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世界

■文龙杰

纵贯170余年，中美教育交流已是双赢
“40 年来，中美关系全面发展，在

教育和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在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之前， 中美之间的

教育交流就已开始。 1978 年 7 月，在

邓小平的推动下， 中美两国就启动了

互派留学生的工作。中美教育的交流，

不仅促使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而且造福于中美两国人

民。 中美教育，这座既跨越大洋、又跨

越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应认真呵护不

受干扰 ， 继续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人

类。”这是 12 日上午，在上海市社联大

楼举行的 “教育———构建中美合作的

桥梁” 主题研讨会暨 《沪风美雨百年

潮———上海与美国地方教育交流》新

书发布会上， 中美教育界人士和有关

专家学者就中美教育交流对两国和两

国人民的积极贡献所达成的共识。

《上海与美国地方教育交流》一书

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主编的 《上

海与美国地方百年交往史丛书》 中的

第二卷。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

所长胡华介绍说，整套丛书共有 8 卷，

详尽梳理了自 1843 年至：，上海与美

国在文艺、教育、体育、建筑、经济、金

融、法律、科技等各领域的交往史，并

从人文的高度，深化历史认识，总结历

史启示， 以对：日之中美关系如何健

康发展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上海是“发祥地”和“领
头羊”

具体承担编写和组稿 《上海与美

国地方教育交流》的，是上海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 时任上海市教科院领导的

吴强说， 教育卷虽然字数近 30 万字，

篇幅不算太长， 但因为书稿涉及的时

间跨度自 1843 年至 2017 年 ， 纵贯

175 年，史料收集量大面广，因此历时

3 年才得以完成。

1846 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上

海南市董家渡王家码头创办了第一所

男童寄宿学校。吴强说，中美教育交流

大体分为 5 个阶段， 这一男童寄宿学

校的出现， 标志着第一阶段也就是中

美教育交往的萌芽初现。那时，美国教

会以办学堂的方式进入中国， 但当时

中国社会从普通百姓到士大夫阶层，

对西学不仅陌生，而且本能地抵制。因

此， 教会学堂只能以中国社会底层的

贫困家庭孩子作为招生对象， 在中国

科举制度的夹缝中艰难生长。

直到洋务运动的兴起， 变法图强

的紧迫， 才让中国的教育大门对美敞

开。 1879 年 9 月 10 日，圣约翰大学的

前身圣约翰书院在现在的华东政法大

学万航渡路校区开学。由此，美式教育

逐渐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主导位置。

20 世纪初， 清华派遣的 1279 名

“庚款留美学生”，引发了留美热潮。从

抗战胜利的 1945 年至 1949 年， 赴美

中国留学生达 5000 人，留美已成为社

会精英教育的主要路径。

受中美全面对抗的影响， 从上世

纪 50 年代到 1972 年之前， 中美教育

界基本处于互相隔绝和隔空对抗的状

态。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两国政治关系

逐步解冻，中美教育界也开始接触。

1978 年 6 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

大学工作汇报时， 明确提出：“我赞成

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 要成千上万

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美国前总

统卡特回忆说， 在白宫科学顾问普雷

斯访问北京期间， 有一天他在华盛顿

时间凌晨 3 点接到普雷斯的电话，说

邓小平“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

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

习”。卡特答，当然可以。普雷斯说：“邓

问能不能派 5000 人？ ” 卡特回答说，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 10 万人。 ”

1979 年 1 月 ，中美签署 《科学技术合

作协定》，两国教育交流大门打开了。

中美教育交往已纵贯 170 余年，

吴强认为， 地方教育关系是国家关系

的缩影，受国家政治取向的影响；但当

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 尤其是深入到百

姓生活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发挥

两国关系先导性和压舱石的作用。 诚如

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雷蒙所言：“教育

合作已成为中美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并孕

育出创新的高等教育模式，造福全球。 ”

