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阴
《
教育补划

》

的实厦及其影响

张 其 光

19 58年
《
理箫与实践

》
三月号刊发我写的

《
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广东教育的影响

》

一文
,

提及过容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而对他的
《
教育 舒 划

》
未 及 申

益
。

这里
,

特就他毕生禅精竭力求其实现的
《
教育针划

》 作初步探衬
。

容阴 ( 1 8 2 8一 19 1 2年 )
,

广东人
。

他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的历史地位
,

是应淮

被肯定的
。

我们从容氏 自传式的遣著
《
西学东渐豁

》 可以看到
,

早在
一

1 860 年 他便筋察

大平军
,

亲到南京向大平天国干王洪仁开提供
《 富强策 》 ; 1 8 6 3年又参加曾国藩 的洋务

运动 ; 他又是戊戌政变的思想先导
, 1 8 98 年曾被推选为中国强学会第一任会长O ; 他曾

为中国近代查产阶辉提出过比较完整的桐颁
,

确实应敲肯定他是中国早期查产阶极改良

主义者
。

然而
,

他蚕部政治活动的最大理想却在实现他的
《
教育针划

》 。

他 为 了 实现
《
教育箭划

》 而参加中国近代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
。

1 8 5 4年容阴将要在美国耶路大学毕

业的时候
,

便立志改造中国的教育
。

他表 : “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

既受此文明之墩育
,

flll

当位后予之人
,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翰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

强之壕
。

予后来之事业
,

盖智以此为标准
,

专心致志以为之
。

溯 自 18 54 年予毕业之时
,

以至 18 72 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
,

剧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 ”

( 参看容阴 : 《
西学东

渐部
》 第 2下真

。

下引同书
,

只注真数 ) 因此
,

我们可以孟 : 这个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
,

同时是中国最早的查产阶极教育家
。

容阴的
《
教育舒划

》 ,

他 自己归桔为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个措施
。

可是
,

实际
_

匕

当他向大平天国建栽七事的时候
,

已翘把它的内容提得较为具体 :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

度
,

祖撤一良好罩队弘二
、

毅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敲之军官 ; 三
、

建殷海军学

校 ; 四二建没良善政府
,

聘用富有辉尉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阴 ; 五
、

刽立数行制度
,

及厘舒度量衡标准 ; 六
、

颁定各叛学校制度
,

以耶稣教圣拯列为主裸 ; 七
、

没立各种 欠

业学校
。 ”

( 第 6 6真 ) —
一

他孰为这是关系国家富强的七件大事
,

把教育事业同军事
.

政

治和生产密切联系起来
,

而且把教育提得特别突出
,

尤其重祝实业敬育
。

其中提到各扭

学校以耶抓圣翘为主裸
,

当然是很荒忍的
。

有人敲为这只是专为太平 天 国 立 言 ( 参看

19 62 年 9 月 16 日上海
《 文汇报

》 《
翁容阴

》
一文 )

,

我俩无填为容氏辫解
,

他原是一 个

① 据踢志钧橱
《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 ,

容朋于光褚廿六年 ( 19仪)年 ) 参加上海张园国会
,

被推举为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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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抓的宗教信徒
,

这正是不少中国查产阶极教育家的特点之一
。

太平天国由于军事失利
,

来不及实行容阴的教育主张
,

他就错藻地把希望寄托千臀

国藩等洋务派
。

首先帮助曾国藩到外国购办机器
,

成立江南制造局
,

然后
“
予遂乘此机

会
,

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
,

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 理箫 与 实

尉
,

以期 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
。

文正极赞静
,

不久遂得实行
。 ”

( 第

99 真 ) 他把兵工学校的毅立看成是他的
《
教育针划

》
的

“
小献其锋

” ,

乃于 18 6 7年通过江

苏巡撅丁 日昌的关系
,

向清廷正式提出他的
《
教育舒划

》 ,

江深虑单独提哉这一针划易

遭批嗽
,

便在
召
条陈

”
里加上

“

祖藏汽船公司 ; 毅法开柔矿产 ; 禁止教会千涉 人民 拆

熟
”

