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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爹”的美国精英教育
“教育移民 ”和 “高

考移民”

在中国广遭诟病的择校费 ，
美国也并不罕见。 以普林斯顿高

中为例， 这所位于普林斯顿大学

校园旁的公立中学，几年前被《华
尔街日报》 排名全球第三十三名

的常春藤“输送学校”。 尽管其令

人艳羡的“常春藤升学率”与普林

斯顿大学大批教授子女就读该高

中直接有关， 仍令许多学区外的

家长慕名叩门。 普林斯顿高中因

此从 2005 年起以每年一万五千

八百多美元的“择校费”来招收跨

区学生。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 向来属

于“地方自治”范畴。近年来，中南

部保守主义地区对联邦政府频频

干预中小学教育啧有烦言。 其主

要经济原因， 便是中小学教育的

经费来源基本来自本地居民的房

产税， 美国中上阶层自然不欢迎

联 邦 和 各 州 政 府 在 教 育 开 支 上

“劫富济贫”式的干预。
出于同样原因， 美国公立学

校的质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也具

有强烈的正相关联系。 新泽西州

米尔本镇的高中 ， 被 评 为 2008
年本州最好的（公立）高中，该镇

平均住房价格达到一百二十万美

元，一般中产阶层难以问津。
已 有 子 女 的 美 国 人 选 择 住

房，除非愿意出钱上私立学校，首
要的考虑便是学区的教育质量。
从这个角度， 大部分美国人搬家

有很强的“教育移民”成分在内，
常常为了进入优秀学区而咬牙买

下昂贵的住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联邦政

府规定公立学校不分种族肤色招

收学生， 在美国许多地区出现了

“白人逃亡”潮流，即白人家庭纷

纷 搬 离 黑 人 学 生 比 例 较 高 的 学

区，以免子女的教育质量受到“连
累”。 后来，这一“教育移民”潮又

带上了躲避越来越多的拉美移民

子女的因素。
有趣的是， 近年来出现了白

人学生从亚裔众多的学校“逃亡”
的潮流。《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

最新“逃亡”潮并非担心学校教育

质量下降，正好相反，是因为亚裔

尤其华裔新移民子女在学业成绩

上的强烈竞争性有口皆碑， 对白

人学生和家长造成强大的心理压

力，不少人搬家转学，以免子女在

校被华裔学生压得透不过气来。
这与越来越激烈的名校入学

竞争密切相关。 美国虽有 “大熔

炉” 之称， 但存在严重的社会异

化，地域、种族、宗教、财产收入、
教育水平等各种因素， 将美国社

会 分 化 为 形 形 色 色 的 阶 层 和 集

团。名校招生的一个重要考虑，是
尽量“面面俱到”，使新生充分反

映社会的多元化。
简言之， 美国名牌大学招生

是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并用，尤

其注重地域、种族、性别的平衡。
这与中国按省市划分名额类似，
但美国的“招生名额”分类远为细

致灵活。
每个细类里的绝对尖子一般

都会被名校录取。 据 《华盛顿邮

报》报道，某华裔女孩原在新泽西

州亚裔众多的一所重点公立中学

就读，在二百多名同年级学生中排

名四十名之外，进入“常春藤”希望

渺茫。 其父母花费巨款请入学咨询

公司指点“攻略”，对方的建议，首
先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全家

搬到穷人众多、亚裔极少、SAT 高

考平均分低于原中学三百分的另

一学区， 令女孩在新校成为鹤立

鸡群的明星。其次是参加选美，非
因女孩貌美， 而是出于改变传统

“书呆子”形象的造势策略。
当然，上述“攻略”的关键仍在

于“高考移民”。 结果，在原校几乎

无望进入“常春藤”的该女生，最后

作为毕业班成绩最好的学生被耶

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

高考作弊和入校骗局

2011 年 被 曝 光 的 纽 约 长 岛

高考作弊案中， 为数不少的高中

生在 SAT 和 ACT 大学入学考试

中雇用“枪手”代考。 此类舞弊直

接关系到中上阶层下一代的未来

社会机会， 纽约州参议院高教委

员会主席拉维利一语道破其严重

性：“（SAT 考试）决定了考生未来

的人生路程。 ”
大 量 调 查 数 据 表 明 ： 一 个

学 生 未 来 的 社 会 成 功 机 会 ，与

所 上 大 学 的 名 声 或 排 名 次 序 高

度 相 关 。 《大 西 洋 月 刊 》引 用 过

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顶 级 名 牌 大

学 毕 业 生 几 年 后 的 平 均 年 薪 ，
超 过 排 名 第 五 十 位 的 大 学 毕 业

生三分之二 。
报 载 “枪 手 ”代 考 SAT 的 价

格是二千五百至三千五百美元，
这绝非下层家庭付得起的金额。
案发的长岛地区， 富人和知识精

英众多， 是亚裔和犹太人群集之

地， 名牌大学的入学竞争特别惨

烈。 已知的涉案学校不仅有公立

“重点”中学，也有私立贵族学校。
已遭披露的某“枪手”代考的

SAT 分数为二千一百四十———二

千二百二十分 （满分为二千四百

分），相当于顶尖百分之一至百分

之三的考生成绩， 这不仅足以进

入美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学， 而且

只要其他条件尚可， 甚至有进入

常春藤名校的机会。
为 了 “平 息 民 愤 ”，恢 复 公

众 对 高 考 公 平 性 的 信 心， 主持

SAT 考试的高校理事会不惜重金

聘 请 联 邦 调 查 局 离 任 局 长 路 易

斯·弗里出山 ，来强化 SAT 考试

的保安工作 。
进 入 常 春 藤 校 园 的 成 功 诈

骗 案 中 ，最 出 名 的 是 2010 年 被

曝 光 的 特 拉 华 州 学 生 韦 勒 骗 取

哈 佛 学 生 资 格 并 差 点 顺 利 本 科

毕业 。 韦勒于 2007 年申请转学

哈 佛 就 读 大 二 ， 自 称 毕 业 于 新

英 格 兰 著 名 预 校 安 多 佛 学 院 高

中 ，SAT 高 考 满 分 “状 元 ”，已 在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以 全 优 成 绩 读 完