上海， 是中国最早引入源于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近现代教育体系， 并最早探

索了西式教育的本土化转型的城市。 上

海不仅是中美文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的“发祥地”，还是“领头羊”。

在教育领域开始双向交流借鉴

吴强说， 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教育互

动通常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 一种是

不同文明体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势差，作

为强势文明体的一方， 凭借其经济、军

事、科技、文化等综合优势，向弱势一方

单向度地输出其教育理念和模式； 而弱

势文明体在被迫接受中， 加速自己教育

发展形态的转变。从 1843 年至 1949 年，

中美教育交流基本符合这一特点。 而另

一种形态， 就是不同文明体之间相对平

等的交流互动，双方取长补短，两者差距

逐步缩小， 逐渐形成互有特点和优势的

教育体系。 这大体可以概括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教育从对世界的奋起直追，到

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 以及在局

部开始赶上发达国家教育的历程。

如：， 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中美教

育交流单向的受惠方。 在教育理念和教

育思想的交流上， 双方已经开始了双向

的交流借鉴，共同促进互惠互利的合作。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姜海山

介绍说，2009 年，上海学校 15 岁的初中

生首次参加 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

划）测试，一举拿下阅读、数学和科学成

绩的世界第一。 3 年后，上海学生再次获

得 3 项世界第一， 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

的震惊。 2013 年，“为美国而教”组织的

创始人温蒂·柯普率考察团来沪探寻上

海学生学习领先的秘密， 其中 《纽约时

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深入上海

闵行区一所普通小学蔷薇小学， 写下了

《上海的秘密》刊发在《纽约时报》上，介

绍上海在基础教育上取得的成绩。 美国

田纳西州的部分学校还引进了上海教师

的集体备课模式。

留学生为两国做出巨大贡献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常务副

会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浩认为，中美教

育交流确实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现代化建

设人才。 到 2015 年底，中国留学生已有

221.8 万人学成回国发展，占完成学业群

体的七成左右。在中国两院院士、高校学

科带头人中， 具有留美经历的海归专家

所占比重最大。但同时也要看到，还有大

批中国留美学生在接受美国先进的教育

之后， 也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目前，在美国科学院中大约有 80 位

华裔院士， 其中约有 30 位来自中国大

陆。还有大约 20 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的高科技企业和管理高层工作。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欧君廷认为， 应当全面认识中美教育交

流对中美互利共赢的意义。 统计数据

显示：2016 至 2017 学年，中国学生给

弗吉尼亚大学带来的经济贡献超过

3000 万美元，给弗吉尼亚州带来的经

济贡献超过 1 亿美元， 而三四十万名

中国留学生给整个美国带来的经济贡

献超过 120 亿美元， 中国留学生已为

美国创造了超过 1100 万个就业机会。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李

维平认为， 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是两国关系的源头活水。他说，去年夏

天他参加了中美宇航夏令营活动，前

往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市

参观访问美国太空和火箭中心， 受到

了该中心创办者巴克比先生的热情接

待。他曾问巴克比先生，中美两国学生

的交流：后会不会减少？ 老先生非常

认真地说，绝不会的。我们这代人实现

了登月的梦想， 我们的下一代人要实

现前往火星的旅行， 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定要依靠全人类的智慧， 包括中国

年轻人的智慧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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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度的军队指挥官会议去年 8

月，新德里召开 ， 这是由陆军总长比
平·拉瓦特主持的最高决策会议。 拉瓦
特公布了改组印度陆军的计划。 有评论
称， 这可能是该军队自印度独立以来最
具深远意义的改革。 印度陆军目前拥有
120 万军人 ， 这次重组希望将军队人
数控制， 100 万左右 ， 并将削减人力
资源的开支。

，粹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欧美世
界。 它作为一个术语， 指的是欧洲和西
半球其他地区的白人和当地，众身上经
常爆发的愤怒， 他们把自己视为当前政
治制度、 政客腐败以及移，涌入的受害
者。 但，粹主义不是一种运动而是一种
威胁， 它无视公认的政治规则， 威胁到
社会的制度和实践。

