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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针对有出国留学打算的读者编著的出国指导书。
结构分明，按时间顺序分步介绍出国前的各个阶段的准备工作。
其特点是：资料采集自北大清华出国留学版论坛等网上媒体，这些论坛均以集中国内外留学生申请出
国亲身经历闻名各大校园，内容详尽、信息量大、真实生动，有读者亲和力。
本书指导读者从大学一、二年级开始如何做出国留学的准备。
从托福GRE考试的报名、费用，到选择学校、申请方向，到最后答复学校、联系奖学金、订购机票等
。
本书是出国留学的指导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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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祺舒，北大未名BBS飞跃重洋版版主，北京大学电子系98级，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物理系03级。
负责全书的编辑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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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推荐信是所有申请书面材料中，除了个人陈述之外最为重要的申请材料，有时候一封好的推荐信
就能决定你是否被录取。
它以第三人称、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介绍其所了解的申请人，要求对申请人作出客观而诚实的评价，能
起到个人陈述所起不到的作用。
　　现在的申请中，推荐信一般不是独立的，伴随它的还有申请材料中的推荐信表格：填写完推荐表
格并签名，在推荐信上也签名，然后推荐表格和推荐信装在一起，放入信封密封并再次签名，才称得
上一封完整的推荐信。
但是由于推荐表格属于申请表内容的—部分，并且它的内容基本上有固定的填写方式，所以本章中将
不介绍推荐表格的填写方法，本章中所说的推荐信，若非特别指出的，则不包括推荐表。
　　一般来说，申请北美大学的研究生院需要3封推荐信，也有少数情况和申请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的时候只要求两封。
极个别学校可能不要求推荐信，但这种学校一般比较差，不申请也罢；何况即使不要求推荐信，你递
交上去也没有坏处，所以推荐信不可缺少。
　　中国学生的推荐信一般都是自己写的。
因为我们的推荐人一般都是教授。
教授很忙，到了写推荐信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找他，他写不过来，所以只能我们自己写，然后交给教
授过目，请他修改，在教授认可之后再由他签字。
有的教授比较随便，根本不怎么看就直接同意签字，这样你可以写得稍稍夸大一些。
有的教授却很严格，硬是要一字一句地看，这对你也有好处，可以认清自己的实力。
当然，还有一些教授甚至愿意亲笔写，那就更好了。
　　写推荐信一般要介绍一下你的性格特点、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等。
很多人在写推荐信的时候所犯的通病是空洞。
推荐信对你的评价必须有具体的例子支持，如果你的推荐信里充满了赞美的形容词，充斥着最高级的
形容词或者副词，却没有任何具体的事例，那这封推荐信简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所申请学校的
教授会问：为什么一个人解你的人不知道你所做过的事情？
　　　　申请过程中有的教授会主动来信，询问某些情况，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教授主动套申请者。
很可能是申请者某方面打动了教授，导致教授发信来进一步了解或试探申请者。
　　在“9·11”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各大学校教育资金比以往匮乏了许多，直接影响了Offer　　的
数量，而且对于仅有的少数Offer,学校的发放也是慎之又慎。
这时候，教授们对于感兴趣的申请者，一方面要考虑该申请人是否真的出色配得上这个Offer，另一方
面还要考虑给予Offer后申请人有多大可能接受。
所以，各种各样的试探性来信就接睡而来。
　　有教授“主动示爱”，申请者往往感到受宠若惊或欢欣鼓舞，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收到Offer之前
，一切都是不定的。
无论—开始对方表现出多大兴趣，只要应对过程中稍有不慎，这个本属于你的Offer就可能花落旁家。
以下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2002～2003申请年度中。
一个学生H，收到Columbia University某系一位教授的来信，说他的各项材料都很出色，在他们系录取
初审阶段中的排位非常高，但同时话锋一转，问如果给予Offer，他会有多大可能来。
由于H同学背景很好，申请期望是Top 10的学校，而且当时其他学校的终审结果还没出来，他也不愿
意轻易委身于人，于是在回复的时侯没有表现出太热情，只是婉转地表达很可能会去。
没想到对方教授老奸巨猾，在跟H联系的同时，也在跟其他几个中国申请者联系，而且说的话都是一
样的。
有的申请者回复的就比H积极主动许多，结果这个Offer最终就是给了别人。
