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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次，我在丹佛市中心的马路上漫步，无意间看到路边的一栋办公楼的墙上，刻了一行英文字
，译作中文就是：楼房构造一座城镇（town），人民建设一个城市（city）。
于是我想，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国家岂不也是同样。
　　国家不是指一片土地，不是密布的街道，也非林立的高楼，更非高高在上的政府。
国家是土地的开垦者，是街道上行走着的百姓，是出入高楼的男女，是选择政府的大众。
国家就是人民。
　　了解一个国家，不是看看那块土地、走走那些街道、住住那些高楼就能够做到的。
了解一个国家，必须要了解那些土地开垦者的辛劳往事，那些在街道上行走着的百姓的日常生活，那
些出入高楼的普通男女的喜怒哀乐，那些选择政府的大众的意愿和感情。
　　这三本书所想写的，就是美国人，以及他们如何构造那个国家。
　　小时候读过“盲人摸象”的故事：四个盲人听说来了一头大象，就赶过去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
第一个盲人摸到大象的牙齿，说大象就像棵大萝卜；第二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耳朵，说大象就像个大蒲
扇；第三个盲人摸到大象的腿，说大象就像根大柱子；第四个盲人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大象不过像条
草绳。
　　一个国家比一头大象复杂得多，若要全面、准确、透彻地了解美国，非常困难。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种族、多文化交互融合，需要细心分辨。
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政府结构、司法制度、社会意识、教育体系，都与中国完全不同。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各级政府对金融环境、工商农牧等的市场调控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全民选举、市民决策、做官服役，不在其中无法想象。
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谁都可以随时讲出自己想讲的话，谁都必须尊重别人讲出的话。
　　我写这三本书，并非要写成美国百科大全，也没想编美国社会历史文化教科书，更不敢试图做有
关美国的学术论著。
在这三本书里，我只就自己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一些个人经验，以及经过阅读、
观察、访问等得出的一些心得体会，做稍许的归纳和总结。
既然是个人所见所闻，不免只是盲人摸象、挂一漏万，也不见得完全客观，甚至可能不够准确，经不
住求全责备，不过一家之言而已。
　　古话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只选择听取一种声音，只选择听取自己愿意听取的意见，不论
是肯定或者否定，都不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事物的真相。
美国总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夜以继日地严厉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
美国社会存在许多问题：医疗保险制度不公平、汽油价格不断攀升、政治体制充满漏洞、贫富差距越
来越大，等等。
虽然如此，但我常想，美国从殖民地独立至今短短三百年，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
展到现在这个水平，其经验、其教训、其错误，总还是有些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至少是不容无视或
者忽视的。
特别是对于立志要把自己国家建设成世界强国的中国人，更加应该能够感觉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必
要吧。
　　沈宁　　2012年5月于落基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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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宁先生移民美国三十年，女儿大学毕业，儿子进了高中，自己也做过多所学校的老师，亲历美
国教育。
全书共分五辑：俯瞰美国教育、美利坚的“花朵”、美国家长的喜和怕、那些美国人教给你的、美国
大学掠影。
作者认为，美国学校不强求学生各科全优，不拘泥传统常规，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兴趣和课程，发挥创
造性去学习，提升独立思维能力。
从积极角度来看，凡此种种，并非放任，而是培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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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宁
　　蒋介石文胆陶希圣之外孙，民主人士沈钧儒之侄子，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
美籍华人，曾任“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
先后出版了《美国十五年》、《战争地带》、《商业眼》、《美军教官笔记》、《点击美国中小学教
育》，长篇小说《百世门风》、《刀口上的贵族》（原名《唢呐烟尘》）等。
他的作品被誉为是“目前为止新移民文学中表现美国社会最真实、最全面的力作”。

　　在海峡两岸各华人报刊，如《十月》、《书屋》、《小说选刊》、《译文》、《东方早报》、《
少年儿童研究》、《海外文摘》、《今日中国》，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联合报》、北美《
世界日报》等，发表众多随笔散文及小说等作品，并开设专栏，积极推动两岸三地华人间的相互了解
和沟通，向国内介绍美国社会各种信息。
近年在美国丹佛地区，多次获邀为美国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做演讲，介绍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增进美
国有关机构和美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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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只是参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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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培育自由>>

