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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经过
了 '" 天的海上颠簸，容闳
（%"&"—%'%&）踏上了美国的土
地，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
学校。该校是大学预备学校。

在那里，容闳只学了一段
时间，之后由于学校附近修铁
路，学校停课，影响了学业。但
是在 %"(' 年容闳还是考入了
耶鲁大学。

中国留学生一直以学习刻
苦著称，这一点在“中国留学第
一人”———容闳身上就发轫了。
他每天读书到深夜，把身体学得越来越弱，后来精力不支，无法上
课，以至于要请假休息几天才能继续求学。

为了把身体搞好，容闳参加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和划船队，是后
者的主力。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拉拉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巧
妙地利用了容闳名字 )*+, -.+,（粤语发音）的谐音：“我们一定
要赢（-.+）！因为我们有闳（-.+,）！”

留学期间，容闳有时候还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篇
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著名学者找到容
闳，打听作者是谁。容闳非常不好意思，“羞赧如处女，手足无
所措”，低头小声承认自己就是作者。

虽然容闳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仍时时想起祖国。他
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
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也感到了中国的落后。更使他忧心的是，
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所以
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有时甚至怀
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知识越多，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

在耶鲁的日子里，容闳就开始酝酿他后来一手发起的中国留
学计划。“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
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
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
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他后来回忆说。

%"/( 年，容闳毕业了。他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
上的大事件，甚至许多著名学者为了一睹中国留学生的风采而特
来参加典礼。

一位牧师劝他留在美国。但是容闳还是毅然回国了，“予意以
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
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他在
《西学东渐记》中如此写道。

最后说一句，容闳最后终老于美国。

你一定不能相信，英国本科生普遍给我

的印象是“没主见”，而且这还不是我一个人

的看法，而是教员室里和学术聚会上不少讲

师抱怨的话题。这可不是说这些小鬼没主意

或者没想法，他们的点子多得很，平时说起话

来让他们闭嘴都难，可是一到写论文的时候，

哇，居然瞬间就变成照本宣科的无聊之士。

换句话说，好像很多英国学生根本不懂

什么叫“论点”，让他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加

入“自己的”看法简直要难受死他们了。其

他国家的学生就没这个毛病，比如我班上的

几个中国学生都挺会提出鲜明论点的，不过

他们的缺点是往往只有“点”而不会“论”，

即多半不擅长把实证和理论有机编织在一起

阐释观点。英国学生则相反，他们特别会做

滴水不漏的总结，但是很少有人能提出自己

的想法，或者干脆他们觉得对他人的综述就

是自己的观点。同样状况在美国和德国学生

身上就很少出现，这两个国家的学生一般都

比较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议论”。

当我在课上提醒学生期末论文要拿高分

必须要有清晰的论点的时候，甚至还有学生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课后还特意跑到我的办

公室确认：“你真的说我们可以在论文里加入

我们自己的评判吗？这不是很不专业么？”这

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奇，我反问：“谁告诉你

学术文章有自己的判断就不专业啦？学术文

章的精髓就是要有论证严密的观点啊。”

这类谈话的结果往往是我和学生都觉得对方匪夷所思。后来

有几个英国同事告诉我，这源于最近几年英国 0123432教育过于

强调应试拔高分数。很多学生在高中期间被鼓励采取保守的应试

策略，即考试只要能清楚地罗列正反双方的观点就行，不需多做

评论，因为评论容易暴露知识漏洞，结果搞得英国学生高中毕业

之后，有两大误解，其一，写作文加入自己的观点是很“冒险”

的；其二，对成型的理论进行批评分析也是禁区。

难怪！原来是他们把中学的习惯带入了大学。有的同事干脆专

门安排课时给大一新生“洗脑”，去除这些不甚高明的应试技法。我

倒是有两点体会，首先从教育系统讲，平衡的中学教育还是非常重

要的。不重视应试，学生在入学选拔上就没有竞争力，而过于讲究

应试，则可能会把大学教育拖拽到中学的阴影里。其次从学生角度

讲，好像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学和

大学之间学习要求的自然断层。很

多能力在中学可能是拓展目标，而

进入大学则成为基本要求。如何添

注论点还算是个较容易纠正的小问

题，但由此折射出的问题是：有多

少本科学生正在用中学的方法学习

大学的课程呢？ （寄自英国）

国外高校中国学生扎堆

留学收获有多少引关注

“中国班”能喝多少洋墨水？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今年 %% 月，小
文长舒一口气，她留
学美国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但出乎她意料
的是，“班上多是中国
学生，倒没什么不适
应”。小文之前对陌

