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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个月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英语学院教师节庆祝会上，众多杰出前辈如期而
至，竞相绽放大师的光芒。
耄耋之年的刘承沛教授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诚如他一直为人领略的风采。
我由衷地赞叹他老人家十几年容颜不改、硬朗如初，刘大师怡然自得、喜笑颜开。
谈笑之间，英语学院客座教授，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州立大学的刘海铭教授饶有
兴趣地回忆起在北外英语系上学时的耳闻目睹。
一位恃才傲物的同学课堂上出言轻狂，刘承沛教授便信手递上一本厚重的英英词典，任凭这位可畏的
后生翻开“考”问。
结果，刘教授赢了，学生们服了，北外英语教育大师的又一段精彩典故流传了下来。
曾几何时，北外英语系（学院）人才济济、大师云集、群星闪烁、轶事如歌，以王佐良、许国璋、周
珏良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构筑了一道绚丽的风景。
时至今朝，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缘故，大师的风景在我的视野中逐渐模糊并趋于消失。
阅世事变迁，望大江东流，一种苍凉感袭上心头。
　　从一所大学到一个国家，其繁荣昌盛离不开大师这道绚丽的风景。
纵观历史，无数英雄豪杰、伟人奇才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领军作用。
当今世界对名人的追捧催生了“名人潮”。
而经得起时空考验的众多领域的顶尖人才，包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思想家”等等，
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震撼世界，他们是真正的人中龙骥、万众翘楚，具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张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大众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奋斗的方向以及种种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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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关于“大师”的专著，着眼于20世纪美国科学界、商界、政界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以人力资
本的视角探究他们的威才经历，从而为解读美国强盛之源献上一把新钥匙。
    童年时光、大学生活、军旅征程与事业生涯中的一段段如烟往事，或平和清雅，或炽热狂放，或辛
酸坎坷，生动再现了大师们心智历练的时代画卷。
本书通过细致的描述与缜密的分析表明：美国之所以大师辈出，主要在于其塑造精英的社会机制与文
化氛围，尤其是精神、思想、传统、价值观、信仰与习俗等“软实力”因素。
这一主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适时的启示：教育制度与社会环境应更加激励人力资本的提升与个
人价值的实现。
    本书面向大众读者，尤其适合在校学生、教育工作者、教育决策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等人群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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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美榕，经济学学士，英语语言文学（美国研究）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美国经济史教学与研究，成果包括《现代商务英语写作》、《美国经济史话》、
《人力资源管理》、《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的人力资本形成》及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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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历史的天空　　三百多年前，当一队勇于探索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漂洋过海在北美新大
陆开辟第一个英属殖民地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繁荣富强的美利坚合众国的
奠基礼。
几多沧桑，几多欣喜，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由移民建设起来的国家发生了从数量到质量的惊人变化
。
纵观美国强盛之路，丰富的人力资源赋予这个年轻的巨人无穷的能量，无数英雄豪杰、大师奇才在各
自的领域创造了奇迹。
能量何以产生，奇迹何以创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有句名言：历史在起作用。
不妨展开美国历史这部异彩纷呈的画卷，从而以宽广的视角领略20世纪美国科技泰斗、商界巨子和政
治领袖三个精英群体的成才经历，并透过时代的断面洞悉美国生生不息、循环上升的动力机制。
　　美国科技纵览　　从殖民地时期的相对落后到20世纪的遥遥领先，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图景奇特，
耐人寻味。
在开荒拓土建设家园的艰苦岁月里，美国移民先驱只能忙里偷闲以娱乐的心情观察天空星云、气候万
象，记录珍禽异兽、奇花异草。
当时殖民地主要依靠效仿欧洲带动科学技术进步，但民间的努力和政府的作用也可圈可点。
17世纪的后半期，科学团体在整个欧洲遍地开花。
在殖民者中有许多出色的博物学家、收藏家、天文爱好者以及园艺师。
例如，被选进英国皇家学会的第一位殖民地人士小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Jr.）积极倡导天
文学的研究；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新教牧师R.科顿·马瑟（R.Cotton Mather）大胆推广疫苗接种来预防
天花，钻研科学，并把自己对美洲独特的自然现象的记述写成《美洲志异》。
这些科学先驱和欧洲科学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大大激发了大洋两岸的人们探求科学知识的热情
。
然而，北美大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大多数行业还只依靠一成不变的简单工艺缓慢发展，科学技术
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实际上，科学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阶层的专利，技术则属于产业工人与手工劳动者。
当时产业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令人惊诧不已，在科学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根本无从谈起，因而难以产
生杰出的科学家。
　　教育是科技传播与发展的基础。
北美殖民地的新教徒们由于处在与英国全然不同的根本没有正规教育体制的新环境里，就更加迫切地
希望普及学校教育，从而促使18世纪新英格兰识字者的比例迅速上升。
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殖民地人也积极兴办高等教育，从而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创造了条件。
伴随着教育的发展，旨在传播科技文化的印刷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遍布殖民地的印刷所承印宗教、法律、历史、科学等方面的读物，有利于活跃社会生活与普及科技知
识。
早期的科技文化传播造就了一批集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们为美国
科技进步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43年，富兰克林创立了美国哲学学会（Ano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这是殖民地第一个重要的科
学组织，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有用知识”在新大陆的研究与传播，其中包括宇宙的起源、人类的产
生等“纯科学”。
