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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回国，都会有朋友问及到美国留学的事情，大都涉及考试和申请手续的问题。
在谈话中听到了一些成功的故事，也常常能耳闻一些关于留学的误区。
我写这《去美国读名校》的初衷，就是期望能够帮助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或者是想送自己孩子出国
留学的家长，让他们对出国留学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就不至于被社会上以讹传讹的迷思
所困惑，少走弯路，更有效地规划孩子的教育和培养。
　　我在耶鲁大学工作了十几年，也常常能够有机会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对于美国大学的情况较为熟
悉。
在写作的过程中，也翻阅和参考了很多历史文献，以获得对美国名校发展更为清晰的判断和视角。
我的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我参与了她报考大学的过程，也帮助过一些国内、国外朋友的孩子，或提
供具体咨询，或帮助修改申请文章，或写推荐信，对这一过程也算相当熟悉了。
　　希望中国的青少年学生能够从该书中获得对美国大学的全面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申请美国大学
的关键步骤。
对于父母读者或者其他的普通读者，也期望通过阅读《去美国读名校》获得有关美国大学诸方面的信
息，比如通才教育的理念，私立大学办学的基础，捐赠基金，招生录取的政策，以及报考美国大学的
具体步骤，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经验所不能够提供的。
　　我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该写作项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武春野编辑为该书策划提出
的宝贵建议。
　　最后希望读者能够喜欢这《去美国读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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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美国大学本科学院。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优越的外语培养环境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使更多学生具备了冲击美
国大学的条件。
《去美国读名校》专为中国的父母和学生而写。
    作者根据耶鲁的经验，介绍了美国名牌大学通才教育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录取政策、财政运作
等一系列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提供了对有关美国大学的深层认识。
同时，本书也通过各种实例和故事，详尽、具体地介绍了报考美国大学的各个环节和步骤，特别指出
了中国考生的具体应对，包括SAT考试、高中成绩、课外活动、推荐信、高考作文、提前录取、助学
金、大学面试等诸多方面，还包括了对孩子从小如何进行培养的方略。
对于所有想去美国读大学的学生朋友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套清晰、可靠、实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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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寻踪美国名校的发展轨迹　　第一章：荒野中诞生的学校　　学校的由来　　耶鲁建
校于1701年，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耶鲁是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上出现的第三所高等学校。
在耶鲁之前已经有了哈佛（1636年）和威廉一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1693年）。
但威廉一玛丽学院在历史上曾两度停办，因此耶鲁是迄今美国连续授予学位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仅排在哈佛之后。
　　现代人很难想象三百年前美国新大陆的景象，但有些基本的事实仍然能让我们体会到那时候的生
活环境与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巨大不同。
　　自从哥伦布于15世纪末首次在美洲新大陆登陆后，欧洲一些凭借海洋优势发达起来的国家就开始
了对美洲土著居民的征服，并开启了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过程。
欧洲人移民到美洲新大陆来谋生有很多原因，但主要都与寻求宗教自由和摆脱宗教压迫有关。
　　来自大不列颠的殖民者，陆续于现在美国的东北部建立了殖民地。
第一批殖民地定居者，是乘坐五月花号轮船于1620年驶抵北美洲的。
这些来自英国的定居者，都是想从英国国教中分离出去的清教徒。
他们原先的目标是去弗吉尼亚州定居，但因遭遇暴风雨而不得不停泊在马萨诸塞的普利默斯。
没有想到歪打正着，没过多久，马萨诸塞美丽的海湾就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政治经济区。
这片繁荣的土地，很快就孕育了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1636年），即后来的哈佛大学。
　　1638年4月刚刚开春，天气依然寒冷，五百个清教徒聚在一起，拖家带口，携带行李，离开了马萨
诸塞海湾，来到了西南部的奎尼皮亚克港湾。
这队清教徒的领头人是神父约翰?达文波特（J0hn Davenport）和西奥菲勒斯?伊顿（Theophilus Eaton）
。
这五百个定居者，想在这片远离马萨诸塞海湾的土地上另立门户，开垦出一个更加纯净的宗教社区，
同时利用奎尼皮亚克地区良好的海港位置寻求经济上的发展。
当时在这一带居住的是奎尼皮亚克土著部落。
他们把土地卖给来自欧洲的定居者，是因为奎尼皮亚克部落屡屡受到另一支印第安人部落的骚扰和欺
凌，他们期望通过接受欧洲定居者来换取对自己部落的安全保护。
1640年，这些英国殖民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政府，并且把定居点由奎尼皮亚克更名为纽黑
文（New Haven）。
　　三百年前未开垦的美洲殖民地，没有公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电，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耶鲁所处的新英格兰地区，地貌以丘陵为主，到处是杂草、树林和沼泽。
即使是今天，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质仍然混射猎和种植玉米为生。
杂着大量的石块。
它的气候四季分明，冬天冷，夏天热，同时夹杂着海洋磊潮湿。
但美洲有着丰富的资源，到处都是自生自灭的树木，可以有充足的木材盖房、取暖；有成群的动物可
以猎取，生存；也有丰厚的渔产资源，补充日常的生活。
这些都为定居到新殖民地的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在殖民定居者到来之前，当地的奎尼皮亚克人大都以海上捕鱼、弓箭射猎和种植玉米为生。