生环境的担心，也因身边众多熟悉的中
国面孔而烟消云散。

“‘清华大学’———清一色华人

大学？”

来自《中国留学发展报告（&5!&）》
的数据显示，&6!6 年中国超越印度成
为赴美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加拿
大、俄罗斯、日本等国的统计，中国也
已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小文
遇到的情形也渐渐普遍起来———中国学
生扎堆挑选就读国家、就读学校、就读
城市、就读专业。

日前发布的 《&6!& 年出国留学趋
势调查报告》显示，从留学目的地看，美
国仍是中国学生的第一选择。紧随美国
之后的分别是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这四大留学目标国大约占中国自费留学
市场份额的 $/7；从专业上看，攻读本科
的中国学生中，约 /67的学生选择了经
济、金融、管理专业。这与出国攻读研究
生的学生的选择基本相同。

以英国为例，86%%年媒体报道的一
组数据显示，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
国际传媒专业，中国学生超过了 /67；就
读伦敦艺术大学时尚营销专业的中国学
生同样是人数最多的外国留学生群体。

对于这一现象，《文汇报》于日前
发表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董事、
前途出国 9:;周成刚的 《一个老海归

的留学经：中国留学生还缺点什么》一
文中也谈到了。在说到如何选择学校
时，文章称“对国人来说比较有名的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国外华人圈里被戏
称‘清华大学’———清一色华人大学，
华人孩子扎堆申请。事实上，这样的
‘名校’还有不少”。

为何“感觉进了中国班”？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留学生
扎堆的现象，甚至让有些留学生发出
“感觉进了中国班”这样的感叹？

威久留学的相关专家认为，容易出
现“中国班”的院校分为三大类：最集
中的是一些专门的语言学校。随着中国
留学生的快速增长，热门留学国家的语
言学校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持续增高，
是最容易形成“中国班”的地方。

二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院校，因为中
国某些学生和家长的“名校情结”，造
成了越是知名的大学，申请人越多，所
以名校形成“中国班”的概率也越高。

第三类是在国外一些教学质量较差
的大学或者有招生压力的私立大学，这
些大学门槛低、学费便宜，适合一些家庭
条件不是特别充裕，或者出国目的并不
是纯粹为了留学的中国学生申请和就
读，因此这些院校的“中国班”概率就更
大了。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由于信息不
对称而被留学中介牵着走”也是一个原
因，刚刚考过雅思的小涛正在为找哪家
留学中介发愁，“因为我自己对国外学校
了解不多，就想听听留学中介的建议。但
打电话咨询了几家，觉得都说得差不多，
推荐的那几所学校差异性很小。”

此外，作为出国留学这个链条上的
延伸一环，中国的一些招聘单位对国外
的一些学校了解甚少，在招聘中偏向那
些“知名度、辨识度”高的学校，这也
加剧了留学生选校、选专业的扎堆。

选择权在自己手中

面对该现象，有的家长担心“留学

后孩子的英语水平没怎么提高”，有的家
长担心“花一大笔钱，孩子也没真正喝上
洋墨水”，有的家长坚持“不管扎堆不扎
堆，就是要选名校”，有的学生认为“见到
中国同学会觉得没那么孤单，有什么不
好？能学到什么程度，在于自己，不在于
同学”……利弊之争，可谓热闹。
“对中国留学生扎堆儿，要客观对

待，不能一概而论。出国留学后有没有
学到东西，学生的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
是否得到提升，这才是关键。”一位家
长说。

在美国大学网总裁 <.= ->2?@A>+看
来，一个成功的留学经历应该包括两个
方面，一个是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另一
个是对自己学业的认真态度。

<.= ->2?@A>+ 也提到，在中国留学
生中，有一种“留唐”现象———学生间
依然使用汉语交流，课后喜欢去唐人
街，只在当地华人圈子里活动……他认
为，对“留唐”这样的中国学生来说，

