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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者
,

在他青年时代

远涉重洋肆业国外时
, 就立下

“

为中国谋福利
” ① 的宏大志

愿
。

那么
,

他一生的爱国活动怎样? 从 中可以总结出哪些有

益的东西 ? 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

负羡异域 志在兴邦

容冈 ( 18 28 一 19 12年 )
,

名光照
,

字纯浦
,

广东香山县

(今中山县 ) 南屏乡 (今珠海市南屏镇 ) 人
。

童年就读于澳

门教会小学和香港玛礼逊学校
,

因家境贫寒而辍学
,

当过小

贩和 印刷工人
。

一八 四七年
,

容氏被玛礼逊学校校长
、

美国

人塞缪尔
·

布朗带到美国
,

在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
。

三

年后
,

考进耶鲁大学
, 成为中国留美的第一个大学生

。

孑然

一身的容 氏
,

在学期间
,

除了有限的助学金外
,

主要靠半工

宋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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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久口卜去é产勺七人以下六/灼广
厂卜̀、
牛少川山

半读弥补不足
。

一八五四年
,

他以优异成

绩毕业
,

获文学士学位
。 `

在容氏求学期间
,

正值清朝政府腐败

衰落
,

危机四伏
,

屡遭外来侵略的时期
。

在侵略者面前
,

清政府屈膝投降
,

丧权辱

国
,

容 氏尤为不满
,

他 曾说
: “

予当修业

期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追末

年而尤甚
,

每一念及
,

辄为之快侠不乐
。 ” ②

于此表现了他的爱国丹心
。

容氏在美国看到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

和资产 阶级的自由民主
,

与腐败黑暗的中

国相比较
,

感到要使中国富强
,

只有效法

西方各国
,

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

这种

认识
,

不仅使他确立了
“

为中国谋福利
”

的学 习目的
,

同时也使他为达 到 这 个 目

的
,

发愤学习新知识
、

新思想
,

并在 比较

中西两种社会制度中
, “

将择其最有益于

中国者为 之
” ⑧ ,

以 期将
“

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 中国日趋于文 明 富 强 之

境
” ④

。

一八五四年
,

容 氏以优异成绩毕

业后
,

谢绝了待遇颇高的工作
,

毅然回到

阔别八年的祖国
。

正如他的友人吐依曲耳

所说
: “

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 降临到他

头上
,

他还是决心回去
” ⑤

。

可见
,

容氏

的报国之心
,

是何等急切
。

条练方策 致力改革

容氏回国后
,

屡遭冷遇
,

他的
“

为中

国谋福利
”

的抱负无法实现
。

为了生计
,

他不得不四处奔走
,

先后在广州担任美国

驻华代理公使伯驾私人秘书
,

在香港高等

审判厅当过翻译
,

还到上海海关翻译处工

作
。

在上海几家洋行任职期间
,

曾经到过

江苏
、

浙江
、

安徽
、

江西等地采办丝
、

茶
。

所经地区
,

容氏目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深

入城乡
,

痛感中国劳动人民
“

生计事业几

已十夺其九
” ⑥

。

一八六 O年十一月
,

容 氏来到太平天

国的首都天京
,

希望通过早先在香港认识

的干王洪仁汗实现他谋求中国文明富强的

计划
。

早在太平天国农 民革命爆发后
,

在

国外的容 氏即给以深切的关注
。

他不只一

次地写信给香港的友人了解太平军活动的

情况
。

回国后
,

在广州看到两广总督叶名

深血腥镇压天地会的残暴行为
, “

乃深恶

满人之无状
,

而许太平天国之 举 动 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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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⑦

。

由于对太平军产生了好感
,

容 氏

曾跑到天京打算参加农民革命队伍
。

当他

抵达夭京时
,

洪仁汗
“

极表欢迎
” ,

诚恳

邀请他
“

赞助夭国
,

共襄大举
” 。

容 氏深

受鼓舞
,

他向洪仁歼提出了 七 项 建 议
:

(一 ) 按照西方军事制度
,

编练一支新式

军队 , (二 ) 设立一所武备学堂
,

专门训

练各级军官 ; (三 ) 创办水师学堂
,

培训

海军 ;
( 四 ) 组织一个文官政府

,

聘请有

才干经验的人充当各部门的顾问 ; (五 )

设立银行
,

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 ) 设立

各种 民众学校
,

将 《 圣经 》 列为教科书 ;

(七 ) 设立各类实业学校⑧
。

从这七项建

议来看
,

显然
,

容 氏是想效法欧洲各国的

政治
、

经济
、

军事以 及文教制度
,

对落后

贫穷的中国进行全面改造建设
,

这是当时

先进 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积极

表现
。

由于这些设想有不少地方与洪仁汗

提 出的 《 资政新篇 》 不谋而合
,

因此
,

干王

对容氏的建议
“

何者最佳
,

何者最要
”

都

发表了
“

殊中肯萦
”

的意 见
,

并 封 给 他
“
义

”

字四等爵位
。

洪仁汗的热情接待和

认真倾听建议
,

给容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
,

称赞他
“

久居外
,

见闻稍广
,

故较

各王略悉外情
” ⑨

。

尽管此行颇为顺利
,

但由于当时在太平天国地区还缺乏实施资

本主义方案的环境和条件
,

容 氏的七项建

议也和洪仁纤的 《 资政新篇》 一样
,

成了

一纸空文
,

无法付诸施行
。

天京失望归来
,

容 氏怀着郁郁不乐的

心情
,

暂时从事于商业活动
。

到一八六三

年
,

经友人李善兰的推荐
,

他到安庆与两

江总督曾国藩会面
。

这时曾国藩正在兴办

洋务
,

准备筹购西洋机器
,

制造新式枪炮

镇压太平军
,

因此有意委派容氏出洋办理

此事
。

当然
,

购置外 国机器发 展生产
,

是

容氏改造建设中国计划中一个重要内容
,

但他与曾国藩不同的是
,

一不是为了屠杀

人 民
,

二不能满足于设厂制造
,

还要使中

国拥有
“

制造机器之机器
” ,

以 免始终仰

赖于外国
。

尽管看法不同
,

但容氏还是表

示愿意接受 曾国藩的委派
,

并天真地希冀

能借助洋务派的政治力量
,

实现他梦寐以

求的学习西方
, 改变中国落后 面 貌 的 宿

愿
。

这年十月
,

容氏得赏五品军功
,

奉命

赴外国购买机器
。

一八六五年
,

所购机器

一百数十种陆续运抵上海
,

交江南制造总

局使用
,

清政府正式授予容氏五品侯补同

知官衔
。

一八六八年
,

江南制造局 已逐步

扩大
,

容氏认为中国的工厂必须 由中国人

自己掌管
,

因而他 向曾国藩提出在局内附

设兵工学校 的要求
, “

以期中国将来不必

需用外 国机械及外 国工程师
” L

。

曾国藩

采纳 了他的意见
,

不久设校培训
,

为洋务

运动培养了第一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

员
。

然而
,

容 氏不满足于在 中国发展机 器

工业
,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向清政府提出以

前在天京建议过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构

想
。

一八六七年
,

容 氏通过江苏巡抚丁 日

昌向军机大臣文祥提出四条建议
:

(一 )

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

势力插手
,

特别强调
“

公司须为纯粹之华

股
,

不许外人为股东
。

即公司中的经理
、

职员
,

亦概用中国人 ; (二 )
“

选派颖秀青

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

为国家培养人材
;

(三 )
“

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 ; ( 四 ) 禁止

教会干涉人民词讼
, “

以防外力之侵人
” 了

。

这四条建议可 以说是容氏向太平天国提出

的七项建议的继续和补充
。

条陈呈送上去了
,

却久久不得答复
,

直到一八七一年
,

四条建议中的第二条
,

即选派出国留学生
,

终于获得清政府的批

准
。

这是因为曾国藩
、

李鸿章等人
,

当时

正在举办洋务
“

新政
” ,

亚需各种技术人

才
,

所以支持了容氏的 意 见
。

第 二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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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和容氏为正副

