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的存在，总是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

不如意相关联的，对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从

远处说，还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历史上，就说出了

“苟富贵，勿相忘”这样带有“大同”萌芽意识的

话语，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

进入到20世纪以后，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开

始有了微妙的改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和其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利用这种体制取得经

济发展成功或正在取得成功的一些国家中，例

如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到破坏和久久压抑的

复兴之梦，不可抑制地跳了出来。这种梦想变

为现实的距离如此之近，如此之可以触摸，以至

于在“汉语盘点2012”活动中，中国人齐心合力

地将“梦”字选为“国字”，这一最能概括年度特

征和情绪的一个汉字。

中国梦是复兴梦，同样与强国富民有关。

说是复兴梦，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

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一则资料介绍，一直到

182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产值仍占世界工业经

济产值总量的 32.8%，几近世界总量的三分之

一，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而中国梦实现与

否的前提，首先体现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国际

比较，能否达到或接近中国应有的位次。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梦，离我们

只有 8 年时间。在这一追梦过程中，对于老百

姓来说能够实现的基本梦想，就是国家明确提

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

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因而在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同时，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比 2010 年翻一番。这一

目标无疑是辉煌而鼓舞人心的。

天上不会自动掉馅饼，中国复兴之梦也不

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在笔者看来，它要取得最

大程度的成功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制

的完善及目标的合理性，是不可忽视的任务。

推动一个国家富民梦的实现，形成国民的

整体凝聚力，其关键点并不在于富裕阶层，不在

于如何锦上添花，而在于如何提升弱势群体和贫

困阶层的生活水平。当然，提升弱势群体和贫困

阶层的内生增收能力，恐怕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过程中最困难、也最根本的环节。

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适

合现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目前无疑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不断从

别人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以

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深化改革，就会形成推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跨步前进的巨大动力。这

