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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容 阂 爱
一

国 主 义
’

的 曲折道 路

哀 汉 巨 陈 申 决口

容闰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 他从耶

餐犬学毕业后
,

放弃舒适篆华的西方生活
,

立志终

生献身于茜学东渐
, “
维新中即

.

从他回归祖国

探索教国救 民开始
,

历经教育救国
、

变法立国
,

直

至晚年投向革命
,

始终渗透着容阂的一颗爱国之心
。

这正是容闭的伟大之处
,

也是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和

后辈继承发扬的
。

容闲自幼由传教士勃朗先生带往美国
,

他以惊

人的毅力和勤奋
,

升入耶鲁深造
.

在大学期间
,

他

半工半读
,

成绩优异
.

他在自传中说
: “ 常思籍此

时学习
,
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

. ” 由此可见
,

容 阂留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
,

是为了报效国家
。

他大学毕业后
,

拒绝了各界的优厚的招聘
,

返回祖

国
,

开始了他一生中
“
无疑是非凡的

”
事业

,

走上

了为洒学东渐而奋斗的历程
。

1 85 7年
,

他在任某英商公司书记期间
,

时闻外

国列强
“
以强权蚕食我边强

,

扩充其势力” ; 容闭

大声疾呼清政府
“
若不急谋防范

,

则涓涓不塞
,

将

成江河” ,

表露了一个海外赤子强烈的爱国心
。

然

而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

腐败的清王朝
“
防民甚于防

寇
” ,

始终将视线放在对人 民反抗的防范上
。

伟大

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
,

给他带来了一丝新的希

望
。

1 86 。年
,

他直上天京察访
,

沿途看到
“
官军之

残暴” 和太平军秋毫无犯的军纪
,

形成 鲜 明 的 对

照
.

他同情农民革命
,

业一 度 想成 全太 平天 国

事业
。

他曾向天国领导人提出治国措施和建国蓝图
。

他主张
: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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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设善良游府
,

聘用富有

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
、

创 立银行 制

度
,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
、

颁定各级 学校教育制

度
,

将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 七
、

设立各种实习学

校
。 ” 这是容阂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救国纲领

,

初步

展示了中国如何实行资本主义的设想
.

他表示
“
苟

决计实行予
· , ·

…提出之计划
,

则予必效奔走” .

但

客阂的这些设想与太平天国农民们的理想是有距离

的
,

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为主张平均主义的小农思

想的天朝英澎所接受
。

“
容闲的另一

“
夙愿

” ,

就是教育救国
。

他通过

自身的实践
,

认定走这条路是行之有效 的效 国之

道
, “
舍此计划

,

实无救亡之良策 , 、 、 `
、

容闺的教育计划
,

蓄志已久
.

早在读书期间
,

他
“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划大略 于胸 中” .

1 8 6。年
,

容阂向老友洪仁好提的七点建议
,

其中四

点谈的都是教育
。

事隔八年
,

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

昌
,

向清政府
“
条陈四则 ” ,

一
、

三
、

四则不过是

陪衬
, “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第二条的内容
,

就是容阂的教育 计 划
.

他建议
、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储

蓄人材
。

`

派遣之法
,

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

试行之
。

此外还对留学生的要求
、

一

管理
、

教育
、

经

费等等都作了周密的考虑
.

他把这个计划的实施
,

看作是
“

中国二千年厉史中
,

特开新纪元
” ` 。

容闲的教育计划被搁置了三年
.

1 80T 年
,

在僧

国藩
、

李鸿章等人的鼎力协助下
,

清政府经过激烈

辩论
,

勉强同意拨款白银一百二十万两
,

化二十年

时间选派幼童出洋留学
.

容闭被派在留美事务所工

作
。

他提倡教学民主
,

解放思想
,

独立思考
, “
籍

西方文明之学术
” ,

达到
“
维新中国之目的” :

顽固派不能容忍容闺过多地插手学生事务
,

.

千

方百计地凭借手中权力排挤他
.

不久吴子登利用美

国的排 华政策
,

主张立即解散留美事务所
,

撤回全

部留美学生
。

他的建议得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一致

赞同
,

容闽的教育救国计划流产
。

1白了3年秋
,

当最

后一批留美学生抵达后
,

清政府未经容阂同意
,

将他

调到驻美使馆
,

任副公使
。

名义上提升
,

实际上是调

虎离山
.

对此
,

容闭是察觉的
, “ 今发韧伊始

,

植基

未固
。

一旦舍之他去
,

则继予后者
,

谁复能如予之

热心
. ”

他据理力争
,

宁可辞去驻美副公使
,

也不

愿调离留美事务所
。

1 8了6年
,

清政府任命昊子登任

学生监督
,

目的是想控制这支留美学生队伍
. ’

这是

清政府有意安下的一枚钉子
。

吴子登历来 “ 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
” “

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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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叛道之举
” .

他接任后
,

以封建卫道士自居
,

对
“
已定之成规

,

处处吹毛求疵
,

苛求其短
” 。

甚至

不惜采用特务手段
,

向上告密
,

陷害容闺
“
纵容学

生
,

任其放荡淫佚
” .

他危言耸听
: “

此等学生
,

若更令其久居美国
” ,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

害于社会
” .

教育救国的流产
,

是对容阂思想的第二次大震

动
.

他醒觉到
: “

中国根本上之改革
” ,

已是
“

不容稍

缓之事
. ”

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
,

重新卷入救亡图

存的旋涡
,

奋力挣扎
.