监督
,

首批留学生三十人于八 月 抵 达 美

国
。

按照当时拟定的计划
,

总共选派一百

二十人
,

四年 内分批遣送出国
,

每年三十

人
。

容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

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

开创了 向西方学习的

新风气
。

容 氏在外国多年所学的是西学
。

他一直认为如果不去吸取西方新思想
、

新

知识
,

怎么能够突破旧的传统观念
,

为振

兴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呢 ? 可是
,

留学生

在学习内容和生活方式上的新变化以及容

冈竭力支持 的态度
,

国内封建守旧势力却

认为是严重的
“

离经叛道
” ; 洋务派认为

有悖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信条
。

就

在容氏遭到
“

偏重西学
,

致幼 童 中 学 荒

疏
”

的一片攻击声中
,

清政府于一 / 、 /又一

年
,

命令将留美学生一律撤回
。

容 氏积极

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教育计划在封建顽 固势

力的摧残下天折了
。

他想依靠洋务派势力

实现改造和建设中国的美好愿望
,

也最终

破灭 了
。

保护华工 参加变法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横行霸道
、

侵

犯主权的各种侵略活动
,

容冈站在中国人

民的立场上
,

严正而鲜明地表示反对
。

在

上海海关工作时
,

对 中国职员不能与英国

人享受同等权利一事
,

他曾向税务司李泰

国提 出抗议
。

一八七四年
,

日本 侵 犯 台

湾
,

容氏渴力反对美 国支持 日本的阴谋活

动
。

他尤其痛恨外国教会以及洋教士在各

地包揽词讼和干涉中国内政
,

认为只有严

加禁阻
,

才足
“
以防外力之侵入

” ⑥
。

容

氏在美国孟松学校读书期间
,

已接受洗礼

加入基督教
。

但他回国后
,

却丝毫不加掩

饰地揭露殖 民者借传教为名
,

行侵略之实

的罪恶行径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以上所为
,

并非偶然
。

容 氏在担任留

学生监督期间
,

曾竭其全力保护在海外惨

遭欺凌迫害的华工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

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各地疯狂掠买
“

猪仔
” 。

对此
,

容氏早有所闻
。

他到美国留学后
,

又目睹华工屈辱受害的 惨 状
。

归 国 时
,

“
甫抵澳门

,

第一遇见之事
,

即为无数华

工 以辫发相连
,

结成一串
,

牵往囚室
,

其

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
,

及今思之
,

犹为酸

鼻
” @

。

由此可见
,

容氏对殖 民者在中国

掠卖劳动人 民的罪恶活动
,

是 深 恶 痛 绝

的
。

一八七四年
,

李鸿章同秘鲁签订 《 中

秘通商条约 》 和查办华工专条时
,

秘鲁专

使葛尔西耶曾声 明今后一定要切实
“

保护

华工
,

尽除弊端
” @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鉴于在秘鲁的华工一再向清政府控诉惨遭

摧残凌虐的情状
,

因此
,

李鸿章在订约之

前 已派容氏到秘鲁进行调查
。

容 氏奉命查

出在秘鲁的华工约有十二 万 余 人
,

其 中
“

受虐以及病亡
,

难以数计
” ,

还有不少

人在雇主奴役下
“

已经做满八年
,

仍勒令

再做三
、

五年及十余年不放者
” 。

。

并了

解到秘鲁在中国非法掠夺人口
,

实与
“

外

国所禁贩买黑奴相似
” ,

贱役华工也
“

甚

于犬马
” L

。

经过容 冈的多次交涉
,

秘鲁

被迫先放回华工八十人
。

事后
,

容 氏将调

查所得给李鸿章写了一份报告
,

并附有华

工证词
,

各种记录函件照片
。

李鸿章看后

说
: “

其华工受苦之地方
,

受苦之时侯
,

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确有可凭
” ⑦

。

第二年
,

他就以容 氏提供的材料为证
,

向来华办理

换约事宜的秘鲁专使爱勒漠尔提出严厉质

问
。

爱勒漠尔在事实面前
,

只好承认容氏

的调查
“

算得凭据
” L

。

而且不得不在换

约时
,

在照会中声明今后给华工
“

最积极

的保护
” 。

由于容氏在调查和 保 护 秘 鲁

华工这项工作中
“

能掸心 竭 力
,

不 辞 劳

瘁
” L ,

因而得到清廷的
“

奖励
” ,

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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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五年冬任命他为出使美国副公使
。

