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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征2001年在新东方接了我上的GRE词汇班．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把我的课接下来后，学
生给他打了很高的分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让我至今能够记得他的，是因为他在新东方拿到了最高工资时，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读书，我当时就
为他能舍能得的精神所感动，曹蕴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在上海新东方教书。
有一次，新东方举行了一次老师演讲比赛，曹蕴代表上海学校来参加比赛，我是评委之一，在她演讲
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她，心想：一个小女孩能够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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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东方·带你去耶鲁》作者曹蕴，总统的摇篮：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这里，是美国第一
所具有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大学；这里，拥有全美大学中最早的博物馆、最古老的艺术馆和全世界规
模第二大的大学图书馆；这里，走出了普林斯顿、康奈尔等著名大学的创始人，被誉为“美国学院之
母”；这里，孕育了5位美国总统以及德国、墨西哥的前总统，被誉为“总统的摇篮”；这里，培养
了16位诺贝尔奖得主，20多位普里策文学奖得主和50多枚奥运金牌的得主；这里，诞生了中国铁路业
、矿业、电报业的创始人，培养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早期的校长；　　这就是缔造了300多年传奇历
史，以“光明与真知”为校训的学术圣殿：耶鲁大学。
让我们一起走进耶鲁，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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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蕴，英语教育学硕士，新东方资深教师。
曾在复旦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
　　常带一颗宽容的心上路，在差异和碰撞中思索，足迹遍布四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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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选择：梦想耶鲁世界离你有多远——从新东方到美国出国深造是每个年轻人参与全球化过程的
捷径。
你有没有想过，世界离你有多远？
⋯⋯名校情结—— 我选择了耶鲁你在申请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一点：不是你把所有的申请材料和英语考
试都做到最好，做到极限就一定会被你想去的那个名校录取⋯⋯耶鲁“海龟”：回游还是寄居？
一个国家和行业在增长过程中能教给人很多东西，这对我做出决定很有影响⋯⋯第二章 碰撞：感受耶
鲁穿越古老的门——三百年耶鲁传统斑驳古墙是传统、古楼钟声亦是传统；仪式仪规是传统、人文逸
事亦是传统⋯⋯买课去我被那个“NO”拒绝了以后就再没努力了，直到下个学期上了他的另一门课
，前文提到的“死亡”。
我对这个大胡子“上帝”开玩笑说，“你从生（life）上到死（death），下个学期该上转世投胎
（rebirth）了吧。
”⋯⋯垂暮的阳光有一次，86岁垂暮的老人颤悠悠地去指地图上的一个城市，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了。
在百人的讲厅里，自己忠守了一辈子的讲台上，面朝地重重地摔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中美教育
的“鱼”和“熊掌”美国教育的优势——注重思维，在基础教育阶段有可能变成弱势，而中国教育被
批判最多的死记硬背也并非一无是处，记忆和思维就如同“鱼”和“熊掌”一般，而且并非不可兼得
⋯⋯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哲学不是面包，不能填饱肚子，但能让你知道填饱肚子是为了什么，
我们就从为什么开始，你为什么要上这门课？
”⋯⋯两个“辅导员”的对话我想象不出来，学生有什么需求满足不了的。
这大概就是耶鲁教育的核心精神，以学生为中心，因为学生的成功才是美国私立大学最值得炫耀的成
就⋯⋯Ms.“新港大全”耶鲁是世界的耶鲁，在这个缤纷的大环境里抛弃偏见，敞开心扉去体验更多
的文化，接受更大的差异是任何书本里和世界任何一个教室里所学不到的⋯⋯没有窗户的秘密“骷髅
会”在如今的美国已经不是秘密，它只不过是如今美国统治结构的一个缩影：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精
英互相结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追求和捍卫精英阶层的权力、财富和声誉⋯⋯在教堂里划船，在
古堡里唱晚毫无疑问，如此一流的校园硬件设施来自于一流的筹钱机制。
耶鲁大学的基金和资产一共有180亿美金⋯⋯第三章：收获：耶鲁人的经验中文热当年新东方托福课堂
上刁难美国人的“汉语托福”考题曾经让多少学生感到莫名的安慰： “有一天，我们让美国人用毛笔
答题，在龟壳上刻甲骨文，论活雷锋与活蜜蜂的区别”⋯⋯Life is a miracle我们应该为中国民族骄傲，
中国人确实挺聪明，但中国人对人类科技的发展贡献不大，中国人将来在世界上要有竞争力，如果没
