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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二十六年的记者生涯中，我独自采访了全国数百名校长、教师、家长、孩子、专家、局长等，
而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三百多万字的作品。
正是这种比较深入的采访，使我对中国教育有了一定地了解，甚至是特殊的感悟。
　　对于美国教育，虽然也看过一些报刊图书，可是，总觉得只停留在若即若离的感知层面。
我想，没有自己亲历的经验，就形不成属于自己的感悟。
但是，对于美国教育，我又有着特别的兴趣。
而北京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黄思路，曾不止一次地接受过我的采访，是一个十分
值得信赖的忘年交。
她也在寻找一个契机与载体，希望能与我交流她对美国教育的感受。
　　于是，我们的“对话”一拍即合。
　　既然是“对话”，就相对比较随意与活泼，不过，说事论人，绝然尊重事实；抒情达意，纯然发
自心声。
不是故意夸张所“长”，也不有意掩饰所“短”。
这属于我们两人的共同性格与人格操守，同时，也想让读者从某些侧面比较真实地了解中国和美国的
教育。
　　知“长”才能改“短”，知“短”才能思“长”。
我们坚守中国教育的所“长”，也将美国教育之“长”拿来为我所用。
但愿我们的这个“对话”，能够为一些有心人提供一点借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诚如是，心愿足矣。
　　黄思路远在美国，我身处中国。
“QQ”，就成了我们‘对话”的唯一载体。
2009年春节过后，每天上午一次对话，两个小时，成文一万多字。
凡十次对话，共二十个小时，总计十万多字。
于是，就有了这本《说“长”论“短”中美教育——陶继新与黄思路的越洋对话》。
　　“对话”结束后，黄思路没作太多修改，稍作整理，就陆续发给了我。
我一贯主张写作的生态化，除了个别地方调整了一下顺序，为每个部分起个题目，并加了小标题之外
，几乎是原汁原味地“端”了出来。
可是这点“工作”，竟然拖延了几个月。
因为我每月在外采访讲课十五六天，还要独立完成四万多字的文章，几乎是见缝插针地在这些必须完
成的任务的空隙中完成的。
所以，今天才将全部“对话”集结成书稿。
总觉得对不起思路，她定然有一个期盼，那就是让这个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早日问世。
但是，她含蓄而不加责于人，每次来信反而还总是有“感谢”的话语。
所以，这令我自责的同时，又多了一份敬意。
　　陶继新　　2009年8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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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差异何在？
只有亲历其中的人，才能有其“经验”性的话语。
200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就职于纽约罗德公关公司艺术与媒体部的黄思
路女士，已有了这方面独特的感触。
而不只一次采访过黄思路且与之成为文友的陶继新先生，则在26年的记者生涯中，一直行走于中国教
育界，独自完成了300多万字采写文章，对于中国教育相当熟谙。
当两个人通过QQ跨越大洋进行对话的时候，就有了对中美两个国家关于教育的独特的视角与思考。
读者通过这样的对话，既能对两个国家教育的优与劣、成与败获取形象的认知，又可以从形而上层面
窥探两个国度不同教育的本质屙性，从而了解各自的“长”与“短”。
知“长”才能改“短”，知“短”方能学“长”。
我们坚守中国教育的所“长”，也将美国教育之“长”拿来为我所用，才能够成为当下中国教育的一
个具有独特价值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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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继新，男，1948年生。
山东教育社编审,创新教育（报道版）执行主编，《新世纪文学选刊》（教育文学）执行总编，山东省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学术研究基地理事长，山
东省教育学会中小学作文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
曾任曲阜师范学校教师，《山东教育》编辑，《当代小学生》主编，山东教育社副总编、总编。

黄思路，1982年10月18日生于中国福建，第四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宋庆龄奖学金获得者，入选“中
国少年榜”，华兴青少年奖励基金奖，1998年由宋庆龄基金会选入《中国少年榜》，将其亲笔签名镌
刻在上海儿童博物馆门前的石碑上，1998年随福建省中学生代表团出访日本，1999年暑假获美国爱斯
本音乐学校全额奖学金赴美学习古典音乐，钢琴十级。
黄思路在中学时候也是福州一中校学生会主席，福州市学联副主席,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优
秀学员，华东地区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2000年出版《十六岁到美国：一个中国女生的美国日记》与《第四节是物理课：一个中学女生的成长
笔记》两本书。
2000年参加央视讨论韩寒的《对话》节目。
2004年担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同学》杂志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同学》－共和联合杯”首届全球华文
青春写作新人选拔赛的评委。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并获经济学和艺术学双学位。
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同时就职于纽约百老汇尼德兰德演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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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思路】　　我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系拿到硕士学位。
美国高校中有八万多名中国留学生，而哥大是招收国际学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我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朋友，但几乎全是学基础学科和理工科的朋友，读文科的朋友只占很小的
比例。
与我同专业的华人凤毛麟角，我在哥大两年期间，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我一个。
所以在中国留学生中，我是“非典型”的。
　　【陶继新】　　这正可以看出你超越他们之处。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你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都在一般人之上。
　　【黄思路】　　谢谢陶老师。
其实，我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完全出于兴趣。
　　【陶继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过，兴趣有的时候也会瞬间即逝。
而你的兴趣却是可以持久的。
这正是你的优势啊！
　　【黄思路】　　由于小时候多开发了几样兴趣，长大后，可供选择的范围就相对大了点。
上高中时，我决定了不以音乐为生，从那时起直到大三，我给自己设定的是一条传统意义上、比较典
型的北大学生的留学道路。
