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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E7_89_A9_EF_c70_159270.htm 再过四天，刚刚从华东师

范大学光电子专业毕业的杭州男生徐展阅将登上飞机，直飞

英国伦敦。等待他的是在牛津大学塞德商学院一年的金融专

业研究生课程。牛津商学院是全球最年轻的商学院之一，但

作为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却在过去的800多年

里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商界领袖。在《金融时报》的全

球MBA排名中，牛津商学院2003年排名第33名，2004年第26

名，2005年第25名，2006年则跃居全球前20名。短短的十年之

中，塞德商学院迅速跻身于全球一流的商学院，堪称奇迹。

牛津塞德商学院也是全球国际化最好的学校，国际学生占

了89％，其中30%来自亚洲。今年，硕士研究生全球招生70人

，徐展阅是其中之一。徐展阅说，他不知道今年会有多少中

国学生入选。 徐展阅一开始写的“个人陈述”，被留学归来

的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在正式寄送申请前，他的“个人陈

述”共修改了五次 申请过国外大学的人一般走的都是遍地撒

网的路数。先参加考试，得到成绩后开始申请学校，再根据

学校提供的要求，寄送个人资料。见到徐展阅的第一个问题

，便是大家都很关心的牛津大学是如何选择学生的？它心目

中理想的学生是怎样的？徐展阅在纸上列了几大项目：语言

成绩、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个人陈述、简历、老师的推荐

信、本科成绩以及其他一些可供对方了解你学术能力的东西

。“国外的学校与国内学校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不仅仅看

成绩，而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对你做一个综合评估，看你是



否有在这个方向发展的愿望，以及是否还有挖掘的潜力。”

从申请学校到最后拿到通知书，整整花了半年。用他自己的

话说，就是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慢慢摸索，慢

慢成长。这种摸索从“个人陈述”开始。不少人看来，“个

人陈述”就是用流水账的方式把自己的状况从小学到大学介

绍一遍，“吹嘘”一下自己的优点，再蜻蜓点水地提一下缺

点，最后表达对这个专业、这所学校的向往。徐展阅一开始

也是这样写的，但拿给留学归来的老师看时，被老师批评得

一无是处。老师告诉他这样的个人陈述，人家肯定不会录取

你的。“这样的东西毫无新意，大家都是这个套路，你能保

证自己能脱颖而出么？”在正式寄送申请前，徐展阅光“个

人陈述”前后就修改了五次。最终寄出的“个人陈述”将个

人素质摆在最前面，因为这是国外学校最看重的，然后简单

讲述了一下自己过去的经历，对未来的打算，以及对金融专

业的看法。“我在陈述的最后，除了写学校能给我提供什么

，还写了我能为学校提供什么。”他说这是他在陈述里耍的

一个小小“花招”。 向牛津大学快递出材料后，徐展阅的心

总算放下了，但他没想到连最保险的快递也出了问题。申请

截止日期前一天，学校发来邮件说快递还没收到来源

：www.examda.com 半年多的申请过程，一路走来，磕磕绊绊

在所难免。国外不少大学的报名都是先通过网上报名，交纳

申请费，再在规定日期前寄送成绩单。向牛津大学快递出材

料后，徐展阅的心总算放下了，但他没想到连最保险的快递

也出了问题。申请截止日期前一天，他正在上海福州路上逛

书店，徐爸爸突然打来电话，说学校发来邮件了，说快递还

没有收到，可能会耽误录取。他的头一下大了，马上赶回学



校。先去快递公司网站上查投送信息，发现已经寄送了。给

快递公司打电话询问原因，结果是因为航班误点导致材料迟

了五天，但已经投送到学校。然后，他给申请办公室发去邮

件，说明情况。第二天晚上，对方发回邮件，表示在截止日

期当天已经收到材料，但来不及整理归档。因为当天早上录

取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评估了，为公平起见，他只能错过第一

轮的录取。“商学院的录取是一批批的，越到后面竞争越激

烈。”徐展阅说当时真的有点郁闷，因为问题并不是出在自

己这儿。但他依然很有礼貌地给对方回了邮件，表示感谢。

出于慎重，牛津商学院对报考的学生都安排了面试，新加坡

、日本这些国家都会有好几次集中面试的机会，而中国只来

一次。第一轮录取被耽误了，也就耽误了在中国的唯一的一

轮面试。 又等了一个月，他终于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他共申请了13所学校，收到了4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最

