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阴家名达萌
、

字纯甫
,

广东香山 ( 后改 中山
、

出生地现

划归珠海 ) 县人
。

清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一 日 ( 1 8 2 8 年 11 月 1了

日 ) 生于距澳 门四公里许的南屏镇
。

父炳炎
,

母林氏
,
务农兼

捕鱼虾 , 有兄姐各一
。

七岁随父至澳门
,

在英国传教士办的西

垫上学
,

以贫故
,

免交学费
。

1 84 0年父亲病逝
.

阴才十二岁
,

先后兼作小贩及天主教印

刷厂童工
。

! 8 4 1年转到原西塾起发人之一的玛礼逊学校念书
,

继续享

受免费待遇
,

不久随佼迁香港
,

急共在港澳受过六年西方教育
。

1 8 4 7年该校校长美国人勃朗返 国
,

自愿携学 生容 阴
、

黄

胜
、

黄宽赴美
,

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 相 当高中 )
,

一

年后
,

黄胜因病回国
,

黄宽则改赴英学医 ; 容阴因得佐治亚州

妇女会及友人之助
,

于 1 8 5 0年考入康特涅格州耶鲁大学
,

通过

半工 半读
,

于 1 8 5 4年在耶大毕业
,

获学士学位
,

是为 中国人在

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之第一人
。

容田大学毕业后
,

本来在美 国可 以找到满意的职业和取到

优厚的工资的
,

但曾立下誓言
“
他日学成

,

不论就何业
,

当择其

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 ,

决心要将学得的西方学术
,

灌输
、

改

造中国
,

期臻于文明富强之境
。

1 8 5 4年
,

满怀袍负的容 阴
,
自新大陆回到封建官僚统治下

的祖国
,

无情的现 实
,

打破 了容的美梦
。

在失望之余
,

容只好

先谋食再谋道
,

等待机会的到来
。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
,

他被迫多次更换职业
,

先在广州美 国驻华公使馆伯驾 P e t e : P a r k e r
处充文书

, 以后

又在香港高等审判厅 当翻译
,

中间还在一家律师事 务 所 学 法

律
,

终因受到排挤
,

无法立足
,

转到上海任海关翻译
,

那里的

贪污腐败
,

以及总办的横行霸道
,

同样使他呕气
,

于是舍去高

薪不干
。

自后
,

池通过香山籍同乡副经理 徐润之介
,

到英商宝

顺洋行充任书记和公司代表
,

到江南苏杭和长江一带采购生丝

和茶叶
。

这样又度过 了几年
。

1 8 6。年
,

即太平军起事后十年
,

有两位美国教士 ( 佚名 )

和 中国人曾兰生
,

拟作金陵游
,

以 了解太平军 内幕
,

邀 容 同

行
,

容因与太平天国干王有旧
,

欣然诺 之
。

于是年 n 月 6 日至

翌年 1 月上旬返抵上海
。

( 见第二章 )

1 8 6 3年 ( 同治二年 )
,

容 因友人李善 兰
、

华葡 芳
、

张 世

贵
、

徐润等介绍入曾国藩幕
。

是年被派赴美国购买机器
,

用 以

开设江南制造局
,

中国有现代化工业
,
实从此始

。

同治十一年
,

因购买机器获得信任
,

容向来主张派遣学生出

国留学的计划得到曾国藩
、

李鸿章联名奏准施行
,

结果
,

由翰

黄任潮

从爱国维新到革命先的驱者
l容
阂传略



一

林出身曾任刑部主事 的陈兰彬和容阴分别任正副监督
,

率领第一批留学生赴美
。

容还先行布

置
,

继之建筑 了留学事务所
。

翌年
,

容奉派秘鲁调查华工受虐 待情形
,

复奏极为惨酷 ! 于是清政府遂以华工 ( 卖猪仔

的 ) 出洋
,

悬为例禁
。

1 8 7 8年 ( 光绪四年 ) 陈兰彬
、

容阴被升为驻美正副公使
,

仍兼留学生监督
。

未几
,

陈返

国
,

招引同为翰林出身的吴嘉善 ( 字子登 ) 继任监督
,

其人顽固守旧
,

性情乖僻
,
对留学肆

行破坏 ! 竟谓
“此批学生

,

行为桃荡
,

腹无中学
,

不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害子社会
” ,

结

果清政府误信一面 之词
,

竟于 1 8 8 1年 ( 光绪七年 ) 撤销留学生事务所
,

将一百二十名尚未学

成的留学生召回祖国
。

( 注
:

原定选十二至十四岁聪颖学童 12 。人
,

分四批
,

每年送一批 30 人
,

以十五年为期
,

) 这时距 1 8 72 年第一批留学生赴美才九年
,

尚差六年
,

除中途因事故撤回及

在美病故共 2 6人外
,

只有詹天佑
、

欧阳赓刚由耶鲁大学毕业
,

其余 60 名尚在大 学
,

余 则中

学
。

致容毕生抱负
,

顿成泡影
,

使容颓丧至极
。

原来容田这个教育计划
,

目的是为学习西方

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
,

用 以改 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
,

对 旧中国来说
,

确实是一 个 创 举 和先

着
,

如能实现
,
无疑将为 中国的历史

,

开辟新纪元
。

舒新城在 《 近代中国留学史 》 中曾说
:

“
无容固虽不一定无留学生

,

即有
,

也不会如此 之早
,

而且派遣的方式
,

也许 是 另 一 个样

子 ” 。
( 即不会有那样的规模 ) 由此可见容的贡献了

。

曾国藩去世后
,

容阴继续为洋务出谋献策
。
1 8 9 5年 ( 光绪二十一年 )

,

他曾渴见两江总督

张之洞子南京
,

条陈聘用外国顾问四人
, 以为外交

、

财政
、

海军
、

陆军四部顾间
,
结果不为

张所采纳
。

在这先后
,
容曾与清廷另一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颇为接近

,

当过江苏的官吏
。

办

过一些外事
。

18 9 6年
,

容曾向当时负责总理衙门 ( 相 当外交部 ) 兼某部侍郎的张荫桓建议设立 国家银

行 , 并向美商筹借四亿两银
,
修筑全境铁路

,

规定他国不得分夺利益
。

( 后缩小为修天津至
一

镇江铁路 ) 前者为招商局总办盛某所破坏
,

后者包括开发矿藏
,

亦以阻碍重重
,
未能如愿

。

容因一连串碰 了钉子
,
便消极起来

,

自谓 “ 予之种种政策
,

既皆无效
,

子是予救 助 中 国之

心
,

遂亦至此而止矣
” 。

到 了1 8 9 8年
,

清光堵帝决心采纳康有为的建议
,

变法维新
,

容因此又积极起来
, “

决意

从上海移居北京
, 以视究竟

” ,

当时容的寓所车水马龙
,

维新人物
,

进出频繁
,
显 然已参与

其事
。

造顽固派发动政变前夕
,

容曾想请美驻华公使设法援救
,

康以其 无 兵
,
却 之

。

政 变
_

后 ,
容曾函英人李提摩太营救过梁启超

。

康有为则在逃离北京后
,

也有密函通 过 李 传 致 容

朋
,

证明容与维新派是有密切关系的
。

正因为这样
,

政变后容不得不逃亡上侮
,

托迹 租 界
。

19 0 0年
,

维新派烈士谭 嗣同密友唐才常在上海 以
“
自立会

”
为核心

,
组设中国议会 ( 又

称 国会 )
,
容和严复被推为正副会长

。

宣称不承认清政府
,

但又说
“
要复起光绪帝

, 。

同时

声明对租界
、

教堂
、

外 国人生命
、

财产一律保护
,
并主张立即建立民主共和 国

。

其时章太炎

亦参加开会
,
虽不赞成保皇宗旨

,

但对容却十分推崇
。

事后致函陈少白
,

称赞容为现代支那

有数的人物
。

同匆、月下旬
, “

自立军
”
起义

, “
讨贼勤皇

, ,

因计划泄露
,

唐才常被张之洞捕杀
,

容以避祸在赴日船中
,

巧遇孙中山
,

因孙刚从日本抵沪
,

得悉
“
自立军

”
失败

,
一

以 无可 活

动
,

故折回日本 , 这是容与孙第一次晤面
。

在此之前
,

容因曾通过香港
“
辅仁文社

”
的谢赞

泰数询孙的情况
,

此次不期而遇
,
互道相见恨晚

。

容认为孙
“

.