大 一 ， 还 递 交 了 四 位 麻 省 理 工

学院教授的推荐信 (后来发现推

荐信和成绩单都是伪造的 )。 成

功 “转 入 ”哈 佛 后 ，韦 勒 又 以 类

似 手 段 加 上 抄 袭 ， 获 得 多 项 奖

学金 ，俨 然 成 为 哈 佛 “优 等 生 ”。
进入大四后，韦勒重施故伎，申请

毕业后的罗兹、 富布赖特等极有

威望的国际奖学金。 他在申请书

里全文剽窃哈佛某教授的文章，
审查时被另一教授发现。 经查，韦
勒进哈佛之前的整个学历都是伪

造的， 他毕业于特拉华州内公立

高中， 在缅因州某大学读到大二

时因作弊被停学。 东窗事发之际，
韦勒已入围哈佛校方推荐的罗兹

奖学金名单。
即使在被哈佛开除之后 ，韦

勒仍积习难改， 再次伪造各种文

件，申请“转学”耶鲁、斯坦福、布

朗等名校。 2010 年，检方正式以

二十多项诈骗罪对韦勒提起刑事

公诉时， 他居然已获斯坦福大学

的转学录取。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 评论

说，韦勒诈骗案固然出格，却反映

了美国大学申请录取过程中不断

增多的造假现象。 这一趋势背后

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入学竞争

激化，名牌大学在招生时，客观可

靠的考分和学业“硬成绩”的分量

下降， 而主观且难以核实的课外

活动“软成就”的作用上升。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主仆”关系

几年前， 有人在网络上撰文

提出， 在美国读本科不一定要进

名牌大学， 除非打算本科毕业后

不再深造；进一个好的研究生院，
才是既经济又实惠的选择。

这位作者对美国社会的了解

实在太肤浅。
物 理 学 家 朱 棣 文 出 任 奥 巴

马 政 府 能 源 部 部 长 而 为 华 人 称

道和骄傲，殊不知朱棣文是极其

少 有 的 集 中 了 诺 贝 尔 奖 荣 耀 和

长 期 行 政 管 理 经 验 的 “稀 缺 资

源”， 更是自然科学家进入美国

政治上层的罕例。 某种程度上，
这 也 是 奥 巴 马 总 统 以 常 春 藤 精

英主义逆转布什政府反精英、反

科学倾向的结果。 仔细观察奥巴

马的“常春藤班子”，就会发现大

部分精英校友来自法律界、金融

经济界和企业界。
以 2005 年美国国会议员的

职业出身为例： 其中二百十八名

是律师，十二名是医生，仅三名是

生物学家。 在华尔街金融泡沫破

灭之后，美国传媒反省之余哀叹，
美国的精英教育把最好的人才引

向了金融和法律行业， 而不是自

然科学， 尤其是近年来对冲基金

和类似高度量化的金融交易，吸

引了美国大批一流的物理和数学

人才“下海”。 以数理尖子出名的

麻省理工学院， 有三成以上毕业

生进入华尔街。
美国大学研究院近半数自然

科学博士生来自海外，即使成名，
也不免被视为政治文化上的 “非
我族类”，难以通过各级“政审”。
某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在中美

关系缓和后访华数次， 立即被取

消了原在联邦政府高级“政审”通
过的资格。半个多世纪前的“钱学

森案”，以及近年来美国能源部和

国 防 工 业 部 几 起 出 名 的 “间 谍

案”，充分说明外族尤其华裔自然

科学家常常面临的尴尬处境，更

不用说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了。
与欧洲相比，美国民主政治

制 度 中 充 斥 着 无 法 掩 盖 的 “金

权 ”影 响 ，这 决 定 了 美 国 上 层 最

响 亮 的 话 语 权 来 自 企 业 界 和 法

律界，即便是知名科学家在美国

政界也是“人重言轻”。 2012 年，
《纽约时报》 刊登某美国大学数

学教授的文章，分析为什么与欧