终，他选择了牛津 校方发来邮件，要求他通过电话和面试官

进行交流。他回邮件的时候，感谢的同时附上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这个号码出现问题，是否能够再提供一个备用号码

，方便我和面试官联系。”对方回复说：“你是迄今为止第

一个这样问的人，很细心。一般情况下，这个电话号码是不

会出问题的，但如果真的有问题，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这轮面试堪称压力面试，操着一口英国英语的老师，用四

五倍于正常语速的速度进行发问。英语很好的他仍然要花很

大力气去捕捉问题的关键词。有时候，老师问到专业问题时

，会一再追问，直到他说明白为止。40分钟的面试，他握电

话的手满是汗水。“其实，面试就是测试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和逻辑思维能力，看看你是不是一块好料。”面试最后，他



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学生有什么弱势，该做什

么准备？”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让老师有的放矢地指点

自己一下，以便能够提前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又等了一个

月，他终于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本厚厚的活页

夹里，除了一封欢迎信和详细的专业介绍，还有一本牛津旅

游手册，介绍校园内的名胜古迹，还有暑假作业。他说，看

了那份书单就知道这一年的学习压力真的会很大。“我们这

个班级GMAT的平均分是730 分，我只有710分，里面高手云

集啊！”他当时申请了13所学校，最后收到了4所学校提供

的offer（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牛津，他说他喜欢

挑战压力。 1999年，才读初二的徐展阅入选了杭州日报中学

生通讯社小记者。刚开始整整一个月，他写了很多篇稿子，

但没有发出过一篇 琐碎的申请过程、繁复的测试以及漫长而

焦心的等待。听他重复这些过程我都觉得头疼，很难想像一

个22岁的男生是如何有耐心将问题一个个解决的。不过，其

实不用问，我心里就有了答案。因为，我认识徐展阅已经很

多年了。最早是在1999年杭州日报中学生通讯社招聘现场，

当时我是面试考官，有很多人来参加面试，但符合要求很少

。最后，当时才初二的徐展阅入选了，原因是他超过同龄人

的那份稳重。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个细节：录取后，

整整一个月，他写了很多篇稿子，但没有发出过一篇。“那

时候，我每周六都去报摊买报纸，看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

可每次都是失望。”于是，他开始琢磨写同一题材见报的文

章。“看了几期后，就发现不是我的题材有问题，而是写法

有问题。”他说，后来发现记者做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通

过各种渠道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现象，自己去发掘、思考，



再用文字方法表达出来。一年后，他成为了学通社的副社长

，单独领导一个小组，隔周提供一个版面的稿子。他说，刚

接手时压力很大，组员素质参差不齐，有时候几个稿子内容

撞车，有时候所有的稿子都没有最关键的内容。“那段时间

，我实在很想一个人把版面写写完算了，但我还在读书，这

是不可能的！” 学生记者生涯让徐展阅提前接触社会，学会

创新思维；也让他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学会解决碰到的难题 

徐展阅在杭州日报中学生通讯社一干就是三年，从普通学生

记者干到了学通社副社长，最后成为学通社社长。后来，他

每接一个选题，先不忙着分配任务，自己先想好应该做哪几

块文章，每篇文章该写什么内容，甚至细化到该采访哪些人

，问哪些问题，考虑成熟后再一篇篇分配下去。“后来我开

会，人家都叫我‘阿背哥’ 了。”因为每次他都要一遍遍交

代，直到所有人明白。他说，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在这

