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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
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
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
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
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
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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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耶鲁大学历史博士，
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
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北大批判》
等书。他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200
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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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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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第一名校  美国名校扶贫斗富  大学要培养未来的领导阶层——寄宿学院与中国对“世界一流大
学”的误解  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  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  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苏珊·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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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商学院排名  看看哈佛商学院的6个亿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  附：关于耶鲁商学院的关键数字体
育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  用橄榄球来塑造精英  体育：精英教育的主课  运动员统治美国  球星的智商  
大学要“酷”  美国大学教练的工资  大学篮球场上的贵族席  体育不能从教育中独立  美国精英大学中
的体育特长生  大款玩命——硅谷的新企业文化  教皇的体育与王子的体育  运动员要读书  奖杯文化的
变革  人生半途：生活可以重新开始教育与社会：多元的教育植根于多元的社会  华盛顿的单身“超女
”  女性优越论  移民的美国梦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河流与教育质量
——美国“教育券”争论之今昔  诺贝尔奖的小镇  你能富吗—一重新界定“美国梦”  没完没了的青春
期  难以弥合的南北裂痕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  自以为是的弱势阶层大学之前的竞争  美国的教父
教母热  未来的精英之母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  硬起来的美国教育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大学申请
战与社会服务  美国贵族高中校长的工资  美国的高分复读生  高中生当市长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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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教育的新趋势美国的大学改革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
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
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
上是递减的。如今，全球都掀起了大学改革的风潮。欧洲的大学要引入市场机制、调高学费，中国也
有了一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闹。大家改来改去，样板全是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无疑是世
界上最为优异的。前哈佛大学的一位院长罗索夫斯基(Hen ry Rosovsky)于1990年就宣称：“2／3到3／4
世界最好的大学在美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扩张和大学的空前繁荣，这个比例以今天的
标准看恐怕还是低估了美国大学的实力。大部分诺贝尔奖的得主是由美国大学培养并在美国的大学教
书。一流的国际学生也把美国的学校作为首选。虽然美国是世界上的独霸，但其GDP最多不过为世
界GDP的1／3。除了美国的军队外，很少有美国的一个产业部门在世界上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但是
，美国的大学体制并非没有问题。相反，美国的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危机是什么？如何对应？美国
人自己也众说纷纭。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大学危机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什么是美国大学的理念
？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分立，争论不休，远非那些虔诚的模仿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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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薛涌是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尔，他的文字与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徐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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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培养精英》：（哈佛）核心课程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
