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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 新 意 于 科 学 之 中

一
一《读容阂一中国留学生之父》

辛 吾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

历史人物传记受到人们的重视
, 丫雨现出一批较

有价值的著作
。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李喜所同志的新作 《 容阂— 中国留学生之父 》 ( 以下简称

《 容传 》 ) 即为其中之一
。

学术研究贵有新意
,

新意和科学应是和谐和完美的统一
。

《 容传 》 力求科学
,

刻意求新
,

读来令人耳

目一新
。

首先
, 《 容传 》 不是从已有的结论出发

,

摒弃元入为主的偏见
,

通过对大量史料客观
、

缭合的分析 ,

论从
.

史出 , 给容阂一生以恰当的评述
。

容阂基本是一位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历史人物
。

他经历过鸦片战

争的硝烟
,

考察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

参加过洋务运动
,

支持过康有为
、

梁启超的戊戌维新
,

和孙中山亦

有较多的交往
,

为辛亥革命做过奉献
。

他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

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文

学学士
,

中国首批留美幼童的总指挥
,

一生奔波于中美之间
,

力图在中美文化的交流中架起一座友好而长

存的桥梁
。

容闺热爱中国
,

投身于近代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 ; 又崇拜美国
,

津津乐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

明
。

对这样一位较复杂的历史人物
,

在过去某一时期
,

不少人认为容阂是一位买办文人
,

是为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效劳的 “ 走卒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李喜所同志认为应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用改革

开放的观点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
,

重新认识容阂
。

为北
,

他努力搜集记述容阂活动和思想的原始资料
。

他

将容阂用英文写的 自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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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进行 比较研究 , 还从天津图书馆找到了仅存的早期留美幼童回忆容阂的较真实的史料 (英文 ) , 并从容

阂的家乡广东省中山县搜集了一批罕见的资料
。

除了直接记述容阂的中外文资料外
,

作者还翻阅了与容河

有过交往的洪仁环
、

曾国落
、

李鸿章
、

张之洞
、

康有为
、

梁启超
、

郭篙寿
、

孙中山
、

唐绍仪等一百多人 的文

集
、

电稿札记
、

诗文等
,

填补了容蔺史料中的不少空白
。

国外和港台的有关容阂的记述和评论
,

作者亦认

真钻开过
。

在广泛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

作者对此进行考订
、

辨伪和深入研究
,

对其中某些问题写成

论文
.

作者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提炼
,

认为
“
文革

”
及

“
文革

”
前的有关容阂的评价

,

有失片面和公允
.

喜所

同志提出
,

容阿是一位具有变革中国社会的理想并主张对外部世界开放的爱国知识分子
,

他主张中国走向

世界
,

希望改变封建专制制度
,
重视次育

,

尊重人才
,

一生为中国的振兴而奋斗
。

但他对中国国情的理俗

尚不深刻
,

不少看法又有空想性和不彻底性
。

作者结合中外历史
,

从如此宏大的角度研究容阅
,

撰写 《 容

传 》 ,

自然站得高
、

看得深
,
切准了容阂的脉搏

。
《 容传 》 还专立一目

,

论述了容闪的评价问题
,

使读者

有一个总体印象
。

通读 《容传》 ,

总有一种在严密的论证中再现历史人物丰满形象的立体感
。

第二
,

通过典型人物
,

去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 , 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

来考察人物的个性 , 将

人与吐会沟通起来
。

待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是特定社会的产物
,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会从各种历史人物的身上反映出来
。

写人物传记必须注意其吐会性
。

历史人物特定的社会性弄清楚了
,

对这个人物所生活的那段历史的 认识就

更接近真实了
。

《 容传 》 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
,

在解剖容阁活动及其思想的过程中
,

与探讨近代中

国社会的演进规律结合起来
。

通过容阂早年和传教士的往来
,

作者记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

点 , 通过容阂留学美国
,

分析了早期维新派变法思想的源流 , 通过容闰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

作者从政洽
、

经济
、

宗教文化等方面评论了洪秀全失败的原 因 , 通过容阂为曾国藩采购机器
,

论证了洋务运动不可克服

的各种矛盾
, 通过戊戌变法后容阂在政治上的抉择

,

探讨 了改良向革命转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 通过容阂

和孙中山的在来
,

作者考察了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
,

如此等等
。

读毕 《 容传 》 ,

大体可见近代中国社会新

陈代谢的轨迹
。

这种人物和社会的有机结合
,

不仅使谈者在了解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增强历史感
,

而巨也有

助于较准确地揭示 传主的个性
。

《 客传 》 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容娜贫困而多变的家庭生活
,

从中可以看出

家庭对容阂思想的影响
。

作者还抓住字阂多年生活在美国这一特点
,

论述了美国的政治
、

经济
、

思想文化

和社会习浴对他的影响
,

探讨了早期巾国人在西方文明包围下的思想变迁
,

从而分析了容国在早期维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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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

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个人专制制度
,

承认君主

专制制度是不完善的
.