而由于本年度申请形势的恶化,排位在Columbia Uivesity之前的学校根本没有理睬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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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回复失败的典型例子。
　　另一学生I也在今年年初收到过Harvard Umversity某系的类似试探信，对方就是问给了Offer是否会
去。
由于往年有过给予Offer但是未被接受的事情，所以今年该系发放Offer特别的谨慎。
同时I的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师兄，也收到过这封信，由于他更心仪Princeton University，所以回复时说如
果Princeton不给Offer，那么就肯定会去Harvard，否则会两方权衡一下。
结果Harvard直接把他在中国申请者中的排位下降到后面去了，不过最终该师兄成功拿到Princeton
的Offer。
而I的条件不如这位师兄出色，所以在收到询问信之后的两天内，I把在Harvard那边的师兄师姐，对国
际上该学科领域动态了解的比较清楚的老师，去过该系作过访问的老师都间了个遍，最后综合他们的
意见，决定很早就与Harvard“私订终身”，所以回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说Harvard是他的第一选择
。
说实话，那个时候I还放心不下MIT，Princeton，Berkeley和Stanford，这几所学校在他心目中与Harvard
相当，不过当时它们的录取结果还都没有出来。
事后证明I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不但这四所大牛校没有给Offer，连后面的Chicago，Columbia甚
至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之类的学校都没有理他。
可以想像如果当时I同学不向Harvard主动进攻的话，如今会有多么后悔了。
　　总结上面的正反例子，收到此类试探性询问信，除非申请者已经有了更好的Offer，否则回复时一
定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能让对方看出你有犹豫不决或者等待其他学校消息的倾向。
不过对于那些屡吃中国申请者苦头的老外来说，这些甜言蜜语已经不能打动他们，往往都赤裸裸地直
接切入主题，就是问给你Offer到底会不会来，有的学校也不顾什么“4·15”协议之类的，早早
把Offer甩给你，同时要你很早就答复。
这些情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学校来逼宫，怕给予Offer后申请者拿它保底，一旦有了更好的立刻抛弃
原来的。
那么是否应当给予一个明确的接受与否的答复呢?这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申请者事先的申请期望，自
身与对方学校院系相对背景的比较，以及申请者处事的个人道德准则。
　　申请期望是指申请者自己希望拿到什么位置的Offer，如果该校与期望中的排名相差甚远，一般申
请者不会愿意委身于它。
但是两情相悦的情况总是少的，面对不是第一心仪学校抛出的绣球，这时候申请者就要理性地分析一
下自己与对方学校的背景是否相匹配。
　　一个好的比较原则是看看近年申请者的师兄师姐们都能拿到什么样的Offer，尤其是那些与申请者
背景相仿的，好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也不妨向已经身处海外的师兄师姐咨询一下该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应对，师兄师姐很可能会告
诉你往年他们是怎么回复的，以及不回复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总之不同学校院系都有各自不同的态度，有的会宽容，有的就偏激，申请者掌握他们的脾性信息越多
，做出正确回复的可能性就越大。
　　Offer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金钱一样，为了得到一个Offer，有些申请者会不择手段。
一个典型的手法就是先假情假意答应一个学校，把Offer骗来，一旦有了更好的Offer，便翻脸抛弃原来
的学校，毕竟当初只是双方口头承诺，没有签字画押，对方学校也很难或者不值得跟一个申请者计较
。
不过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殃及后来人，很可能这个受伤的学校以后再也不相信中国申请者的话了，也
不会再给中国学生Offer了，而背信弃义的申请者自己心头也会永远蒙上道德谴责的阴影。
所以说申请人的个人道德准则在这个时候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至于究竟如何处理，因人而异，没有确切的答案。
各大BBS的飞跃重洋版面也很忌讳讨论接受或答应Offer后再反悔的举动，毕竟诚信是大家都应遵守的
，请大家不要给中国人丢脸。
不过此处笔者给一个个人认为比较理性的处理方案，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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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申请者未决定是否一定去该校的时候，面对对方很急的催问，一定不要表现出有可能不去的念
