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继林则徐之后
,

为祖国向世界寻求知识
,

寻找真理作出重 大贡献

者
,

是容阂
。

但他不同于 林则徐
,

他不是清廷的大臣
,

他只 不过是一个 出身于

贫苦农家而侥幸获得留学机会的普通 知识分子
。

他既无权也无势
,

他

既不愿替殖民主义当传教士
,

也不愿为外国洋行当买办
,

更不希冀能

在腐败的清政府里 当官
。

他唯一的愿望是
:

使中国的青少年都 能象他

一 样
,

获得机会到外国 留学
, “

以西 方之学术
,

灌输于 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 文明富强之境
”

①
。

这是他在美国耶鲁大 学 即 将 毕业 那一年

所发的一 个虔诚的心愿
。

触使他萌发这 心愿 的导 因是清 廷 的 腐 败 落

后
。

他 说
: “

予当修业期由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迫末年而

尤甚
。 ”

②这就反映了他关 心国事
、

忧国伤时的爱国思 想
。

他下决心

选择
“

最有益于 中国
”

的事去做
。

容 氏这个开 拓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的志愿
,

决 非 偶 尔 心 血来

潮
,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

筹之 己熟的
。

他说道
: “

尚未毕业时
,

已预

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画大略于胸中矣
, ”

③此即他后来于 18 年后 向曾

国藩献议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 蓝图
。

他这志 愿和理想
,

从设计蓝图到

见诸事实
,

其相隔时间之长
,

从中不难想见其艰难曲折
。

他的朋友特韦契耳 ( T w i c h d l
,

或译吐依曲尔 ) 牧师记述说
:

容

氏
“

和同班同学卡特勒 ( C ar ol C ut l er
,

现 在是 西方储备大学校长 )

的儿次散步长谈 中
,

他提出和谈论 了当时正在 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

国留学计划
。

想法产生 了
,

愿望正 在形成
;

但要变成现实
,

道路却是

漫长的
。 ”

④要变成现实的道路是漫长的
,

事实确是这样
。

容氏一从耶鲁毕业就亚巫于回国
,

力图实现他开拓中国近 代留学

教育事业的抱负
。

就当时的客观
J

清况看来
,

可 以说
,

实现他这个抱负

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

他 回到中国
,

连找职业都感到困难
,

自然 更谈不

上什么理想和愿望 了
,

这抱负之于他
,

有点迹近于幻想
。

连他 自己也

不得不承认是一个
“

梦想家
” ,

他说
: “

一 个人在奋斗的一生 中
,

需

要做一 个梦想家
,

然后才有可能把梦 想变为事实
。 ”

⑤ 而他的可贵之

处
, ’

冶恰在于
,

敢于把这个虔诚的意愿 和梦想变为事实
,

做
“

最 有益

于 中国
”

的事
。

最难得的是
,

尽管经过许多艰难曲折
,

他依然对这个

开 拓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计划
,

始终抱着坚强的决心和 信心
。

他后来

总结这条经验说
: “

吾人之 意想
,

固亦有时成为事实
,

初不必尽属虚

幻
。 ”

⑥而
“

予之教育计划
,

愿遣多数青少年子 弟游学美国
” ,

即其

一
。

容氏终于实 现 了他这个愿望
。

六

容氏之所以能够实 现他的这个迹近于幻 想的愿望
,

既 属偶然而 又

决非偶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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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偶然
,

是指象他这样一 个无权无势的中

国第一个留美归国的落拓的知识分子
,

居然会有

机会结识权倾一 时的清大 臣曾国藩
,

从而得 以实

现他怀抱 已久的留学教育计划
。

象这末难得的 一

个机遇
,

不能不说是出诸于偶然
。

而曾国藩一死
,

他的这个计划
,

就由于封建顽固派的破坏
,

遂半

而废
,

顿时化为乌有了
。

所谓决非偶然
,

是就派遣留学生 出国此事而

言
,

象这样的新事物
,

始终要出现的
,

即使不是

容氏
,

也会有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倡议
,

只 不过是

容氏能洞烛机先
,

开其先河罢 了
。

事态 的发展是很明显 的
,

中国既然不能闭关

自守
,

势必就会有象林则徐那样
,

敢于
“

开 眼看

世界
”

是提倡向西方学习
, “

师夷 长技以制夷
”

