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 国 藩 与 容 阂

O 黄明同

洋务派的开山祖曾国藩与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一流大学学位的容阂
,

曾有一段不寻

常的交往
,

容闲的回忆录 《西学东渐记 》 详尽记述此事
。

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
:

曾国藩

对容闲是非常器重的
, 而容闲也尽力佐助曾国藩

,
’

使其所办洋务取得实效
。

曾
、

容二人

的相识
,

固属偶然
,

但他们的结合
,

却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史上写下了值得注意的一页
。

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索
。

( 一 )

容阂 ( 1 8 2 8一 19 1 2 )
,

广东香山人
。

当时
,

广东与西方商业
、

文化交往甚密
, “
所

谓洋务
,

渐趋重要
” 。

容闰的父母
“
欲先着 人鞭

,

冀儿子能出
.

入头地
” ,

`

①故送他进英

教士开设的
“ 西塾

” ,

接受西方教育
,

后又得到美国传教士的帮助
,

赴美深造
,

成为最

早的中国留美学生之一
。

道光三十年 ( 1 8 5。 ) 至咸丰四年 ( 18 5 4 )
,

他就读于美国耶鲁大

学
,

并获得学位
。

经过这番学习
,

容宏
“
自命为 已受教育之人 ” ,

决心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文 明富强之境
” ②

。

咸丰五年 ( 18 5 5 ) 容闲抱着
“
维新中国之目的

” ,

回到了祖国
。

他
“
谋食亦谋道

” ,

欲
“ 于社会中得一职守

” ③以实现 自己的 “
规划

” 。

④他当过译 员
、

公务 员
,

也从 过

商
。

他期求
“ 一旦有机会

,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
,

即多获一分效果
” ,

从而达到
“
谋中国

的幸福
” ⑤的目的

。

然而
,

他屡易其职
,

仍一 筹莫展
。

正当他从商而又对
“
魂梦不忘之

教育计划
”
未得实现这一件事感到苦恼之时

,

由于张世贵的穿针引线
,

被 曾国藩召见
,

并委以重任
,

从此弃商而从政
。

曾国藩与容阂的结交
,

并非一厢情愿
,

而是两厢情愿
。

曾国藩为了办洋务
,

积极地

网罗人才
,

其所网罗者
,
已 “

不下二百人
” 。

容阂的到来
,

正适应他的需要 ; 而对于容阂

来说
,

他结识 曾国藩
,

可 说是 他人生之路的大转折
。

他自称
“ 予之教育计划

” , “
卒赖

曾公力为提倡
,

乃得实行
” ,

并且
“ 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

,

而中西学术
,
、

萃于一堂
” 。

⑧

可见容汉对曾国藩是最敬仰而不可忘怀的
。

容网不但认为曾国藩是
“
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

” ,

⑦而且用 “ 正直
、

廉洁
、

忠诚 ”

六字概括其品德
,

钦佩他握七八省之权
, “ 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

” , “
财权在握

,

绝不闻其侵吞滑滴以自肥
,

或肥其亲族
” 。

⑧容闲赞扬曾国藩 “
才大而谦

,

气宏而凝
,

可称完全之真君子
,

而为清代第一流之人物
,

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
” 。

⑨因他 “
对于

博学多才之士
,

尤加敬礼
,

乐与交游
” ,

故
“
法律

、

算学
、

天文
、

机器等专门家
,

无不

毕集
,

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
,

汇集于此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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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记 》 所记载的曾国藩
,

是一个异乎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形象
。

这样
,

人们

就必然产生 以此与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进行比较的兴趣
。

我想
,

倘若以已出版的中甲近
代史教科书为纵坐标

,

以 《西学东渐记 》 为横坐标
,

人们在坐标上看到的将是 一 条 曲

线
:
历史

.