　　值得一提的是神父约翰?达文波特。
他出身英国名门望族，毕业于牛津大学，是清教牧师。
他与牛津的同学伊顿于1637年一同来到波士顿。
在达文波特和伊顿率领教徒来到纽黑文之前，达文波特在马萨诸塞海湾曾经帮助那个社区筹建了哈佛
学院。
他领导建立了纽黑文殖民地后，心里总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他很想在纽黑文也建立一所像哈佛学院那
样的学校，为此他也在不断地进行策划和鼓动。
　　今天看来，达文波特神父应该算是推动建立耶鲁大学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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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同时来到纽黑文的第二号领头人物伊顿，就是后来为学校捐巨资办学的耶鲁先生的继祖父（耶鲁
的祖母在前夫病死后，改嫁了伊顿）。
虽然耶鲁大学正式建立是在1701年，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于纽黑文建立一所学校的梦想，在达文
波特和伊顿建立纽黑文殖民地后不久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达文波特来到纽黑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清教徒的乌托邦，同时利用纽黑文港口的优势，发
展贸易和经济。
无论是宗教精神的需要，还是经济发展的计划，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组织和领导。
所以人们越来越感到需要一所学校，用以培养殖民地所需要的人才。
如果仅依靠百里之外的哈佛学院提供人才，常有鞭长莫及的障碍。
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纽黑文离波士顿也不过两百公里的路途，但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的时代，两百公里
还是非常漫长的路程。
另外，聚集在纽黑文殖民地的人，也隐约不安地感到哈佛学院正日渐偏离正统的宗教教义，日趋显现
出自由化的倾向。
这也更使纽黑文的牧师们感到有必要培养自己的学生，这样才能够正确地阐释《圣经》，使宗教纯洁
地延续下去。
所以从这点来看，耶鲁在建校以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思想原则。
　　可惜在达文波特有生之年，他并没有看见这所学校的诞生。
纽黑文殖民地并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定居者，对外贸易的港口活动越来越转到了波士顿和新阿姆斯特丹
（即后来的纽约）港口。
1646年，为了拓展与英格兰的贸易，纽黑文的殖民者筹集了很多货物，装载上船，以期一举打破对外
贸易的不利局面。
但这艘货船驶出港口后，就如石沉大海，沉没在了去英国的途中。
这事件对纽黑文殖民地的打击是巨大的，建立经济王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1665年，纽黑文殖民区放弃了独立自治，与康涅狄格殖民区合并。
纽黑文被纳人康涅狄格殖民地后，达文波特离开了纽黑文，返回了波士顿，并于1670年去世。
今天，耶鲁的十二所住宿学院之一的达文波特学院，就是以达文波特的名字命名的。
　　达文波特走了，而他建立学校的梦想却延续了下来。
但在英国的殖民下，殖民地的牧师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办学授权的问题，因为在英国，能够授予
学位的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其他的学院均无资格授予学位。
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哈佛学院，早在1642年就开始授予学位了，而到1650年才得到建立学校的特许。
　　1701年，五个康涅狄格的牧师聚在一起，商讨筹建学校的事情。
经过磋商，他们决定请求纽黑文的殖民立法机关授权建立一所学校。
1701年10月中旬，殖民地议会通过了“建立一个学院学校的法案”（An Act for Liberty to Erect a
Collegiate Sehool）。
该法案大概故意采用了低调的策略，把学校命名为颇为土气的“学院学校”（collegiate School），以
避免英国皇家的注意和愤怒，但该法案却赋予了学校授予学位的权力。
建立这所学校的几位牧师，大部分是哈佛的毕业生，而且他们之间还有着密切的同学或血缘关系。
所以历史上有个说法，认为耶鲁大学是由哈佛人创建的，这是有道理的。
正像后来耶鲁人又于1746年创建了普林斯顿大学一样，这三个学校既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有辈分
上的血脉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学院学校”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在这个学校，“年轻人可以习学艺术和
科学。
使这些深受上帝恩宠的人，能够胜任教堂和民事的公共职业”。
因此，虽然学校的创建人都是宗教的牧师，但办学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揉进了公共事务的因素。
这一办学宗旨，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还经常被耶鲁的校长们在毕业典礼讲话中津津有味地引用，并
作为学校的校训，激励耶鲁毕业生像先人一样，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服务公共事业的使命。
　　学校的董事们于1701年在距纽黑文以西三十英里的塞布鲁克（Say brook）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去美国读名校>>

，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参加会议的有差不多十个教区的牧师，他们也都是在康州殖民区建立学
校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纽黑文教区的詹姆斯?皮尔蓬（JamesPierpont）。
会议留下的记录明确阐明了学校的目标就是培养年轻人，让他们接受“自由的和宗教的教育”。
在这个学校里，所授课目将是文科课程和语言。
他们最初选择塞布鲁克，是因为它位于康涅狄格河与长岛河口的交汇之处，便于交通和运输。
“学院学校”的第一任校长（Rector）是亚伯拉罕．皮尔森（Abmham Pierson）。
英文中的Rector是一个有宗教意义的词，是指负责教区事务的教区长。
因为学校的创始人都是宗教牧师，而且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要做教区的牧师，所以学校很长时间里
一直用Rector作为校长的名称。
　　有了授权，有了校长，有了办学宗旨，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学院学校”正式诞生了。
这所学校，像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新奇而脆弱。
它要经历很多风雨和沧桑，要走过漫长艰辛的路程，但它注定要在耶鲁人的怀抱里，在耶鲁人的簇拥
下，茁壮成长为今日举世闻名的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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