在担任副公使期间容 氏义正词严斥责秘鲁

勾结美国继续拐卖华工 ; 抗议美国各地掀

起排华恶浪
。

以上事实表明
,

容氏不愧是

一位认真保护海外侨胞利益的爱国外交官

员
。

容 氏虽然 长期在国外担任留学生监督

和办理外交事务
,

但是他人在海外
,

心向

祖 国
,

始终没有忘却仿效西方改造中国这

洲 大事
。

自从清政府宣布撤回 留 美 学:生

后
,

容 氏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黑暗
,

深感
“
中国根本之改革

”

是件
“

不容稍缓

之事
” 。

一八八一年容氏任职期满回国销

差
,

他在北京上海所接触到的大小官员
,

几乎无不搜括自肥
,

挥霍无度
,

根本不关

心 国计 民生和民族存亡
。

在改革无望的情

况
一

下
,

他悄然赴美
。

然而
,

挫折并没有使

容氏消沉下去
。

当一 /又/又四年
、

一八九四

年先后爆发中法战争和中 日甲午战争
,

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
,

他又向清政府建

议
,

立即向国外借贷巨款
,

购买兵船
,

雇

用军队
,

坚决抵抗 日本侵略
。

并不顾六十

七岁的高龄
,

于一八九五年重返祖国
。

他
“

恨中国之败
,

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
” ,

立 即向张之洞提出一个
“

新政
”

方案
,

中
J

合内容是聘请外国人充当外交
、

军事
、

财

政顾间
,

仿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
,

对中国

逐步进行有效 的改革
。

随后
,

容 氏又向清

政府提出筹办国家银行和修筑 铁 路 的建

议
。

以上这些主张和办法
,

都寄希望于英

美各国的支持帮助
,

当然是不切实际的
,

也是行不通的
,

但却反映了容氏盼望中国

能以西方 国家为榜样
,

革故鼎新
,

振奋图

强 的迫切要求
。

就在容氏一次又一次提出 改 革 措 施

时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爱 国知识分子
,

也

在积极进行维新变法活动
。

一八九八年
,

容氏在北京结识了康
、

梁等人
。

根据他的

观察和了解
,

认为以康
、

梁为代表的维新

派是一批立志改革
、

利国兴邦之士
,

光绪

帝也不失为一个贤明有为之君
。

于是他与

康
、

梁等人来往频繁
,

并参与 了 一 些 活

动
。

他在北京的住处
, “

一时几变为维新

党领袖之会议场
” 。

在康
、

梁等人的心目

中
,

容 氏这时不仅是他们的同道
,

而且已

成为具有某种特殊影响的维新变法积极分

子和重要人物
。

政变发生后
,

容 氏虽然也

在被捕之列
,

但他挺身而出
,

前往美 国公

使住处商议营救
,

由于清政府搜捕甚紧
,

他被迫化装逃沪避难
。

容氏原想与维新派同心协力
,

用温和

的方法推动自上而下 的改革
,

但这个努力

并没有成功
。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
,

他认识

到要使中国的改革事实真正实现
,

必须采

用强有力的手段
。

戊戌变法失败后
,

唐才

常积极筹备
“

自立军
”

起事
,

容 氏表示支

持
。

一九 0 0 年七月
,

在上海张园召开的

会议上
,

容氏被推选 为
“

中 国 议 会
”

会

长
。

八月
, “

自立军
”