上真实的曾国藩
,

恐非如容闲所说的那么完美无缺
,

也非近代史教科书所说的

一无是处
。

出身寒士之家又处于历史大转折点上的曾国藩
,

是复杂的
、

多层次的
,

而不

是单一的
。

如果用 A就是 A 的方法去研究
,

则难以奏效
。

尊重史实
,

对具体问题进 行具

体的分析
,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

应该承 认
,

《西学东渐记》 是一部回忆录
,

并非文艺作品
,

作者容阂笔下的曾国藩

绝非虚构
,

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
,

却有失于主观偏袒之处
。

一个历史人物
,

必有其基本

面
,

看池是顺乎历史发展而活跃于社会
,

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他在历史进程中究竟起

了怎样的作用 ? 我觉得曾国藩所以成为
“
著名

”
的历史人物

,

首先是 由于他组织湘军
,

`

又联合淮军与洋人
,

去镇压太平天国 ( 以后又曾任钦差大臣
,

率军进攻捻 军
,

失 败 而

还 )
。

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震撼中外的农民战争
,

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以新的生产

方式去代替 已经成为生产力侄格的封建的生产方式
,

然而
,

它毕竟大大 地动摇了封建统

治的根基
。

正如容闲所 说
:
太平 军战争

“
历时至十五年之久

” , “
此十五年中

,

满洲政

府几 无日不处于飘摇风雨之中
” ,

⑨ “ 天
.

假此役
,

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
,

使全国人民皆由

梦中凉觉
,

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

@
。

这场如火如茶的农民战争
,

终于为曾国落所镇压
。

曾

国藩视太平军
、

捻军为
“ 盗贼

” ,

为
“ 匪 ” ,

为洪水猛兽
,

就这点上 说
,

曾国藩受到后

人唾驾
,

是完全可以
.

哩解的
。

容闲在 《西学东渐记 》 中对曾国藩倍加赞颂
,

无一贬词
,

实

为偏见
。

偏见的产与 其原因有二
:

一是容闲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

感恩戴德
,

并对曾之人

格
,

过分崇敬
; 二是 曾

、

容二人具有以保
“
大清

” 为忠
、

反
“

大清
”

为叛逆的共同的是非

标准
。

容两笔下所记述的曾国藩
,

虽有片面性
,

但也有不失真实性之处
。

我们抹去容闲

加于曾国藩的过于褒美之 i司
,

而稽考其所叙述的基本事实
,

可 以认识到
,

曾国藩并不是一

无可取的
;
证 以曾国藩写的

“
家书

” ,

!我认为容闲对曾之某些肯定
,

并非虚构
。

曾国藩自

统领粗军之后
, “

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 自肥其私
” L

。

他屡 次告诫家人
: “

家门太盛
,

有福不可享尽
,

有势不可使尽
,

人人须记此二语
” ⑧

,

应
“
不失寒士之家风

” L
, “

不

可忘却先世之艰难
” L

,

他
“ 不

一

肯多寄银物回家
” , “

恐家中奢靡太惯
,

享受太过
”

@
。

他下决心不为后代买 田置屋
,

他说
“
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 田起屋为可愧之事

” L
,

他也

不准备
“
积银钱留与儿孙

,

惟书籍尚思添买
” 。

L他认为 “
福不可尽享

”
就是

“ 以俭字为

主
,

少用 仆娜
,

少花银钱
” L

,

他批评其弟居家
“
用费甚奢

,

务宜收裔
” ,

说
“
累世俭

朴之风
,

不可尽改
” L

,

又批评家里人常坐四抬大轿
,

他以为坐四抬大轿太奢华
, “
弟

亦只可偶一坐之
,

常坐则不可
,

晚辈坐
,

断不可
”

@
。

他对其子修屋花 钱 太 多
,

其 弟
“
沾沾堵坟墓以永富贵

,

谋田庐以贻子孙
”
十分不满

。

@ 他耽心其弟
“
能勤而不能俭

” ,

“
子侄看大眼吃大 口 ” ,

家风
“

后来恐难挽回
”

