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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用一句非常恰当的总结，常春藤名校代表了“限量供应”的美国上层社会入场券，而且除了法律、
经济和商学专业，这一入场券仅限于本科教育，而不包括研究生院。
我们这一代许多留学生，虽然自己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却要到多年之后，在子女开始申
请大学时，才从这些名校关于“校友子女”的严格定义中体会到这一点。
    另—方面，常春藤人学竞争却早就是海外华人家喻户晓的永久热门题目。
在本书成书时，内人正好有一位从5岁起开始手把手教大的音乐课学生，在我们的鼓励和指导下获得
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录取，我们邀请这位男孩为十来个友人家庭传授一点学习经验。
本城申请美国各级名牌大学的中学生比例不出5％，可是消息“走漏”之后，最后涌来了父母和子女
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十多位。
几乎挤破了寒舍近40平方米的大客厅’连楼梯上也坐满了听众。
“常春藤热度”可见一斑。
    作者本人也未能免俗，自从小儿诚诚进入高中后，便开始关注常春藤招生的问题。
本书大致是这八九年来在这方面的阅读和个^调查积累。
    我最大的感触，便是常春藤名校代表一种深刻的文化和文化现象，其影响无远弗届。
例如，今天令全球亿万影视观众如醉似痴的奥斯卡金像奖，也是起源于哈佛大学与好莱坞制片业的一
项合作计划。
不了解这一数百年积淀的文化传统，就很难领会常舂藤教育的真髓和招生过程的关键所在，从而赢得
这场日益剧烈的入学竞争。
这是为什么本书第一部分花费大量篇幅，介绍常春藤名校的文化传统和招生过程的历史演变，力图为
读者解释常春藤名校与所有其他世界名校不同的招生目的和标准，以及这一过程与美国整个上层社会
的互动。
尤其是在世界各地受尽歧视迫害的犹太民族，为什么唯有在美国能够以仅仅2％的人口比例，成为无
出其右的强势族群。
以我的看法，有志于常春藤名校的所有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都应该深人了解常春藤的这一社会文化背
景，才能更有效地制定和实施个人的“常春藤攻略”。
    当然，常春藤代表的顶尖名校之外，美国还有数十家其他的“高度竞争性高校”，此下还有不下百
所“竞争性高校”。
这些大学也是大批成绩突出的美国和国际学生的入学目标。
可是从上世纪初期哈佛大学聘用普林斯顿大学专家首创标准化的SAT考试开始，常春藤名校不仅始终
拉动了整个美国的“高考文化”，也—直是所有美国大学力图仿效的榜样。
即便以美国一般大学为目标的中学生，也必须学习和适应“常舂藤标准”主导的美国升学竞争，以最
大限度地增进自己进入各级“竞争性高校”的能力和机会。
    我的第二项感触，是常春藤名校的具体招生录取过程的多元、多变和大量的“潜规则”。
包括小儿诚诚在内的众多亲友子女，以及诚诚在哈佛大学四年中结识的大量同学，可以说没有两个人
是按照同样的道路走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常春藤名校的。
换言之，要成功进入常春藤名校，实在没有固定不变的“轨迹”可循。
坊间近年来基于个案撰写的一些书籍，除了激励作用，其实没有多少具体参考价值。
要仿效一个“哈佛女孩”或“哈佛男孩”的特定人生道路进入常春藤，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
    因此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努力从全局角度描述常春藤名校的录取过程，突出共同的程序以及审查
和评价标准。
即使引用个例，也尽量强调它们的代表性，以便读者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而灵活运用到自己的情形中
去。
    对于动态的常春藤招生过程，特别是具体规则和规律的瞬息多变，我只能尽量使用最新的数据和资
料，以免过时的错误。
例如一位前常春藤招生力、人员1999年出版的—本“指南”，断言对于康乃尔大学，提前申请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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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申请几乎没有什么优越性(录取率分别是38％和34％)；但是如本书引证，到了2010年，这却已变
成32．6％对13．2％的天壤之别。
另一例子是在2008到2010年这短短三年中，哈佛大学的转学招生政策发生了两次截然相反的突变。
    对于常春藤招生过程的未来突变和渐变，我会继续予以密切关注，以便在再版时及时增补和更正，
以免误导读者。
    常春藤招生入学的特征，是其竞争性和竞争规律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占常春藤录取生90％的美国高
中生的价值和行为。
换言之，美国这一部分人口及其父母围绕大学升学问题的“亚文化”，形成了常春藤名校的入学竞争
布局。
这—人口群体心目中的顶尖大学次序，并且据此以各自的“第一志愿”和最后的到校选择“投票”，
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了《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或上海交通大学开列的大学排名。