这三项
, a

特假以为陪衬
,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那就是 : “
政府宜

选派颖秀青年
,

是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

派遣之法
,

初次可定一百二十名学

额以拭行之
,

此百二十人中
,

又分为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派是三十人
。

留学期限
,

定

为十五年
,

学生年龄
,

填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限
,

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 学 著 有 成

效
,

助以后即永定为例
,

每年派出此数
。

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
,

庶幼 年 学 生在

美
,

仍可兼习汉文
。

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
,

当另毅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
。

此

项留学粗费
,

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
。 ”

( 第 10 1一功 5真 )

— 这个针划
,

我

俩现在看来自是很筒单 ; 但在当时毕竟是一个进步的中国人为挽救中国寻求富强道路的

大胆的毅想
。

在容阴提出他的
《
教育针划

》
的前后

,

正是十九世耙七十年代 中国半范民地半封建

社会形成的时期
。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廷动在清政府勾拮带国主义的联合懊压 之 下 失 败

了
。

清政府同蔚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

国内政治在表面上呈现了暂时

的稳定
,

而由于殖民地化的加深
,

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随之加深了
。

怎样拯救
“

老大的

中国
”

这个周题始雄没有解决
。

以
“

求强求富
”
作标榜的洋务运动

,

一开始便成为投靠

外国查本的买办势力
,

$lJ 办军事工业实际上是帮助外国兵工厂扩大军火 市 场
,

仍 无 法
“
自强

” 。

新兴的查产阶极在这时候迫切地要求大力发展工商业
。

它的代表人物— 早期

改良主义者— 一边攻击清廷封建守旧派
,

一边反对洋务廷动中的买办势力
。

他俩寻求

“
富强

”
之道

,

有的款为
“

兵战不如商战
” 〔郑观应藉 ) ; 有的款为

“

不从政治改革而

从船坚炮利入手以求富强
,

乃一种舍本逐末的办法
”

( 思建忠藉 ;) 有的肾成魏源所力

主的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万 ,

便提倡西学
,

这便是鹅桂芬和容阴
。

但鹅桂芬舍 不 得丢 掉
“

伦常名教
” ,

到底此容阴后进一步
。

而且揭桂芬的
“
采西学

”
的办法仅限于毅立

“

潘萍

公所
,

聘西人授裸
” ,

倒没有容朋的
《
教育针划

》
所提出的派遣幼童留学那末值截了当

,

也就是没有容朗那样强烈地反映着民族查产阶极
“ 师夷以制夷

”
的迫切要求

。

所以
,

容

朋对 自己这个针划的实现怀着美妙的憧憬 :
“ …

,
二使予之教育针划果得实行

,

借西方文明

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

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 ”

这就揭示了他的

《
教育针划

》 的目的
。

它既否定 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
,

就是跟官僚地主阶极洋务派
“

改革科举
、
采钠西学

”
而以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教育主张

,

也存在 着 重 大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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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
。

它更不同于反动的查产阶极教育家所提倡的
“ 为教育而教育

” , “

教育除自身之外并

没有什么 目的
” 。

容阴的
《
教育针划

》
无异盛起了

“
教育救国

”

的大旗
,

反映了中国新兴置产阶极企

图借着西方安本主义科学文化的
“
威力

”