一点，我们从中国以转型国家身份能够超越一

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上，不是得到了最好的证

明了吗？

富民梦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人无

压力轻飘飘，国无压力也同样会轻飘飘。但这

种压力必须合理而现实，不能为了制造这种压

力而把大家搞得狂躁或抑郁了。美国的住房美

梦之所以对许多人而言成了一枕黄粱，就在于

这个梦对他们来说可能过于虚幻。

璀璨的星空，巨大的垃圾场，灵动跳跃的

欢快音乐，这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所改变。

这部在伦敦西区及纽约百老汇上演时间最

长、被誉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音乐剧《猫》

再一次在中国唱响。这一次，所有的猫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猫。

自 1981 年在伦敦首演以来，《猫》的足迹

已遍布全球 26 个国家、超过 300 座城市。中

文版之前的 14 个语言版本为《猫》在全球赢

得了超过 7300 万观众的热烈响应和 28 亿美

元的票房成绩。如今，中文版《猫》的公演也

超过了 100 场，这只“中国猫”还唱响新年期

间的北京舞台。

2004 年，英文版《猫》首次登陆北京人民

大会堂。当时，大多数观众对《猫》的理解停

留在莎拉布莱曼演绎的那首美妙的主题曲

《Memory》；时隔 8 年之后，音乐还是原本的

音乐，场景还是熟悉的场景，剧中的猫却不再

是一口“伦敦腔”，而是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这

只风靡世界 30多年的“猫”又会了一门语言。

当杰里科猫们演出的帷幕拉开的时候，

吸引住观众眼球的首先是华丽的“猫窝”。这

个“猫窝”由 1500 多件“垃圾”堆成，在英国演

出的时候，“猫窝”有废弃的老爷车，大大的旧

轮胎，当地的玻璃酒瓶等来自英国人生活里

各个角落的东西。而当音乐剧《猫》中文版开

始制作以后，为了追求经典性和本土化，开始

着手将原版舞台上的洋垃圾让位于中国的本

土垃圾。经过多方讨论，在演出的首站上海

站，新华字典、军用水壶还有上海车牌都登上

了舞台。特别是那本新华字典，它是舞美师

们按照一比三的比例放大，做出的一个加大

版。你可别以为这只是一个有着新华字典外

壳的大盒子，事实上，精益求精的美工组可是

把里面的内容也原封不动地放大，做出了一

个真正的大版新华字典。如果你要查一个

字，这本大字典也真的能为你查到。

作为一只“中国猫”，不仅要会讲中文，还

必须入乡随俗。

所有的改动都会影响到舞蹈动作，包括

敬礼、打哈欠、跳上、蹲下，都需要和演员们嘴

里唱的对应。因此，在打磨出最终适宜唱、适

宜听的中文歌词之后，还需要导演在现场对

演员动作进行一一对应的修改。例如开篇合

唱的《杰里科之歌》，原本这个唱段由 22 个形

容词组成，每句以“cats”结尾押韵。中文版的

翻译用一连串四字成语来突出中国语言的魅

力：“左右逢源、神机妙算、威风八面、肆无忌

惮、神气活现、义薄云天”⋯⋯不仅与旋律节

奏紧密结合，还体现了中国式的俏皮与诗意。

除了文本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还有文化

差异问题。例如，剧中“贵族猫”的英文唱词

中提到它穿着的“白靴子”指的是当时贵族怕

弄脏鞋子而套上的袜套。考虑到中国观众不

了解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干脆改成了“黑西

装”，言简意赅地表明角色对外表的讲究。再

比如，广州站的演出，观众们看到了舞狮狮

头、广式甜点的蒸笼，以及凉茶壶。北京站的

演出舞台上，出现了有北京特色的鸟笼子和

糖葫芦。

另外，“贵族猫”的食谱中首次出现“烤鸭

和 30 年的茅台酒”；原版中的“喝一口松子

酒”，在中文版中干脆变成了“来一口老白

干”；而“打碎的花瓶”，据说来自“明代”⋯⋯

这些加入了中国文化符号的细节设计，让观

众感觉更加亲切有趣。

尊重市场，贴近观众，中国的音乐剧市场

就在这些点滴中进步。

“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个人而言，忽略

面对面式的人际交往是一项高风险战略。”

听到人力资源咨询专家西蒙这样说，以为他

在故弄玄虚。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深为赞

同：“科技的蓬勃发展为人们开拓了许多网

络交流的通道，然而，由于大部分业务沟通

都通过网络进行，因此工作人群逐渐静止，

他们正在失去自信、活力和实际交往带来的

其他益处。”

10 多年前，我采访从美国来华部署公司

新战略的 AT&T 全球高管时，他们描述了计

算机未来帮助人们进行沟通的发展方向：“只

用一台电脑，不用花电话费，通过网络，你就

有机会进入巨大的国际知识库，找到许多专

家，和这些不认识的人沟通交流。人们将不

会再需要用纸写信了，电子邮件将普及到每

个人。你的朋友将会遍天下。”那时，和谁说

别人都是半信半疑。

接下来发生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互联

网普及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有了电

子邮箱，开始通过使用 MSN、QQ、短信、飞

信、微博、微信等进行联络，互联网让交流跨

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却在无意中减少了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交往