甲午战争
,

中国惨败
,

订立 《 中日马关条约 》
。

条款公布后
,

朝野大哗
.

爱国的知识分子推举康有

为连夜起草
“
公车上书

” ,

呼吁光绪帝变法图强
。

从此揭开了戊戌变法
,

改良图存的序幕
.

身居大洋

彼岸的容阂
,

密切注视故国政局
,

他再 也按 捺 不

住
,

为了响应康梁的
“
变法救国

”
的主张

,

他又一

次远渡重洋
,

返回祖国
。

一踏上中国大陆上海
,

容

阂专访了两江总督张之洞
,

建议
“
谓中国不欲富强

则已
,

苟其欲之
,

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
” .

所谓

新政策
,

就是变法自强之法
。

但容阂的建议未被采

纳
,

容闭力图通过封建上层的洋务官僚来实施他富

国强兵的宿愿
,

往往是徒劳的
,

是一种空想
.

然而

他一点不灰心
,

为了配合康梁在北京的变法维新活

动
,

他在南方挥笔倡议清政府
“
设立国家银行

” ,

尽力与康梁南北呼应
,
以促变法之成功

.

18 9 8年
,

在全国爱国舆论的压力下
,

光绪帝开

始亲政
,

重用康梁等维新派
,

力主变法图强
。

戊戌

变法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

容阂得悉后
,

喜出望

外
,

不顾辛劳从上海北上首都
,

汇合到戊戌变法的

潮流中去
.

到京后
,

容阂与康梁会面
,

志同道合
,

相处甚笃
。

戊戌变法期间
,

光绪帝所发布的一百多

条维新法令中
,

好多是出自容闺策划和他的手笔
.

不久
,

百日维新在顽固派的进攻下失败
。

光绪帝软

禁京台
,

康梁流亡国外
,

戊戌六君子上了断头台
,

容闺也被清政府列为通缉名单
,

他潜往香港
,

这对

容阂的爱国热情又是一次沉重的 打 击
.

但 他 不气

馁
,

他还错误地把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已废的光

绪帝和康梁等保皇派身上
.

不久
,

参加自立军
,
业

任会长
,

自立军失败后再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
。

他

重新回顾以往所走过的历程
,

对自己所作的一切作

了深刻的反省
,

他猛醒过来
。

他与改良保皇派断然

决裂
,

站到孙中山革命派一边
,

这是容 阂一 生 立

志拯救中国的最大的转折
,

是一次胜利 的
、

成 功

沟传沂
.

容
.

习主实浅中认识到索 有 为 a 业 非 一

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
” 。 “

强烈抨击康有为及其

信徒
” 。

他对孙中山不仅更为器重
,

而且向孙中山

靠拢
,

认为孙中山
“
是一个很重实际人物

,

为广东

之干才
” 。

从此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程
,

开

始了客 阔成功的归宿
。

为了使孙中山 革 命 早 日成

功
, 1 9 0 9年容阂在美国旧金山制订了一个宏大的 《

红龙计划 》 ,

向华侨捐款 500 万美元
、

10 万支枪枝
、

一亿发弹药
,

以加速革命的进程
。

此时孙中山旅居

新加坡
,
与容阂通信频繁

。

不久
,

孙中山曾到纽约

和容阂一聚
。

1 9 1。年 2月
,

容阂致书 孙 中 山
,

正 式

提出 《 红龙计划 》 的具体步骤
:

,’ l
.

向 银 行 贷 款

15 0万到 2 00万作活动基金 ; 袱成立一临时政府
,

任

用有能力之人
,

以管理占领之城饥 3
.

任用尸个有

能力之人以统率军队 , 4
。

组训军队
。 ”

为此孙中山

又重访美国旧金山
,

并转洛杉机
,

同当时支持中国

革命的美国友人荷马李
、

查尔斯
·

布恩会谈多次
。

同时容阂也几次去荷马李
、

查尔斯
·

布恩处
,

明确

表示他全力支持孙中山的立场
,

苹督促他们迅速筹

款
,

使 《 红龙计划 》 早日付之实施
,

遗憾的是此动

议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达成协议
。

然而从这宏大的

《 红龙计划 》 中可以看出
,

容阂虽已年迈
,

力不从

心
,

但他的爱国之心未减
,

仍竭尽全力
,

促成美国

友人支援中国革命
,

牵线搭桥
,

其用心良苦
。

1 9 11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成功
,

各省 响应
,

清

廷土崩瓦解
,

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孙中山即致电容阂
,

要他回国参政
。

此时容闲已是

八十高龄的老人
,

心有余力不足
,

不堪长途跋涉
,

写信给革命党人
,

热烈欢呼这次革命
。

他认为这是

一次
“
了不起的大革命

” , “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

权的最高峰 ” 。

他提醒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

管理
,

而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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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的预见

,

为后

张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

容阂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人
,

他的一生
,

是

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

他爱国 爱 民
,

不 卑不

亢
,

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功名利禄观念
,

始终不渝

地献身于祖国的富国事业
,

几十年如一日
。

他是一

位
“
热情进取的人钾

,

他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前进
,

披荆斩棘
,

从不气馁
。

他
“
热爱中国

,

信赖中国
,

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

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

伟大的历史” 。

容阂最初重视实业 救 国
、

教育 立

国
,
后来他走上了从政道路

,

终于从一名普通的爱

国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斗士
。

他所走的是

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
,

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

方向
。

他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为子孙后代树立了

一个榜样
,

他是
“
真正的爱国者” 。

他的名字永远

载入史册
,

为后代人所崇敬和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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