起兵计划败露
,

唐

才常被捕杀
,

容氏也遭到通辑
,

不得不再

一次化装逃亡香港
。

在维新变法这个问题

上
,

容氏从原来 的主张和平改革转变为后

来的支持武力解决
,

应该说是一个明显的

进步
,

但他是想在事成之后
,

废慈禧
,

拥

光绪
,

这就说明此时容 氏的思想还停留在

改良维新的认识阶段
,

对光绪皇帝抱有很

大的幻想
。

转向革命 拥护共和

戊戌变法失败后
,

在维新派中逐渐发

生了分化
,

康
、

梁等人坚持改良道路
,

变

成了保皇党
,

另一部分维新人士则开始同

情和倾向革命
,

容氏是属于后者 的代表人

物
。

他 回顾了 四十多年来先后依靠太平天

国
、

清政府
、

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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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造和建设中国的经过
,

从 中吸取了失

败的教训
。

尤其维新变法受到镇压
,

给他

很大的震动
,

使他开始认识到
,

中国要得

救
,

只有寄望于正在发展壮大的资产 阶级

革命力量
。

容氏这一重大的转变
,

是与下列事实

分不开的
。

在逃亡香港期 间
,

他 与 谢 :攒

泰
、

杨衙云等革命党人多次接触
,

曾在一

起
“

讨论了政治局势
” @ 。

在他们的启发

和影响下
,

容氏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宗旨

和活动
,

开始有所了解
。

但是
,

这时容氏

在思想上还没有与康
、

梁决裂
,

而革命派

也正在争取同康
、

梁合作
。

由于容氏逐步

趋向革命
,

而且在维新派中声望很高
,

因

此
,

谢攒泰等人准备推选他为
“

维新联合

党派 的主席
” 公

。

他在促进两派联合中做

了一些工作
,

是应该肯定的
。

容 氏思想转

变的另一因素
,

是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帮

助
。 “

自立军
”

起事计划失败后
,

一九 O

O 年九月初
,

容氏离沪逃往 日本
,

在船上

与孙 中山相遇
。

在此之前
,

孙 中山 已久闻

容 氏之名
,

在争取同康
、

梁合作时
,

他就认

为容 氏是一位颇孚众望的 领 袖
。

这 次 晤

面
,

容 氏对孙 中山的印象是
: “

其人宽广

诚 明
,

有大志
” , “

并助以华盛顿
、

弗兰克

林 之心志
” ①

。

孙中山也在事后说
,

容氏

“

声望素著
,

富新思想
” 。

初次会见
,

两

人谈得很投机
,

后来在 日本横 滨 旅 社 又
“

闭户密谈甚久
” 。 ,

大有相见恨晚之概
,

从此 两人交谊深笃
。

容氏决定 追 随 孙 中

山
,

积极支持他 的革命事业
。

容氏表示支持革命
,

所以
,

一九 O 二

年谢攒泰
、

李纪堂等人准备在武装起义夺

取广州建立临时政府时
, “

以容冈法学博

士为总统
” ⑧

。

但这次起义事浅失败
,

容

氏离港赴美
。

为了争取外援
,

这年九月
,

谢攒泰函请容氏
“

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
,

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

而努力
” ⑤

。

容氏欣然接受了谢的委托
。

一个多月后
,

他回信说
: “

一方面
,

我自

己作好准备 ; 另方面
,

我将尽我的能力满

足你们的需要
,

请尽早将暗号 和 密 码 寄

来
。 ” ⑤ 可见

,

这位爱国老者
,

已在海外担

负起筹建秘密机构和联络工作了
。

一九 O

七年
,

孙 中山在两广策划武装起义
,

给革

命同志极大鼓舞
。

这年七月
,

谢攒泰接到

容 氏寄自美国的一封 信
,

看后高兴地说
:

“

他保证继续支持我
。 ” 。 后来

,

容氏又来

函
,

满腔热情地提出一个
“

促使革命成功

的计划
” @

。

容氏希望康
、

梁与革命派联合谋事
,

并协助他们在海外筹款准备建立一支
“

维

新军
” ,

走上武装起乓道路
。

然而
,

由于

康
、

梁执迷不悟
,

不断阻浇和破坏革命
,

容

氏到一九 O 八年七月
, “

谴责康有为及其

保皇会
” ⑧ ,

表示与他们分道扬镶
。

随后
,

容 氏就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
,

在海外积极

奔走
,

全力支持革命
。

他一方面在美 国开

展宣传活动
,

鼓动美国人 民大力支持孙 中

山领导的革命事业
;
一方面联络美国军事

学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 思
,

要他们从军

事上和经济上赞助孙 中山
。

一 九 O 九 年

冬
,

容 氏与孙中山在美国第二次见面
。

在

畅谈革命大计之后
,

他向孙中山提出了一

个
“

红龙中国
”