有创造力只有廉价劳动力是不行的⋯⋯中国学生：走出自己的圈子有一年他被邀请去白宫和总统共进
晚餐，临行前发现自己没有一套像样的西装，于是决定第二天早晨乘火车前去买。
可是早晨出门才发现商店都没开门⋯⋯耶鲁之友的创业之路我喜欢对冲基金的地方是这个行业本身很
有挑战性，需要用到很多学科的知识，同时还可以让你操控相当大的资本，就好像给了你一个杠杆让
你有机会放大个人的能力⋯⋯从诗人到学者文学创作和学术当然是两回事，但它们说到底都需要人的
智慧、经验和创造力，所以在很多地方有相通之处，也可以互相补益⋯⋯迈克尔的中国缘通识教育就
是让你在四年时间里可以自由地选择很多领域的课，最大限度地扩大你的知识面，然后发现你自己的
兴趣所在⋯⋯我的未来不是梦如果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那应该先搞清楚自己活着为了什么，无论在
国内国外，自己都要不断地思考和尝试。
注意，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尝试很重要，大多数人总要痛苦挣扎过才会找到答案⋯⋯博士“厚”我们
在本科学习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后来做生物实验实际所接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本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背很多东西，却没有被激发起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一个文科生
的下午他们有中国的背景，可以从中国的视角吸收西方的理论，提出一些有中国色彩的东西。
比如对民主的认识，我觉得混血的学术背景可能可以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十字路口的理性选择在美
国学会了质疑所有东西，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是教授讲，你听，然后做些基本的举一反三。
可是美国教授绝不希望你被动地接受，他们要你质疑⋯⋯高中生：走近耶鲁，走进耶鲁申请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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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特点、自身的价值观也很重要。
耶鲁对于毕业生今后是不是能够给社会做出贡献很看重⋯⋯耶鲁人的职业规划Mary主任和她的同事们
孜孜不倦地帮助学生分析自己和外界的形势，让他们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扇门。
但就像《骇客帝国》里的台词所说“I can only show you the door, you are the one that has to walk through it.
”（我只能把门指给你，你必须自己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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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离你有多远——从新东方到美国　　曹：在耶鲁，“新东方”三个字名气还是挺大的。
　　还有两个名字和新东方一起在耶鲁流传，你知道是谁吗？
　　马：老俞？
另一个不知道是谁。
　　曹：我刚去耶鲁的时候，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在新东方工作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老俞现在发
财了吧？
”然后又问：“马征你认识吗？
他以前也在新东方，教GRE词汇的。
这人挺逗，挺‘新东方’的，能侃。
”　　老俞我认识，但当时对“马征”有点好奇，怎么大家都认识马征？
呵呵，你在耶鲁华人学生里名气挺响的，你觉得这和你曾经是新东方的老师有关系吗？
　　马：多少有点关系吧，我觉得新东方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在美国，碰到中国来的留学生，第一次见面，只要说起新东方，马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大家回忆新东方里各种有趣的人和事，距离似乎一下子就拉近了。
　　曹：你记得吗，有一次两个负责研究生活动的中国学生搞了个介绍茶文化的活动，我摆摊给大家
泡中国茶，当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个是中国学生会主席，他管你叫“马老师”，原来你是
他在新东方的词汇老师。
你刚来耶鲁，不少人叫你马老师吧？
　　马：还好，偶尔碰到以前的学生问：“你是不是以前在新东方教过？
”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其实大家都是同龄人，叫我“马老师”还真是抬举我了。
如果我讲的课能对他们的考试或申请有一点帮助，就已经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了。
　　曹：你申请来美国的时候应该正在新东方工作吧，当时你们在新东方工作得怎么样？
　　马：我是大三到大四阶段在新东方教书，来美国之前是一边读本科，一边在新东方兼职。
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来，真是“忙并快乐着”。
当时的新东方还处于创业的状态，让人感觉有很多可能，很多机会。
人不是很多，老师之间有很多交流，老俞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还带我们到康西草原骑马，开越野
车什么的。
当时新东方刚在上海和广州开分部，北京的老师要坐飞机赶课。
　　曹：我是2003年进新东方的，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和老俞骑马了，呵呵。
不过还是听到传闻，说早年老师领工资都去老俞家，老俞给个黑色垃圾袋，然后他再亲笔写个领款条
。
不少人都是冲着那“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加入新东方的。