这在认识 上 是 个 突

破
。

袁世凯
、

张之洞
、

周馥
、

端方和驻外国

公使们纷纷配合立宪派奏请立宪
,

在新洋务

派与立宪派人的鼓动与策划下
,

清 王 朝 于

1 9 0 6年宣布预备立宪
,
它是新政的合理深 入

与发展
,

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新政

”
是近代史上继洋务运动

、

戊戌

变法的第三次改革
,

它的内容和实际成效都

超过了前两次的改革
。

从历史上看
,

社会的

进步
、

经济的发展
,

是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改

良或改革所积累起来的
。

所 以
,

对于历史上

的改革活动不容忽视
。

从 1 9 0 1年 至 1 9 0 5 年

间
,

陆续颁布的上谕
,

提出推行新政的不下

30 余项内容
,

之后年年有所增加
。

主要内容

涉及到教育
、

司法
、

官制
、

军制
、

财政等诸

方面
.

鼓励和刺激工商业 的发 展
,

特别 是

— 推行预备立宪
,

在中央建立了资政院
,

各省成立了咨议局
,

个别州县成立 了议事会

即县议会
,

从君主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
。

不管当初的出发点如何
,

新政不论从理

论上还是实践上
,

都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

对

国家的发展
,

社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意义
。

而且
,

新政的推行还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提

供了某些有利条件
,

如同盟会的成员
,

主要

是由新政期间的留学生和学生所组成
,

比如

1 9 0 5一 1 9 0 7年加入同盟会
,

可以查出成份的

37 9人中
,

留学生 和 学 生 占 了 3 54 人
,

占

1 9 9 1年第5期
·

1 3
·

92 % 。 。

又如
:
商会的发展和壮大

,

使它在

辛亥革命过程中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

再者
,

各省咨议局对于推动各省脱离清王 朝 的统

治
,

投向革命阵营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

今天的历史是从昨天的历史发展而形成

的
。

戊戌变法失败了
,

但中国社会近代化 的

总趋势不能改变
。

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

政的产生
,

而新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变

法的继承和发展
,

同时又为辛亥革命创造了

某些条件
。

它们之间有着直接和间接
、

有形

和无形的联系和影响
,

对这些问题是值得认

真研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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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有的思想个性
。

容阂一生最有影响的事业是向美国派第一批留学生
,

作者抓住这一重点
,

对詹天佑等

12 。名幼童的学习
、

生活和思想追求作了详细叙述
,

从中可以发现容阂的性格和思想情趣
。

尤其是这 些 留

美幼童后来对容润的评论和回忆
,

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容闹的风姿
,

作者亦用较多篇幅给予记述
。

容丙当过

买办
、

开过商店
、

办过外贸
、

建过学 堂
,

与众多的美国人和清廷的各级官吏及各种派别的政治人物有这样

那样的交往
,

这是了解容同的又一重要渠道
。

翻开 《容传 》 ,

有关论述丰富而深人
。

总之
, 《容传》 立足

传主
,

着眼社会
,

揭示社会
,

考察人生
。

这无疑是具有科学意义的
。

在现实生活中
,

真正认识一个人亦为难事
,

何况历史人物乎 ! 所以我们只能讲
, 《 容传 》 对容娜的研

究仅是一个阶段的记录
,

而不是容闺研究的终结
。

由于某些条件的制约
,

作者所掌握的美国现存的容闰资

料尚属有限
,

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限制作者的视野
,

使某些论述有失全面
。

但愿作者锲而不舍
,

对容淘

其人和中国近代社会得出更深刻的理悟
,

再添睿智佳著
,
以飨学界

。

总之
,
和作者前几年出版的 《 谭嗣同评传 》 ( 河南教育出版社 )

、

《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 ( 人民出版

社 ) 两本专著 姻比
, 《容传 》 是又一部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颇具新意的佳作

。

据悉
,

作者又应人民出版社

之约
,
正在撰写 《 梁启超传 》 ,

祝愿 此书早日问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