的起义计划
。

第二年
,

由

于容氏的介绍
,

孙中山曾与荷马李和布思

进行几次会谈
。

后来
,

这个起义计划虽然

没有实现
,

但它表明了容 氏在辛亥革命前

夕对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深切关注和竭力

支持的积极态度
。

随着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发

展
,

康
、

梁的保皇面目更加暴露
。

特别当

容阴了解到康有为吞没华侨捐款进行投资

活动时
,

他气愤万分
,

在一九一 O年四月

十三 日给谢攒泰的信内
, “

强烈抨击康有

为及其信徒
” ⑧

。

这就说明容 氏 已 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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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
。

一九一一年十月

武昌起义爆发
,

各省纷纷响应
,

这时已是八

十三 岁高龄的容 氏
,

还从遥远的异国
,

给 国

内友人数致书信
,

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

革命胜利欢喜雀跃和为革命前途无比担忧

的心情
。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下旬
,

卧病在榻

的容 氏致函谢攒泰
,

提出了对当时国内政

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

他敏锐地看到
“

掠夺

成性的列强在北京
,

将有压倒一切 的权力

左右袁世凯
、

唐绍仪一伙
” ⑦ ,

并将支持

他们
“

控制新政府
,

就简直如同满洲清政权

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
今 ,

}司时指出 。 “

新 中国

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
,

而不应 由骑墙

派和卖国贼掌管
,

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

干预我国 的内政
。 ”
穆 最后他建议

: “

应该

立即组织并成立临时政府
,

以便展开工作
,

并使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状态
。 ” @

概括起来
,

就是迅速建立革命派掌握的革

命政权
,

警惕帝国主义扶植袁世凯之流窃

夺革命果实
。

辛亥革命后的事态发展
,

完全

证明容阴这些忠告并不是多余的
。

另外
,

容阴在给谢攒泰的信中
,

还有

一个致革命领导人 的
“

附 件
” 。

在 这 个
“

附件
”

中
,

他强调了 四个问题
,

(一 )

必须高度重视这次革命的巨大作用
。

他看

到在短短的期间内
,

革命力量就以 摧枯拉

朽之势
,

迫
“

使清政府不得不跪地求饶
” 。

因而欢呼这是一次
“

了不起 的大革命
” 珍 ,

它 的深远意义是为
“

子孙后代开辟 了一番

多么壮丽的事业
” ⑥ ; (二 ) 革命胜利后

,

一定要建立
“

共和制度
” 。

他认为这是中

国人 民一致 的呼声
, “

民声即天声
” ⑦ ,

顺

应历史潮流
, “

建立一个模范共和 国
” ② ,

是当务之急
, (三 ) 要保卫来之不易的革

命成果
。

他告诫人们
,

袁世凯是一个
“

野

心勃勃
”
的

“
阴谋家

” ,

是帝 国 主 义 最
“

赏识 的人
” ,

而且善于
“

伪装
” ,

对他

的话
一

“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

” 、 “
必须 把 他

和满洲人一齐撵走
” L ;