的重要性。总用电脑敲字的人发现，提笔忘

字变成了常有的事。

在专家们看来，技术的应用使人们逐渐

失去了人际交往技能或软技能，也使人与人

之间产生了一种冷漠而无法逾越的距离。“我

多想在办公室喊一声：嗨！哥们儿，吃饭去。

来！大家开个碰头会。”一个在外企工作的白

领告诉我说，公司内部的网络是同事之间最

紧密的沟通方式，一个简单的事情都要在邮

件里说来说去，“多大点的事呀，口头就能解

决，但大家似乎已经变成机器人，习惯像机器

一样操作自己的语言系统了，面对面，反而不

知该如何开口说话了”。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如果希望获得商业

成功，迟早都要与潜在客户碰面。你不能低

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集聚一堂的重要性，它

有助于达成必要的信任和共识，尤其对于新

团体或新团队来说更是如此。邮件往来绝不

应替代实际的人际接触，只会发邮件的员工

可能会成为雇主竞争力的一大威胁。公司应

努力挖掘员工的软技能，帮助员工学习更有

效地开展人际交往，包括当面人际交往和线

上交往。提供交际技能的正规培训，将使公

司和受训者一同受益。

常有人为“不会说话”苦恼：有时很想和人

说话，又不知如何开第一口，恐怕说错了，下一

句话就接不下去了。针对如何培养面对面开

口说话的能力和技巧这个话题，一些人际交往

专家提出的建议是，培养“薄弱联系”和学习

“松散知识”两种技能。所谓“薄弱联系”，即与

那些无意间遇到的人建立起有用的新关系。

潜在的人际交流无处不在，并非只有在与工作

相关的场所才可以进行。“松散知识”说的是这

样一个道理，我们在工作之外知道什么，认识

什么人也同样有价值，并很可能对职业发展起

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停下脚步发一会

呆一样重要，学会说一些看似是无用的扯闲

天，加上一些对他人的关心和问候暖语，配着

一些轻松幽默的小段子，面对面和人说话再不

会是一件难事。

《喜剧的忧伤》在北京的二轮

演出，可谓“一票难求”。开票仅两

小时，上万张票就被抢购一空，连

续两年抢不到票的发烧友大有人

在。抢票的喜剧背后，反衬着不少

观众“没票的忧伤”。

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人的

“对子戏”，乍听起来有些枯燥。缘

何观众对此情有独钟？

有人说是明星效应。陈道明

的号召力毋庸置疑。从中央戏剧

学 院 毕 业 后 ， 从 业 30 周 年 来 ，

陈道明从未演过话剧。面对如此

有组织、有规模的“粉丝”，“老

少通吃”的陈道明让这出戏分外

抢眼。

有 人 说 是 北 京 人 艺 这 块 牌

子。北京人艺 60 年的口碑绝对不

是“盖”的。传承着“戏比天大”的

前人训导，北京人艺擎起了首都

的 文 化 地 标 。 北 京 人 艺 的 2012

年，既有《雷雨》、《茶馆》这样的经

典，也有《我们的荆轲》、《喜剧的

忧 伤》这 样 叫 好 又 叫 座 的 新 排

剧目。

但笔者认为，剧本仍是最关键

的要素。《喜剧的忧伤》改编自日本

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

曾在俄罗斯、英国、韩国等地上演，

大受好评。

好的剧本，不仅是观众的喜

剧，也是演员的福音。经典之作常

演不衰，任凭演员换了一茬又一

茬，称得上是“铁打的剧本流水的

演员”。中国不缺乏明星，也不缺

乏演员。现在的问题是，演员可以

用表演技术来弥补市场的低迷，但

是剧本原创动力的不足，又拿什么

来弥补？

《喜剧的忧伤》之热，归根到底

是剧本之喜,亦是剧本之殇。在这

个速食文化充斥的信息时代，连邂

逅一首心仪的歌也成了奢侈。打

开电视,雷同的宫廷剧播了又播，

大量粗制滥造的喜剧片让人感叹

没有最烂、只有更烂。尽管不是一

部本土化创作作品，集明星、剧本、

口碑于一身的《喜剧的忧伤》，仍显

得弥足珍贵。

好的剧本离不开创意。赖声

川曾说，我们的创意能达到什么样

的境界，最终还是得回到我们的创

作动机。演员演戏，观众看戏。观

众对演出的期待，无非就是想在演

出的两个小时里静下心来，追求一

种精神上的慰藉。当我们遵守创

作规律，撕下标签，还原事物的本

身，接地气，有探索，有诚意，那么

就一切皆有可能。

2013 年伊始，全国两亿多司机

都将目光锁定在”史上最严格的交

规”实施细则上。究竟怎么开车才

安全？立法执法是关键，补上汽车

文化这堂课同样必不可少。

今天，汽车已经从高档消费

品转变为很多家庭的必需品。能

用钱买来的，是这个看得见的产

品，它承载的文化与历史，却很少

有人真正去了解。而文化，恰恰是

产品的底色。

笔者认为，构建我们的汽车文

化，首先必须解决好对“快与慢”、

“大和小”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关于汽车的“快与慢”，德国是

一个很好的案例。德国的高速公

路一般不限速，第一次去德国，很

多 人 都 感 叹 德 国 人 开 车 速 度 太

快。当地人却说，车速快并不是交

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而是效率高的

体现，慢下来反而有可能引发交通

事故。当然，车速快，需要规则和

秩序的保障。德国人交通秩序意

识非常强，在他们看来，路上最重

要的是尊重自己、尊重生命；第二

是相互信任，彼此都相信他人会按

程序走，我也按我的程序走；第三

是路权意识强，应该属于我走的我

就走，不应该我走的我坚决不走。

反观国内驾驶者，有时候“盲目的

快”，让道路危险性提升；有时候

“无谓的慢”，使本不应当拥堵的道

路通行效率降低。我们汽车文化

要补的第一课，就是正确认识和行

使路权，不要让快慢失度成为通行

大道上的路障。

关于“大和小”的话题，也很有

代表性。很多国内消费者认为，车

象征身份和地位，与此直接相关，

中国汽车市场快速成长为诸多豪

华品牌的全球最大市场。我们是

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豪华车？是否

可以同时买来心灵的享受和文化

的体验？很多高档车被购买后，深

锁在车库，一年难得遛上几次；远

不如那些精简实用的小车，无论风

雪，一路跑得畅快淋漓。在时尚之

都巴黎，两厢经济型的小车，绝对

是城市道路上的主角。独特的“前

拱后顶”停车方式，使得每辆小车

的保险杠伤痕累累，却没人计较。

他们说：“我们只需要这么一辆小

车，就足够代步了。”大有大的气

派，小有小的品质。拥有一辆车，

不是物质炫耀的工具，符合你的生

活需求，便是刚刚好。

入乡随俗中国“猫”
□ 韩艳军

入乡随俗中国“猫”
□ 韩艳军

不做“机器人”
□ 陈 颐

不做“机器人”
□ 陈 颐

不能低估人们在现实生
活中集聚一堂的重要性，它有
助于达成必要的信任和共识，
尤其对于新团体或新团队来
说更是如此。邮件往来绝不
应替代实际的人际接触，只会
发邮件的员工可能会成为雇
主竞争力的一大威胁。