@
。

他不仅自己以
“
廉

、

谦
、

劳
”
为座右

铭
,

还要求家人时时不忘
。

从曾国藩一百一十万字的家书看
,

他不仅相当清廉
、

勤俭
,

而且比坟耿直
、

敢说真话
,

办事非常认真
,

讲求实效
。

古往今来
, “

正直 ”
与

“

廉洁
” ,

一直是受到人们称誉的美德
,

但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封

建社会里为官不贪者太少
,

而贪官的中饱私囊
,

必然加重对人民的胶削
。

曾国藩所生活



的年代
,

正如容闲所说
: “ 上下官吏

,

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 ,

他们从事每 一 政 治 活

动
,

皆
“
欲饱其贪囊

” L
。

然而
,

曾国藩却与这些人不同
,

他能够清廉自律 不 以 权 谋

私
,

这在当时实不可多得
,

远非李鸿章等所能 比拟
。

容闲虽高度赞美曾国藩
,

但并未将其视为天赋美德的圣贤
,

他说
: “ 文正将才

,

殆

非由于天生
,

而为经验所养成者
。 ” L曾国藩也认为人之所以能具有的优 良品德

,

乃取

决于
“
变化气质

” , “
从磨炼后得来

” L
。

事实上
,

曾国藩的品德
,

确非无源之水
,

而

是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
。

就廉洁
、

勤俭来说
,

由于曾氏家族起于贫寒
,

世代不离
“
耕

读
” ,

而曾国藩本人在青少年时代 曾从事过体力劳动
,

有机会接触社会下层人民
,

因而

受到劳动群众的美德的薰陶
。

后来他身居显位
,

饱阅世态
,

觉察到世上富贵
、

贫贱本无定

位
, “
凡将相无种

,

圣贤豪杰亦无种
” L

, “
富贵功名 皆人世浮荣

” L
, “ 居官不过偶然

之事
,

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 ,

如果
“
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

,

虽一旦罢官
,

尚不失

为兴旺气象
” L

。

当时
,

濒于崩溃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
,

使他感到终日战战

兢兢
,

担心自己会被罢官归田
,

所以他不得不以勤
、

俭
、

耕
、

读四字维系其小康之家族

而作为其退路
。

再从曾国藩的整个晶德来说
,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

念的影响
,

以为
“ 圣贤教人修身

,

千言万语
,

而要以不伎不求为重
”

@
。

他按照儒家的

传统要求进行修养
,

力求自己的言行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
,

、

从而进一步去维系 封 建 秩

序
,
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

( 二 )

在 《西学东渐记 》 中容闲记述
_

了曾国藩支持他办教育的过程
。

容队抱 着
“
维 新 中

国 ”
的目的回国

,

“ 不容稍缓之事
”

具有根本性革新的

希望干一番大事业
。

他深感到
,

当时在 中国进行
“ 根本之变革

” ,

乃

L
。

他所说的
“
改革

” ,

是带根本性的一种质变
。

他清醒地看到
,

中国

“
革命

”
实在太少

。

他指出
:

.
、

乡试一翻户国历史
” ,

国之所谓革命
,

类不过一姓之废兴
,

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
” ,

“ 战国而外
,

、

中
“
所谓二十四

朝
,

也不过易姓的改朝换代
” ,

因而 “
中国二千年历卑

,
如其文化

,

常陈陈相因” L
。

他寄希望于
“
革新

” ,

认为
“
中国不欲富强则 已

,
一

苟其欲之
,

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
,

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
”

L
。

什么是容闲的新政策 ? 从 《西学东渐记》 所保留的材料看
,

容两前后 指出过两个为

案
。

第一方案是咸丰十年 ( 18 6 。 )访间太 平天国首领时向洪仁开指出的
,

其具体内容是
:

一
、

体正当之军事制度
,

组织一 良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 学 识 军

官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四

、

建设 良好政府
,

一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间
;

五
、

创立银行制度
,

及厘 汀度衡量标准
; 夕..{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稣教圣经列

为主课
。 一

七
、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L第二方案是 同治七年 ( 18 6 8 ) 在上海撰拟
,

以 《教育

计划 》 为题
,

呈江苏巡抚丁 日昌转呈清政府
,

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

一
、

中国宜组织一合

资汽船公司
,

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
,

不 许外人为股东
,

即公司中经理职员
,

亦概用中国

人
。

欲巩固公司之地位
,

并谋其营业之发达
,

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
。

… … 二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蓄备人材
。 … …三

、

政府宜设法开采矿

产
,

以尽地利
。

矿产既经开采
,

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
,

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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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建筑铁路以利交通
,