的人
:
既然要

“

开 眼看世界
` ’ ,

向西方学 习
,

势

必就会出现象容氏那样
,

敢于 提出派遣成批留学

生出国
,

以培养近代化人 才
一

的倡议
。

这无非是个

“

西风东渐
” ,

提倡新学
,

以图富 国 强 兵 的问

题
。

此乃客观形势所使然
,

迟早是回避 不了的
。

因此
,

尽管容氏这个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被破

坏了
,

受挫于一 时
,

但毕竟大势所趋
,

其后清廷

终于不得不再继续派遗 留学生出国
,

甚至 如上文

所述
,

形成了一 种社会风气
,

派遣留学生 之多
,

达到了惊人的 程度
。

可见此种时代新潮
,

决不是

昏验的清廷顽固派所 阻挡得了的
。

他们对派遣留

学生这样一些新生事物
,

采取破坏 和 扼 杀 的态

度
,

适足 以反映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顽固恶劣而

已
。

所以我们 说
,

容氏之得以实现其留学教育计

划的愿望
,

既 棍偶然而又决非偶然
,

这是事物发

展的辩证的统一
。

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碰到波

折
。

受到摧残
,

也是不足为奇的
。

七

容氏这个
“

西学东渐
” :

派遣留学生出困培

养的教育计划
,

从他最初的设想到变为现实
,

相

隔达十七 八年之久
,

上 距 林 则 徐
“

开 眼看 世

界
” ,

向西方学 习
, “

师夷 长技以制夷
” ,

又相

隔 了三十年
。

从这里可 以看到
,

在清延的顽 固封

建势力 的黑暗统治下
,

中国人民要打开 眼望世界

的窗 口
,

i诉向 l止界
,

认识 !.fI 界
,

走向世界
,

是何

等曲折 艰难 !

林则徐奉派到广东禁烟的时候
,

容阂才不过

是个十一 二岁的穷孩子
,

大约正在这个时候
,

他

从澳门南面的小岛的南屏村
,

过海来到澳 门的马

礼逊学校学习
。

这是个外国人办的最早 的教会学

校
。

鸦片
.
浅争后不久即迁往香港

。

主持校务者为

耶鲁大学留业的美国牧 师 勃 朗 ( R e v
.

s
.

R
.

B r o w n )
。

正是这个勃朗
,

五年后促使他得 以

有机会留学美国
,

时年 1 9 岁
。

他入马礼逊学校

时
,

年纪还小
,

一

也许对当时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及

其爆发的鸦片战争
,

尚无多大认识
。

学佼迁往香

港后
,

他是有所感触的
。

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

“
1 0 4 0年鸦片

.

浅争起
,

其后结果
,

即 以香港让于

英国
。

马礼逊 学校遂于 1 8 4 2年迁 于 香 港 某山之

巅
, ·

…登 山眺望
,

白东至西
,

港 口全境毕现
。

即此一 处
,

已足见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
,

无怪外

人垂诞
。 ”

⑦从字里行间
,

透露出他 的 爱 国情

怀
。

及长
,

他也象林则徐一 样
,

是 主张禁烟
、

反

对鸦片贸易的
,

这点
,

无疑地也是可贵的
.

他在白

传中有这么一段记 述
: “

予 居京 三月
,

颇欲没法禁

止鸦片之输入
,

灭绝中国境内之莺粟
。

乃上条陈
一

J
三

政府
,

请其采择施行
。

旋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

告予
,

谓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材
, :
玫一时未能

实行
。

于是予此计划
,

束之高阁者垂二十五年
,

直至近数年来
,

始见此问题于万国公会提出讨 论

焉
. ”

⑧其实
,

所谓
“

缺乏办理此事之人材
”

只

不过是个藉 口
,

鸦片战争后
,

卖国 投 降 的 清政

府
,

哪里还敢谈及禁烟呢
。

这里所说的
“

居京 三

月
” ,

J行的是光绪七 年 ( 2 8 3 1年 ) 的事
,

其时
,

容氏所带去的留学生 已全部改撤回 国
,

作为留学

生监督的他
,

此时也正回 国销差
,

在京 闲住
,

为

清廷所冷落
。

而他竟缺乏 自知之 明
,

上条陈禁烟
,

尽管是出白一片爱国心
,

也未免失 之于 太天真
。

不难设想
,

当年林则徐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

成

效卓著
,

尚且落得个被贬 黝充军的冤屈下场
,

你

容氏这个被撤职的留学生 监督
,

又能起什么作用

呢 ?

