何报道了？！　　我们可不可以抛开中国人头
脑中所有的成见和一些客观存在的“定势”，比如，暂时不要去想“是不是西方反华势力在作怪”，
试着站在西方洋人的角度上去思考一些问题：　　为什么相当多西方人会持如此的立场对中国？　　
为什么相当多西方人对达赖如此赞美？　　他们的价值判断是什么？　　中国总是批评西方世界戴着
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中国也能不能尝试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西方呢？　　自十七世纪至今，金头发、
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裔白人几乎主导着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许多世界的游戏规则都是白人制定
的，大部分国际事务的仲载与管理都是欧洲裔白人的天下，低于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白人，直接或间
接地控制着整个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及部分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国家与地区。　　进入二十
世纪，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三十年前，当中国的国门正在对世界打开之时，就有些中国人在呼吁：中
国要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只有得先学会西方的一些游戏规则，才能懂得怎样与西方世界打交道。　
　而三十年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另一些中国人却有些变得越来越不以为然，他们也
开始呼吁：西方世界也必须得学一学中国人的一些游戏规则。　　在此，我暂且不想评论其谁是谁非
，或者谁更具有其必要性。不过，中国的老祖宗曾教育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中国清朝
的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中国人中有多少人是在研究西方人？中国人中
又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西方人的？　　有人说，只有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人员或外贸商人，才有必
要了解西方人。　　其实不然，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中国工作、居住、或旅游，许多中国普通的
老百姓也需要与被称作“老外”的一群人打起了交道。尤其是众多在华跨国公司中的“白领”，如何
与他们的洋人上司交往是其日常工作中的必修课。自大的洋人在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并未将自己的价
值观向中国靠拢，也并未将决策的信任放给中国的雇员。在既要适应中国的市场现状，又要能够符合
洋人老板的意志之间，中国的“白领”如何避免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呢？　　随着跨
国婚姻的市场越来越大，有人就建立了这样一些国际交友网站，专为中国人牵线搭桥，还美其名曰，
至少可以创造外语学习机会。但你又是不是知道，什么样的西方洋人会与“有色人种”通婚呢？　　
等等⋯⋯　　所有这些疑问，你都将要在下面我传授给你的经验中找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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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编辑推荐

　　《侃翻洋人：为什么我们总吃洋人的亏》西方为何有人会赞同他们不了解的达赖？　　西方人为
何妖魔化“中国制造”，视之为洪水猛兽？　　中国经济真的受制于西方大国吗？　　随着中国和西
方的经济和社会交流越来越多，国人经常对洋人的一些行为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
做呢？”“换了我就不会这样做⋯⋯”　　此时，你想过没有，除了外表和中国人完全不同之外，洋
人的心理和思维习惯和我们也是不一样的！你的外语说得很流利？你觉得精通外语就能和洋人顺畅交
流？两个人用同一种语言说着不同的话，也算是鸡同鸭讲吧！　　你知道吗？　　洋人根本不懂得“
三思而后行”　　洋人不会为任何感情因素而感恩　　洋人的思维方式十分原始和简单　　洋人为了
利益可以得罪朋友　　洋人对别人的情绪控制要求很高　　洋人从来不懂如何“领会精神”　　洋人
和人交往时从来只关注自己的感受　　洋人为了保护自己，轻易不会“见义勇为”　　洋人的超强自
信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洋人轻易不走中间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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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精彩短评

1、比較文化。傻氣冒泡。談不上精緻。邏輯混亂。感覺好似讀教材。讓人時刻準備著，跳將起來與
之理論。
2、已经翻阅了不止一遍了。女儿就要留学加拿大了。看了这本书，可以让国人改变一些想当然的看
法。
3、有借鉴意义吧.