后来有一次上海新东方说要发奖金，有个老师兴冲冲地拎了旅行袋，“打的”赶到学校。
心想当年能装一垃圾袋，现在发展了，怎么也得装个旅行袋吧，结果就领到一张100块，抱着空袋子垂
头丧气地乘轻轨回家了。
你们那时候收入应该很不错吧？
　　马：这个黑口袋我没见过，大概是老师自备的吧。
我当时用A己的书包装工资。
收据倒是真的，我至今还留着一张收据条，上面是老俞亲笔写的：“给马征老师×××期班×××元
”。
那时，每期班结束，就拿这个条去会计那里领钱。
　　曹：那张收据你一定得留着，以后新东方博物馆成立了，那东西就稀奇了，说不定还能拍卖呢，
哈哈！
既然那时候收入、工作环境都不错，新东方的发展也充满希望，你怎么会想到离开新东方去美国留学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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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问过我。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今天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加入新东方的时候，已经做了出国留学的准备。
虽然新东方当时的发展前景不错，但我始终觉得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讲，自己的经历和资历都有限。
当时教书仅仅是和学生分享一些自己学习英语的体验，自己需要丰富和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觉得不
能满足于现状，要去充电。
关于出国的决定，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教育和科研，想在学术界发展。
当时很多师兄、师姐都去美国深造了，而且都建议我本科一毕业就去，所以我本科一毕业就去了耶鲁
。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最终没有选择在美国走学术道路，但这几年自己的收获非常大，无论是学习、
做学问还是做人。
　　曹：你有没有想过，等你去美国留学归来，当时的同事可能已经变成新东方的高管，有很不错的
经济实力了，可你还是个穷学生。
　　马：现实确实如此。
但我好像很少想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收益，我倒是觉得他们这些年伴随着新东方的成长学到的东西很
可贵。
我虽然没有他们有钱，但我这几年在美国的收获绝对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曹：其实很多人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都容易患得患失。
我觉得在出国这件事上，没有绝对正确或者绝对错误的决定，不管去还是不去，都要保持平衡的心态
。
学习和工作的本质都一样，都是成长和提升的过程，这种提升和地位没有关系，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
比如有，些人出国读书回来会碰到“尴尬”的局面，以前一毕业就工作的同学居然变成自己的领导了
，或者已经创业成功、身价百倍了，自己却还没起步。
我们不妨看得远一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暂时的领先或落后不能说明什么，表面的落后说不定是
在为下一步的超越积聚能量。
所以要始终清楚自己的步伐，不要被别人的节奏打乱了脚步。
　　马：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回国以后我深刻体会到保持心态平衡的重要性。
　　曹：新东方的学生里，有想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还有想去母语为非英语的欧洲
国家的，你当时对选择留学的目的地有什么考虑？
　　马：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学习，只要走出了国门，经历一种全新的教育系统，不断地自我反思，都
会有自己的收获。
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优势，所以选择国家要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
经济承受能力、奖学金、自己目前的水平和积累、自己希望通过留学达到的目标等等。
我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在国内是学习计算机的，我对自己的专业很有兴趣，也希望自己以后留在这个
领域工作，这个专业在美国发展得最好，去美国学习这个专业最具有挑战性。
　　曹：我在复旦读本科的时候，公派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习过。
澳洲一流大学的学术实力和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耶鲁确实有一些差距。
不可否认，那些也是非常好的大学。
每个国家都有特别突出的学校，不一定去美国就是最好的选择。
国内有些家境不错，但学业不怎么突出的学生比较愿意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留学，所以那些地方中国
留学生的整体水平似乎被稀释了。
现在去英国自费留学的机会也很多，签证也容易申请了，英国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似乎有所下降。
很多人觉得，最优秀的人都选择去美国留学。
　　马：看你怎么定义优秀。
我个人觉得，去留学不是为了证明给周围的人看我有多优秀，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当然大环境很重要，所以不管去哪个国家留学，我们都希望去一流的大学，可以是整体实力一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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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可以是你感兴趣的那个专业一流的大学。