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
,

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
。

四
、

宜禁

止教会干涉人 民诉讼
,

以防外力之侵入
。

… … 以后无论何国教会
,

除关于宗教者外
,

皆

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

L容闲的维新计划
,

着眼于教育
,

他 自称第二方案
“
陈

条之第一
、

三
、

四
,

特假以为陪衬
,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 二 条
” L : 他 在

《西学东渐记 > 自序中说
: “ 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

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
,

也

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

@
。

可 以说
,

容宏是教育救国论者
。

在 也看来
,

中国之所 以腐败
、

落后
,

以至丧权
,

原因在于中国处在
“
毫无知识时代

” 。

由

子人才缺乏
,

故在国际交往与商业 活动中
,

常
“
被迫任用外国人

” , “
假手于客卿

,

中

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
” L

。

他还认为
,

一个人受到 良好教育
,

则
“ 心中之理想既

高
,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
” ,

而在当时
, “
中国国民

,

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此痛苦与压制
,

在被未受教育之人
,

亦转毫无感觉
,

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

也
” L

。

这扰是说
,

当时中国许多人因没受教育
,

他们便无知
、

愚味
,

对自身所受的痛

苦毫无感觉
, ;玫甘心忍受压迫和痛苦

。

容 闲认为只有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

才可 以
“
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

于是
,

他致力于教育事业
,

企 图通过其教育

计划的实施
, “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 良东方之文化

” ,
.

从而
“
使此老大帝国

,

一变为少

年新中国
” L

,

待到 “
他 日中国教育普及

,

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
,

尔时无论何人
,

有政侵害权利者
,

必有胆力起而自
·

卫
” L

。

显而易见
, :

容汽教育计划的目标
,

是从根本上改变
“ 久处专制压力之下

”

而产生的顽

固
、

属从等国民性
,

代之以 “
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

” ⑧
,

而又由于国民的觉醒
、

人

才的出现
,

便能进而 “
自卫

” , “
完全行使其主权

” ,

能组织军队
,

能建设 良好政府
,

能由
“
中国资本家出资 认股

”
兴办矿业

、

铁路
、

航运
、

银行等近代工业
、

企业
,

使中国

来一个
“ 根本改革

” 。

容闲虽主张效仿西方
,

但他 目睹中国受
“ 欧西各国之干涉

” ,

无

法行使 自己的主权
,

感 到很愤概
;
自储

“
欧西之汽船 电气及各 种 机 械 输入 ” , “

中国

工界乃大受其影响
,

,

生计事业
,

几 已十夺其九
” L

,

他感到很痛心
。

《西学东渐记》 的

字里行间
,

表露出他同西方列强争主权
、

争平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
。

这一

切
,

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要独立
、

要自主
、

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与要求
。

容 闲作为十九世纪 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的思想代表
,

他与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力的

僧国藩
,

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
。

然而
,

据 《西学东渐记 》 所载
,

容闲实施其计

划的每一步
,

却得到了曾国藩的直接支持
。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

同治三年 ( 18 6 4)
,

容闲到安庆 曾国藩大营
,

和曾见面
,

数 日之后
,

曾又派人召容 谈

话
,

询间
“
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

,

当从何处着手
” ? 容闲投其所好

,

暂不提
“
教育计划

” ,
而大谈建机器厂事

。

不久
,

曾即授予他全权
,

向专门工程师征集意见
,

并

赴美购机器
。

次年
,

机器运回上海
.

,

建成江南制造局
。

此乃容闲协助曾国藩办洋务之开

始
,

也是容闲实现其教育计划的前奏曲
。

由此容闲得到了曾国 藩 的 赏识
、

信 任 和 提

拔
。

同治六年 (1 8 6 7) 容闲乘着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机会
,

向曾提出办学校的建议
。

《西学东渐记》 记述道
: “

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
,

似觉有非常兴趣
,

予知其于机 器 为 创

见
,

因导其历观 由美购回各物
,

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
,

明示以应用之方法
,

文正见之大

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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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理论与实验
,

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
, 文正极赞许

,

不久遂得

实行
。 ”

L于是一所新型的工程技术学校就创办起来了
,

它招收中国学生
,

为中国近代工

业化
“
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

” 。

容闲就这样在曾国藩的
“
赞许

” 下
,

迈出了教育救国的

第一步
。

`

办兵工学校
,

对容闲的教育计划来说
,

只 “ 可谓小试其锋
” ,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官

派学生留洋
,

让更多的人象他一样
,

接受新型教育
。

在他看来
,

固有的国民性的改变
,

.

