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
.

容阂述评

汤 才 伯

容闲是我 国第一个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 识分子
,

是我国近代留学教育附拓荒者和奠基

少、
,

也是我 国近代最早的维新主义者
。

了解
、

研究容卜
、 一 生的主要事迹及其思想

,

对我们认

识近代中国社会
,

认识近代知 识分子
,

特别 是留学生的遭遇
,

不无助益
。

入世搽生 搽食亦裸道

齐侧
,

’

了二纯甫
,

厂
`

东香山 ( 今中山县 ) 人
,

一八 二八年出生
一

于贫苦家庭
。

七岁在澳门英

国人办的
“ 西塾 ,

读书
,

一

十四 岁进入香港美国勃朗创办的
“ 玛礼逊学校

” 学习
。
一 八四七年

勃朗因病回国
,

他也随着去美国学习
,

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

1

八五 O 年考入美国著

名的耶各大学
; 一八五四年毕业

,

获学士学位
。

一八五四年十 一 月
,

当外国侵略势力靠着不平等的
《
南京条约

》 和其他条约
,

进一步侵 入

中国时
,

容闲从美国留学归国
,

开始
“
入世谋生

” 。

他回国后
,

想实行在美求学时已
“

规 划

大略于胸 中” 的 “
教育计 划

” 。

但在闭关 自守
、

风气未开的中国
,

他一时无法提 出来
,

只好

先找工作做
。

他对
一

参加工作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

即 “
谋食亦谋道

” 。

他说
: “ 于社会中

得一职守
,

此非仅为家人衣食
,

欲有所藉手达予维新 中国之口的
,

谋 食亦谋道也
” 。

由于

他工作 目的 l二匕较明确
,

所 以在洋场里工作能表现出民族 自尊心和正义感
。

一八五五年
,

容阅在香港审判厅任译员时
,

兼学法律
,

准备在香港 当律师
。

但香港是英国

的狱民地
,

律师只能是英国人
,

容闭是中国人
,

如当了律师
,

那就是外人侵 入英 国 法 律 团

体
。

因此
,

他受到英国律师的排挤
,

并在报纸 上写文章攻击他
。

容份不愿受欺侮
,

干了几个

月就辞职
。

一八五六年容闭来到上海
,

在海关担任通事
。

但海关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

中

国人是无权过问的
。

容份进海关不久
。

发现海关
一

与外国商人
“
咸通声气

,

狼狈为奸
,

以图中

饱 ” 。

他对这种贪污
、

走私和贿赂行为
“ 深恶其卑鄙

” ,

不想在这地方混下去
,

决定辞职
。

有一次
,

他去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 国
,

将来他能否升至总税务司之职
。

这位洋人傲慢地对

池说
: “ 凡是中国人为翻译者

,

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
” 。

他听后极为气愤
,

斥道
: “ 予

与彼受同等教 育
,

_

巨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
,

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
” 。

李

泰国对容卜的质间虽很不高兴
,

但知道容两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

想挽留他为他们服务
。

李泰

国以为容沁 “
嫌体薄

,

故以辞职相要挟
” ,

于是把他的月薪从一百元加到二百元
。

可是
,

一

百元的代价没有买动容向
,

他还是坚决地离开了海关
。

其实
,

容阳并不想升总税务司
,

而是

别有“
`
高 尚的志趣 ” 。

容闭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称王称霸
,

两次辞职表现了他的民

族气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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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的灾难和人民革命
,

杯陶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

一八五八年前后
,

黄河缺口造成

大水灾
,

人民无家可归
,

纷纷流入上海
,

无衣无食
。

容闲见此惨状
,

代表上海的绅商向外商

募集 犷两万多元
,

救济灾民
。

一八五五年
,

两广总督叶名深血腥镇压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

地会起义
。

容闭目睹叶名深 的残暴罪行
,

激起了他对清王朝统治者的不满
,

认为太平天国革

命是
“
正当 ” 的

。

他 说
:

清政府妄图用
“ 极残暴之手段 以镇压之

,

意在摧残方茁之花
,

使无

-lVJ 芽之患 ” 。

后来
,

他亲 自察访太平军占领的地区
,

看 到太
一

平军
“
对 于人民皆甚和平

,

又能

竭力保护
” ,

人民对太平军 “ 较有信用
” 。

对此
,

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对
“ 破 中国顽 固之积

习
,

使全国人民皆由梦 中警觉
,

而有新国之思想
。 ” 他 兽一度打算参加太

一

书大 国革命
。

但由

州也的阶级 局限性
,

只 能停留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
。

组织青年 出洋留学 学习 西方科学技术

在我国教育史 卜
,

由中国政府正式向外国派留学生
,

是从
一

八 七 二`曰 }: 始的
。 “

政府之

所以 有此举
,

则完全 f 容阂
一

人之力 ,
。 `

2

容困创议组织 青年去国外留学
,

是因为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期间
,

看到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运用
,

给美国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进步
;
而这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

, “ 国民身受

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

经济文化落后
。

他认为
,

要使中国富强起来
,

只 有
一

个办法
,

就是

尽快地选派优秀青年到美国或欧洲留学
,

造就千 百个像他那样的知识分 r
, “

以西方之 学 术

灌输于中国
,

使 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由他们担当起改变中国落后的任务
。

容闲从筹划到第一批留美学生派遗
,

经过多次周折
,

费了十八年时间
。

他回国后
,

到处

碰壁
,

志不获展
,

多次改行迁业
。

直 到一八六八年
,

他被任命为江苏侯补同知后
,

通过江苏

巡抚 J
一

日昌向清政府提出
“
条陈 四则

” :

一
、

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 二

、

选派颖秀青年送之

出洋 留学 ; 二
、

J
一

「发矿产
,

以尽地利
; 四

、

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的内政
。

他说
: “ 此条之

第一
、

三
、

四特假以为陪衬
,

眼光所 注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他把选派青 年 出 洋 留

学
,

看作是为国家培养人材
。

为此
,

他建议
:

先 以一百二
一

t
一

名作为实验
,

每年派三十人
,

四

年完成
; 一

l 二至十四岁的男孩学习 十五年
; 派几个汉语教习为学生教汉文

; 在美国设立留美

事务所
,

设 LE副监督管理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
; 从海关收入中指拨一定的经费

,

作 为 留 学 费

用
。

此条陈由丁 日昌转军机大 臣文祥代奏
,

后因文祥遇
“ 丁艰

” ,

这件事就搁 了
一「来

。

一八七 O 年六月
, “ 天津教案

”
发生

,

清政府派曾国藩
、

丁旧 昌等人前去处理
,

由容闲

任翻译
。

容阂乘机 再向曾国藩等人提出他的教育计划
。

因容 lkJ 的
“
西学东渐

” 主张符合曾国

藩
“ 求强 ” 的意愿

, 《 `
一

尸美续增条约
》也规定

, “
嗣后 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

,

学习各等文

艺
,

须照相待最优 国人民一体优待
” 函

。

所 以
,

他的计划得到曾国藩的同意和清 政 府 的 批

准
,

并任命他为出国留学的副监督
。

一八七一年夏
,

他们在
_

L海开始招生
。

当赴美留学的一 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

于一八七

二年初
,

容闲到美国作安置工作
,

同年八月十一 日
,

第一批学生詹天佑等三十名
,

由留学生

监督陈兰彬带领启程赴美
。

随同前去的还有翻译和汉语教师三 人
。

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 五

年
,

先后四批一百二十名学生
,

全部赴美
。

派学生出国留学
,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

发展社会经济
,

对传统的封建旧学和根深蒂固

的封建愚昧统治是一次猛烈冲击
。

因此 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

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
,

不仅竭力反对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

而且对留学生造谣中伤
、

捣乱破坏
,

胡说留学外洋是
“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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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叛道之举
” , “

他 日纵能学成回国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亦
_

且有害于社会
” 。

由于顽固派的

破坏
,

容闲据理力争也无效
,

因而留学生于一八八一年分三批回国
,

留学事务所 也 同 时 撤

销
。

这使容卜筹划
、

实施多年的留学生计划就此天折
,

留学生 的学业半途而废
。

当时的维新

思想家郑观应对此极为感叹
,

他说
: “

全数遣回
,

一

县为 可惜
,

既 已肄业八九年
,

莫学文 理 极

佳
,

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
,

分别入大学堂
,

齐习一 艺
,

不过加四年 眨夫
,

必有可观
,

何至

浅尝辄止
,

贻讥中外 ” ④
。

尽竹 容闲组织青年赴美留学的计划遭到失败
,

学生末能完成学业
,

但他们毕竟受过若干

年的新教 育
,

’