　　曹：我知道对于在新东方教GRE的老师来说，美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的学生向你咨询留学的事，你是怎么指导的。
现在你经过在耶鲁6年的磨砺，充分体会了留美生活的每个细节，也遇见许多来实现“美国梦”的中
国留学生。
如果还有学生来咨询你要不要去美国念书，你打算怎么回答？
　　马：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所以我想多啰嗦几句。
　　我觉得出国深造是每个年轻人参与全球化过程的捷径。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世界离你有多远？
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做过一道应用题，说光速每小时30万公里，地球的直径是1.2万公里，光绕地球一
圈只要0.13秒：当时实在想不出这道　　题目有什么应用价值。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世界上每两个人之间的通信都可以在0.13秒以内完成。
我2001年来到耶鲁，在进行互联网研究的同时，也享受着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
现在，我不但可以随时和远隔半个地球的父母进行语音通话，还可以看到他们以及我们家小狗的即时
状况。
在我们每日习以为常地使用互联网的同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了一个新的
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The WorldIs Flat（《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把全球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第二个阶段是以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第三个阶段是以每个人为主体的全
球化。
这种全球化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多少？
面对全球化，我们的教育，是否让我们做好了准备？
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作者提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告诉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将要
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
比起美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其实更加没有准备好。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以外的社会和文明，然而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产业链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进行深入了解，那么将无法想象今后中国
的跨国公司能有效地管理海外员工，开发海外市场。
对于个人来讲，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地球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社会中找到自己的
坐标，也变得日益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国留学或工作，往往是一条有效的道路。
在学校这个为学习而设针的环境里，每个人都能更容易地互相学习。
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
”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明白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走出去看看有多么重要。
　　其次，出国留学也要考虑自己的机会成本。
你选择了一个机会，很可能要放弃另外的机会。
放弃别的机会而带来的损失，就是选择某个机会的机会成本。
比如我当年选择出国而放弃新东方的工作，机会成本就很高。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国留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如果在国内有好的工作或机会，完全可以不出国，在实际的摸爬滚打中，同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
可以创造未来深造的机会。
　　曹：是啊，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后悔，心态平衡地走下去。
不管哪条路都不是为了走到终点，而是为了一路的成长和收获。
既然路是自己走，决定当然要自己做。
每次有学生问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
”我总是说：“成年人不可以逃避为自己做决定的责任，我只能为你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只能根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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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验帮你分析各方面的情况。
”应该好好利用做选择的机会了解自己，因为每一次抉择都是一个排除人云亦云的干扰，深入地去感
觉和反省自我的过程。
　　名校情结——我选择了耶鲁　　曹：我去美国以前，有些“名校情结”，盲目地想要有个英美名