来发展产业
,

和改良中国政治社会的要求的愿

望
。

至于池向清廷建裁的其他三顶意见
,

虽然他自己靛是
a
陪衬

” ,

其实和他的
《
教育

箭划
》
正是相配合的

,

更加显示容朋企图通过教育措施来达到发展黄本主义 产 业 的 目

的
。

这便是容阴的
《
教育舒划

》
的实质

。

为什么我们可以作出这个盖断呢 ? 我俩知道
,

在当时同样主张向西方学习
、

采用西

学的人们
,

其立场
、

目的和方法却是很有分歧的
。

洋务派站在封建官僚的立场上以挽救

垂危的封建杭治和勾桔外国查本来达到他们的
` 自强 自富

”
为目的

,

所以坚持
“
中学为

体
、

西学为用
” ,

他们敲为
“

体
”
最关重要

,

棘毫不能动摇
,

那就是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必

填推持
,

因而在方法上着重毅立同文靛
、

方言学堂
,

聘用西人教习
。

对于值接派遣留学

生退疑不决
,

反复再三
,

就是这个道理
。

另一方面
,

查产阶蔽改良主义者主张向西方学

习
,

是站在民族查产阶极的立场上以发展中国查本主义为目的
,

企图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在这一点上他俩是一致的 ; 可是究竟从何

入手
,

这在改良派内部也是很有分歧的
。

郑观应就强稠商务
,

他表 : “ · , ·

… 欲制西人以自

强
,

莫如振兴商务
”

( 见
《
盛世危言

》
卷三 ) ; 王朝却主张从改革政体

,

实行
“

君民共

主
”

着手 ; 唯独容阴倡导以教育为先
。

原本容氏还没有实行他的
《
教育针划

》 之前
,

也

曾飘图从事商务入手的
。

他动察太平军失望之后
, “

于是不得不变针
,

欲从贸易入手
,

以为有极宜查财
,

刻借雄厚射力
,

未必不可图成
,

然毕竟营何种商业
,

以为 致 富 之 查

乎 ? ”
( 第 73 一 74 真 ) 他果然握营了阪茶商业达三年之久

,

并没有具的做到
“
致富图成

” 。

适值这个时候桔藏了曾国藩
,

他才希望利用洋务派来实现他的
《
教育针划

》 。

而
《
敬育

针划
》
的主要点在千派遣留学生

,

学习西方文明
,

为中国 “
储蓄人才

” ,

这些人才又以培

养 “
实学

,

为主
,

使中国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才
。

很显然
,

容阴这个
《
教育针划

》
以失

展中国置本主义为 目的
。

可以靓
,

中国查产阶极通过容阴表达它的发展查本主义所必需

的培养现代科学技术人才的迫切要求
。

就在他的
《
教育针划

》
失败以后

,

容氏还继擅进

行兴办实业的活动
,

这些实业也无疑是查本主义性质的
。

他靓 : “
一年前 ( 按指 1 8 9丁年 )

余在北京时
,

常遇康有为
、

梁启超二人
。

当余筹划敛行毅路等策时
,

袍不意康
、

梁等亦

正在筹划推新事业也
。 ”

( 第 14 2 夏 ) 从商务到教育
,

又从教育到实业
,

容阴处处遭遇 困

难
,

他预感到 中国查本主义没有出路了
。

他挽 :
“ …… 当 彼时中国查本家欲共出查敲股以

兴造叙路
,

殆难如登天
,

余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
,

莲不得已
,

复将此羲路针划舍去
。

余之种种政策既替无效
,

于是余救援中国之心
,

趁亦至此而止矣 !
”

( 第 1 42 夏 )一
一

非

常雌琦地瓮明了容阴一生为麦本主义服务的悲剧
。

现在
,

我俩来考察他为查本主义服务

的 《
教育针划

》
的失败过程

。

就是这么一点 儿带着查产阶极改良主义性质的
《
教育补戈U》 ,

也不容易为封建毓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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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极所接受
。

容阴的
`
条陈

”

提出于1 8 6 7年
,

但
“ 自186 8年至 1 8 70 年

,

此三年中
,

无 日

不悬悬然不得要顺
” 。

到了1 8 7 1年曹国藩才和李鸿章联合奏睛清廷批准容阴的建蔽
,

决定

派遣第一批幼童官费留学美国
。

在曹
、

李的奏折中
,

江反映了反对派的极力阻挠 : “ 或稍

天津
、

上海
、

福州等处已殷局仿造翰船枪炮军火
,

京师投同文馆选满汉子弟 延西 人 教

授
,

.