北大和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多申请出国读博士，往往拿到全额奖学金。
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前两三年，遵照院里学长的先例，也计划毕业后中规中矩地申请个政
治学博士。
当初大学毕业，如果成功走上这条道路，我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一名研究型人才了。
　　【陶继新】　　研究型人才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可是，真正有成就的研究型人才，由于心底的热
爱，在研究中就有了极大的感情投入。
在一般人看来寂寞的时候，他却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方乐园。
你尽管没有选择做研究型工作，但我相信，你干什么，都会投入其中，而且还会乐在其中。
　　【黄思路】　　在学习的路上，我一直是乐此不疲，一直到大学时，都放不下小时候开始喜欢的
东西。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文艺积极分子，大一暑假还再次去了爱斯本音乐学校，大二甚至认真考虑
过买台旧钢琴放在宿舍，结果由于电梯装不下才放弃了。
　　【陶继新】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乐，从远古时代就是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音乐从小伴随着你走到现在，已经成为你快乐行走必不可少的一种审美载体了。
　　【黄思路】　　您说得太对了！
我当时就是希望我的兴趣成为终身职业，希望工作中永远有快乐相伴。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兴趣是第一要素，一辈子做喜欢的事是享受，否则就是负担。
我决定要为自己找个更活泼的职业。
于是除了国际政治以外，我在北大又另修了两个学位，经济学和艺术学。
我的想法也慢慢由“典型”向“非典型”发展——选一个综合自己学科背景和个人兴趣的专业出国留
学。
　　【陶继新】　　在北大拿下三个学士学位，真的了不起。
但是，你虽累却快乐着。
这与我有共同的感受。
经常有人问我：“你累不累？
”我说：“从未感觉累。
”因为喜欢，所以干得越多，反而越快乐。
我一直在想，有的人闲起来会得病，有的人甚至闲起来会提前进入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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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感到生命没有了意义。
而我们，恰恰是在忙碌之中，感受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特殊愉悦，特别是感受到了生命的成长。
　　现在有的人虽然成了所谓的专家，由于知识太过单一，所以，在教学以及讲学中，就会显得特别
拘谨。
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是需要多方面学识的。
所以，你在北大学了几个学位，这是为你未来走向更大的成功奠基。
　　【黄思路】　　不论是否成为专家，我想一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人总是—个有趣的人。
反思国内很多学生，选择读书和职业的时候，从老师、家长到自己都忽略兴趣本身，这是件悲哀的事
情。
　　【陶继新】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的人干什么都感到无聊，都没有兴趣。
而你不然，我甚至认为，你如果选择了一个你以前未必特别喜欢的专业，但是，你会在学的过程中，
重新燃起浓烈的兴趣。
这，也许是能够走向成功的一个必备素质吧！
　　【黄思路】　　我在美国的几年，发现很多美国学生没有中国学生聪明，但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都
非常热爱、自豪。
一个成功的人往往喜欢自己的职业，而要真的成为专家更要热爱自己的专业。
　　【陶继新】　　你说的热爱特别重要，它超越了兴趣，这里面还有一定的使命感存在。
热爱事业体现的是一种良好的精神与心灵状态。
而精神与心灵状态的优劣，恰恰是一个人生命质量高低的试金石。
记得你小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当代小学生》上，题目是“赢得起，也输得起”。
直到现在，我给校长、老师讲课的时候，还在提起你的这篇文章。
因为，一个人如果经不起挫折的打击，或者在荣誉面前忘乎所以，最终还是要失败的。
　　【黄思路】　　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还真有您说的这种使命感。
艺术管理其实是那几年传人我国的新概念，国内当时没有人真正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
　　【陶继新】　　鲁迅先生原本学医，后来却弃医从文。
这其中便是使命感使然。
　　【黄思路】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因为还没几个中国人出国念这门几乎闻所未闻的
专业。
不过我立刻就认定这是我的未来。
　　【陶继新】　　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想，这需要勇气，需要挑战精神。
攻读一个未知的学科，恰恰具有挑战性。
　　【黄思路】　　艺术管理这个专业其实跟MBA(工商管理硕士)挺像的，但我觉得不是学商的都适
合念艺术管理，因为艺术领域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管理，管理者对艺术品创作及生产传播最好有专业
的判断力。
　　【陶继新】　　我对艺术管理没有研究。
可是，我喜欢这个学科。
而且，真正高层次高品位的管理，恰恰是艺术管理。
我的二女儿今年要考艺术学方面的博士。
　　她在中国传媒大学原来学的是电影美学专业的硕士。
毕业一年后，今年才想考的。
不过，有一个收获，就是有了一个儿子。
　　【黄思路】　　这可是最大的收获！
如果您女儿对艺术管理有兴趣，我可以推荐她读一本书，叫《向艺术致敬：中美视觉艺术管理》。
这是哥大艺术管理系的系主任杰弗里教授和我国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系主任余丁教授新近合写的
，第一部有关中美两国视觉艺术管理的书。
引用余丁教授的话说：“MBA教给学生一定要计算成本和利润，但谁能说清艺术管理的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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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创作在这些艺术管理环节中的关键部分是无法计算价值的，所以，管理最重要的是对艺术价
值的判断一在这个前提下管理难度很高。
艺术管理的重点是如何掌控艺术家、作品和观众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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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从事记者生涯二十六年，独自采访过全国数百名校长、教师、家长、孩子、专家、局长
等。
正是这种比较深入的采访，使他对中国教育有了一定地了解，甚至是特殊的感悟。
黄思路，北京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三年多，对美国教育有其独特的感受。
本书正是这两人的“对话”记录。
这份记录能让读者从某些侧面比较真实地了解中国和美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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