些压力下培养起来的。除了选题上的统筹安排，学生记者这

段日子也让他提前接触社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培养了创

新意识，学会解决碰到的难题。有一次，学通社搞体验活动

，他和另外一名小记者的任务是卖报纸。每天早上4点多去领

报纸，再去火车东站叫卖。开始他以为只要把报纸放在塑料

袋里，在广场上叫几声就有人来买。结果前两天，要花半天

时间穿大街走小巷才卖完100份报纸。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成了

他们头疼的事情，甚至有放弃的念头。“到了第三天，有人

指点了我们一下，我们自己也摸到了门道。”徐展阅说，除

了高声叫卖外，他们还专门盯着下了公交车但不急匆匆赶路

的人。“因为他们肯定买好票了，不用赶时间。”到了最后

一天，他们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卖出了200份报纸。 因为有学



生记者的经验，徐展阅考上杭高后也搞了一份“报纸”《校

园节拍》，满怀豪情地制定了发行计划：从200份到500份，

最后到1000份，从杭高走到杭州各个高中去 有了在杭州日报

的学生记者经验，当徐展阅考上杭州高级中学，担任学生会

主席及杭州市学联副主席时，他已放开了手脚，在杭高搞了

一份自己的报纸《校园节拍》。当时他是学生会主席，虽然

学校没什么规定动作，但他总觉得要自己做些什么，办一份

报纸是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刊物都偏文

艺，缺少一份新闻性很强的报纸。我又是杭报的小记者，这

方面有经验也有优势。”《校园节拍》每期四开八版，分成

新闻、教育动态、评论、人物、副刊等不同内容，每月一期

，第一期策划的专题就是“高三学生如何看待高考提前”。

成立当天，30多个人在杭高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举行仪式，会

上他满怀豪情地制定了一份发行计划，从200份到500份，最

后到发行量1000份，从杭高走到杭州市各个高中去。但真正

动手去做，就发现仅有激情是不够的。做一份报纸和想像的

不太一样。“人的关系很难处理。”他总结当时的困难，编

辑组和记者组关系很好，但与技术组沟通不够，导致负责排

版的人员纷纷退出。原本打算半月一期的报纸被迫延期。调

整为月刊后，人手紧缺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又有了技术问

题，由于报纸是油印的，照片看不清楚。他们就跑去印刷厂

，对照印刷用的色卡，一次次试验，直到照片达到最满意的

效果为止。“当时我打算做一本培训手册的，里面就有图片

该如何设置，标题用几号字，正文用几号字。”徐展阅说，

后来这本手册没有成型，但制定的版式却一直使用下去。 办

报纸让徐展阅学会如何管理团队，激励团队，让团队合作发



挥最大的力量，他认为牛津之所以录取他，“看中的是分数

背后的东西” 报纸印出来后，他们还确定了发行策略。徐展

阅想了几招去推销报纸，在校园里人流多的地方卖，用自行

车运去杭高的民办初中启正中学卖。徐展阅说，在“启正”

是卖得最好的，3角钱一份，卖到后来和抢一样。“因为‘启

正’的学生大部分都想进杭高。”办报纸的这个经历对他而

言，不仅是体验到一份报纸是如何出炉的，更是让他学会如

何管理团队，激励团队，让团队合作发挥最大的力量。“的

确走了不少弯路，但最后我们都找到了解决方法。”他说，

这些不是光听别人讲就能体会到的。也正因为在高中里有了

这份经验，他在大学里做学校校刊的执行主编以及校学生会

副主席时，也没有遭遇太多困难。即便有困难，解决起来也

驾轻就熟。最后，我问他，当他拿到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时，觉得学校为什么会录取他。想了良久，他说：“大概是

因为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好吧。”停顿了一下，补充强调了一

句：“还有，他们看中的是分数背后的东西，我的社会经验

打动了他们，让他们相信我是能执著地做好一件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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