又上海开广方言蓖选文童肄业
,

似中国已有基褚
,

无须远涉重洋
。

不知殷局制造
,

开馆教习
,

所以图振奋之基也 ; 远适肄业
,

集思广益
,

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 ”

( 参看舒新

城编 : 《 中国近代教育史查料
》
上册第 16 4真 )

清廷批准了镇针用二十年的时简
,

花费康银一百二十万两
,

以实现容朋的
《
教育针

划
》 ,

他感叹地靓 :a 十余年梦想所期者
,

得告成功焉 l
”
可是

,

他告慰得大快了
。

满以为

将亲自实行的
《
教育舒划

》 ,

不久即遭受封建守旧派的锗多阻难破坏
,

以至中辍
。

当筹

粗留学生事务所之初
,

就迫得与守旧派进行妥协
。 召

丁撅 ( 即丁 日昌 ) 旋荐 陈兰 彬于

予
,

稠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
。

陈乃中国翰林
,

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
,

丁燕之

荐陈
,

盖有深意
。

尝韶余 : 君所主张
,

与 中国旧学靓显然反对
,

时政府又甚守旧
,

以个

人身当其冲
,

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势力
,

或竟事败于垂成
,

故欲利用陈之翰林查格
,

得旧

学派人共事
,

可以稍杀阻力也
。 ”

( 第 106 直 ) 后来事实上这个在当时带有进步性 的 《
教

育针划
几

》 已落到极守旧的封建官僚手中一面
`
实行

” 、

一面破坏
。

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

人于 18 72 年夏季前往
,

最后一批学生子 1 8 75 年秋
、

简抵美
。

这时清廷已咖派陈兰彬为驻美公

使
,

把容阴翻任副公使
,

并由陈兰彬推荐更加顽固守旧的臭子登继任留学生监督
。 “

吴

既任监督
,

而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广 ( 第 1 21 夏 ) 1 8 76 年秋
,

吴子登向清廷 报 告
,

指

青容圈
“

拟容学生
,

任其放蔫淫佚… …此等学生
,

若更令其久居美国
,

必致全失其爱国

之心
,

他 日林能学成回国
,

非特无盘于国家
,

亦且有害于社会
。

欲为中国国 家 兼 幸 福

针
,

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
,

撤回留美学生
。 ”

( 第 121 一 122 真 ) 此后又因容阴向美国政

府提出选送数名学生入美国陆军学校肄业被拒艳
, “

吴监督子登固之
,

遂又乘风兴浪
,

思毅法以破坏留学事务所
。 ”

( 第 125 真 ) 清廷守旧派多方支持吴子登的破坏活动
。 “
此百

二十名之学生
,

遂智于1 87 8年凄然返国
。 ” ( 第 1 2 6真 ) 容阴的

《
教育舒划

》
就是这样遭受

中国封建守旧派的打击而挫败的
。 “

毕生志愿
,

既横被摧残 (指
《
教育针划

》
》

·

…顿觉

心灰
,

无复生趣
。 ”

— 落固然是一个查产阶极教育家的悲呜
,

也具见 中国查产阶触在发

展责本主义事业上一开始便走投无路
,

它的美妙的尽管又是
a

伟大
”

的幻想
,

释于破灭
。

容阴的
《
教育针划

》 虽然
`
浅尝辑止

” ,

籍归失败
,

可是对于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影

响却相当深远
。

容阴的
《
教育升划

》
的初步实行以至耗归失败

,

这反映了中国查产阶蔽改良主义的

教育思想同中国封建地主阶叛的传枕教育思想之简的搏斗
。

查产阶触的教育理想固然遭

到挫败
,

而反动的封建主义文化教育并未能逃脱它的渡落的历史命坛
。

腐败的科举制度

格于废除
,

毅立学堂
、

采钠西学
,

都是封建势力在教育上的妥协
。

官费派遗匆学生的描

旅虽然中止了 , 可是竞相游学外国的仍然大不乏人
。

清廷迫得复于珍卿年和 19 傀年再福
.

朋
.



