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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旁观中国    我起初来上海是趁汉语进修课程结束后的时间，背包旅游来的。
当时不知为何特意来到了上海图书馆，即使只从外边观赏它。
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壮观多了。
那时当然    没想到以后我还会在这里为这本书作序。
    2003年，第二次来中国时，我只是打算在中国生活三年。
现在回顾起来，这也是一个偶然的必然。
在这期间，尽管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网民骂韩国的帖子，但是我在中国接触过的大    多数中国人都是
对我非常热情的，他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对与我接触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我可能是与他们亲身交流的第一个韩国人。
于是他们都以善意、更是好奇的态度对待我。
我还记得1999年去天津逛市场时，我与旁边的老人家寒暄了几句，后来被好奇的大叔大妈们围观。
那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我这么问过一句：“你们国家富裕吗？
我们很穷。
”这时，我感到了他对外面世界的强烈求知欲。
时间过得很快，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估计现在很少有人会问同样的问题。
    目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也是因为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1998年12月，我刚来北京短期进修汉语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酝酿腾飞的阶段，北京的很多硬件设施远
远不如目前的状况。
在长安街和王府井，处处都是工地，当时我想象过等十年以后这些工地的建设都结束的时候，人们会
觉得多么今非昔比啊！
那时，那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中文专业的同学，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有机会收到中国的奖学金。
我想过中国将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但没有设想过中国将会经历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完全确定，2003年选择来中国，从而长期居住在中国是否正确，因为这个决
定令我不能享受在祖国与亲戚朋友开开心心过的日子。
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段时间，我见到并学到了太多的东西。
韩国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后，目前已处于成熟饱和阶段。
每当我回韩国的时候，城市面貌几乎没有标志性的变化，而中国则不一样。
从2006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读MBA的时候，亲眼见证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比如通过奥运会，
北京城市建设得更加完善，地铁建设得四通八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巧合的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又目睹了上海为迎接世界博览会经历的巨大变化。
我觉得如果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上个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的话，在刚开始的这个十
年里，这些变化又轮到了武汉等二线城市以及部分三线城市。
每次坐火车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满地都是工地的中国，自然感叹不已。
    这样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的。
1999年11月，中国与美国终于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随后的变化，远远超过当时人们的想象。
2000年2月，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聘了几家韩国企业。
由于我的专业是中文，面试官最常问的问题无疑都是“入世”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时我粗略想，借此机会中国的贸易会大幅增加，但确实没有预测到入世后中国会经历如此大的变化
。
2002年，去美国的时候，我在一般超市里特意查过商品的原产地，发现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已
经不容易找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唯一发现的是牙膏。
又有一次，我在一家折扣零售商DollarTree发现，几乎所有商品后面的标签都显示着“Made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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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感到中国已经走上了成为世界工厂的道路上。
此次经历与2003年我选择来中国也有不小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美国像甜瓜的话，中国则像西瓜。
甜瓜皮是薄的，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也相近，而西瓜则不一样。
西瓜皮是很厚的，而且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相差较大。
对于美国，即使不身处其中，我们也可以照样从外边观察并了解美国。
因为，我们能通过包括新闻、电视等媒体在内的很多途径，知道在美国人争论着什么、纠结着什么问
题。
美国的潜规则比中国少也是更容易理解它的原因。
当然，这样从外边了解美国的深度难免会比身处其中时稍浅，可是起码从外边看到的和从里面看到的
颜色是一样的。
    中国却并非如此。
如果不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中国。
并且，从外边了解的中国会和实际的中国不太一样。
如同观察西瓜般的，从未接触过西瓜的人会猜测果肉颜色接近绿色，但实际上它的颜色却是红色。
这样看来，对我而言来到中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历史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对外国人而言，可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在此山中”，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身在中
国，就能了解中国。
作为外国人，我付出了好几年的时间，花了很多工夫，才开始逐步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位律师的博客标语是“行动改变中国”。
看了他的标语之后，我不知不觉中联想到“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截止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百分之十九，因此改变中国就等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
而考虑到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改变中国远大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
更何况，和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变化会更迅速、更大。
这使得我想到今后世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变化。
于是，我时常觉得中国年轻人以及知识分子肩膀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我之所以用中文写文章并发表在中国媒体以及网站上，也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
韩国本身在很多习惯和传统文化上与中国相近，而我在中国生活的近九年间对中国的认识又逐步深入
。
作为外国人，我会说出与中国人不一样的看法，或许在有些问题上“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想借此机会给中国朋友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2011年11月1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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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韩国人金宰贤在中国生活近十年来的观察思考所得。
他以一个韩国人的视角写下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观察，以及中韩两国的比较，话题从衣食住行到半岛
局势，态度坦诚，言语恳切。
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犹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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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宰贤，韩国人，毕业于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中文系，曾在北京大学读MBA，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现为FT中文网、南方