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创造这
一传统的参与者，这四大目标，则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
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
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
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便敏洪送给新东方员工的教育经典，开卷不读薛氏书，纵谈教育也枉然
。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以大历
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
领导地位的迹象。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代又-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美国高
等教育的成功诀窍，就在于实施了没有”教育券”之名的”教育券”制。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而是
通过大量的资金支持学生。这等于政府给学生一笔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采购”高等
教育。各大学为了迎合这些消费者的胃口，抢到这笔生意，就得给人家提供满意的教育服务。美国高
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既通过政府的财政资助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避免了官僚机构对教育的直接
卷入，用市场竞争创造了大学的效率，可谓一举两得。美国的大学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来自英国
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会技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人间的交流，在形式上
是以寄宿本科生学院为大学的主体。另一个是德国的研究传统，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院在大学中占
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集这两个传统之大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即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
，务实，并有着市场竞争的企业精神。施莱费尔事件给正在陷入信誉危机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警
告：不管你的理想多么崇高美妙，不管你的设计多么充满智慧，制度的设计者不能直接从自己设计的
制度中捞取利益。道德上的清白，是思想信誉的基础。在公益与私利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专
制王朝对体现个人主义的勇武一直惧十白，担心更多的不是军队不能打仗，而是军队要造反。所以尚
文轻武，军人缺乏训练，甚至到了扛不动自己的口粮的地步。教育精英们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
文人，遇到危机只会坐而论道，毫无行动能力。最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
被人口只有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征服。这也难怪西方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了。这一传统，在我
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中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教育不改变，中国就还是一个硕大的病夫，中国永远不可
能有一个大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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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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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薛先生这本书虽然是前几年文章的总汇，但是写的很平实自然，加上薛先生的读书教育背景都和
教育有关，所以读起来更加可信。比仇富好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薛先生和陈志武先生都是耶鲁出身。
写的文章都是平实中有真谛。是偶然还是其他？书中对人文和研究型大学的分析和趋势，很有助于在
孩子的教育中给家长于思考。
2、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就算进入大学后也很少有人取得优异成绩。因为他们在上作者的历史课的时
候，对作者讲，我要赚钱，学历史有什么用？作者将其称为反智主义。哎哟，原来我学习什么都想着
这个有什么用的时候，就表现为反智啊，靠。保守党派的单身领袖女性们真是太屌了，赖斯啊，迈尔
斯啊，等等等，是我学习的榜样呢。作者认为，随着体力在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下降，女性在各方面都
表现得越来越卓越，但是事业成就上只有少数女性做的很好，是因为在2，30岁的事业奋斗期也是生育
最佳年龄。所以对女人而言，事业和孩子只能选一个。太惨了。作者甚至举例讲，许多奋斗过的事业
性女性后来都倾向于待在家里面带孩子。所以她们的女儿接受了母亲的想法，将会出现很多耶鲁全职
母亲。对于这些女性的在家庭内对下一代做出的贡献不应忽视。他们的孩子将会是精英中的精英。所
以她们的做法也值得肯定。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可不敢苟同。如果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在成为赖斯居
里夫人等伟大女性和成为母亲之间选一个，取决于这个女性本身的社会地位吧。像我这样出生草根的
女孩子，如果能够选择，当然会希望奋斗过后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高素质高能力经济独立影响
远大的人。而不仅仅是只是当一个穷困潦倒忍受家暴的幸福母亲，奶粉都买不起，切，脑子有病啊。
3、原本带有褒义成分的“精英”一词，现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嘲讽。尤其是在一些“草根”眼中