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头衔，哪怕做家庭主妇也行。
你有什么特别的情结吗？
　　马：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尤其是在不了解美国教育体系的时候。
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发达，一流的高等学府很多，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专业，很难一概而论
地说哪所学校好，哪所学校不好。
生源也非常分散，不会出现像中国那样所有人都盯着少数几所“名校”的现象。
美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学费差别很大，有的好学生不愿意毕业时背一大笔债，宁愿选择好的公立
大学而不去私立大学。
对于我个人而言，随着对美国大学的了解，很多学校都能让我觉得是“名校”，不只是哈佛、耶鲁。
　　曹：情结是一种心理上的强迫和执著，这种情结在耶鲁上了心理学课以后从理论上得以证实。
很多人在选择出国留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变得有点神经质。
在兴趣、专业发展和名校光环当中挣扎，加上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多选择到最后只能变成被
选择。
你有挣扎的过程吗？
　　马：这当然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就跟谈恋爱一样，不能一厢情愿。
我想，每个人都只能做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剩下的不由自己控制的东西也不必勉强。
我们得承认，确实有运气的因素，申请的时候要把心态摆正，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曹：我很同意你的观点。
追求名校这件事本身没有错，但追求的心态很重要。
你在申请的时候应该明白：不是你把所有的申请材料和英语考试都做到最好、做到极限就一定会被你
想去的那所名校录取。
今年招生委员会有哪些人参与，有什么样的人和你竞争，学校今年的财政状况，甚至中美关系都和你
的录取有关。
有太多的因素不在你此刻的掌握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对克服“名校强迫症”很有帮助。
　　马：我在申请耶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态，反而成功了。
　　曹：我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当地学生跟我说，他考上墨尔本大学家里并没有特别开心
。
他的父母觉得，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也不错，同样的专业，学费比墨尔本便宜很多。
我说本科的时候我考上中国的名牌大学，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总
算没“有辱家门”。
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居然跟整个家族的名声有关。
你觉得在美国，就本科而言，专业重要还是学校的名气重要？
　　马：首先，美国有很多学校可以进校后自行选择本科专业，申请的时候只要挑选学校即可。
有的人在学校里试了几个专业，才找到自己喜欢的。
当然每个学校的学科侧重不同，如果高中就知道自己比较喜欢哪个专业，不妨找一个这方面比较好的
学校。
否则，可以选择综合性的、很多学科都比较强的学校。
　　曹：研究生阶段名校的奖学金会多一些吧，对中国学生而言，签证是否也好拿一点？
　　马：研究生阶段有所不同。
读博士的话，基本都有奖学金，各校的奖学金也差不多，主要由当地的物价水平决定，基本可以让你
过上不错的生活。
我觉得钱不是最大的区别，更重要的因素是自己做研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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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很强的系或者有很好的老师，会对你的研究生经历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研究生来讲，专业的名气或者是具体　　的导师的水平更为重要。
至于签证，我想名校可能　　有一些优势。
目前的形势不错，整体来讲签证比以前容易了。
　　曹：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名校毕业生在初始阶段是有优势的，机会也更多。
在美国呢？
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一个性格正常的人来讲，几年的名校学习和生活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处
于社会上层的人际圈。
我有个美国朋友在普林斯顿读书，石油大王的孙子是他同班同学，还邀请他去豪宅聚会，认识了一批
名流。
他觉得这种人际关系网对以后的发展很有用。
　　马：这是毫无疑问的。
大学大学，大家来学。
教的人固然重要，但随你一起成长的人也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
除了人际关系网外，同学之间的影响和互动也很重要。
我觉得自己从周围同学、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课堂上学到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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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过《新东方·带你去耶鲁》把留学梦想放飞，让成长之旅扬帆，走进耶鲁，走向一个全新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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