掌握
一

了
一

定的近代科学知识
。

因此
,

他们在我国近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

挥了作用
。

这批学生经过 JL年实践
,

清政府对他们进行 了考核
, “

试 以所习 各艺
,

均能融会

贯通
,

污有心得
”
必

。 “
其习水师者

,

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
,

洋师每有不传之秘
,

该

学生等 讲习 {J’ 年 ,

苦心研究
,

犷拆合演放修整诸事
,

皆能得法
。

此外水雷
、

旱雷施放灵捷
,

驾驶
、

测址讲求精细
。

其 分赴件背教 习者
,

J
二

外洋操法
、

阵法
、

日 令
,

均臻娴熟
,

所教弃勇
,

颇有成效
。

其派值 电报者
,

传递紧要军报
,

听夕众公
,

密速无误
。

他如步算
、

制造
、

医学诸

大端
,

均能深明窍 要
, … … 造诣有得

,

足供任使
” @

。

对此
,

李鸿章 也认为
, “

中国选募学

生
,

肄习 西学 以图 自弛飞
,

实为目前当务之急
,

}直此风气初开
,

确有成效
” 。 “ 选募学生出 i羊

肆业西学
,

堵养 人材
,

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 ①

。

事实正是这样
,

中外著名的铁道
一

上程 师詹天

佑
,

以及近代 中国 早期的矿业
、

电报业
、

造船业和海防方而的建设人才
,

不少是留学生
。

从此以后
,

由容两创议组织的留学教 育
,

了厂十九世纪末和二
一

l
一

世纪初
,

出现 了前所未有

的盛况
,

有政府派的
,

有地方选送的
,

也有 自备斧资留学的
,

掀起 了向外国学习 的热潮
。

提出改革主张 力图维新中国

容闭从实际经历中认识到
,

祖国贫穷落后
,

与酉方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相比
,

是
“
判若

天渊 ” 。

.’I 朴囚根本之改革
’夕 ,

已是 “ 下容稍缓之事
” 。

j
几

是
,

他提出了要改变教育制度
,

创办 口批
,

建没铁路
,

开辟海运
,

设立银行等主张
,

要求发展资本 仁义
,

使中国尽快地富强

起来
。

一

八六 O 年冬
,

容闲在 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时
, `
曾与干王洪仁歼多次商谈

,

向干王

提 出
一

了 七条建 议
,

内容为
:

( 一 ) 依
tE当的军事制度

,

组织
·

良好 军 il)
、 ; ( 二 ) 设

一

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洪军官
;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 四 ) 建 设善 良政府

,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材

为各部行政顾问
; ( 瓦 ) 创立银行制度及雄订度量衡标准

; ( 六 ) 颁定各级 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稣教圣经为主 课
;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⑧

。

容困的建 议包括了军事
、

政治
、

经济和

文化教 育等各个方面
,

是近代中国较
一

早提出发展 资本主 义的改革措施
,

目的在走资本主义道

路
。

太平军领 导人对容闭的建议尽管很重视
,

但未能实行
。

却在洋务派手里如 兴 办 工 业
、

航运和兴办学堂等付诸实施
。

当然
,

他们实行的 目的
,

决不是像容仁所设想的那样
,

改造中

国
,

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

而是为了维护 自己的统治
。

一 /又九六年和一 /又j毛/火年
,

容伙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 出创 立囚家彬行和组织铁路公 司
,

以及建造津镇铁路计划
。

他为 了创立一个国家银行
,

先翻译了外国国家银行法律
,

后又起草

了中国国家 银行章程
。

这个国家银行
,

负有制造硬币
,

印行纸 币
,

发行公位券
,

担任国库等

任务
。

在章程 中规定
: “

光设总行于京都
,

续分设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卜1岸
。 ” @ 银行资本

为一千万 厄
,

包括建造房屋和购买机器设备
,

还规定建立各种制度
,

如任用人员的标准
,

设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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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 完姜的账册等
。

当这个计划获准
.