所以本书尽管同时面向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读者，其内容仍然必须以美国高中生群体的这一“亚文化
”为主，并且在介绍近年的常春藤入学过程和竞争性时，尽量以来自这一人口群体的“市场数据”为
准则。
这是本书主要内容以美国为主的根本原因。
    经过多年的积累，本书许多内容和数据来自独特的信息渠道，尤其是常春藤各校的校报。
例如从2008年起，哈佛大学不再公布每年的备取名单(waitlist)总数和最后录取的备取生人数。
但是这些数字是后来申请人的重要参考，更何况2008和2009年正是哈佛因为取消提前申请而造成备取
生“转正”人数格外增加的两年。
本书中的数字，来自对哈佛校报有关报道的长期追踪。
    另外，本书相当数量的内容代表中文书刊中的独家资料，特别是若干常春藤名校实施“战略性录取
”的事实，即使在英语资料中也极为罕见，更为常春藤招生办人员极力隐讳，而不见于美国出版的各
种英语“指南”或“攻略”。
    由于常春藤的品牌声誉，社会上盛传和坊间白纸黑字的许多故事和消息，常常是夸张和不实的向壁
虚构。
例如常春藤虽然与冰上运动有深厚的渊源，但是中国传媒广泛报道的美国华裔花样滑冰名将关颖珊就
读哈佛大学，却是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本书写作过程受到科学研究中“同行审查”惯例的影响，严格注意事实和资料的准确性，书中引证的
所有数字、事实、引文等等都有严谨的出处。
除了涉及个人隐私，这些资料出处都在书末一一注出，以便读者查核。
    本书部分章节曾经摘要发表于海内外各种报刊，本书收入的不少个案资料和校园照片，则得自许多
亲友及其就读名校的子女惠赐，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特别感谢王芳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于时语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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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基于对美国教育体制的长年关注和资料积累，以及作者儿子诚诚和其他近二十名亲友的成长
个案，结合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的变革，对以常春藤名校为代表的美国名牌大学进行了一
次具有深刻洞察力而又生动有趣的解密，揭示出许多国人所不知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内幕”，并
提供了独家的权威性、实用性兼具的入学攻略，对于华人子弟申请美国名牌大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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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时语(笔名)新加坡《联合早报》北美专栏作家、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特邀专栏作家，也是国
内多家报章杂志特邀作者，包括《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
等。

　　于时语先生为美国常春藤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工作于加拿大政府某科研机构，同时从事亚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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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上所述，作为新兴的移民国家，美国没有欧洲传统的世袭社会阶层的包袱。
美国社会阶级的划分，一直是基于族裔、宗教和肤色：社会的最高“种姓”，是缩写为WASP的白人
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其次则是天主教白人、犹太人以及黑人代表的各色“有色人种”。
可以说除了WASP，其他都曾经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压迫的弱势群体。
美国历史上的黑社会组织，往往反映了这样的弱势地位，以天主教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各
自的黑社会组织为典型。
而被长期奴役的美国黑人，则一直是最低的社会“种姓”。
半个多世纪来，这一不平等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犹太人和天主教爱尔兰人都已成为美国的强势族
群，奧巴马作为第一名当选总统的黑人，更是美国社会种族色彩淡化的里程碑。
虽然美国南部的种族主义残余依然顽固，种族偏见和歧视在全国范围里毕竟是过街老鼠，随着见怪不
怪的族间通婚，移民“大熔炉”日渐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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