觅广诚明
,
脚有大志

, 以华聋



顿
,

富兰克林之志勉励孙中山
” ,

而孙中山亦认为容
“
声望索着

,

富新思想
,

为热心改革中

国的老前辈
” 。

船抵横滨后
,

二人一同上岸
,

在旅社闭户密谈
,

跟着还一起去 了东京
,

和犬

养毅
、

宫崎滔天
、

内田 良平等会谈
。

( 见吴相湘 《 民国百人传 》 和 《 支那革命党的关 系 》 )

1 9 0 1年春
,

容阂曾漫游台湾
,

台湾总督儿玉子爵
,

给予热诚的接待
,

谓
“ 久仰大名

,

以

不得把晤为憾 ! 今 日识荆
,

至深欣幸
,

第惜初次见 面
, 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

,

兹袍欲也
” 。

容闻而大异
,

急欲知其究竟 ? 儿玉答日
: “

适才中国闽浙总督有公文来
,

嘱予留意
,

谓设君

来此
,

请予捕君
,

送归中国政府云
” ,

言次
,

儿玉出一中国旧报纸
,

询此条陈为 何 人 所 献

者 ? 容见此
,

不加思索
,

直承为渠当日所建议
。

盖 18 9 4一 1 8 9 5年中日战争时
,

容曾献计
“
大

借美金
,

招练海 陆军
,

直捣日人之背并继续与之宣战者
” 。

儿玉见容态度爽直
,

翻表敬佩 !

谓伊不 日将升迁返国
,
邀容同行

,

容 以病辞谢
。

儿玉随伤警卫加意保护
。

留台数日
,

兴尽而

返
。

行前亲往儿玉处谢其厚意
。

( 见 《 西学东渐记 》 )

1 9 0 2年
,

洪全福
、

李纪堂等在香港筹备以
“
大明顺天国

”
名义起义

,

曾拟事成后
,

推容

为大总统
,

以失败未果
。

( 见冯 自由 《 革命逸 史 》 三
、

四
、

六集 )

经过
“
戊戌政变

” 、 “ 自立军 ” 和 “
大明顺天 国

”
起义的失败

,

包括 以往事业的种种挫

折
,

使容的思想
、
认识

,
:

逐渐起了变化
,

但改良与革命的选择
,

仍然没有彻底的解决
。

不过

这期间
,

他对康有为 已经逐渐认识他是利禄薰心
, “

并非完全可信之人物
” ,

从而对保皇派

日益疏远 了
。 .

1 9 1 1年 1 2月
_

” 日
,

容在美国获悉
·

若亥革命成功
,

通过谢攒泰转函南京革命诸领袖
,

致 以

热烈的祝贺卜同时针对和谈
,

强调指 出
: “

要警惕那些政治骑墙派
,

会利用满清 皇 朝 的 崩

溃
,

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
。

进行凉夺
,

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总理拿到手之后
,

他

的那条跋腿就立即好 了
” ( 指袁世 凯 )

。

要他们
“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的喉舌唐绍仪

,

例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 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 目标
” 。

接着他还大声疾 呼 的 说
:

“
衰世 凯是个仕么人? 难道可 以信任一个阴谋家吗 ? 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起撵走

, … … ”
最

后容还深切焦虑
: 一 “ 掠夺成性的列强驻北京外交使节

, 将会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
,

来左右袁

世 凯
,

唐绍仪一伙
,

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
,

通过君主主宪
,

并 以袁世凯
、

唐绍 汉控制新政权
。

那简直如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 ! ”