派遣出洋留学章程
。

到 1 91 7年
,

单是
“
留美学生

,

数殆二千
。 ”

( 参看舒新城 : 《 中国近

代教育史查料
》
上册第 17 4一17 8真

,

下册第 8 82 页 )

容阴本身虽是最早的留学生
,

但还不是官费派遣留学的
。

他幼年在澳阴
“

西塾
”
学

习
,

后得英国教士和美商的查助赴美留学
,

到了入耶路大学攻覆的时候
,

已翘成了工藏

学生
,

做了同学的炊事鼠和
`兄弟会藏书楼

”
的司书

,

学费和膳费都根以补拾
。

自清廷

放弃了容田的
《
教育针划

》 ,

停派留学生之后
,

辞多黄苦青年便走
“

工渡互助
”
的道路

。

“

以半工半覆为助成学业之方法
,

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

气 91 2年就产生
“ 留法

俭学会
” ,

1 9 15年有
“ 留美勤学会

” 。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容朋和他的
《 教育补划

》 的

影响
。

曾国藩死后
,

容阴的
《

·

教育针划
》 虽然中止实行

,

但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依然很大
。

洋务派首颁之一的张之洞继容背之后
,

于 18 93 年扔力主
“

游学
” 。

他敲为游学的意 义和作

用在于 : “

明时势
,

长志气
,

扩见背
,

增才智
,

非游历外国不为功
。 ” “ 出洋一年

,

胜干澹

西书五年
,

此赵营平百固不如一见之孟也 ; 入外国学堂一年
,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

此孟

子置之庄岳之税也
。 ”

张之洞这样强稠留学的好处
,

可是他对容朋的
《
教育针划

》 作了重

大修改
。

他靓 :
“

游学之益
,

幼童不如通人
,

庶僚不如亲食
。 ”

这和容阴的主张恰恰相反
。

容阴要求在南方圃粤沿海城市选拔贫苦聪慧的幼童派遣留学
,

用意在于挑选市民阶层的

子弟
,

他俩从未受过中国旧教育的影响
,

以便更彻底地接受西方查本主义教育
,

使中国的

社会文明达到
“

全盘西化
” 。

而张之洞却坚持封建地主阶叛的立场
,

要求选送有旧学根底

的
“

通人
”
而且属于

“
亲食

” ,

才算合格
。

张之洞江针对容朋的
《
教育舒划

》
予以指责 :

“
或祖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

,

何以无效 ? 日 : 失之幼也
。 ”

这是容
、

张在教育事业的阶

极路膜的分歧
。

( 此段所引张文均见张之洞 : 《
劝学篇

》 )

后来接受容阴的教育主张并有所发展的
,

倒是另一个查产阶极改良主义者—
严复

。

严复在推新运动的政治斗争上是保守的
,

而在改革教育提倡西学却是急进的
。

可以

靓
,

严复在
“
西学

” 简题上力排众栽
,

独臀和容阴的主张
。

他在
《 与外交报主人篇教育

书
》

开头便靓 : “

夫中国之栽学堂久奥
,

虽所流人殊
,

而总其大握
,

则不外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也
, `

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
’ ,

主于中学以西为辅所不足也
,

最后而有大报
`

学在普通
、

不在藉言
’

之靓
。

之数孟者
,

其持之皆有故
,

而其言之则不必替成理
。 ”

接

着严复提出自己的见解 : “

吾 简学术之事
,

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具
。 ”

便是主张必须出洋留

学
。 “

中国所本无有者
,

西学也
,

lRJ 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
。

且既治西学
,

自必用西文西

藉而后得其真
。 ”

严复的着眼点着重在
“
得其具

” ,

无确学取
“
西政

、

西艺
” ,

都求
“

得其

真
” ,

便填留学和掌握斋文工具
。

严复敲为
“
以西学为要图

” , “

救亡之道在此
,

自强之惑

在此
。 ”

这和容阴的基本见解很一致
。

但严复与容阴的见解不同的地方
,

在于学习西学的

内容尚题上面
。

容朋着重
“

实 学
” ,

亦即
“

学艺
”