( 四 ) 千 万 要 搞

好革命内部的团结
。

他一再嘱咐资产阶级

革命派及其领导人
, “

你们互相间应当比

亲兄弟还要密切
,

紧紧团结起来
” L , “

在

任何情况和理由下
,

你们都不应该互相纠

纷
,

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
” ⑨ ,

如果

在革命内部出现了分裂和争斗
,

结果
“

肯

定会导致外国干涉
” ⑥ ,

从而在中国出现

瓜分新危机
。

容 氏提出的这些问题
,

既重要

又及时
,

然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

辛亥

革命后
,

革命派不但未能同袁世凯等人进

行坚决斗争
,

而且在革命内部也没有搞好

团结
。

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软弱和帝国主

义 的破坏
,

终于使袁世凯的阴谋得逞
。

中

华 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
,

容氏所担心 的事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

容氏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关

怀
,

除了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深厚情感和

提出积极的建议
,

还希望能够回到祖国
,

亲自目睹开国盛典
。

可是
,

这时他已身患

重病
,

只好用颤抖之手握笔驰函谢鳞泰
,

通过他向孙中山和其他革命 同志致以祝贺

之情和钦敬之心
。

他在信中说
,

孙中山当

上
“

新生的中华 民国的新总统
” ④ 是当之

无愧的
,

特别嘱托谢攒泰在孙中山宣誓就

职时
,

一定要将这一
“

典礼
”

盛 况及时告

知他
。

此外还要谢转告孙中山三事
:

一是

“

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
”
沙 ; 二是

告诉他
, “

我 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
,

或许

会到中国来
,

’

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
”

, ;

三是
“

我希望能活到看见我的朋友当选下

届大总统
” L

。

容冈长期居住海外
,

对孙

中山以外 的其他革命领导人
,

他是闻其名

未见其面
,

因此
,

他怀着极其仰慕 的心情

在信中表示
: “

我真希望在没有死之前
,

能够和所有其他革命领导人亲 自认识 认

识
” ,

他们的革命功业
,

应永远
“

铭记于

人们的心中
” , “

受到人们的纪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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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容氏这些重要意见和衷心祝愿
,

被孙中山称为来自
“

太平洋对岸老同志
”

深深热爱祖国发出的
“

欢悦之声
” 、 “

令人

闻而起舞
”

@
。

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
,

便向这位
古̀

老同志
”

发函
,

诚恳地邀请他

回 国共议国策
,

同建 民国
。

信 中热烈赞 扬

容 氏晚年在海外不辞劳苦
, “

谋复满清之

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
; 以还吾人自由平等

之幸福
” , 的革命精神 , 还称道他

“

素仰

盛名
,

播 震寰宇
,

加以才智学识
,

练达过

人
” ,

恳请他
“

当此破坏后
,

民国建设
,

在在 需才
”

的时刻
,

能返回祖国为
“

中华

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
,

以 巩固我幼稚之

共和
”

L 而贡献力量
。

可是
,

这时容 阴已

处在弥留之际
,

无法接受孙中山的邀请
。

在病床上
,

他叮嘱两个儿子务必回国追随

孙中山为革命效力
,
以 继承自己晚年未竟

之志
。

逝世时八十四 岁
。

一代先驱 永垂青史

在近代史上
,

先后涌现了许多为拯救

国家危难
,

谋求振兴中华
,

历尽艰辛
,

毕

其一生
,

不断探索救亡图存方策的先进人

物
。

容氏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一位
。

容 氏是中国第一代留美学生
,

针对 中

国积贫积弱的国情
,

他制订 了一系列改革

方案
,

并通过各种渠道
,

寻找一切机会
,

力图获得推行
,

实现救国救民 的 崇 高 理

想
。

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项建议
,

是企

望在 中国实现和发展资本主义 的纲领
,

也

是他向中国输入西学的开始
,

这个纲领与

洪仁纤提出的 《 资政新篇》 应同样受到重

视
,

而以光辉的一页载入中国近代史册
。

容冈堪称为鸦片战争后先迸的中国人向西

方学习的先驱
。

他为洋务派购置机器
,

是

近代中国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第一人
,

在

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方面起了倡

导的作用
。

他历次向洋务派提 出 的 兴 教

育
、

办工厂
、

开矿山
、

设银行
、

筑铁路等

要求
,

实际上就是给太平天国建议过 的七

项建议的补充发展和具体化
,

这与洋务派

标榜 的
“

自强求富
”