年度汉字里的“中国梦”
□ 贾华强

谁的喜剧 谁的忧伤谁的喜剧 谁的忧伤

快慢大小补两课

构建我们
的汽车文化，
首先必须解决
好 对“ 快 与
慢”、“大和小”
这两个基本问
题的认识。

当我们遵
守创作规律，
撕下标签，还
原 事 物 的 本
身，接地气，有
探索，有诚意，
那么就一切皆
有可能。

国安卖酒，探路而已国安卖酒，探路而已

最近，北京国安俱乐部出了

一款 20 周年纪念酒，卖得还挺贵，

引来了一些关注。国安去年成绩

不如前年，加上中国足球近年来口

碑欠佳，国安卖酒是不是不务正

业？昂贵的国安酒会有人捧场吗？

用职业体育的角度来看，卖酒

与成绩无关。只要有销路，卖酒这

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多多益善。

什么是职业体育？用一句拗

口的话，就是以商业牟利为目的的

竞技体育活动，也就是要赚钱的。

所以，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注重比赛

成绩的同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和广告、

商业赞助收入外，包括纪念品在内

的市场开发收入也是职业体育俱

乐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职

业足球最发达的欧洲为例，几乎

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专卖店，

通过销售服饰、纪念品等来增加

收 入 。 为 了 让 纪 念 品 卖 得 好 一

点，俱乐部会开动脑筋拓展品种，

来赚取更多的收入。德国体育经

营专家胡尔曼说过，球迷的购买

力就是足球俱乐部的财富之源。

各俱乐部需要正确评估他们的客

户群，增加对球迷的了解，只要不

断挖掘球迷购买的愿望，就会发现

仍然有无穷的潜力。

国安俱乐部卖酒，也是抓住了

俱乐部成立 20周年这样一个卖点，

达成了对球迷中潜在购买者的吸

引，属于无可厚非的市场行为。至

于做多少酒、卖多少钱、是赔是赚，

就是对俱乐部经营者的考验了。

说 到 这 儿 又 想 起 件 有 趣 的

事：2003 年，曼联俱乐部因纪念品

销售定价过高，被英国公平贸易局

罚款 165 万英镑。这条新闻爆出

后，并没能阻止曼联球迷购买曼联

纪念品的热情，用英国媒体的话

说，“即便从垃圾箱里拣个东西出

来 ，盖 上 曼 联 的 标 志 也 能 卖 大

钱”。要想追赶这样的百年俱乐

部，包括国安在内的中国各家俱乐

部还任重道远。

了解职业足球的人都知道，

球队成绩的好坏并不能决定俱乐

部的财政状况。倒是可以反过来

说，俱乐部财政状况好，有助于球

队成绩的提升。2007 年，德国评估

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排名联赛

第三的不来梅成为财政状况最好

的足球俱乐部，当时在德甲联赛

积分榜上名列第一（最后获亚军）

的沙尔克 04 俱乐部仅排在第十七

位。至于俱乐部的市场开发、纪念

品销售，更是与球迷的数量和忠

诚度密切相关：2007 至 2008 赛季

英超各俱乐部的财政年度分析显

示，获得联赛冠军的曼联在球衣

与纪念品收入上同样以 6400 万英

镑笑傲群雄，联赛亚军切尔西球

衣和纪念品销售只有区区 960 万

英镑，远少于联赛第三名阿森纳

的 4400 万 英 镑 和 第 九 名 曼 城 的

2540 万英镑。

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经营之道

是个大话题，穷有穷养，富有富道，

国安卖酒也只是探路而已。

职业体育
俱乐部的经营
之道是个大话
题，穷有穷养，
富有富道，国
安卖酒也只是
探路而已。

□ 韩秉志

□ 童 娜

“
“贵族猫”的食谱中首次

出现“烤鸭和30年的茅台酒”；

原版中的“喝一口松子酒”，在

中文版中干脆变成了“来一口

老白干”；而“打碎的花瓶”据

说来自“明代”。

“

“

□ 何不器

2012年年末，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中国网

络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2”揭晓。经网民推荐、专家评审、网

络票选等环节，“梦”字脱颖而出，成为“年度国内字”。

（作者：卫吴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