—
自然科学

,

所以大力倡办实业学

校
,

这是同新兴查产阶极发展产业的要求相适应的
。

而严复着重
“
玄学

” 、

社会科学
,

把自然科学放在次要地位
。

他我 :
“ … …潭知学尚之事

,

其用智二 : 一专即之用
,

一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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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

何稠专阴之用 ? 算学J R l以核数
,

三角 lHJ 以测量
,

化学lRJ 以制造
,

电学 lBJ 以 为 电

工
,

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
,

此其用大矣 ; 然而虽大而未天也
,

公家之用最大
。

公家之甩

者
,

举以炼心制事是
一

也
。

故为学之道
,

第一步 llR 填为玄学
,

玄者悬也
,

稠其不落边际
,

理敲众事者也
。 ” .a

·

一群学之目
,

如政治
、

如刑名
、

如理财
、

如史学
,

告治事所当有事

也
。

凡此云云
,

智炼心之事 ; 至如农学
、

兵学
、

御舟
、

机器
、

医药
、

辨务
,

则专四之至

溢者
,

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
。 ”

( 上引参看舒新城 : 《 中国近代 教育史查料
》
下册第 98 3

一 1 0 0 8真 ) 在这里可以看到
,

严复继容朗之后提倡西学
,

对于容朋的教育主张有了补充

和发展
。

、

作为近代中国查产阶极改良主义一种政治
、

文化要求的容阴的
《
墩育针划

》 ,

具有

一定的进步性
,

但同时具有很大的软弱性
。

它的进步作用在于反对封建文化学术的
“
阴

关自守
” ; 它对于沟通中外文化

、

吸取近代世界科学知款
,

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
,

起

过积极作用
。

它的款弱性亦即它的妥协性
,

首先表现在它缺乏解明的政治内容
,

末敢揭

示战斗的民主主义教育旗帜
,

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现代教育
。

相反地
,

容阴在拟舒和实

施他的
《
教育针划

》 的过程
,

始格依附曾国藩
、

李端章等官僚地主阶叛
“

洋 务派
” ,

作

过不少妥协
。

容阴虽然是个爱国主义者
,

他的
`
教育针划

》
企图通过派遣幼 童 留 学 美

国
,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可是他对于十九世耙七
-

十年代查本主义美国已握逐步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孰藏
,

他的良善的愿望适足以为美

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所利用而不自觉
,

所以对于支持他的
《
教育针划

》
继擅实行的美

国耶路大学校长推祟备至
。

容阴不款款也不可能敲款
“
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
的道

理
,

始雄沉浸于学习西方的迷梦之中
。

至于往后反动的买办查产阶极的
“

教育家
” 、 “

学

者
万
曾借着

a
以西方之学术灌翰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公然大 倡
.
全

盘西化
” ,

实际上就是帮助帝国主义使中国全盘奴化
,

倒不是容背
a
始料 所 及

”
的

,

这

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容阴
,

在客观上却是极恶劣的影响
。

容朋的
《
教育补划

》 的失败是必然的
,

它随着查产阶版改良主义的破产而破产
,

那
是历
幽

定 了的
。

而他的
《
教育针划

,
的失败狮

! ,
,

又正好作为查产阶粗改良主义走投

无路的例征
。

查产阶极改良主义者企图承受外国查本
、

帝国主义文化学 术来
“ 自救 图

强
” ,

无疑是一条死胡 同 ! 企图凭借封建官僚势力来推行
“
西学

” 、 “

救国
” ,

也完全是梦

想
。

容朋的
《
教育针划

》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

为历史所埋葬的
。
当然

,

派遣留学生这一

刽举在 当时是起过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的
,

例如詹天佑学成归国以后兴办铁路有过

重大真献
,

应孩加以肯定
。

不过通过派遗留学生来学习现代科学的措施是好是坏
,

决定

于究竟为锥服务
,

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还是借此帮同帝国主义奴化中国
。

这还滇

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

我们应当肯定容朋的
《
教育舒划

》 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

而坚决清

除它导致
“
蚕盘西化

” 的奴化敬育的恶劣的影响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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