，“精英”多是脱离大众，利用信息不对称、专业门槛等谋一己私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被当做“道
德洼地”。这一指责，本质上是出于对“精英”们的不信任，尤其是在他们面对权力或金钱时。传统
意义上以“立德、立言、立功”自许的“精英”已渐渐褪去道德上的光泽，同时不可避免的陷入到道
德的泥沼中去。为何如此？除了“精英”自身的负面说法外，笔者想起了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当时，
父母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聪明保一人，富贵保一家”；老师经常说
的一句话是：你是为自己读书，不是为别人。这几句话意义很明确，便是读书出头成为人上人，以及
成为人上人后保证小我、小家的生计——这一精英培养方式的关怀视野明显狭隘、自私，但用这套去
教育子女的民间家庭应当不在少数吧。衡量什么就会输出什么，对以这种方式输出的“精英”，非亲
非故的大众天然不会有几分信赖。所以，与其对中国式精英进行盲目的“道德审判”，还不如从教育
养成的角度进行反思。“卧底”美国教育界多年的中国学者薛涌，用一部《培养精英》详细介绍了美
国的精英培养模式，有利于我们有的放矢的比较、借鉴。在《培养精英》一书中，薛涌的核心论点是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他认为，美国的教育精
神是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对
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这是很恰当的一课。在美国，学生从一开
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
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
不绝的人文资源。不难发现，薛涌笔下的美国教育精神正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
不知从何时起，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迫使学生接受了架着眼镜从ABCD中选出正确答案的学习方式
，不为兴趣多为找个好前途。这种功利性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多的是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缺
乏社会关怀和公民意识。相反，美国实行了德育和智育并重的基础教育，他们对青少年儿童的品格教
育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意识，每当媒体上出现腐败政客、吸毒明星、贪婪商人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这
些人的早期品格教育出了问题。美国教育形成了一种共识：对孩子的教育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一
旦孩子的品格教育出现问题，整个社会、每个人的子孙后代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
来的“精英”，他们的游戏规则不仅仅是谋取个人福利，更会为社会福利而奔走的人文关怀，因为这
不仅有关道德品质，还涉及到具体的“福利”。薛涌说，“生意场上，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
就是和人家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你最好是把和你生意有关的人都看作是志愿人员。他们
如果不感到和你接触有意义，而只是赚几个钱而已，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也就是说，具有人
文关怀的公民是美国教育的目的，自然也就成为精英圈的游戏规则之一。难怪薛涌会说，“在美国，
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而在中国、日本等东
亚国家，病人不过是医生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可见，从小实施人文关怀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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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训练，不仅能使人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还有利于整个社会关系朝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4、该书为薛涌关于中西方教育思考研究中最全面的书，对理解中西方教育、思想、文化方面的帮助
很大。读了该书就可以不读薛涌关于教育的其他同类书籍了，例如《北大批判》
5、美国的教育为什么要比我们先进，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学习起来是这么痛苦，学校 老师 社会 体质。
。。。。。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很好的一本书，引领我们去反思
6、“精英”这个词太势利 本报记者 李芸(2010-03-15 01:05:21) 　　　　　　 　　 　　　　（《培养精
英》是多年观察分析美国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心得精选）　　 　　负责《培养精英》一书的编辑告诉记
者，薛涌是一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的作者，虽然远在美国，但采访属于“今天采明天回”的那种，特
别爽快。果不其然，记者头天发去采访提纲，第二天回复便翩然而至。读及回复，痛快淋漓，宛如一
位激情四射的学者在你的面前慷慨陈词，丝毫感受不到网络等虚拟设施带来的阻碍。　　 　　薛涌快
速而高质的回复也解释了记者心中的一点疑惑——薛涌为什么那么高产？要知道，仅在去年，他出版
了4本书《北大批判》、《仇富》、《怎样做大国》和《一岁就上常青藤》，在他的博客里，薛涌的
“新年述怀”筹划除了《培养精英》，今年还将出版4本书。　　 　　薛涌毕业于国内名校北大，又
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现执教于美国大学，中外教育之比较是他论及最多的问题，他观察、揣摩着他者
的教育，并一点一滴地向国人揭开那幅教育的画面。　　 　　《科学时报》：在你出版的书中，书名
里有不少提到了“精英”，譬如《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一岁就上常青藤》
这本书的封面上也印着“美国精英教育的不二法门”，在你的定义里，何为精英？你还出版过一本名
为《草根才是主流》的书，草根指的又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你认为该如何开展精英教育？　　 　　（我并不同意“不二法门”之说。教育要
立足家庭，而且是多元的。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我仅仅介绍阐述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对