学业是没问题的，但是融入当地社会却
较差。不过对新留学生而言，选择权其
实在自己手里，你可以按照以前的学生
扎堆儿的方式获得“留唐”经验，也可
以采取全新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综合文
化素养。
“能否摆脱‘留唐’怪象，要看你

能不能挺过刚留学的那段时间，因为那
时候最苦。但相比到了异国之后再努
力，留学之前的理性规划更为重要。”
小文说。

对很多家长担心的专业选择扎堆是
否会导致就业扎堆，新东方前途出国的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这两个问题之间并
不一定产生必然联系。专业本身差距就
很大，有的专业需求高，虽然选择学习
的人数多，但对就业竞争产生的影响却
小；但有些行业并非如此，如果选择人
数大于市场可吸纳人数，则可能对就业
产生负面影响。

题图来源：《南方日报》

日前， 《&6!& 年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 在京发布。这份
由中国教育在线和留学监理服务网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6!&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再创新高，逼近 (6万人，其中公派留学 !BC

万人，自费出国留学人数约 D" 万人，比 &6!! 年分别增长了
D666人和大约 C万人。

报告称，中国留学低龄化特点依旧突出并有持续扩大趋势。本
年度，赴香港参加被称作“美国高考”E0F的学生比去年同期增长
%667；赴美中国学生中，读取本科的学生比去年增长 D%7，各地放
弃高考出国留学的人数持续增加；目前在美本科生已经占留美中
国学生的 D"7，逼近读研究生的人数。 （王小龙）

今年出国留学人数近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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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中国留学第一人”
熊 建

青年容闳

陈骁绘

连续举办 !"年 参会人才逐年增

留交会的创新在哪儿？
王思蘅 张 玉

%& 月 %' 日，第 %/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
科技交流会（以下简称留交会）在中国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连续举办 %/ 年的留交
会“创新”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创“!"#”模式

“DGH”是此次留交会的主要举办模式，
即由“人才交流”、“创新论坛”、“成果展
示”D 大部分和 H 项推介会组成。按照此种
“DGH”创新模式组织各项活动，汇聚了 &/66

名海外高层次人才、D666 多个海内外项目到
会交流，并在大会现场及网上提供 !万多个岗
位进行招聘。

人才交流 独树一帜

留交会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的人才交流对接
活动，包括“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大赛、民营资本与科技人才对接洽谈会、科技
难题招贤等一系列活动。深圳市办事处主任杨
霆鹏在接受访问时说：“这次大会是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人才交流。给海外人才提供了一个
广阔的交流平台。”

创新论坛 $个第一

由中组部人才工作局策划的“人才政策创
新论坛”，首次在留交会平台上以“经济全球
化下的人才流动与吸引”为主题，系统地研讨
发达国家（地区）人才政策及如何创新地为我
所用；首次邀请 (位曾派驻重要国家的副部级
大使，举办“大使科技论坛”，畅论“国际化
与人才引进”，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国际视野；
首次举办“国际科技金融论坛”，推动科技资

本、人才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首次与麻省理
工学院合作举办“麻省理工 《科技创业》
（IJFFK）新兴技术峰会”，实现世界级顶尖科
技人才与留交会的全面对接。/个第一，成为留
交会一大亮点。

成果交易 精彩纷呈

留交会首次举办“海外人才科技成果交易
洽谈会”，邀请全国各地符合条件的海外人才
企业，带产品、融资需求等到会展示、交易、
洽谈。

来自河北贝克艾瑞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的白向阳博士这样评价，我从美国归来，带着
自己独自研发的技术在中国的孵化园里一点一
点成长。今天我们作为入选的参会代表来广州
展示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是国家对我们海归
的肯定。

在展会现场，有中科院展台里展示的会画
画、写书法的机器人，有“千人计划”专家和
其他优秀归国人员的科研成果，他们带着各自
的传奇故事，来到本届留交会展示交流，精彩
纷呈，亮点不断，充分展示了我国创新驱动发
展的最新成果。

人才推介 网络天下

为加深供需双方的了解，促进对接，留交
会为参会国内单位和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专场
推介会，包括：各地政策推介会、留学人员项
目推介会、海外社团推介会等。在瑞士读博的邹
宇对笔者说，自己在国外，知道国内有针对留学
人员的一些政策，但具体细节并不清楚，这次过
来对自己深入了解国内政策有了很大帮助。

中科院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在写字。 张 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