这封信写得那么深刻着明
,
真是目光如炬

。

后来事态 的发展
,

竟不幸而言中了
。

当时
,

容还要求谢攒泰
,

请他代向孙中山祝贺就任总统
,

和希望报道南京近况及 内阁名

单
,

并提及本人健康 已逐渐好转
,

或许会回中国来
。

1 9 1 2年春
,

孙中山曾特地发出邀请容 阴回国信
,

请他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

但是这时

容 田因中风 已不能行动
,

病势日益加剧 ! 弥留时
,

池曾收到孙中山寄给他就职 息统后的照片
。

1 9 1 2年 4 月 21 日
,

这位杰 出的
、

可敬的为振兴中国努力不懈 的战士
,

终于在 美 国 逝 世
-

了
。

卒年八十四岁
。

( 以上参考台湾版 《 国父全集 》 和 《 中华民国开国史 》 等
。

)

附带要提到的
:
容是耶苏教徒

,

但无宗教迷信
。

他一生半居美国
,

入过美国籍
,

却始终

热爱祖国
。

他先后和苏州郑氏女 ( 生一子 ) 及美 国名 门玛丽
·

路易丝
·

洛克结婚
,
后者有二

子俱大学毕业
。

对母亲生前克尽孝道
,

有中国人固有的道德
。

容田曾六次赴美
,

他是个真诚
.

的爱国主义者
,

从爱国
、

维新到革命的先驱
。

遗 著除诗
、

文
、

散稿
,

条陈未结集外
,

已出版

的有
;

哥尔顿 G o l t o n , 5 G e o 一

g r a Ph y 《 地文学 》 译本



巩固地的根据革命广东恺和廖仲

余炎光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
曾经三次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

。

头两次
,

先后因西南军阀的破

坏和陈炯明卜、汀扳变而失败
,

使国民革命的进程受到极大的阻挠
。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重返广东

建立革命政府
,

接着国共合作形成
,

广东成 了真正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根 据地
。

本文试

图探 讨廖仲恺在这段期间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所作出的贡献
。

为 了巩固 J
、 一

东革命根据地
,

廖仲恺同帝国主义
、

封建军阀进行 了坚决的斗争
。

还在一九二三年
,

即使廖仲恺担任了非常繁重的党政领导职务
,
他为消除陈炯明所部对

广州的威胁和揭露滇
、

桂军在防区的胡作非为
,

己经作了许多努力
,

也有了明显的效果
。

这

种同帝国主义和封坐军阀 的
一

斗争
,

在国共合作形成以后进一步地尖锐起来
。 :

一九二四年 六月
,

发生了广州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妄图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 的严重

事件
。

沙面租界的一 切行政
、

司法大权
,

都由英不法领事主管
,

中国政官和人民都无权过问
,

形成一个国中之国
,

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
,

严重威胁着广东革命政府 的安全
。

对于

这种由不平等条约所 井成 的亨实
,

廖仲恺早有不满
,

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
,

他

就提出过收回租界的法案
, 几

刊大会的通过
,

并写进 了大会所通过的国民党政纲
。

六月十九日晚
,

法 国驻安有总督出席在英租界域多利酒店举行的法 国居民的招待会时
,

被人从窗外投掷炸弹
,

死伤法人十余名
,

越督无恙
。

事件发生后
,

英领 事竟诬为华人所为
,

①于六月二十日向广东省 长廖仲恺提出 “
抗议

” ,

说要拟定限制华人进入沙面的措施
,
这显

然是一个妄图进一步浸犯 我国主权的外交讹诈作为
。

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挑畔
,

廖仲恺给予坚决 的还击
。

池一方面迅速命令有关 部 门协 助破

案
,

以堵塞帝国主义者的口实
; ②另方面

,

立即复函英国领事
,

严词驳斥
。

廖 仲 恺首先申

明
:

这次案件的责任在英领方面
,

与中国当局无涉
。

他说
: “ 越督为法 国重要人物

,

贵总领

派森 P a r s o n , 5 o n e o n t r a e t、 《 契约论 》 译本

《 美国订正之银行法律 》

《 西学东渐记 》 ( 初稿写于 1 9 0 0年
,

后有增订版 )
。

其中以 《 西学东渐记 》 最能反映容的历史和我国百年来的大事
、

为中外所传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