我的孩子和许多孩子是有效的。）　　　　薛涌：所谓“美国精英教育的不二法门”等等，是出版社
给我加上的，大概是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吧。我个人不同意“不二法门”之说。毕竟培养人才有多
种方法嘛。不过，“精英”一词我很常用。用的时候心里很矛盾。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有些太
势利。但是，国内的读者喜欢，家长也都望子成龙，所谓“龙”其实就是精英。美国朋友访问中国回
来告诉我：中国实在是“精英”满天飞。　　 　　我用这个不太喜欢的词，主要目的是出于和国内读
者对话方便而已。我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培养一个有成就的人、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人。但是，这么
说似乎太绕口了，还是“精英”来得干脆。一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至于“草根”，则
是从美国社会中学来的。一般基层社会的老百姓都可以叫草根。在美国有句名言：“一切政治都是地
方的”。其实也说的是一切权力来自草根社会。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特别需要来自基层社会的草根动
力。所以才说“草根才是主流”。　　 　　高等教育扩张，要先在草根上下功夫，在提高义务教育水
平的基础上进行。义务教育水平提高了，达到上大学的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多了，大学生源充足，录取
更有竞争性。有了竞争性，能够十里挑一甚至百里挑一，才谈得上精英教育。美国大学的成功，最大
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成功，使符合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学竞争也就愈演愈烈。中国则本末倒置。
义务教育不完备，能上大学的人口无法大幅度扩张，但大学不断扩招，形成生源有限，大学生人数持
续翻倍上涨。结果，60%的考生上了大学。大学匆忙扩张又无法保证教育质量，选才不精再加上粗制
滥造，形成了大学“弱智化”的倾向。　　 　　《科学时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
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经过温总理的引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你毕业于国内名校，
又执教于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薛涌：一个很大的答案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总理
引述才会获得注意。这样的社会能培养得出杰出人才吗？社会要有自发的动力才行，不要靠领导号召
。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十几年前还是所走读学校，最近扩张迅速，建了宿舍，引起媒体注意。于是有
校友发问：扩张这么厉害，怎么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看看，人家不等总统问，不等州长问，自
己就会问。这是所谓“草根”的动力。没有这种“草根”式激情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前途。　　 　　
《科学时报》：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有的专家调查、总结了近年来失业率最大的几个专业
，比如中文、英语等等，于是建议大学关停合并这些专业。你认为大学生的失业，是专业原因造成的
吗？《培养精英》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大学选专业：人文学科的价值》，讲到了人文学科培养人才
的关键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国专业与工作关系极为密切的情况下，是不是务实比务虚更重要？如果国
内一位高中毕业生向你请教专业的选择，你会有何建议？　　 　　薛涌：我在《培养精英》和《北大
批判》中都比较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30多年前我考大学，上了中文系，家长怕我以后没有出路，强
烈反对。现在看看如何呢？我就算卖文为生，在国内也属于高收入阶层了。如果我的孩子在国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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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或者英文专业，我绝对会支持。如果学财会，我可能会有些失望，当然也不会干涉了。如果一
个高中生问我应该选什么专业，我会说，选一个对得起自己青春的专业。什么叫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呢
？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人只有一个生命，也只有一次青春。青春充满了理想、憧憬、梦幻，吸收
自己心灵追求的东西最快、最充分。所以，选的专业，一定要是自己心灵追求的东西，说得再白一点
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叫对得起自己。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自己不喜欢
的东西上。当然，人不得不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那应该在大学以后。　　 　　所以，面临眼花缭
乱的专业，你应该问问自己：哪个专业更触动你的心灵？更让你激情万丈？年轻人学习缺乏激情，很
难学好，那不是快乐，而是受罪。如果你面对大学的专业，一个也不想学，那么你实在应该想想是否
需要上大学。你看人家韩寒多潇洒，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你选择了自己最有激情的东
西后，就义无反顾地学下去，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一般而言，学习自己为之疯狂的专业，最容易
有一流表现。有了一流表现，日子就不用太愁了。我上大学时，想法就这么简单。当时父母说：靠笔
杆子，只有达到一流才能过日子，那太难了。我则说：为什么我不能到一流呢？年轻人无此志气，实
在枉活一世。　　 　　《科学时报》：有人认为中国教育有自己的特点和优长，比如学生普遍用功好
学、基础知识牢固等，过多强调借鉴外国的经验，有可能丧失自己的长处，你的看法如何？　　 　　
薛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个不能学习外来经验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谓牢固的基础知
识，许多过时了怎么办？有这种基础知识，没有基础技能怎么办？人类进化，核心就在于应变二字。
学生一定要时时刻刻认识到，自己现在学的东西随时可能过时。什么都靠不住。但是，好的大学教育