章节摘录

　　前两年夏天，我和家人在美国东部度假旅行的时候，特意到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住了几天。
18世纪，威廉斯堡曾经是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大陆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且也在威廉斯堡，北美大陆第
一次发生大众反对英国州长的暴动，直到现在，那里每天还都有展现当时动乱的表演，让游客们重温
历史。
　　威廉斯堡保存着许多殖民地的历史遗迹，有州长住宅、议会大厅、法院刑场、铁匠铺、鞋帽店，
餐厅里的服务员都穿着古代服装。
此外，我还专门去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大学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Marv）。
现在去看这所大学，当然已经面目全非，不是三百三十多年前的模样。
但这所学院是美国第二所最古老的大学——美国成立的第一所大学是哈佛大学。
　　继承着英国的文化传统，北美的殖民者们刚刚在美洲大陆落了脚，就试图建立起学校来。
可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因为1622年印第安人对英国殖民者的突然攻击和大规模屠杀而失败。
而后于1676年，由于弗吉尼亚州长对印第安人采取妥协让步政策，引发殖民者造反，州政府被焚烧，
建立大学的计划又一次被拖延。
所以威廉和玛丽学院迟至1693年才在威廉斯堡建立起来，延续至今。
　　该校以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和皇后玛丽二世命名，美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在这所学院获得
地理测绘员的执照，而具备地图专业技能，对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军事指挥帮助很大。
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开国元勋之中，有十六位曾是威廉和玛丽学院的学生。
美国其他几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约翰·泰勒，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
官约翰·马歇尔、美国众议院院长亨利·克莱等，也都是这所学院的毕业生。
　　站在这所学院的门口，我很感叹。
美国民族的历史短暂，但是美国人重视一点一滴保存自己拥有的历史。
而且不论其间曾经发生过多少政治动乱，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教育、传统，都能够完整地继承
和延续，从不被任意地割裂或中断。
比如这所威廉和玛丽学院，三百三十年后，仍旧站立如初。
还有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1701年建立的耶鲁大学，1740年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46年建立的普
林斯顿大学，1754年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1764年建立的布朗大学，1766年建立的罗格斯大学，1769年
建立的达特茅斯学院，都是三百多年薪火不断，至今仍旧傲视群雄。
我想，这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一个民族得以强盛的重要原因。
　　其实，美国殖民地的小学，比威廉和玛丽学院还要建立得更早。
美国大陆第一所小学，名叫波士顿拉丁学校，成立于1635年，至今已经三百七十多年。
而且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建立，就是公立学校，那时所谓公立学校，就是说只要付得起学费，谁都可
以去上，并非后来由税收资助的公立学校。
最初，这所学校只是一栋两层小房子，每层三个窗，相当简陋。
当时波士顿地区上等人家的儿子们，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
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中，有五人是波士顿拉丁学校的毕业生：亚当斯、富兰克林、汉考
克、胡帕、潘恩。
　　这所学校的大礼堂里有一面墙壁，设立为校友名人录，其中包括亚当斯、伯恩斯坦、菲茨杰拉德
、富兰克林、汉考克、胡帕、肯尼迪、马瑟、潘恩、昆西、桑塔亚纳、温斯罗普，等等。
这个名人录中，没有一位女性，因为这所波士顿拉丁学校一直是男校，迟至三十四年以前，才开始接
受女生，故而至今还没有一位女性毕业生能够达到登上名人榜的成功。
眼下，这面著名的墙壁，只剩下一个空间，还可以添加最后一个校友的姓名。
校长在迎接新生的会上讲话说：如果你们能够努力学习和工作，你们之中某个的姓名，将有那么一天
被刻上这面墙壁。
　　在这之后，美国各殖民地纷纷立法，规定每个城镇都必须建立学校。
作为英国殖民地，17世纪的美国学校，都沿用英国学校教育制度，甚至使用英国学校的课本，直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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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运到美国。
大多数情况下，不分年龄，学生们聚集在一间教室里，由同一个老师授课。
虽然号称是公立学校，但学生并非免费读书，家长仍旧需要交纳学费。
到18世纪中期，私立中小学才在各地成立起来，并且逐渐享有学业声誉，得以向所谓常青藤大学输送
更多学生。
　　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只接受男生。
直到1767年，新英格兰地区才有了第一所接受女生的小学，而且仍旧是选择性地招生。
马萨诸塞州很多有钱人家，控制着当地社会和政治权力，他们不愿意付税资助穷人上学读书。
而当时法律规定，不论是否有学龄孩子，家家户户都必须交纳用于资助公立学校的税，结果这些税收
都用来资助能进得了学校的有钱人家的儿子们了。
　　一般而言，那个时期的学校都不大，学习科目集中在希腊文、拉丁文、几何、历史、逻辑、修辞
、伦理等，多为讲授和背诵，偶有讨论，没有家庭作业。
殖民地时期，人们通常把阅读和写作当做两种不同的技能。
就社会而言，男孩子会接受阅读和写作两种教育，因为男人长大之后，需要处理社会事务。
而女孩子们，则只需要学习阅读，特别以宗教阅读为主，而不学习写作。
所以在殖民地时期，很多女子能够阅读，却不能写作，甚至连签署自己的姓名都做不到，只会画个叉
代替。
　　直到17世纪末期，波士顿才开始印刷出第一批美国学校使用的课本，虽然仍旧是复制英国的课本
，但稍加简化，更便于阅读和理解，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材料，更适合居住在北美大陆的殖民者
的孩子们学习。
所以这批教材课本，在北美各地学校，广受欢迎。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本土又发展起更多的教材系列，逐渐脱离了英国教材的影响。
概括地说，在美国本土开发出来的英文教材，更强调公民权利和义务，以及道德体系，与美国的社会
理想和人文形态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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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内的朋友有想了解美国生活的，非读此系列图书不可。
我在美国留居六十余年，看了沈宁的这套书，心头泛起一阵亲切感，特别是政治、经济、教育方面。
　　——董鼎山（美国文学大使、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　　　　世人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多趋于表面，褒贬之辞多有言过其实之嫌。
本书作者以其旅美近三十年之个人经历，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日常衣食住行之生活点滴
作深入浅出的介绍，平铺直叙，足供欲了解美国软实力人士参考。
　　——吴文津（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　　　　沈宁先生有将近三十年亲眼观察美
国和美国人的经验，是一位信得过、文笔优秀的向导和评论员。
他对于美国洞察和理解的细致入微，我作为美国出生的美国人，有时也会感到惊讶和钦佩。
理解另外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书向中国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美国，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善相处。
　　——何立强（John Holden，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前中国美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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