不过话分两头
,

对于 派遣留学生出国这件事

来说
,

当年容 氏的条陈
,

确实起过作用
,

取得成

功 了的
,

虽说其后半途夭折
,

毕竟曾于 同治十年

(
1 8 7 1年 ) 至光绪七 年 ( 1 8 5 1年 ) 这十年 间

, ,

: {全

了 1 2 。名幼童赴美留学
,

造就了一批人 才
,

为
1
1

:

囚留学教育事 业开辟 了 条架道
,

其功是不可没



的
。

容 氏同他的老 师勃朗一样
,

毕 业 于耶鲁大

学
,

但他却又不同于 勃朗
:

他 没有做传教士
。

他

从美 国游学归 国以后
,

为 了谋职业
,

奔波了七八

年
,

生活的折磨和缺乏 门路
,

使他的开拓留学教

育事业计划
,

不得 不暂搁在一 边
。

他 目击清廷 的

腐败而 又残忍
,

特别是看到两广总督叶名深屠杀

七万五千余广州群众们的惨状
,

非常反感
, “

愤

患之极
” , “

食不下咽
,

寝不安枕
” , “

深恶满

人之无状
” 。

他
“

同情于太平军
” ,

甚至
“

欲起

为之 响应
”

⑨
。

所 以
,

他的教育计划
,

最初并不

想仰赖于 清廷
,

他 既同情太平 天国
,

遂有天京之

行
,

那是在他由美归 国的六年之后
,

他在天京访

晤 了在香港时所结识的干王 洪仁开
,

提 出了 如

下七项建议
:

一
、

依正当之 军事制度
,

组织
一

良好军 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 汝
,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

官
;

三
、

建立海军学佼
;

四
、

建设善 良政府
,

种 llJ 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
、

创立银行制度
,

及厘订度量衡你准
;

六
、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稣教圣经

列为 主课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L

这七 项建议
,

实质上是个资产阶级近代化建

设的纲领
,

其中涉及军事
、

政治
、

经济
、

教育等

各方面的方针和具体措施
,

而重心则首先在于建

立各项制度和培育近代化建设的人材
;
当中建立

各级学校
。

实业学校及军校是 最根本的
,

教育占

了七 项中之四项
,

可见其居于重要地位
,

尽管他

出
“

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
”

是不恰当的
,

这无疑的

由于受到西方学校制度的影响
。

在建议中
,

他还未

正式提出派遣留学生 的计划
,

看来是由于当时太

平天国尚未取得全国政权
,

条件未臻成熟的原故
。

这个建议
,

于 1 8 59 年洪仁 三于初到天京 时向 天

王洪秀全所提出的开工厂
、

修铁路
、

办报馆
、

开

放言论 自由等的主张⑥
。

基本上是一 致的
,

都反

映了他们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共同愿望
,

所以容

氏这个建议获得 了洪仁 〕千的赏识和重视
,

洪仁环

还就此建议同容氏还条 11功仆讨论
: “

渭 何者最

仕
,

何者址要
,

侃侃而谈
,

殊中肯紧
”

L
。

容氏

认为 在太平天 国后期诸王 中以千王洪仁汗最具

近代化头 脑
. “

盖干王居外久
,

见闻稍广
,

故较

各王略悉外情
,

印较洪秀全 之识 见
,

亦 略高一

筹
。

几欧洲各大强国所 以致富之故
,

亦能知其秘

钥所在
,

故对于 予所提议之七事
,

极知其关系重

要
”

⑥
。

既然 干王洪仁斤如此器重容氏
,

重 视 其 建

议
,

随之又颁给爵位
,

他为什么不肯留下来为太

平天国效命呢? 他不是愤于 清廷腐 败
、

屠 杀群

众
, “

儿欲起而为之响 应
” “弓? 何况

,

他还当面

向洪仁环表示过
:

倘
“

采纳予言
,

愿 为 马 前 走

卒
”

⑧呢 !