能给你这样的信心：你永远可以根据环境的新挑战学会新东西。美国的大学，特别注意贯彻这种精神
。这也是我书中论述的重点。　　 　　《科学时报》 (2010-3-11 B3 社科 视点)　　　　　　《北大批
判》可以和《培养精英》配合阅读，读者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应该改革，为什么这种改革可
以从每个人作起。　　
7、早年是很喜欢作者的书，就象一口气买了易中天老师好几本书一样，起先觉得十分新鲜，后来就
越来越无趣了。最后好象全忘记了，只记得两位老师都有个女儿，而且都是精英。看来。二位老师自
己是成功的培养了自己家的精英。你家有精英，不等于大家都必须成精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
差异是各方面的，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宗教。是宗教而不是教育使人获得了梦幻的平等。教育从某些方
面来看，反而拉大了这种不平等。薛先生的写了那么多书的意思无非是说让更多的草根成为精英，固
然一个统治阶级最阴险的策略就是将被统治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个道
理中国人比美国人懂得早多。不过，美国的教育以我看来还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除了几所著名的大
学，培养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之外，大多数学校还是培养了自食其力的平民，中产阶级。我一直认
为美国是有等级的，甚至有种族的等级，但是美国的体制是两头大中间小，美国从来是商业社会，信
奉英国的经验主义，继承了这个民族对知识分子不太热衷的传统，而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这样
的国家倒喜欢强调知识分子这个观念，而且喜欢充当国家的良心。曾经看过美国戏剧，哗变，这是一
个犹太裔美国人写的，其中的船长虽然被审判，但是最后作者还是承认，正是这些看上去不那么文雅
的军人保卫了这个国家，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把那个会说法德话的文职士兵处理成一个让人厌恶的角
色，还有我记得萨巴塔传中左右逢源，论为叛徒的记者。这就是平民视角中的知识分子。本人是一个
在工厂大院长的孩子，是一个典型的70年代打破阶级差别时代的产物。自己出身贫农的父亲和出身城
市小知识分子家庭的母亲，造就了我两面的生长环境，一面是有着老学究传统的外婆一家，一面是北
方农村的大家族。可以说，这这个奇怪的组合在那个时代是有象征意义的。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做了
两件事情，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很多人对第二件事情不以为然，但是那正是他
本人试图打破中国传统的尝试，他要打破的正是中国的文化等级。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从早年殷实
的小康市民的孩子，被历次改造成了一个和工人吃食堂和农妇抓虱子的学生，可是至今在言谈中也没
有很多的牢骚。倒是我的父亲牢骚多多。觉得自己还不如不考出来，在家种地也得了几十万的拆迁款
。不过，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即使在那个时代，是否大学生也是一个找对象的条件，所以我母亲就
选定了父亲这样一个出身良好根红苗正，也上过大学的人，在当年也是很时髦的。文革中许多事情想
来颇为有趣，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矫枉过正的嫌疑，造了许多孽，但是其初衷，应该是理想主义的，
那就是打破这个知识分子的特权阶层，把底层人吸收进来，用以平衡社会。那时候许多不懂行的人进
入了领导阶层，确实是个错误，但是后来的从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中吸收优秀分子的政策是正确
的，只是有人将其歪曲了甚至变形走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估计过高，而且他们失势的时
候极其可怜，得势的时候又极其暴虐，虽然自以为和普通的农民是两回事，但是骨子里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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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功利主义加怀疑论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附庸，如同今天的民间资本家一样不是附庸外国，就
是官僚，难以形成自己的力量集体，更别说象克伦威尔那样自组军队夺取政权，甚至象西方知识分子
一样搞啤酒馆咖啡馆革命，由于知识分子的单薄与本身的游移，而且在一个劳体力劳动大军众多的国
家，只能依附于人方才可以做点成绩来。不过这个阶层的人，由于其功利主义，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
种批判和救赎精神，象但丁所说的下地狱精神，所以总是呈现出一但得势就变脸的特征，象那小芳的
歌曲，因为想偷懒就娶了人家，因为想回城就甩了人家，所以很为人所诟病。我是自幼就和工厂工人
生活在一起的人，我是承认他们有贬低文化的毛病，但是我也知道那也比一个当上了医生就胡乱开药
房的知识分子强，他们有朴素的信仰，有知足的天性和忍耐吃苦的美德，而且我个人一向认为，信仰
比专业素质要重要，品德比技术重要。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德行而不是知识。知识固然重要，但是
离开了信仰与道德就很容易变成灾难。其实中国人信奉的与其说是智慧，知识，不如说是一种机巧和
类似于小聪明的东西，中国人也很喜欢笑话别人傻。他们总是象阿Q一样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
看不起任何人。这个毛病是整个民族的毛病，但是在知识分子那里表现的最厉害，所以才有胡说八道
的专家，高薪养廉越养越贪，只要会点懂点别人不需要的，就肆无忌惮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人
总是动不动把个屈原，诸葛亮，岳飞，关公抬出来，好象中国人很忠诚一样，其实呢，中国人是世界
上最不老实的人，所谓阳奉阴违，上行下效，由于缺乏自律精神，总是看别人如何如何，所以这个民
族就是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民族，你说什么他都不信也不想服从。这样的国家可想而知。精英绝对不应
该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而是要反精英化。打破体力脑力的差别，美国的大学里有各种体育比赛，以文
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主旨，一个学生也可以去做工人和农民，而不是非作官不可，由于中国文人传
统的重文轻武，造就的总是擅长阴谋诡计而身体孱弱的书呆子，最多的也就是吃出健康，不生病的智
慧，多聪明，不用费力流汗连吃带养生，划算！因此我认为，打破这个所谓的精英垄断，就要不断从
下层选拔人才，打开这个封闭的壁垒，破除学阀专制，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培养的不应该是精英