头，但同时也不要轻易给予承诺，比如说99％会去，那跟100％会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同时尽量拖延最终答复的时间，好等待其他学校的录取结果。
如果某个时段申请者等不及了，一时冲动答应了该学校，而后来又有了更好的Offer，也不要轻易反悔
。
实在想反悔，最好先给原先答应的学校发信详细解释一下情况，请求对方的谅解，大多数学校还是比
较通情达理的。
笔者的一位同学就是在答应Purdue University后的第二天突然来了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Offer，他
给Purdue那边发信说明了情况，对方大方地允许他投奔niver-　　sity of Michigan。
这样就跟理想婚恋一样，好聚好散，有理有节，双方都不会受到太大伤害。
如果恰恰碰到对方学校很强硬，不许反悔的话，那最终就还得取决于个人的处世标准。
如果　　本着诚信的原则，就不要单方面违约；如果觉得Offer更重要，撕毁口头承诺不算什么的话，
　　那就什么都容易了⋯⋯　　总之这里没有一个客观的结论，笔者也不愿评论各种做法的是是非非
。
例子、道理和利弊都摆在这里，最后怎么做终究是由申请者本人来决定的。
　　　　建议新来的同学在资金足够的情况下，头一个学期或头一学年里选择学校提供的房子。
学校的房子虽说租金比较高，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比如有的不能做饭；有的没有停车位等等)，但比
起校外的住房，相对来说装修较好，设施也齐全方便。
而且对于刚来到美国的新生来说，第一年中你将面对繁重的课业和不熟悉语言环境等种种问题，住在
离校园近的学校的房子，能在尚不熟悉环境的情况下大大减少和房主的法律纠纷，节省许多时间来完
成学业、适应环境和提高口语，等适应了环境后再自己找房子也不迟。
很多学生都是最开始住学校的房子，先忍受昂贵的房租，一段时间之后再自己寻找新的房子。
　　住校内有许多应该考虑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宿舍种类、租金、是否男女同楼、伙　　食
情形等。
并且尽早办理申请，一旦决定住校内之后，一定要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向学校住宿办公室(Housing
Office)提出申请，填写并寄回住房申请表，并支付相应的申请费或保证金(如果有的话，一般是第一个
月的租金)，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申请到满意的学校宿舍。
当然，如有特殊请求，例如恐高症患者必须住在低楼层，必须事先说明清楚，以避免日后有问题要求
更换宿舍时的许多麻烦。
住房申请表上所有信息都要阅读清楚之后再签名，有不清楚的可以发Emal去询问。
有的大学规定可以在入住之前取消合约，所损失的是申请费(或者加上保证金)，而非一整年的房租。
对于这些住房，如果你无法立刻决定住校或住外面，不妨先行申请，再提早赴学校察看环境。
实地观察后决定住校外，就向学校申请取消宿舍，但切记一点，决不可住进宿舍后才说要取消合约，
那是决不允许的。
不但会降低个人信用度，而且需要交纳罚款加上所有的房租。
至于你申请的学校究竟有没有这种规定，有的学校网页上和住房材料上有具体要求，没有的就要自己
去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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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出国留学似乎是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热潮，许许多多青年学子在研究生毕业、大学毕业
甚至中学毕业以后就远涉重洋，求学于异国他乡，更有一些小学生都挤进了留学一族的行列。
在这蔚为大观的留学大军中，高校毕业之后出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是绝大多数。
在北大、清华，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学生走上了申请之路，某些理科院系里，申请出国留学的人数甚至
占了当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然而出国留学，尤其是申请对方学校奖学金的留学，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
申请手续之繁杂、联系工作之艰苦、获取签证之困难，大大超出了申请者在申请初期的想像。
于是他们在茫然、困惑、窘迫之中来到网络中寻找答案、寻求帮助，因此北大未名BBS站和BBS水木清
华站的飞跃重洋版，就成了国内教育网论坛中最具人气的有关出国留学的两大版面，每天都有大量帖
子讨论出国留学申请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我做北大未名BBS飞跃重洋版的版主也有不少日子，在长期的版务工作中，逐渐萌生了将飞跃重洋版
的内容整理编辑成一本《飞跃手册》的想法。
今年5月，当我在北大未名BBS飞跃重洋版上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刻得到了网友们的积极响应和大
力支持，我们迅速成立了编辑委员会。
经过全体编委的辛苦工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飞跃手册》就和广大网友见面了。
　　目前，市面上有各种各样指导留学的书籍，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过于概
括性，对现实问题的解答不具有针对性，那些书不能告诉申请者：如何联系ETS寄送成绩?去哪个银行