新的
“
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

”
的产生

,

均依赖于一定的教育和环境
。

他认为
,

青年

学生抵达欧西之后
, “ 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

,

且习与美人交际
,

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

长
, ” 又因 “

离去故国
” , “

终日饱吸自由空气
,

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
,

一旦

排空飞去
,

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作
,

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
,

跳哪驰必
,

不复安行矩步
,

此皆必然之势
”

@
。

容叫这项建议转呈清政府后
,

一晃三年过 去
,

秉国钧者仍
“ 不得要

领
” L

。

后来幸亏得到曾国藩的支持
,

曾与丁 日昌同治九年 ( 1 8 7。 ) 联衔入奏
,

请求清

政府采择容阂的陈条L
。

同年冬
,

清政府 “ 殊批着照所请
” ,

曾国落随即驰书召容汽前

往商谈
, “

所商定者凡四事
,

`

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
,
日设立预备学校

,
日筹定此项留学

经费
,
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

” L
。

这样
,

容闲提出的官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建议
,

.

终手在曾

国藩的支持下实现了
。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曾国落
,

支持作为资产 阶级改革派的容困
,

、

两

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密切配合
,

其必然性是什么 ? 世界是复杂的
,

任何事物都有各

自的规定性
,

但又彼此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
、

又相互制约
。

从客观事物的各自 规 定 性

看
, A 就是人

,

但从整体和发展上看
,

从联系的观点看
,

事物又常 出现 A是 A
,

又 不 是

A 的状况
。

,

曾国藩办洋务
,

容闲以教育救国
,

二者质的规定性不一样
,

然而
,

二者又相

互联系
,

相互依存
。

事物之间的联系既是偶然的
,

又是必然的
,

办洋务与教育救国二者

相互联系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
。

这种必然性
,

从容队方面看
,

他希望以 “ 少年的新

中国
”
代替

“ 老大帝国
” ,

希望中国在
“ 国体和政治 J

_

,. ” 来一场
“ 根本变革

” ,

而把发

展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愿望的重要途径
。

他奔走呼
一

号
,

得不到那些鼠目寸光的清朝统治者

的理解和支持
。

最后
,

他找到曾国藩作靠山
,

凭借 曾的政治势力
,

推行其带资本主义性

质的改革
。

这表明
:

一方面
,

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 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
,

必然要求对老

大的封建帝国进行一番革新
。

然而
,

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扰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封建

统治集团中的明智人物
,

这又表现出他的软弱性和依附性
。

另一方面
,

曾国筋办洋务
,

并依靠容闲等资产阶级人物去进行
,

同样是历史的必然性
。

洁朝 自鸦片战争之后
,

各种

社会矛盾都已激化
,

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
,

使堂堂的东方文明古国陷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

而太平天国的农民起
一

义
,

更使清朝统治者无力对付
。

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头脑较清醒的

人物
,

看到了外国
“

船坚炮利
”

的威力
,

企图兴办洋务
,

制造船舰枪炮
,

去挽救危亡中的

封建王朝
。

他们以为有了
“ 利器 ”

就能
“
自强

” 。

可见办洋务
,

是中国官僚们在绝境中

所寻到的唯一出路
。

应该承认
,

曾国藩办洋务不光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坎民起义
,

还包含

着谋求社会进步
、

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的意图
,

这便是曾国蒸自己所说
: “

欲为中国谋

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
。 ” @ 企由于这样

,

所以曾
、

容二人才有共同语言
。

这是他们所以

能合作的前提和思想基础
。

他们相互需要
,

相互利用
。

就是说
,

容闲只有靠曾国落的支

持
,

才能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愿望 , 而曾国藩办洋务
,

也只有得到容俐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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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卷
、