，而是公民！我相信，中国的脊梁和未来依然在于那些从田野中走来的人们，那些在黑暗中凭借着朴
实无华的信念获得新生的人们，那些矿工兄弟，中国的农民。谁要激怒他们，夺去他们的土地与尊严
，谁将点燃星星之火！
8、草根与精英的轮回　　                   林无静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薛粉，我经常被问到一些
关于涌哥的问题。比如，薛涌也太能写了，一年出那么多书，难免有滥竽充数之嫌吧？　　我则回答
，涌哥很多书是文章的结集，是他近几年报刊时评文章的总结。换句话说，就是书的酝酿、成形已经
经历了好几年时间，并非一时一日之功。　　再有就是，涌哥可是个极其用功的人啊。人家到美国那
么多年，根本没出去旅游过，连假期都用在研读和写作上了。您如果也那么用功，把搓麻、打游戏，
泡妞、扮驴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估计您也早就成名了。　　最近，涌哥的新书《培养精英》隆
重上市了。于是有一个哥们打上门来问，薛涌不是号称“草根才是主流”吗？现在怎么又要“培养精
英”了？这变得也太快了吧？　　我倒吸一口凉气，恨不得要用涌哥的经典语句来教训他：你受传统
二分法的教育与知识的毒太深了，根本不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与多样。你看到的世界只有截然的黑与
白，没有色彩的过渡与融合。难道社会的阶层是恒定不变的吗？谁说草根中就不能产生精英？谁说精
英就一定高高在上，就一定孤芳自赏，不能为草根服务呢？　　当然，我这个哥们抗打击能力比较弱
，我又没有涌哥那么生猛，所以我还是循循善诱地给予了充分的解说。呵呵，毕竟俺们中国还是个人
情社会，我不能按照涌哥“公共辩论必须尖锐”的路子走，那样非把朋友得罪光了不可。　　我大致
是这么解释的：所谓草根才是主流，是说社会的主体是草根大众。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草根大众
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主流选择，特别是在公共事物领域。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政治领域，精英或者领袖
，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但选择权在草根大众，精英领袖不能越俎代庖。草根大众通过选举，
选择那些能够代言草根利益的政治精英。如果政治精英不懂得维护草根大众的利益，哪怕是不能很平
易地和草根交流，都会在选举中失败。　　具体到《草根才是主流》这本书，薛涌是借上述理念，来
抨击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发展经济当做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认为为了发展
经济，可以牺牲小民百姓的利益，甚至可以把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推后到经济发展了之后再说。在
效率与公平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效率。他们的名言是把饼做大。而涌哥的逻辑是，没有公平
，饼不可能做大，失去了公平的经济发展或许短期内可以做到，但长期来看，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些
理念，在涌哥稍后的《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中，也有更为充分的表达。　　再回过头来说
《培养精英》。这本书其实是以前涌哥论述美国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文章的结集。薛涌认为，美
国，在往前推，是英国，之所以能长时间称霸世界，是因为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培养精英的做法，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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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领先的高等教育理念。这些理念和传统，书中有很多介绍，比如大学生的寄宿制度，有利于培养学
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老师的言传身教；比如讨论班制度，有利于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
，也有利于学生的公共场合的表达。所有这些，在涌哥最近的《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一
书中，也有精彩的阐述。　　除了上述的教育传统和理念之外，涌哥特别强调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
优秀传统，那就是强调服务社会。美国高校招生时，除了看你的考试成绩外，还很强调、很重视你的
社会服务经验。很多高中生，要在假期中做社区服务，有的甚至休学一年，去非洲等艰苦地区做义工
。　　那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强调服务社会呢？这就说到了精英必须服务草根的道理。我们中国人眼中
的精英，好像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但美国人眼中的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必须是服
务大众的精英。想一想奥巴马，你就会明白了。如果奥巴马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只是当律师挣大钱，
而不是去贫穷的黑人教区做社会服务，他肯定无法当选总统。　　话说到这里，我的这个哥们算是明
白了精英与草根的关系。当然这是指在美国那样比较先进的社会中的事情。在那里，精英产生于草根
之中，并回过头来服务于草根。在我们这里，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成了精英，就是人上人了，就可
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了。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还只是统治与被统治，而不是互相服务。
9、薛涌这本书其实是他以前写过文章的合集，或者说是精华版，对于像我这样只买过一本书的读者
来说，此书的性价比颇高，但对于那些已经买全他的书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还要再买这本书，则需要
自己斟酌。 本书通篇论述了关于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头号强国教
育的窗户，引人深思！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薛涌的文字极其重要！难怪俞敏洪在扉页上说：开
卷不读薛氏书，纵谈教育也枉然！ 希望薛涌能够再接再厉，深入发掘美国教育强大的基因，同时也对
现在美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提出批判性意见，以参照我们当下的教育，能够建立起后发优势
，少走弯路。

