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中国的美国青年——丁大卫 

在现实世界中，有多少人痛苦的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又有多少人

最终委曲求全。当你秉持着一颗纯净平和的心面对世界时，也许最简单的选择就

是跟随你自由的心，此时所有的权衡利弊都显得世俗和平庸，而追随自由的快乐

在天平的一端占据了绝对重量。 

美国人丁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自己半生的行动坚持着心灵的选择，追寻

着心灵的快乐。 

来自远方的有为青年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

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

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他小时候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升大学时，

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 300多年历史，他所学的经济学专业也非常有名

他打算毕业后去亚特兰大，在最有名的三角航空公司做一名经济咨询顾问。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有机会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一年。这一年，

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利用空余时间在中国旅行、品尝各地美食，感受中国文

化的博大。也正是这一年间，丁大卫在北京大学老师及同学的引导下，开始将目

光投向了中国西部，并渐渐深入了解了这块西部中国的“黄土地”，可能从那时

开始，中国西部成为了丁大卫心底一个小小的牵挂。 

大卫回国后，拿到了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Asbury College)古典文学硕

士学位。而就在这期间，他发现自己喜欢上老师这个职业。于是毕业后，大卫先

在日本工作一年，1994 年来到中国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

任英语教师。从这时起，大卫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国这片土地。 

在西部中国的黄土地——当老师，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丁大卫的所有品质，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在一点一滴中感动着他周围的人。 

当他所在的学校又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 5个人中有 4个来

自西北地区。这引起了他的思考和担忧：西北不缺人才，可是流失得很严重，西

北的人都出来了，那还有谁去建设它呢？在这之后，他就立即把自己的简历寄到

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



北民院，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多要回到西北地区当老师，而这些地区都

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1995 年，作为外籍教师的丁大卫被应聘到西北民院。当时学校给他开出的

工资是每月 1200 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

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 900 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 1000 元，丁大卫觉

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 950 元。2002 年，丁大卫在西

北民院的合同到期，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他决定留在东乡族自治县

当老师。这个县是一个国列扶贫重点县，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这个地区

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大卫回想说，在北大学习时一直记

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说在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中国排倒

数第二，而东乡就是当中的一个典型地区。面对这个情况，他打了个比方说，“就

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

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家乡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要到最需

要我的地方去。”   

不一样的授课——教育，就是交流 

谈到自己的教学方式，大卫自信的说：“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他有独特而开放的教学方式。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都要学

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人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

考试期间，每个同学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告诉大家关于这个作

家的知识。而他自己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

下半个学期，则安排学生纯粹看作品，开展研讨会。再比如口语课，在他的引导

下，就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

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他觉得，一名合格的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并引导自己

的学生去思考。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将怎么上。“他

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他这样告诉学

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

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负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大卫还有一项绝技——记学生名字的本事了得。 “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

识所有学生。”他很骄傲地说，“上课前，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



我会问和这个学生要好的同学，‘他怎么没来，是不是生病了’这么做一两次，

学生就有压力了。”他说这是他从小学教学的经验中学到的。“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上课，老师只是喊不要说话、安静，这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如果你说‘蔡小明，

你坐下’，立刻就有效果。”所以说：“教育，就是交流。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

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除了课堂教学，他为

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他还自发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活动。

每周日下午三点，他会在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 40分钟，然后请参与者自由讨论。

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能参加英语角坚持到

6点的人，他请晚饭。而在这 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

是他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不经意感动中国，朴实无华 

丁大卫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他还被邀请到许多电视上节目。在

2000 年的《实话实说》上，人们被这个真诚、无私而可爱的人感动。节目快结

束时，崔永元对丁大卫说：“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价吗？”他笑笑说：“没有！”

崔永元说：“好，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于是出现了一组外采镜头：  

许多丁大卫的同事，教过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他

们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有人情到深处，甚至泪盈于眶。一个女

孩对着镜头说：“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因为我怕看到他因我

而失望的样子！”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丁老师教过的小学的孩子们，

一个个争着抢到镜头前呼唤：你回来教我们吧！此刻，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

深深地把头埋下了。现在，丁大卫最想做的，一是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

乡语水平，能更好地与当地人沟通；还希望能在中国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走

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是文盲率最高的地区。他说只要

东乡愿意继续聘任他，他就会留下来。 

大卫虽然离开美国多年，他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

界最有力量的梦想叫做 American dream：到美国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

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不过他认真的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

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夜深人静，睡不

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



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些时，他的蓝

眼睛总是纯净平和。那时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