一周封面

：年 1 月 1 日是中美建交 40 周

年纪念日。作为纪念中美建交 40 周年

的系列活动之一，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

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作策

划了“四十人看四十年”项目，请 20 位

中方人士和 20 位美方人士，讲述他们

各自亲历的中美关系的重大历史时

刻， 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和感悟。 其

中， 有多位美方有识之士讲述了他们

对中美教育交流的真知灼见。

留学生是双边关系的
“稳定剂”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

为，至：为止，教育交流一直是中美关

系中的一个相当积极的推力。 对中美

双方而言， 高等教育交流的引擎主要

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认为, 中美教育交流主要有两

大特点：首先，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攻

读博士、硕士学位，现在还有很多本科生

甚至高中生赴美求学。 目前有几十万中

国学生在美国， 累计数量可能已经超过

数百万。大多数学生来美国，一方面当然

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 但他们回到中

国后也会运用所学知识帮助中国发展。

其次，美国的很多教育机构，比如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

等， 这些美国高校和中国的大学之间有

数以千计的合作协议。虽然成果不一，但

总体上是非常积极的。

戴博先生指出， 不论是中国赴美留

学生也好，还是美国赴华留学生也好，都

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剂”。 如果他们的动

机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那我们就将失去

这个推动总体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推力。

他说， 美国从与中国接触中同样获

得了巨大利益。首先是人才流入。在过去

40 年中，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对美国社会

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无论哪个行业，人才

的涌入为美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无论中国学生最后是留在

美国，还是回到中国，这并不重要，结果

都是双赢的。不可否认，美国从中获益匪

浅。 可以说，没有一所美国大学、企业或

政府实验室（除了保密项目）没有大量的

中国人才。这并不局限于研发领域，也有

获得美国最高文学奖的华裔作家， 以及

华裔设计师、电影制作者、演员等等。 可

以说，华裔在各个领域都人才辈出。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表示， 希望中

美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能够增加，也

希望中国学生来美学习后， 回到中国会

有好的前途，因为很多学生很能干。我也

希望美国政府能更多接受专家的建议。

民间合作让人对中美关
系充满希望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杜大

伟表示，回顾过去 40 年，让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他认为，这

种知识交流很重要。

杜大伟表示，他发现有意思的是，当

与不同学术领域的人交谈的时候， 比如

与心脏科学家或健康科学家聊一聊，就

会发现中美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这

些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些所谓的 “摩

擦”。中美在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合作

都在增加， 比如两国科学家共同开展

最新的流感疫苗研制和抗癌研究等。

这种民间交流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此外， 大学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也很频

繁。 这些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

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谢淑丽教

授表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启示，就

是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对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也非常重要，

因此应该尽量避免在两国人文交流方

面设置障碍。

谢淑丽指出 ， 应保持开放的合

作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 。 比如在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

研究中心 ， 就非常注重为美国学者

与中国学者 （尤其是年轻学者 ） 提

供合作机会 。 她认为 ， 应促进这些

合作 ， 这样双方都能从中学习 ， 因

而进步得更快。

，到“冷都”，愣愣地全不知此间风刀
霜剑的厉害，如今忆起彼时情形不免仍有
余悸。冬天的阿斯塔纳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40摄氏度，“冷峻”如斯，令其成为仅次于
蒙古乌兰巴托的世界“第二冷”首都。

与建，绿洲上的旧都阿拉木图相
比，温暖与苦寒对比也太过强烈。阿斯塔
纳实，不适宜人类居住， 那哈萨克斯坦
为何要迁都？ 是因为阿拉木图位于地震
多发区， 历史上曾全城尽毁？ 或是靠近
边境， 未来发展空间受限？ 还是当地地
方势力盘根错节， 新的改革措施难以贯
彻？……但言人人殊，大多隔靴搔痒未到
痛处，有的甚至是谣传臆断全不可信。

个中缘由，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已
说得十分明白。他，其著作《，欧亚大陆
的中心》 中指出， 迁都旨，维护国家统
一，对稳定国家社会经济态势至关重要。

哈政府机关报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

1998 年 7 月曾发专文解释，迁都事大，

涉及“国家统一、完整和，族和谐”。只不
过， 当，大多数人对此理解不深， 直至
2014 年 3 月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才
恍然大悟。

哈萨克斯坦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

一。 1991 年 12 月宣布独立后，哈萨克
族和俄罗斯族成为国内，大主体，族，

前者多居住，南方， 后者则多，邻近俄
罗斯的北方生活，形成了“南哈北俄”的
局面。

通过迁都，大量哈萨克人迁往北方，

可以改变俄罗斯人，北方占多数的，族
结构， 有效避免了克里米亚式的剧变，
哈发生。

所以，，很大程度上，迁都和建设阿
斯塔纳是一个政治工程。 这就难免引发
反对和抵制，个中艰辛，纳扎尔巴耶夫自
然无法为外人道。 不过，从他那句“耗费
20 年心血， 我建起了阿斯塔纳这座城
市”的感慨中，或能体会一二。

“新阿斯塔纳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全
国各地， 通过相貌和口音猜他们本属哪
里人已成为我的一大乐趣。 如果来自库
斯塔奈、巴甫洛达尔，或者科克舍套、彼
得罗夫斯克， 那他们是北方人， 多为俄
族，俄语相对纯正。若有一副典型的亚洲
面孔， 肤色略黑， 有的或许还镶着大金
牙，则多半是南方人。他们的俄语中常混
杂着哈萨克语的口音， 从阿拉木图来的

还要稍好，若来自奇姆肯特、塔拉兹这类
二线城市，甚至还有语法上的错乱。 曾有
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高材生一
本正经地感慨， 若不是自己基础扎实，简
直会被那些人带到沟里。但多数人没有这
种自信，我，到此地时不明所以，还嘀咕
老师当年是不是只传了自己“半部”语法。