对 于这个问题
,

有一种议论认 为
: “

他们

( 按
:

衍 以容氏为代表 的
“

接受资本主义 思想的

知识分子
”

)
`

犷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

曾国藩
、

李鸿章等人的身上
。 ”

⑥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历史事实证明
:

容 氏当时既不认识曾国藩
、

李鸿章
,

也并不想结认这些清政府的权贵
,

恐怕

连做梦也 没有想到 日后会有机会见到他们
;

当时

他只一 心一 意地希望能为太平天国效力
,

沂 以一

见到洪仁开能了解此
“

七事
”

的重要性
。

但是光

洪仁开一人是做不 了主 的
, “

第善善不能用
,

盖

一薛居州无能为役
。

且此时肖要 人皆统兵于 外
,

故必侯协议
,

经多数赞成
,

乃可实行也
。 ”

他分

明知道
`

他的建议不可能实行
,

因而不肯贪 恋这个

授予他的四 等爵位
,

明叨白白告诉洪仁开
: “

无

论何时
,

太平军领袖诸君
,

苟决计实行予第一 次

谈判时提出之 计划
,

则予必效奔走
。

无功之赏
,

则不敢受
。 ”

L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胸襟 ! 他何

尝有
“ ’

了愿
” “

把希望寄托在 人平天国的敌人
”

身上 的任何打算呢?

其实
,

他去褐见洪仁计的时候
,

己是太平天

国的末期
,

即扬韦自相残杀
、

石达开 波逼出走 以

后
,

而洪仁开又并无实权
,

所以
,

他的建议不能

实行
,

是势所必 然的
,

决非他不愿把希望寄托于

太平天 国
。

反之
,

他倒确实没有把希望寄托腐败

的清廷 及其权贵一
,

一如价国藩
、

李鸿章之流
,

尽

管他对曾国藩有过错误的评价
;
只要看看他对太

平天 国革命之起因的评 论就足 以丧明这一 点
。

他

说
: “

子怠当时即无洪秀全
,

中国亦必
一

不能免于 革

命
。 ”

认为
“

恶棍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
,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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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因
,

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

政以贿成
。 ”

L他

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必将被革命推翻的腐败

政府及其权贵身上 呢 ?

或日
:

他后来不是由于得到
“

太平天 国的敌

人曾国藩
、

李鸿章
”

的支持
,

才得以实现其派遣

留学生
、

开拓留学教育
,

事业的计划
,

遂其夙愿

吗 ?

是的
,

从表面看来
,

似乎如此
;

但一旦弄清

其来龙去脉
,

经过认真分析
,

事物的本质就清楚

了
。

容氏说
: “

南京之行
,

本希望遂予夙志
,

素

所主张之教育计划
,

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
,

二者

有所藉手
,

可 以为中国福也
。

不图此行结果
,

毫

无所得
。

履之对于 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
,

庶几此

新政府者能除 旧布新
,

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
。

以

予观察所 及
,

太平军之行为
,

殆无有造新中国之

能力
,

可断言也
。

于是不得不变计
,

欲从贸易入

手
,

以为有极巨资财
,

则借雄厚财力
,

未必不可

图成
。 ”

L

显然
,

他想通过做生意赚大钱来实现他的开

拓留学教育事业计划
,

也只 能是可 望而 不可 即的

幻想
。

尽管如岁
,

却可 以表明
,

他离开 南京后
,

并

没有任何投靠
“

大平天国的敌人
”

以实现其夙愿

的打算
。

他是怎样同
“

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
、

李鸿

章
”

接近
,

又是怎样通过曾
、

李实现其留学教育

计划的呢 ?

并不是他想去
“

投奔
”

曾
、

李这 些权贵
,

而

是曾国藩要找他
。

曾国藩为什么要 找他呢 ? 不但

后人 以及世史家感到 意外
,

就是曾经为太平天国

出谋划策的容氏自己
,

当年也大吃一 惊
。

他深感

怀疑
: “

私念此大人物者
,

初无所需于 予
,

急欲

一见胡为 ?
”

L深怕被疑为
“

奸细
” ,

诱之 以置

于法
;
所 以

“

踌躇再之
” ,

乃婉谢曾国藩之名
。

后来才弄清楚
,

原来曾之所以托人去找他
,

是要

委托他出国购办机器
。

一一这是 1 8 6 3年的事
:

上

距他渴访洪仁 汗之后三年
,

下距天京之 陷落
,

只

不过一 年光景
。

推荐他给曾国藩的
,

是张世贵 ( 斯桂 )
,

同

容氏只 不过是泛泛之交
。

曾国 藩显然并不知道容

氏与洪仁 j1
二
之间的关系

。

于是
,

在曾国藩的两次

召见中
,

容氏得知有建立机器厂 之议
,

就主张先

办
“

一 良好之总厂为母厂
” ,

先购买
“

制造机器

之机器
” ,

为中国近代化工业打下基础
,

这就是

当年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厂一一江南制造局⑧
。

对容氏这样一个
“

接受资本主义思想 的 知 识 分

子
”

说来
,

为发展 中国 近代化工业而出国购办机

器
,

这样的差使他乐得去做的
。

就这样
,

两年后

( 1 8 6 5年
,

即同治四年 ) 他完成了出国采购设厂

的任务
,

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的虚衔
,

实际上只

不过是 一个译员而 已
。

这时
,

太平天国败亡 已经

一 年 了
,

容氏于五年前所向洪仁开提出的七项建

议
,

显然 已成了泡影
,

这怎能怪他不把希望寄托

于
、

杖平天 国呢 ?

他当时还不是个革命者
,

用今天的话来说
,

其思 想觉悟不高
,

他只不过是同情革命
,

愿为 人

平天 国效命奔走
,

以促进中国近代化
,

为祖国为

人民造福
。

其派遣留学生计划
,

为祖国开 拓留学

教育事业
,

根本 日的意图
,

也就在于此
。

所以决

不能因为太平 天国失败了
,

他就停步不前
,

放弃

这个夙 愿
。

因此
,

他利 用曾国藩这些洋务派同他

接 近的机会
,

力图实现这个计划
,

就是理所当然

的 了
。

这分明是不得 已的
。

为什么还 要 遭 到非议

呢? 显然
,

如果容 氏当年不 能实现 这个计划
,

则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渠道的开辟
,

不知又推迟到何

年何月
。

这种推迟
,

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

发展

近代化工农业
,

培育科学技术人才
,

显 然是不利

的
。

何况
,

容氏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 中
,

经过

了多少艰难曲折
,

后 来甚至被中途腰斩了
,

这 又

该怎么说呢?

/又

前面说过
,

容氏有机会结 识权倾一时的清大

臣 曾国藩
,

使其怀抱 已久 了留学教育计划得 以兑

现
,

乃出 了于偶然
。

连容 氏本人也认为
, “

予初

不意得此机缘
。 ”

@ 然而他同内 也 意 识 到
,

他

“

与总督 ( 曾国藩 ) 初无 旧交
,

… …若贸然提议

予 之教育计划
,

似嫌冒味
。 ”

⑥所 以不但见曾时

不敢当面提出
,

就是出国 采购机器归来
、

获授五

品候补同知衔 以后
,

也还是通过江苏巡抚丁 日昌

来转请曾国藩代奏的于此可见
,

他同曾并无深切

关系
,

感到没有把握
,

一

与洪仁 汗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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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容氏这个计划
,

虽 已得到曾国藩的支持
,

上

奏清廷 ? 但却又被延搁了三年
,

才得获批准
;
待

1 87 2年 ( 同治十一 年 ) 夏末第一批 留美学生出国

时
,

曾国藩早 已上年冬去世了
,

继 其 位 为 李鸿

章
。

这个李鸿章不但不那么积极支持
,

甚至适得

其反
。

后来就见分晓了
。

按计划
,

留学生定额为 120 人
,

分四 批 分送

赴美
,

规定 自入学至 学成为 15 年
,

可是事实上仅

仅执行了十年就崩了
。

这原 属意中
。

为什么 呢?

表面上似乎是容 氏与历任留学生监督陈兰彬
、

吴

嘉善 ( 子登 ) 之流发生矛盾
,

实质上是清廷封建

顽固保守派一贯反对出洋留学
、

反对对外开放
、

反对 近代化的必然结果
。

前面 已论 及
,

昏绩的清

廷顽固派对于派遣留学生这样一 些新生事物
,

本

来就采取敌视和仇视的态度
,

所 以肆意加以扼杀

破坏
,

是 不足为奇的
。

现在听到吴嘉 善 之 流 奏

报
,

说什么这些留学生受到西方民 主思想和生 活

方式的影响
,

连辫子 都剪掉了
,

将成为
“

美化
”

( A m e r i c a n i z e d ) 的人
,

变 成
“

洋 鬼 子
’ ,

( F o r e i g n L e v i l s ) 了
, “

不复是
一

卑恭的大清顺

民
”

