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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教育的常常遭到公众

批评，教师和教育专家们颇有怨

气；其实，教育界自己的一些新做

法和改革，不也在业界内遭到求全

责备吗？麦可思为高校提供的跟踪

数据与咨询服务，也会被批评。这

是任何事物，特别是前进中的创新

事物必须经历的阶段。有时，麦可

思青年人在遇到不理解时就很沮

丧，这时我就说，我们做教育事业

的人，不要计较他人看法，要有自

己的信念，就是要有传教士的精

神。什么是“传教士精神”呢？

到了美国留学，我才领教了

“传教士精神”。中国留学生居住的

宿舍区，常常有人来传教，我就接

触过两位。一位是老美，地毯清洗

工，敲开我家门，来讲《圣经》。好

吧，反正我学英语。他给我讲旧约

中神创造天地的故事，我就反驳

他，当然乘机练习英语对话。他除

了简单执著，还真回答不了我这个

博士生的科学推理。当天驳了他，

自己都挺内疚的，第二天他乐呵

呵、厚着脸皮又来了。唉，真没治，

还带来女儿，给我女儿讲《圣经》故

事。我还是反驳他的神话故事，大

概坚持了一年多，他就没来了。我

到现在还是忘不了他坚定和纯真

的眼神。
第二位是老中，姓曾，他当年

在台湾还是学习好的人，旁人说他

什么试考了个台湾第一。他娶了个

太太原是台湾篮球队的明星，而且

是台湾女子篮球队最强时期的主

力，总赢，家里挂着蒋经国接见他

太太的照片。曾大哥来到美国学

“打波艺”（EE，电子工程），那时美

国的电子产业如集成电路、计算机

正是红火时期，EE 是就业热门专

业，找工作是雇主求他呢。
嗨，曾大哥居然弃学了（唉，我

都泣血了）。他弃学去做传道人。他

做传道人不是做牧师，人家牧师是

正规就业，有职业定岗，有薪资，有

社保，有年休，有家属医保，免费住

教堂。他老兄连灵活就业都不是，

啥也没有，靠老婆当年打球赢的奖

金过日子。三个小孩很可爱，分别

叫真美、善美和赞美。我说没医保，

孩子有病咋办，他说天上鸟儿都不

存隔夜粮，我怕啥病。说到底，他这

位传道人相当于“教堂行走”，也就

是无学、无业、无低保的全职“志愿

者”。
他不知道前车之鉴，那老美撤

退后不久，他盯上我，来我家传道。
我那时认为宗教是封建迷信，跟这

些人打交道显得很没学识，有负博

士生段位。我住的那小楼都是中国

留学生，他每次大摇大摆来我家，

我都赶快把他让进门。他好感动，

因为他常常被拒之门外。其实他不

知道，让他赶快进来是怕别人看见

我接待他，以为我跟他一般见识，

搞封建迷信。我还是坚持反驳他，

他坚持说服我。唉，唯一问题是，他

是台湾本省人，我这个川人跟他连

普通话都没得练。他想天天来看

我，我不同意，最多一周一次。我读

做教育要有点
“传教士精神”

◆王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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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忙，早点毕业早挣钱养家，没时

间搭在神话故事里。
他很动脑筋，知道穷学生想

啥，经常借口告诉我哪个店里的菜

有特价，还带来报纸上剪下来的折

扣券给我。我那时既没时间看报

纸，也没钱订报。他报告完减价消

息后不走，说你参加集体查经班

吧。他帮了我多次，推却不过，我就

去查经班视察一下吧。一去很不适

应，学一段《圣经》，要讨论，有人还

检讨自己，或分享一段神迹经历，

我比较反感这种老套。他还要我学

会祷告，说神会聆听照顾我的。我

不祷告，1994 年留学生找工作那

么困难，我也没祷告。他说，你祷

告，就有工作了。我说，自己没啥贡

献，更不能麻烦上帝了。曾大哥一

直坚持到我毕业，以后也打听我是

否有“属灵成长”，说是对我有“负

担”。
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位“传教

士”执著的精神，挨家挨户敲门的

劲头，一直留在我脑海里。今天我

也是“传教士”之一，教育的“教”。
麦可思所做的高校服务，是帮助高

校进步，传播教育福音，这是根植

于我心中的信仰。所以，我不怕别

人拒绝，因为拒绝我的人是不了

解，他拒绝，说明我有责任帮助他

了解好的东西，也增加了我改进研

究成果的动力，只有更好，才被广

泛地理解和接受。所以，我才会有

极大的热情去作讲座。记得 2009
年初在杭州作讲座，一位高职院长

后来告诉我，看我讲得那个热情劲

头，以为我精神不正常。在美国工

作，我曾经历过两任犹太主管，他

们并不比其他人更聪明，但是他们

把工作当宗教信仰来做，不急功近

利，不东张西望，一如既往，竭尽全

力。把工作当事功和信仰来做是大

不一样的。
我也想把自己的这份信仰播

种在麦可思的青年人身上。希望她

（他） 们相信是把一份进步送给高

校，而不是一个产品送给高校；希

望她（他）们相信所做工作是一份

追求，而不是一份就业。这样，她

（他）们就会有信仰、有热情、不怕

挫折、不惧压力地去坚持每一天。
的确，麦可思就这样吸引了一些有

志青年，她（他）们真的相信，真的

会全力以赴，真的会因为没有尽美

而哭。有个员工跟父母谈起麦可思

的事情，由于过于兴奋，关爱的妈

妈以为女儿进了传销公司；有个妈

妈追到北京，看看考上公务员的儿

子怎么就糊涂进了麦可思。这些麦

可思父母们最终成了“麦粉”。我到

安徽去出差，马妍的父母在宾馆等

到晚上 11 点多，只是为了跟我说

关怀和鼓励的话。其实，马妍是北

大光华本科、法国留学回来，在哪

里找不到比几年前的麦可思更好

听的单位？

不要说寻求社会理解，就是对

付我这个疯子就不容易。就说马妍

工作的编辑部，为了上期《麦可思

研究》连续两天加班到半夜，周五

我没等到最后排版清样，周六早上

七点我读清样，发现配图有不完美

的，立刻通知凌晨两点才回家的员

工修改，因为八点就要开始发送

了。其实，高职示范校建设中比这

还疯狂的故事多得很，广东轻工和

天津交通申报示范校的故事就感

动了我。这就是我敬仰的“示范精

神”！也是麦可思追赶的品质。
做教育的特别需要有点事业

信仰，有点“传教士精神”。社会公

众如同“慕道友”，不是“教徒”或者

说不是教育专家，对教育的批评有

一些误解是正常的。我们要如同传

道士努力释道。教育界内部如果不

能对改革创新多些鼓励，我们怎能

要求社会公众对我们齐声喝彩呢？

做改革要耐得住批评，教育的创新

改革是长期才能见效的活儿，不能

随波逐流、不能因言废行。在自己

的角色上，为教育添砖加瓦，大厦

就会拔地而起。
（摘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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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狼共舞：中国传统社会中更多地去强调或褒奖一个人通过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成就事业的牺
牲精神，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孩子的发展是可以分阶段的，考上好大学之前，可以先不要体育
锻炼，不要形成良好的审美素质，等上了大学以后再补。其实，学校体育应该引领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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