我的“御用”出租车司机阿斯卡尔就
来自阿拉木图， 他原是散打格斗的专业
运动员，“退出江湖” 后给哈一位知名的
富商做私人保镖。

阿斯卡尔有一辆老款的奔驰， 车虽
稍旧，但总体保养得很好，每次总是擦得
锃亮。 因有，个女儿，妻子辞职持家。 他
便利用空闲跑出租车赚点外快。 ，阿斯
塔纳，出租车司机收入不低，勤勉些每月
能赚到七八千人，币， 是当地平均工资
水平的，倍。他总是向我抱怨，相比自己
的家乡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太无生机，处
处都是冷冰冰的建筑。这里人烟稀少，特
别是冬天，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人。

阿斯卡尔一有时间就带妻小回阿拉
木图探亲、休假。有一次我笑他身，曹营
心，汉， 他立马把脸转向坐，副驾驶位

置上的我， 郑重其事地解释：“我不得不
经常回去，我实，太想念阿拉木图了，，
那里才会感到舒服。”像阿斯卡尔这样的
人不，少数，他薄有资产，是“左岸”人的
代表。

阿斯塔纳以穿城而过的伊希姆河为
界，左岸为新城区，右岸为老城区。 人们
习以“左岸”“右岸”代称。总统府、可汗大
帐、 生命之树观光塔等标志性建筑基本
都，左岸，这里的小区多为迁都后新建，

楼新价贵。

但左岸的问题，于， 完全概念化的
建筑丛林令 “阿斯卡尔们” 觉得缺乏生
机。 据说，纳扎尔巴耶夫当年要求，新都
建筑不许重样。 这里遂成建筑师的试验
场，“时尚前卫”常常是“奇形怪状”的委
婉说法： 哈石油天然气公司总部形似打
火机、国立艺术大学像脸盆、首任总统图
书馆则如同一个车灯……如果是猎奇式
的“一日游”当然值得一观。 但若生老于
斯，就缺那么一点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了。

好，阿斯塔纳的“右岸”展现了它的
另一面。 “巴扎”是右岸的灵魂所，。 “巴
扎”类似于国内的集贸市场，既有廉价的

衣服、百货和电子产品，也有既新鲜又便
宜的蔬菜。我爱逛的就是其中的菜市场，

与缺少烟火味的左岸相比， 土豆上抖落
的泥土、砧板上羊肉的腥膻、水中肥鱼吐
出的气泡、瓜果的绿肥红瘦，把眼耳鼻舌
完全调动起来了，感官，这里复活了。

“这是来自中国的大白菜，来点！ ”卖
菜的小贩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外邦人。 “不
买也可以尝。 ”卖干果的乌兹别克族人会
执着地朝你手里塞， 他们以善于经营著
称。，称量的空儿，小贩们还会嘘寒问暖，

“来哈萨克斯坦多久了，是否已经习惯”。

卖家的吆喝、买家的还价、借道的呼
喊、满载而归的笑声……南腔北调，你来
我往，让来自水泥丛林的人们仿佛“到了
人世间”。

左岸是被设计出来的， 而右岸是自
然生长出来的。右岸的建筑比左岸破旧，

但树木比左岸粗壮挺拔； 这里的超市不
如左岸琳琅满目，但有人声鼎沸的巴扎；

这里的饭店不如左岸的高档奢，， 但居
，小院中的馕坑常有缭绕酥脆的麦香；

这里少见左岸穿着时尚的年轻女郎，却
有愿给人讲哈萨克传说的老奶奶。

■本报记者 郑 蔚

■本报记者 郑 蔚

，盛顿迎来新的一年， 这就是它的
样子：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退让半步；

总统特朗普放弃谈判， 转而接受电视采
访， 并为危机寻找理由； 联邦政府办公
室停摆， 博物馆关门； 垃圾，国家公园
堆积成山； 机场安保人员无薪工作……

，戏剧的中心———特朗普和佩洛西， 他
们的冲突将决定美国下一个，年。

《时代》 1 月 20 日

《今日印度》 1 月 21 日

《国家》 1 月 28 日

《新闻周刊》 1 月 18 日

， “9·11” 事件发生 17 年后， 特
朗普无视官员的建议， ，上个月宣布已
战胜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并下令从
叙利亚撤出 2000 名美军， 另外他正考
虑减少美军，阿富汗的兵力， 让 7000

名驻军从今年，陆续回家 。 特朗普坚
信， 美军将，高举胜利的旗帜下回到祖
国。 但军方官员却认为， 所谓的胜利，

尤其，阿富汗， 只是个幻想。

美国高中生来到中国校园， 与中国学生一起文艺联欢。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