了
,

他们自然更加冒火
,

清廷 也就立刻下令

把全体留学生撤回国
,

连李 鸿 章 也
“

赞 成 其

议
” , “

不愿 为学生援手
” 。

( 据第 二 批 留学

生
、

在海关工作的温 秉忠于工9 2 3年 12 月 向北京税

务学校学生所作的讲演
。

转引自钟叔河著 《 走向

世界 》 ,

中华书局版页 1 3 5 ) 容 氏的留学教 育 计

划
,

至此便告吹了 ! 这是容 氏与身而见的事
,

他

又怎敢把希望 寄托在曾李身上呢? 这不是显而易

见的道理 ?

听到这 些留学生全部被撤回国
,

中外有识之

士
,

莫不感到惊诧和婉惜
,

连美国著名作家马克
·

吐温
、

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等人
,

也很关切
,

分

别联名致函清政府
,

请收回成命
。

但无济于事
。

1 88 1年 ) 光绪七 年 )
,

他们终于被逼归 国了
。

全部留学生 12 0人
,

除因病
、

夭 折
,

中途辍

学者 26 人外
,

余 94 人
,

只 有詹天佑
、

欧阳庸二人

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

尚有 60 人正在读大学
、

32 人

在读中学
,

中断学业是很可惜的
口

因而有少数敢

于抗命
,

不愿立即回国
。

其中有容拱
、

梁敦彦
、

唐绍仪
、

张康仁
、

谭耀勋等
,

连詹天佑和欧阳 庸

也不肯回国
。

有的人剪了辫
,

甚至信了教
。

例如

容氏
,

于 1 8 8。年考入了哈佛大学
,

清廷发现他剪

了辫
,

就立即消其官费
。

容氏则同情支持他们
,

暗中给他们留下一笔必需的费用
,

使之得以完成

学业
。

其后这些人也 都陆续回国
,

发 展 了 其所

长
。

从这些异学生归国后的表现可 以看到
,

他们

并不象吴嘉善所奏报的那样
,

变成
“

洋 鬼 子
”

了
,

反之
,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爱国者
.

就

拿他们归国未久所参加甲申中法之战和甲午中日

之战来说吧
,

其中蔑佑 福
、

邝泳钟
、

黄季良
、

杨

兆楠四人在抗法战争中壮烈牺牲
,

陈金教
、

沈寿

昌
、

黄祖莲三人在战争中壮烈牺牲
,

他们为祖国

抗御外侮
,

赴义成仁
,

成了烈士 ; 而容耀垣 ( 星

南 ) 则在抗法战争中荣获五 等军功赏
,

吴应科在

抗 日战争中获得清廷授予
“

巴图鲁
”

的 荣誉 称

号
,

表彰了他们的战功
。

这无异于给吴嘉善之 流

以一记响亮的耳光
,

证明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恶意

攻击
,

无非是力图破坏新生的留学 教 育 事 业吧

了
。

这些归国后的留学生
,

确实对祖国作出了贡

献
,

为中国近代化事业起了促进作用
,

这是不容

否认的
。

据粗略统计
,

他们归国以后从事于外交洋务

( 包括海关 ) 者为最多
,

约 31 人
;
次为海军与航

业
,

约 2 8人
,

再次为电信
,

约 18 人
;

铁路约 1 6

人
;
较少者为工矿业

,

约 9 人
;
医业约 5 人

;
教

育约 5 人
。

其中
,

詹天佑最早毕业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学

院铁路工程专业
,

是我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
.

特

别是
,

他曾主 修京张铁路
,

自行勘察
、

设计
、

规

划
、

施工
,

亲 自经营领导
、

尽管工程艰巨
,

竟能

提前完工
,

开 了我国不假外力
、

自建 铁 路 之 先

河
,

深为中外人士赞誉和景仰
.