办理汇票?如何请老师写推荐信?如何应对学校的面试?什么是签证审查，有哪几种?⋯⋯这些过于实际的
问题都是那些书所不能回答的。
另外，网络上的资料确实比较全面，但是却又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资料。
而飞跃手册恰恰用最详细全面的叙述，完整地回答了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
所以，《飞跃手册》在网络上一问世，就收到了全国各大BBS上无数网友的好评，也有很多网友希望
能够看到《飞跃手册》的书籍出版，这样更易于阅读和查询。
于是我们便开始着手进行《飞跃手册》的改稿和联系出版工作，希望能早日将它贡献给广大的读者；
同时弥补市面上这类出版物的不足。
　　修改之后的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以时间为顺序，从考完GRE、TOEFL等英语考试，一直到抵达
海外，开始求学生涯；本书十分注意实用性，对申请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实际指
导；本书还特别注意吸收了最新的信息，例如最新的全国人大身份证法案、最新的国务院港澳办出台
的因私赴港手续、最新的签证审查动态等等。
本书是编辑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申请经验总结，也是北大未名BBS飞跃重洋版精华区的所有有价值内容
的总结。
本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参与审稿工作的成员，都是已经获得签证、即将飞跃重洋或者已经身在
异国他乡的北大同学；编委们所去的学校，遍布亚洲、欧洲和北美，都是世界上的著名大学；编委中
还有不少是再次申请的，有着申请和签证的成功与失败的双重经验教训。
总之，我们将尽力使本书做到完整而全面。
编委们的具体工作如下：　　秦祺舒(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物理系03级)负责全书的编辑、修改，审核
与定稿；　　万方(美国普度大学数学系02级)参与了第8章和第9章的编写；　　方熙(英国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经济系03级)参与了第4章、第6章和第11章的编写；　　龙小杭(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03级)参与
了第1章和第10章的编写；　　那木夫(美国休斯敦大学地质学系02级)参与了第12章的编写；　　许中
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学系02级)参与了第3章的编写；　　刘京辰(美国哈佛大学统计
学系03级)参与了第2章的编写；　　陈大卫(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03级)参与了第7章的编写；　　娄毅
敏(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系03级)参与了第11章的编写；　　黄珊(美国杜克大学生物系03级)参与
了第5章和第7章的编写。
　　同时，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议的同学还有：叶京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数
学系02级)、李洁(德国汉诺威大学物理系03级)、贺天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数学系0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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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03级)和谭畅(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系03级)。
　　向所有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同学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感谢他们的奉献精神!本书的一小部分
内容引自BBS水木清华站和紫霞BBS站(即BBS大话西游站)出国相关版面的文章，在此向这两个BBS站的
相关网友表示感谢!北大未名BBS站务组在本书前期(即《飞跃手册》)发行过程中对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在此向未名的站务组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为本书的正式出版给予了高度的支持，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感谢所有关心支持编辑委员会工作
的人!感谢大家!　　本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漏和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读者和编辑委员会成员联系。
谢谢!　　秦祺舒　　2003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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