洲 、亚 洲 相 比 ，美 国 缺 乏 科 学 家

出身的领袖人物， 其解释是：抽

象 的 科 学 方 法 常 常 导 致 与 宗 教

和文化信念冲突的结论，而科学

家 又 总 是 对 他 们 身 处 的 社 会 环

境极其不敏感，因而容易冒犯低

教育的社会大众。 作者最终也未

开出“药方”来缩减美国这“两种

文化”之间的断层。
对常春藤名校来说， 包括自

然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领域的世

界级大牌教授及其代表的学术水

平是其主要招牌， 自然需要竭力

维护和培植。但说到底，吸引和维

持这些教授的高工资和先进研究

设备，依靠的是雄厚的校产基金。
所以， 美国名牌大学的品牌维持

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 正如

《华盛顿邮报》所说，常春藤名校

能积累巨大的校产基金， 在于其

不断出产领导美国社会的精英校

友。这些未来领袖，以本科生为主

体，研究生则大体出自于法学院、
商学院、经济学院，以及若干社会

政治学学者， 而绝少出自于自然

科学领域研究生。
另一重要事实是， 在常春藤

名校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经济学强

项之外， 近年来入学竞争的强化

和学生资助的增加， 也大大增强

了这些校园中自然科学专业本科

生的素质。 历年的美国中学数学、
物理奥赛， 英特尔少年科学天才

奖和其他科学竞赛的优胜者，无

不以常春藤名校为其“第一志愿”。
根据常春藤在校生父母的平

均收入统计， 或简单观察新生入

学或老生毕业典礼时家长们的驾

车种类，便可发现，无论校方如何

声称“有教无类”，其生源事实上

包括了大量富翁子女。
除此之外还有权贵子弟。 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笔者一位老

同学在某常春藤校园攻读自然科

学博士， 恰好目击肯尼迪家族一

位纨绔在该校本科毕业的盛况，
他由此总结：在常春藤校园里，自
然科学研究生只是仆人， 本科生

才是校园的主人。
作为上述结论的旁证———许

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入学申请时

就有一个要项： 父母和祖父母是

否曾为本校本科校友， 而研究生

院毕业的“校友”是不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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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美国学子是如何从常春藤名校

攀援而至上流社会的？
作者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

的美国，“拼爹资本主义”（“遗产

型资本主义 ”）的回归 ，令 教 育

程度越发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

位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子女的

教育程度也越来越取决于其父

母的教育程度。 以中国大陆移

民子弟为代表的美国 亚 裔 ，能

否成为常春藤校园的另一上升

族群？ 书中提供大量数据与实

际案例， 通过爬梳常春藤与美

国上流政治文化社会 的 关 系 ，
分析美国 “高考” 制度细节内

幕，为读者绘就了一幅精准而生

动的美国精英教育路线图。

《攀藤而上：
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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