　　独立战争使美国的科技发展遭受挫折。
战争期间殖民地与英国的科学交流几乎完全断绝，仪器也难以获得，而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交往
也很有限。
实际上，美国当时严重缺乏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稀少，大学生更是寥若晨星。
1802年，耶鲁学院决定设立一个化学和博物学教授席位时，只好把一位没有什么科学素养的23岁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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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赶鸭子上架”。
在走马上任之前，西利曼花了两年时间在费城攻读科学，从此开始科技生涯。
　　独立后的美国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充分体现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
制宪者们认为教育和科学事业应当独立发展，不受政府的限制与控制。
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科学研究实用化的开始。
美国于1790年通过了专利法并建立联邦专利局，以激励工匠、农场主、医生等积极投身于发明创造。
与此同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受到特别关注，实用主义盛行开来。
1790年《哥伦比亚杂志》发文告诫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你不会住在太阳上，也不会住在月亮上，更
不会驰驱在彗星尾巴上”，“某个时代，有少数几个天文学家就够了”。
不过，纯粹科学的种子仍在美国破土发芽。
例如，约翰·奥杜伯恩（John Audubon）对鸟类研究情有独钟，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对
动物分类热情不减，约翰·德雷珀（John Drapper）把摄影术用于天文学。
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激发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未能令大多数美国人赏识其重大意义。
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曾代表科学家强烈要求社会各界支持抽象研究，但美国企业界
还是认准了集中资助技术开发，国会也非常难于被说服对那些看不到实际价值的项目予以联邦支持。
　　回想起来，强调应用科学不无道理。
立国之初，百业待兴，富于豪情壮志的美国人急于解决实际问题。
自然哲学家们本以为能够兼顾天文和农业研究，但后来发现自己分身乏术。
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致力于专门技术如改进耕作方法和制造方法之类的组织遍布各州。
着眼于实际目标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蓬勃发展，这是美国科学技术日益兴盛的重要标志。
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31～1832年走遍美国之后有感而发：“民主
的国家今后一定会习惯于把有用看得重于美观，而且他们也会要求美观之物应该有用。
”　　标志美国对科学感兴趣的一项重要事业是1846年建立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它是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
1829年，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向美国慷慨捐赠50万美元，建议在华盛顿创办
一个普及和提高知识的学术机构，以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美国国会特许使用这项巨款建立以史密森命名的国家博物研究馆。
史密森尼学会逐渐发展成为既从事科学研究又进行科学普及活动的重要学术机构。
此外，1848年，一个最重要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也在华盛顿特区成立。
　　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大大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家们在地质学、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化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此外，交通运输革命带动了铁路及蒸汽动力、土木与机械工程、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南北战争使科学在美国的作用迅速升级。
科学家卷入与战争相关的各项事业，包括带人气球空中观察，抵制疾病的措施和新炸药的制造等。
美国政府越发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通过了一系列立法积极支持科学活动的拓展。
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尔法》，美国开始创办农业专业院校，注重农业研究，从而为科学家提
供了工作机会。
1863年国会立法创建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使各地科学协会形成一个全国性共
同体，同时担负起指导国家科技政策并为政府提供科学技术咨询的任务。
美国从此进入科技引进与独立研发并举的阶段。
到1880年，美国有450所高等院校致力于工程学研究，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虽然在科学研究方面仍然落后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但其工业发展却奇
迹般地处于领先地位。
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实用科学上占得先机，大企业建立的工业实验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发
明。
1860～1890年，美国专利发明达6.76万项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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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他所处的时代是美国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爱迪生的2000多项发明中，电灯的影响最为深远，美国因而进入了电气时代，并以闪电般的速度直
上云霄。
实际上，整个19世纪，美国依靠应用科学走在世界前列，正如托克维尔所坦言：“就是那些并没有发
现任何一条物理学一般定律的美国人，却把改变世界的蒸汽机应用于航海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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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教育对人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你发展好奇心和培养你寻找有创造性答案的直觉。
　　——保罗·伯格　　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
整个王朝。
　　——约翰·D.洛克菲勒　　聪明不足以使人成为国家元首。
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必须具备的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
　　——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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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美国之所以大师辈出，主要在于其塑造精
英的社会机制与文化氛围，尤其是精神、思想、传统、价值观、信仰与习俗等“软实力”因素。
　　《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启示录》以宽广的视角展现20世纪美国科技泰斗、
商界巨子和政治领袖三个精英群体的成才经历，并透过时代的断面洞悉美国生生不息、循环上升的动
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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