4、第一次在这买书，这个商品不错
5、凑合，有一本书脏了
6、很喜欢松林老师的书
7、不错呀！！这书给我提供另一角度去看待问题---美国的政策的制定和西方人的“双重标准”。读
了这书之后，我觉得，西方人比我们的少数民族还不开化！！读了这书之后，我觉得所谓的火星人也
可以指和我们文化差异巨大的西方人。
8、这是我看过最快的一本书。中午收到，现在我已经一口气把它读完。
这是一本快餐式的图书。薄薄的一本，中间还有很多空白。
作者以他在北美生活吃亏的经历反复要说的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两句话。洋人既有“羊”的一面还有“
狼”的一面。洋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你不能以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洋人的言行。
个人读后有些启发，但并不觉有太多新意。
9、不能吃亏吗？不了解文化而已。。。
10、洋人有时候“二”的挺可爱的，有时候也“十三”的挺烦人的。这本书尤其适合压根没去过国外
却整天嚷嚷国外怎么怎么天堂的人（简称崇洋媚外）。
11、渣。看法很主观，有一些感觉没啥逻辑。而且全书翻来覆去其实就那几个论点。
12、没看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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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翻洋人》

精彩书评

1、洋人的思维方式能够创新，兴起工业革命。中国人过去的道家儒家思维方式崇拜自然，提倡中庸
之道，曾经落后了。现在学习洋人的长处，洋为中用，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勤勉做事，定能过得比
洋人好。
2、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始终都有一种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渴望。可问题的关键是，我
觉得中国人的固有思维方式比较强烈，在学习洋人规则的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渗入“中国式”的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真正的“洋人通”还不多？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中国对外国国
情的了解和分析仍有如此的不足？随着中国对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民众与洋人们的交流和合作机会
也会越来越多，如何真正理解他们的思维，掌握他们的心理，与之进行有效沟通，并为自己争取最大
利益，仍是一门未被中国国内充分引起重视的学问。而此书给出了不少有益的答案。
3、也许大家已经知道，最近我们的家门口有点不太平，远在大洋彼岸的邻居跑到了我的门口来舞刀
弄枪，不管这位远邻对此行为嘴上怎么表白，作为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都是感到不太舒服，并有所警
惕，毕竟今天已非鸦片战争的年代。于是，各位“砖家”，“鸣人”纷纷发表文章，有分析，有评论
，有谴责，更有警告。中国有句话叫&quot;打蛇要打七寸&quot;，同样，与洋鬼子斗也要直击其要害
。我们没法改变美国的霸权思维，但我们可以打击这种嚣张气焰，前题是我们要有这个能力。 　　在
没有完全具备这个能力之前，与洋人斗，我们要巧干。我从该书中深受启发。在《侃翻洋人》这本书
中，作者告诉大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人肯定会为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设下一个个的坎，
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破解。事实上中国人的固有思维方式历来比较强烈，在与洋人打交道时，往往特别
容易渗入“中国式”的理解。比如，有专家呼吁：我们应当设法让美国的政治家们明白：遏制一个国
家，却可能培养出一个永远仇恨你的民族，美国为什么至今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呢？其实，美国人完
全懂这个道理，我要告诉国人，洋人了解中国人远比中国人了解洋人更多。因为美国人发现即使他在
军事上遏制中国，并不会培养出一个永远仇恨美国的民族，中国照样会有许多国民要到美国去移民，
去生活，去留学。再比如，有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在摩拳擦掌，但中国当前的周边战略环境并非险恶
到已遭“围堵”的境地。纵然美国有遏制中国的企图，但对于亚太各国来说，中国仍然是它们重要的
合作伙伴，没有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周边也难以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这又是典型的“中国式”
理解。如果说，因为中美之间已经成为一个相互经济依存度很高的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即使再怎
样，美国也会考虑到双方的经济利益。那是中国人在做梦！中国人应该记住，经济发展和融合永远抵
消不掉政治上的对立。这本书里告诉了大家关于洋人的一个思维秘密，洋人看事情往往比较单一，对
洋人来说，A 就是A， 而B 就是B ，B绝不会因为在英文字母排序表中排在A 的旁边，而与A 有任何关
联。这并不意味着洋人就比较“公正”，或者说他们的“原则性比较强”。而是，在洋人的潜意识中
，本来就没有A与B 之间的联想意识。对于美国人跑到了我们家门口来舞刀弄枪这件事，我们的正确
对策应该是：第一，大凡洋人敢于与你“对着干”，之前他一定评估过自己究竟拥有多少“POWER
”（力量或能量）。所以，我们目前唯一要做的是赶快增加我们所拥有的“POWER”，即赶快进一