《诗义标准 》 1 14 卷
。

关于乡邦文献刊印了李漠 《寿梅山房诗存》 1 卷
,

丁蓉缓 《磨绮

室 诗存》 1 卷
、

《毛贵铭诗钞》 3 卷
、

周寿 昌 《思益堂诗文集 》 19 卷
、

欧限格
_

《碉东诗

钞》 2 卷
、

毛国翰 《青垣诗钞》 3 卷
、

郭篙煮 《养知书屋集 》 55 卷
、

吴敏树宝拌湖文集》

12 卷
、

李祯 《碗兰室文集》 4 卷
、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 17 卷
。

这些刻本
,

版式清秀
,

文字精美
,

同时由于王氏自己亲自校阅
,

故差错极少
。

这说明王氏不愧为一位成绩显著

的出版家
。

’

王先谦生活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
、

外侮 日呛
,

国势危殆的晚清时代
,

他 的社会政治思

想
,

在前期比较符合时代要求
;
而在后期

,

虽然也有某此可取之处
,

但其总的倾向是保

守的
。

不过
,

我们决不能以此而忽视甚
.

乞抹杀他的学术成就和对文化事业的贡献
。

我觉得

由于王氏虚心好学
,

锲而不舍
,

充满求实的研究精神
,

所 以他在清末能戛戛独造
,

成为

一代杰出学人
。

我这一评价
,

自己认为 比较客观
,

不知学术界 以为然否 ?

( 作者工作单位
:

,

岳麓书社 )

一

( 上接 80 页 ) 样精通外语 和熟悉西欧情况的人佐助
,

才能事半功倍
。

可见曾
、

容二人

的结合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

应当看到
,

曾国藩办洋务
,

其主观愿望并非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

他要求学西方的
“
船

坚炮利
” ,

以至办其他近代工业
,

其宗 旨在于给古老的封建帝国对症下药
,

使它从奄奄

将毙中霍然而愈
,

重新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

这是 曾
、

容二人政治目的根本异点
。

然而
,

由于

容闲的出谋画策兴办洋务
,

他的关于重视基础工业
、

开采矿产
,

修筑铁路
、

举办航运和派

遣留学生以及创办新型学校等建议均被曾国藩采纳
,

因之
,

曾国藩办洋务的结果
,

却一定

程度上发展 了中国近代工业
,

造就 了一批具有近代技术和管理能万的人才
。

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
,

曾国藩办洋务所引进的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机器设备
、

科学技术
,

当它

们与中国的劳动者相结合和由某些新型人才去管理生产 以后
,

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生产逐

渐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化 ; 而曾国藩欲以此去挽救封建王朝的危机
,

去维系旧的封建生

产关系
,

必然事与愿违
。

这一 切
,

是 曾国藩及其后继者所 无法预料的
。

由此可以看到曾国

藩办洋务
,

其主观愿望在于维护封建统治
,

而客观
.

上则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

从林则徐
、

魏源开始睁 眼看世界
,

到曾国藩得容内之助而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
,

这

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充分注意的事
。

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办洋务
,

虽然因受到阶级局限而未

能以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的姿态出现
,

但他们敢于正视现实
,

企 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以 “
自强

” 、 “
求富

” ,

使中国走向近代化
,

走向世界
,

这 比起封建营垒中主张闭关自

守
、

夜郎自大的保守派
,

却不可 同日而语多 而且
,

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办洋务所带来的积极

的客观效果
,

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

决不可片面地抓住其阶级局限性不放而完全予以否定
。

受过西方教育的容闲
,

他的思想 比曾国落及其后继者前进 了一大步
,

他认为中国之所

以落后
,

主要 由于缺乏适合新的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

他看到了人的知识素质
、

文明程度对

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影响
,

因而要从教育入手去对中国进行
“
根本改造

” 。

但教育制度为

政治制度所支配
,

在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度未得到改造以前
,

容网要推行适应资产 阶级

需要的教育制度
,

并以之救国
,

乃是一种幻想
。

( 本 文作者
:

华南师大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