有本质的不同
。

在一

八七二年实现派遣 留学生这件事上
,

容阅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这在近代史上有着重

大的意义
,

对后来继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
·

习
,

起了带头和推动的作用
。

此项创举
,

容氏首居其功
,

开风气之先
。

在戊戌变法

中
,

容氏观点鲜明
,

态度坚定
,

最大限度

地做了他当时所能做的事
,

是维新变法运

动中积极的一员
。

晚年
,

容冈居住海外
,

依然深切想念祖国
,

一方面为争取外援奔

波劳碌 ; 一方面向国内革命同志提出重要

的建议和告诫
。

他忠实地追随孙中山
,

是

革命派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

在辛亥革

命中
,

他在海外为革命努力活动
,

起到了

国内革命同志所不能起的作用
。

容 氏多年居住 国外
,

系统接受资本主

义教育
,

而且曾经加入美国籍和饭依基督

教
。

象这样一个在 当时被人们看做是从思

想到生活已经
“

西化
”

的知识分子
,

所以

能在毕业后回到国内
,

并自始至终关心祖

国的前途和命运
, 去世时还以未能为新生

的共和国效力而引为毕生 憾 事
,

究 其 原

因 , 首先是他对 民族和人民怀有深厚 的感

情
。

容氏在国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

中国人
,

也没有忘记哺育过他 的祖 国人 民
。

因此
,

他痛恨殖 民者的
“

放态
”

入侵
,

威

胁国家民族安全 , 他不满清政府的黑暗统

治
,

认为中国之所以每况愈下
, “

恶根实

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
” ; 他还深深同情和

关心
“

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的祖国

人 民
。

在居住美国的最后十年 中
,

他
“

舍

忧国外
,

无他思想
,

无他事业
” ,

可以说
,

容氏是忧国一生
,

掸心竭力报国一生
。

其

次
,

容氏在寻找救国方策和探索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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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过程中
,

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

不断

前进
。

他曾经同洋务派共事近二十年
,

当他

发现投靠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
,

便

转而站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队伍
,

冒着风

险积极从事维新事业
。

最后
,

看到改 良之

路在中国行不通
,

同时在蓬勃发展 的革命

形势推动下
,

改变 了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

逐步倾向革命
,

由一个君主立宪的支持者

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拥护者
。

第三
,

容

氏具有不畏艰难
,

不伯挫拆
,

百折不挠的

精神
,

在任何逆境中
,

他 的爱国救亡 的信

念从没有动摇
,

他的积极建议
,

虽多次遭

到冷遇
,

但他并没有 因此而放弃 自己的主

张
,

而是不断汲取经验教训
。

由力主教育实

业救国
,

而转变到政治改良救国
,

又转变到

武装革命救国
,

在困难中不断摸索前进
。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改革家和革

命者
,

容 氏从 青壮年到年逾古稀
,

为了改

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

不懈 不 怠
,

奋 斗 终

生
,

功不可没
,

可嘉可敬
。

然而他也和同

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
,

在所提出的政

治主张和从事 的社会活动中
,

存在一些缺

点和错误
。

容 氏竭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
,

但他又未能认清 西方殖民主义的贪婪

凶恶本性
,

幻想美国和其他国家会真心实

意帮助中国
,

因此他在推行各种改革方案

时
,

一直把争取外援放在重要地位
,

这是

十分错误的
,

容 氏虽然看出清王朝的腐败

统治是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源
,

但又认为有

曾国藩等人物 出而振作图强
,

国家的情况

或许会一天天好起来
。

在戊戌变法期间
,

他甚至认定只要去掉一个慈禧太后
,

换上

光绪皇帝
,

从此就会励精图治
,

国强民富

了
。

他也赞扬过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

并受

其鼓舞
,

然而 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所决

定
,

却从基督教影响的角度去理解太平军

的兴起
。

因而不但看不到农民革命 的社会

根源及其正义性
,

反而进行了种种责难
。

以上这些表现
,

说明容 氏在 当时不可避免

地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纵观容 氏一生
,

不停顿致力于振兴中

华是其主流
,

深怀赤子之心效忠祖国是其

本质
,

他是一个
“

真正的爱国者
”

O
,

永

远值得后人颂 扬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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