步提高我们的军力，别的任何说法都是屁话。到时候，即使你不评估你自己的“POWER”，洋人也
会评估你的，如果你的能量大到足够让洋人闭嘴，洋人会很现实，他明白了他没有与你“对着干”的
资本。现在他还在与你“对着干”，说明你还弱小。而中国人往往好面子，有点什么事，往往先满足
自己的情绪发泄。其实，我们只有记住2010年美国曾经来我家门口又挑衅过一次，接下来加快培养我
们的人才，才是重中之重！第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部分人相当自信，而另一部分对自己不太自信
。不过，在洋人中，过分自信的人却是比比皆是。基于洋人的这种自信特质，通常，外人很难来说服
和改变他已经形成的某种观点。现在，美国航母光临中国近海向中国显示武力，不管你是晓之以理，
还是强力谴责，其作用都微乎其微。最有效办法还是要“以洋人之道，还治洋人之身”，那就是“自
信”的武器。最近美国有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由于没有亲历伤痕累累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会更加坚定自信，他们现在认为中国在确保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进展过于缓慢。中
国高估了自身实力，低估了美国的力量和决心，这是很危险的，就像100年前的德国会加速造成灾难性
的误判和失误。” 中国人听洋人所说的话，要学会反向思维，洋人现在这么说，他并非出于好意来提
醒我们不要盲目“自信”，而是他的潜意识里害怕你的“自信度”超过了他的“自信度”，当年的毛
主席就深知这个道理。可悲的是，面对已经在家门口的航空母舰，我们的某些专家却一再强调“我们
的航母杀手导弹只有一种防御性武器，距离实战甚远”。我听了无言以对，即使你说的是大白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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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选错了时机。关于“自信”这一点，连印度人都比我们强许多，我们怎不感到汗颜？当然，要使敌
人害怕的“自信”的武器体现在许多方面，除了“口战”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而且
，一个国家少数领导人的自信，其威力远远不如全民的自信。我知道，自信能力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
，但当我们遭遇西方人所设下的一个个坎时，我们能够一次比一次更自信地去跨过，我们就一定能够
达到我们理想的彼岸。
4、刚看到书里说，因为追小偷时，警车损毁了，所以政府就能下达“禁止警察追赶嫌疑犯”令，真
是搞不懂他们的逻辑，囧
5、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在乎别的国家的评价。就好比说吧，以前电视广告喜欢拉俩外国
人当演员，摆一个“××产品用了都说好”的pose，金发碧眼外加一口外国普通话⋯⋯还别说人家广
告商没有创意，人家都精的很，没有效果，花钱请老外做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还就吃这一套：外国
人都说好了，还有假么？买！最近还听说有一种现象，一般都是小地方的企业，喜欢随便大街上拉几
个外国人（文盲不行，得会念稿子的），放到企业里充门面，有个啥活动就推出来念稿子，作中外合
资状。仿佛有了外方人员，这企业的档次立刻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想，其实外国人也未必都是专
家的。这样的新闻容易让人脑子短路，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生活在批判派小说里。但是它却是符合国
民性格的内在逻辑的。中国人容易相信外国人，相信外国人的权威性。放到个人层面上，如果一个人
特别容易相信别人，被别人的意见左右，那他一定不是很自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按这个逻辑
来推理，结论堪忧。中国人往往太在乎外国人怎么说了，出了个什么大事件，还要看外国媒体说了什
么，说了好话还是坏话。一旦外国媒体说了一个不好，这边先群情激愤起来。抛开新闻媒体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本性，其实就算他们真的这样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生活在他们的眼光之中。就像中国人不
了解外国人一样，其实外国人也不了解中国人，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逻辑和习惯思维评价对方。好比
中国人交谈的声音比较大，自己安之若素，外国人却经常觉得——是不是在吵架呀？外国人呢，表面
上客客气气，你习惯不了他们背后翻脸的速度。这本书是个长期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写的。中国人
那一套为人处事的方式放到加拿大，必然会感受到冲击。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些冲击。中国人比较喜欢
讲人情，洋人更喜欢说契约。中国人不喜欢非黑即白，更喜欢一种中庸的安全状态，而洋人呢，相对
而言更激进一点，事情的正反两方分得比较清晰。中国人发言，总是喜欢“这件事要从两方面来说⋯
⋯”，接下来就是一段滴水不漏的分析；而洋人往往不留余地，要么此，要么彼。中国人因此会觉得
洋人极端，两方讨论起来，也自然是谈不拢的，误解，争吵，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就像我们这些年看
到的那样。所以说，沟通不单是个语言问题，其实更有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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