容闭将赴美国实地考察时
,

却被盛宣怀等人破坏
,

结果未成
。

此后容闭又提出了建造铁路的计划
,

建议
“
所有东滇南

、

川广
、

芦汉
、

苏松
、

松

沪等处同 j讨井筑
,

.I[ 要建双轨
” `山 。

他还 忧建造 自天津至镇江的铁路
,

向清政府 提 出 了 条

陈
,

指出
:

该铁路
“

_

为南 }匕行
一

来孔道
· ,

必介
一

专筑
·

跻
,

以为便民兴利之图 ” ; 。

同时
,

他把

筑跻 与端养 人材结合起来
,

建 议
“
择地 设

_

) 铁路学堂
,

J七测鼠绘图使车制料等事
,

均宜选聪

颖
一

子弟习学
,

以 为造扰人才地步 ” 。 ; 又针对清政有用人不讲知识
,

j 能
,

专搞营私舞弊的情

形
,

提出
“
从路公司所 有聘请竹 事及 雇募役各色人等

,

均应访察洋慎稳 爪妥
一

党之人
,

方许留

用
。

仍随时袱察
,

袱少疏皮
, 一

片有官长荐举
,

友人请托
,

概不收 用
” 子l沈

、

这种任用人 员必须

以才
`

能为标准的思想
,

是对封建传统观念 灼挑战
。

容闲的维新 中国的改草主张未能实现
,

是由于清政咐腐败造成的
。

容闭对此作 了深刻揭

旗
,

当时 “ r

钾国行政机关之膺败
” , “ 自上至下

,

后
一

不贿略 ” , “
只要有饯

,

什么事情可

以交换拍卖
” 。

由此
一

可见
,

不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
,

容阂的改革理想就不 可能实现
。

食到
一

九 0 0 年
,

容留从切身感受和
一

与
`。

戊戌变法
” 领导人的接触中

,

逐渐认识到改变

中国落后状况
.

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统治
。

一八九九年
,

容民
、等人在上海举行以讨论

“
关于维

新事业及
一

切重要问题为宗旨
” 的集会

。

他在这个会上被推为
“ 中国强学会 ” 会长

,

并由他

起草 了一个对外宣 占
。

在宣 言中向各国宣布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
,

要求给 人民以立宪的 自由

等
。

由于这一行动
,

容阳被清政府认为是
“
谋乱之头 目

” ,

应予就地
“
正法 ”

`

运
。

在这情况

下
,

`

浮自不拐不离开祖国
,

前往美国侨居
。

维护 国家主权 反对外国侵略

齐闲的爱国思想
,

还表现在对外国侵略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
,

大从输入鸦片
,

侵犯中国

的主权和领 土等侵略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

坚决主张应该由中国
“
完全行使其主权

” ,

让中国

人自己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
。

太平天国革命
,

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的
。

因此
,

必然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和

熨对
。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
,

英国首相巴麦尊便公开声明要清政有镇压太 平 天 国
一

q,:

命
,

使 “ 全 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
” ; 当太平军夺取苏

、

浙等地进攻上海时
,

驻扎上海的外

国军队对太平军
“ 严为戒备

” 、 “ 炮艇密布
” 、 “ 严密巡逻 ” ,

甚至悍然开炮阻击
。

侵略者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

引起了容闪对外国 l’d 略者的反对
,

并揭潺他们的罪行
。

在他的
“

教育计划
” `

}
; ,

针对侵略者干涉中国主权行为
,

提出
“
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

须为纯 悴之华股
,

不许外人为股东
,

即公司中经理职员
,

亦概用中国人
” 。

此项主张
,

后被李鸿

章等人采纳
,

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

招以华商股本
,

削弱了外国轮船公司在华的势力
。

外 国侵略势

力除 了用武力妄图征服中国外
,

还 以传教
、

设教堂等手段浸犯中国主权
,

毒害中国人民
。

对

此
,

容片郑重提出
,

要
“

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
,

以防外力之侵入
” 。

他 说
: “

今 日 外 人

势力之放态
,

已渐有入中 lIS 越姐 代谋之象
” ,

外国
“ 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

,

已不仅限于宗教

范围
。

其对于奉教之中国人儿有管辖全权
,

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
,

竟由教会 自由裁判
,

不

经中国法庭讯理
。

是我 自有之主权
,

已于法律 上夺去一部分也
,

是实不正当手段
” 。

他要求

政府急谋防范
,

设法禁止外国教会浸犯我国主权
,

如
“ 涓涓不塞 ” ,

必然 “
成江河

” ,

整个

中国将被州川控制
。

容问玲正 义呼 声
,

执行投降媚外政策的清政府根本不听
,

反面协助外国

侵略者镇压各地人民群众反洋教斗 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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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中国领土主权应 “ 必争 ” ,

对外国浸略须
“ 抵制

” 。

在建议造津镇铁跨时
,

容闭提

出了
`

这一正确主张
。

中国人在 自己土地
_

_

仁建造铁跻
,

完全是中国的权利
,

主权为中国所有
。

`
丁是

,

德国俊略者认为
, “ 山东造路之权为德国人所专有

,

无论何 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
” 。

这

造德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
。

容闲批驳说
: “

此种理由
,

殊为奇特
,

任翻遍
`
}
`
囚法律和 国际法律

.

传不能得其根据之听在
” ,

建造津镇铁路完全是中国
“ 固有之主权

” ,

岂容外国 卜涉
。

中国 “ 自修津镇铁路实为抵制之
,

方
,

利权固在所必争
,

大局尤刻不容缓
” 。 `

冷

可是
,

矛占政府
`
}

, “

无 人能证条文驳斥德国人的无理要求
” ,

他们深恐惹 起
“

}对际交涉
” ,

听

以
“
唯外人之命是听

” 。

容介维护国家主权
,

反对外国浸略
,

是光明 ] F大的爱国
二

获义行 为
。

外国资本 卜义以武力注迫清政府签汀 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
。

他们在中国开辟通商日岸
,

把持海关
,

划分势力范围
,

输入鸦 片
、

各种机械
,

设厂办

学
,

掠夺
,

户国资源
,

毒害中囚人民
,

对中国的经济
、

政治和思想
“
皆有莫大影响

” , “ 生
一

i卜

事业 儿已十夺其九
” ,

}狠碍 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

使劳动人民不能
“ 安居乐业 ” ·

扮

得其所
。

f(lJ 清政府以 “ 愚弄人民 为能事
”

.

对俊略者妥协投降
,

出卖祖国主权
,

使中国人民

j些受 J
`

极大的苦难
。

综 L所述
,

容闲的爱国思想和改苹主张
,

在当时历史 条件下
`

,

是进步的
,

反映了一个爱

国知 识分子要求维新中国的远大理想
。

但他提 出的
“ 种种政策皆无效

” ,

所有改革方案都不

能实现
,

其原因在哪里 ? 我 认为
:

汀先
,

容闲所处的时期
, :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

他的改革主张
,

目的

适要发展资本主义
,

如按他的主张去做
,

·

既要危及 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利权
,

又要动摇清政府的

对建统治
。

这就必然遭 到内外顽 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

因此
,

只要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

制度存在
,

不仅容内的改革理想不能实现
,

而且使多少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人士遭到尘封土埋
。

其次
,

!廿
二

于清朝统治者顽固守旧
,

鄙视西方的科学技术
,

厌恶有才华的知识分 子
、

特别

是留学生
。

他们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视为
“ 奇技淫巧 ” ,

认为学习西方会
“ 变

夏从趁
” ,

不准人们学习
。

他们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人士和留学生
,

不仅不
一

肯重 用 他

们
,

反而时刻提 防他们
,

当异 己看待
,

极力排斥
。

再次
,

容闲一事无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他把改革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
。

在他看

来
,

人民群众无知识
,

自己又无力量
,

实现改革理想只有依靠像曾国藩那样的封律官僚
,

窿

至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

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一

旱期资产阶级

及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
。

由此可见
,

在近代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

这是因为封建 主义支配 着 整 个 社

会
。

它不仪使民主和科学受到窒息
,

爱 国知识分子受到压抑
,

而月
.

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没有应

有的地位
。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才为发展科学技术
,

充分发挥知
一

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开

辟了广阔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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