Page 13



《培养精英》

章节试读

1、《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67页

        企业的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领袖。

2、《培养精英》的笔记-第92页

        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
言论尺度。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
打压“不同政见”。

3、《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74页

        用体育来培养精英，来源于古希腊的教育观念。

4、《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41页

        在许多领域，政府做的事情，私人企业只用一半的费用就能完成。

5、《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25页

        少年得志，恃才傲物。用一位教授的话说，他在任何场合，都本能地要表现出自己是屋子里最聪
明的人。警惕警惕

6、《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03页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显而易见的大道，我却似乎很容易忘记。再强调一次，世上根本没有完
美这回事。

7、《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46页

        没有任何东西难够比美国梦更能界定美国：不管出身多么卑微，只要努力、诚实、节俭，任何人
都能够出人头地、获得权力和影响，甚至成为美国总统。

8、《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09页

        伟大的理念培养伟大的人，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怀疑的自由是创造的第一步。没有人文教育，你
很难进行建设性的怀疑。

9、《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06页

        越是精英的大学，那里的学生就越务虚不务实，人文学科的香火就越盛。

10、《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07页

        上大学的基本目标，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反省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人文教育教你如何思考、
如何分析、如何阅读、如何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述。提供了一生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去专心致志
地读伟大的历史和文学著作。这样，你就学会了专注于大的理念，不被一些琐碎的细节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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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培养精英》的笔记-第96页

        人文训练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
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

12、《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45页

        工业界的领袖们从当小职员和学徒起家，他们接受的训练比任何学校都更严酷、更有效率。这就
是贫困。

13、《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62页

        他们的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的竞争，不是教育硬件的竞争。各个名校，永远把学生看做自己最宝
贵的资产。这些话只对大陆成长的人有意义吧

14、《培养精英》的笔记-第87页

        风格的要素，讲的无非是三件事：清晰、精确、简练。

15、《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22页

        所谓智慧的铁腕，知道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革会得罪很多人，触犯许多既得利益，所以不轻易树敌
，在小事上糊涂，大事上坚持。

16、《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08页

        生意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不管你把公司办得多么成功，你那一套不到5年就得变。也就是说，你
每5年要有秩序地重新塑造你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但你更需要一些能够综
合思考不同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人。如果你想当企业领袖或经理，本科学商学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重大失误。你所能尝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高级的账目管理技术。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
就是你和人家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文学帮助你理解什么才能打动人。

17、《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0页

        联邦政府掌握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常常是大学的教授、学者直接申请，钱拿到后跟着这
些教授、学者走。

18、《培养精英》的笔记-第52页

        家务可以请保姆，知识训练可以请老师，但情感的教育、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养，都要父母亲自
操心。

19、《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页

        体育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体育能够在短暂的时间把人生以游戏的方式给你演绎一遍，有
始有终，让你懂得怎么奋斗，怎么处理和队友、对手的关系，怎么去制胜，怎么输得起，怎么在逆境
中奋发。体育把复杂的生活简化，给你一个“通俗本”，让你有“亲历”的经验，让你事先理解许多
事后才能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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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一个心理疗程，能使人摆脱抑郁和沮丧。体育帮助人领悟人生，呼唤出追求理想的勇气。

进入体制，影响体制，在体制内解决问题。

20、《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44页

        哈佛成为常青藤中唯一一个把宗教和美国史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学校。具体而言，这一核心课程
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
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21、《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60页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
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

22、《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34页

        不管你的理想多少崇高美妙，不管你的设计多么充满智慧，制度的设计者不能直接从自己设计的
制度中捞取利益。道德上的清白，是思想信誉的基础。在公益与私利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

23、《培养精英》的笔记-第95页

        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

24、《培养精英》的笔记-第127页

        品行说到底就是“民主”的人格。真正的绅士必须“体谅他人，慷慨，勤奋，从来不伤害弱者。
”

25、《培养精英》的笔记-第225页

        你需要进入体制、影响体制，在体制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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