都市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的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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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网速为何这么慢？
 世界上有很多不容易适应的情况，比如从位于热带的新加坡移民到冰岛，或者从网速最快的韩国来到
网速“较”慢的中国。
对于前者的情况，一部分人也可能会喜欢，而后者的话，我估计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难以适应。
 2011年1月23日，美国《财富》杂志援引网络流量公司Akamai的调查结果报道，韩国网速在全球最快
。
韩国以14Mbps位居榜首，比全球平均网速1.9Mbps快了七倍多。
其后是中国香港（9.2Mbps），日本（8.5Mbps），美国以5Mbps的速度排名第十二。
 那中国呢？
2011年1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据该报告，截止2010年12月底，中国平均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为100.9KB/s，也就是0.81Mbps，远低于
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B/s（1.84Mbps）。
虽然中国网速这么慢，但中国网民规模却已经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
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国网民因网速慢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我会在后半部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韩国网速为什么这么快？
韩国互联网的革命是在1999年因HANARO通讯而开始的。
由于国有企业韩国通信牢牢掌握了固定电话市场，为了增加通信市场的竞争而刚诞生的HANARO通讯
处于明显的劣势。
互联网接入市场也并不例外，它几乎被韩国通信提供的ISDN垄断，因此韩国通信没有动机冒险地投入
资金去开辟新的方式。
相比之下，HANARO通讯别无选择，为了突破它所面临的困境，它果断地引入了美国刚开发的ADSL
技术。
无论韩国政府还是竞争对手韩国通信都认为ADSL技术因不成熟而无法商用化，但是1999年4月
，HANARO通讯竟然在世界上首次用ADSL技术推出互联网接入服务。
HANARO通讯推出的ADSL速度高达1Mbps，遥遥领先于当时韩国通信的ISDN方式接入速度128Kbps。
当年六月，HANARO通讯推出包月2.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70元）的低价政策进而轰动了整个韩国。
后来韩国通信放弃ISDN而推出了ADSL服务。
从此以后，韩国互联网革命真正拉开了帷幕，并奠定了韩国进入IT强国的基石。
 十年以来，韩国互联网接入速度持续加速，从1Mbps开始，迅速发展，至今100Mbps已经成为了一般
家庭的标准。
虽然速度加速了一百倍，但包月价格还是相近于起初的价格，即2.7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67元）。
2011年6月底，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发布《未来互联网发展计划》称，以2010年的100Mbps标准，
到2012年互联网接入速度拟上升至1Gbps，到2020年上升至10Gbps，也就是十年内加速一百倍。
该报告还称，韩国将发展成名副其实的互联网试验台国家。
 “使韩国变成IT强国的动力是超高速互联网的普及。
HANARO通讯引入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行的ADSL，但以‘我是ADSL’为口号开始营销的时候，获得了
爆炸性的消费者反应。
这就是竞争的力量。
”当时HANARO通讯的掌门人如是回顾说。
反之，在我看来，中国网速慢的最大原因是缺乏有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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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交给中国读者的大作业    金宰贤    自从2010年5月首次发表文章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当时我有了在中国媒体发表文章的念头，于是给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徐达内先生发了个邮件，简单介
绍了自己并询问编辑的联系方式。
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给我回复并痛快地答应我。
借此机会，我再次向徐达内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如果你要写一本书，你最起码先要阅读一百本书”。
这是我去年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会让多少人满意，但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起码完成了此项任务。
由于我的表达能力有限，为了让我的文章更有说服力，我只好查更多资料，参考各个角度观察的观点
以及数据。
因此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中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牛顿曾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觉得读书让我们能够站在作者的肩膀上观察世界，读书是既省钱、又有效的方法，付出二十几块
钱和几个小时就能让我们借助作者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以及知识看待世界。
尽管我读的一百多位作者不都是值得赞扬的，但超过三分之二的作者给我提供了思想的土壤去思考很
多问题。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本书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大外交》。
一来是因为它没有韩语翻译本，我花了近两个月才读完长达九百多页的这本书。
二来，通过这本书，我才明白国际关系是如何形成的，韩国在二十世纪初为什么不能保持主权。
这样在阅读一百多本书的时候，很多书让我大开眼界。
    十几年前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曾经被老师批评过我的发音像粤语。
我并没有鄙视粤语的意图，只是当时我说的是不标准的普通话而已。
此后即使我学了中文很长时间，但用外文写一本书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
不过因为困难，所以极少人做过；因为很有挑战性，所以更有成果。
所幸的是，我对中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并想说出自己的话，否则我不会完成此项任务。
我想将写这本书作为学习中文十几年以来的一项大作业。
    如同我借了那么多作者的肩膀一样，我希望读者们通过这本书能借我的肩膀，以便他们站在我多年
思考并琢磨的基础上看待当今他们所处的社会。
那么，这项作业的成绩就由读者们来评价。
    201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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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只眼睛看中国，有点意思。
中国人一向不缺外国人来说好听的话，说点不好听的，其实更有价值。
    ——张鸣    我们经常需要一面镜子，感谢金宰贤先生制作了一面“韩国产”的镜子，里面的面目不
管好看与否，都不必怀疑镜子的诚实。
    ——林楚方    金宰贤先生来中国已经九年了，在我接触的在华外国人里，他绝对算“老资格”了。
这本书有趣且耐读，表面上大部分话题远离政治，但其实每一个都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写照。
一位韩国朋友曾向我表示，中国和韩国地缘如此接近，误解却如此之深。
金宰贤愿意用近十年的时间来体会中国，我们又为何不试着从他的这本书开始了解近邻的真实想法呢
？
    ——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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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编辑推荐：金宰贤是常年为中文媒体撰稿的韩国观察家，本书是他多年观
察中国大陆的切身体会。
  著名学者熊培云为本书作序指出：亚洲的未来，无论是为了化解冲突还是为增进感情，都需要从相
互了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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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另只眼睛看中国，有点意思。
中国人一向不缺外国人来说好听的话，说点不好听的，其实更有价值。
 ——张鸣 我们经常需要一面镜子，感谢金宰贤先生制作了一面“韩国产”的镜子，里面的面目不管
好看与否，都不必怀疑镜子的诚实。
 ——林楚方 金宰贤先生来中国已经九年，在我接触的在华外国人里，他绝对算“老资格”了。
这本书有趣且耐读，表面上大部分话题远离政治，但其实每—个都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写照。
—位韩国媒体朋友曾向我表示，中国和韩国地缘如此接近，误解却如此之深。
金宰贤愿意用近十年的时间来体会中国，我们又为何不试着从他的这本书开始了解近邻的真实想法呢?
——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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