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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我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一条新闻，综述了许

多专家给大学新生的建议。题目叫《为了找到好工作现在要

做的20件事》，不妨边抄录边评论，看看美国大学教育的理

念和我们是怎么不同。 第一，走出图书馆。 你可以拿到学位

，有很高的平均分，但仍然没有为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大学

是四年人生经验，不是120个学分。在美国的大学，课外活动

常常和功课一样重要。 第二，在你的宿舍里开始做生意。记

住，雅虎、Google都会争先恐后地买你弄出来的网站。这也

许是和中国的大学最不同的。我们的名校 曾禁止学生开小买

卖。这次因为香港诸大学的冲击，我提出了北大清华“二流

”说，有人义正词严地驳斥：北大清华学术气氛浓，香港的

学生老是打工做生意。要按美国的标准，香港的大学确实在

这方面领先一步。 别忘了，Google本身就可以归于大学宿舍

里诞生的买卖。 第三，别债务缠身。在普通的州立大学和名

牌但昂贵的私立大学之间，最好选择前者。因为目前州立大

学质量很好。从个人前途上看，无债一身轻比花钱买个名牌

要有利得多。 第四，积极参加校园的活动。比如有个二年级

的学生去年给新生当校园导游，今年成了导游部的主任。通

过这种活动，她学会了怎么理解、帮助别人，满足别人的需

要，和别人沟通。这在美国文化中，是所谓“领袖素质”的

基础。找工作时会被别人另眼相看。 第五，不要读文科博士

，除非你离了学术不能活。读博士对实际工作毫无帮助。美



国的文科博士，培养出来只去大学教书，除此而外几乎别无

出路。我写博士论文时叫苦：“早知如此，还不如去当出租

车司机。”同事听了笑着说：“你知道吗？那些出租车司机

，许多人有博士学位。”在中国，一些人有个博士学位仿佛

是教育的炫耀性消费。 第六，别上法学院。前几天看报道，

纽约律师事务所的起薪已经涨到14万多美元，无怪法学院挤

破门。但律师总是代表别人去争利，压力奇大。在美国，自

杀是律师中第一号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第七，参加体育运动

。调查表明，大学从事体育的人，毕业后比那些不沾体育的

同学明显收入高。特别是企业总裁，从大学体育中获益甚大

。这一点，在中文世界中，大概数我的近著《精英的阶梯：

美国教育考察》中论述最详。美国人从事体育不仅是锻炼身

体，而且是培养竞争的才能和领袖素质。 一个大学运动队的

队长到华尔街找工作，优势不可限量。 第八，别按着父母的

期待生活，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九，干一些你并不擅长

的新事物。这一点我自己可以现身说法。大学生很爱给自己

下定义，什么不擅长这个，不擅长那个，作茧自缚。你对自

己未必了解。这是苏格拉底给人类的教诲。所以，请给你自

己一个机会。我大学不学英语，觉得不喜欢，也无才能。后

来被逼无奈，居然要靠说英语吃饭。如果我二十岁时有人给

我指出这样的前程，我一定觉得是个笑话。我敢和现在的大

学生打赌，你们中许多人，二十年后会生活在自己完全没有

设想过的现实中。 第十，以自己为中心来定义成功，别以外

在的东西(比如金钱)来定义成功。美国一位巨富之子，后来

成了CNN的节目主持人。他说和名人一起长大再当记者，一

大好处就是看破人生。那些从小见到的传奇般的富翁，有时



比小老百姓生活得悲惨多了。他自己的一个兄弟就自杀了。 

第十一，好工作要自己去找，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 第十二

，选修关于“幸福”的心理课程。在哈佛，这一课程是最热

门的课之一。 大学开不出这样的课，是不合格的。 第十三，

上表演课。美国社会整个就是个舞台。从教授、政治家、企

业总裁，到律师、将军、记者，不会表演就很难出头。 第十

四，学会赞美别人。 在生活中，既要当好演员，也要当好观

众。 第十五，使用职业咨询服务机构。美国大学一个重要部

门就是求职咨询机构。专业人员帮助你分析自己的长短，以

及就业市场，帮助你准备面试，修改申请信。没有这样的机

构的大学，也不及格。 第十六，被拒后应该坦然以对。我有

一位朋友，当年没有上清华，后来对我说：高考给人一种自

卑心理。因为清华那个分，我发挥多好也到不了。所以，见

了清华的就自觉低人一头。其实，他事业远比许多清华学生

成功。一句话，要自己定义自己，不要用外在指标定义自己

。 第十七，从上一点延伸下来，就是要傲视名校，别觉得上

了哈佛有多么了[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