从而
,

于 清末 民

初
,

形成了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一批 中国最早的铁

路工程师队伍
,

包括邝景阳
、

卢祖华
、

罗国端
、

梁如浩
、

钟文耀
、

周传谏
、

黄仲良
、

陆锡 贵等

人
,

其中卢祖华
、

梁如浩
、

钟文耀等九人
,

还当

过铁路局局长
,

梁如浩于 民国初年还任过交通 总

长及外交总长
。

他们对祖国铁路事业之创建
,

都

作过有益的贡献
。

在矿业方面
,

则有邝荣光
、

吴 仰 曾
、

陈荣

贵
、

邝贤傅
、

曾溥
、

梁普照等一批中国最早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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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
,

其中邝洋:光对 :iJ 采 l lJ 西煤矿
,

吴仰曾对

开采河北开 滦煤矿
,

光作出过较突出的贡献
。

在 电信业方面
,

也了j 了朱 宁伞
、

程大业
、

梁

金荣
、

周万鹏
、

方伯梁
、

袁 咬州
’ 、

孙广叨
、

吴焕

荣
、

陶廷庸等一批 中 i1[ 最早的 }匕价工 程师
,

其中

朱宝奎
、

程大业
、

梁金荣
、

衰长坤
、

陶廷庸等五

人
,

做过电报局局 民
,

方伯梁当过粤汉铁路电报

部主任
,

朱宝奎还任过交通部次长
。

他们对祖 国

电信业的开拓和发展
,

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

而

程大业对敷设从北京到内蒙占的电报线工程所作

的贡献
,

厥功尤伟
。

海 军方而
,

人才尤众
,

除上而 己提到茨佑福

等七位为国们躯的烈士
,

以及曾荣获军功的容耀

垣
、

吴 应科外
,

还有容尚谦
、

蔡廷斡
、

邓士聪
、

苏锐钊
、

曹家祥
、

宋文判
、

邝 国光
、

吴其藻
、

吴

敬荣
、

徐振鹏等
,

其
,
!
,

容尚谦曾参加过中法
、

中

日两次海战
,

担任过环泰舰舰长
;
蔡廷价先在大

沽口 鱼雷艇服 役
,

参加过甲午中口海战
,

后 升为

海军元帅
,

晚年著有 《 启诗英韵 》 ( C h m e沈

P o e m i n E n g z i s h R h y m e ) 等书
,

在 英 关甚

为流行
,

刘
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所 贡献
。

这批海军人

才
,

有九 人当过舰味
,

吴应科还任过舰队司令
,

并与吴敬荣一道
,

于民 国初年当过总统黎元洪的

顾问
;
而徐振鹏于 清政府筹建况军部时即参预了

筹建工作
,

先后任过司长和海军部次长
。

他们对

中 国最早的海军建 设
,

超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

并

且参加了抗敌御侮的卫国战争
,

立 下 了功劳
。

综上所述
,

尽管概括姆较粗略
,

不够全面细

致
,

但已足 以窥见
,

容 氏所苦心开创的近代留学

教育事业
,

是卓有成效的
。

他带去的留学上
,

名

为 1 20 人
,

实则不足百人 ( 94 人 )
。

归国 后 绝大

多数都抱有爱国情怀
,

能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

出积极的贡献
,

特别是在铁路
、

矿业
、

电信
、

海

军等的科学技术方面
,

都是带开 习性的
,

他们为

之含辛茹苦
,

奠下初墓
,

影响是深远 的
。

倘其留

学教育计划
,

不是被清廷封建顽 固保守势力扼杀

于摇篮之中
,

其成就自然远 不止于此
。

所 以容氏在其亡l传 《 M y L i f e i n C h i n a

a 朴 d A m er i c
a 》 即 《 西学东渐记 》 中 说

: “

所

幸者
,

首批幼童中
,

有二三坚忍不拔
,

卒成径世

之才
。 ”

这使他感到聊足以自然的了
。

他还拳拳

属望
: “

因其呼号 援引
,

庶 得体中 国学生复能万

里来航
,

研讨西学
。

中口之强
,

或在兹乎 :
”

足

见他对其所开 创的留学教育事业
,

始终是念念不

忘的
。

果然
,

正当容氏言念及此的时候
,

适巧美

国愿意 退还庚子赔款一部分
,

作为中国学生留美

费用之基金
,

井于 1 9 1 1年 ( 宣统三年 ) 成立清华

留美预备学校
,

主其事者为唐国安 ( 第 一 任 校

长 )
,

正是容氏当年带往美国留学 的 第 二批幼

童
,

如今继他来主持培养出国留学生的校务了
。

从此
,

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又兴旺起来
,

可见这个

历史潮流毕竞是阻挡不住的
。

形势变了
,

当此留

学教育事业复蛙之际
,

顽固腐败的清王朝的丧钟

也随之敲响了
,

这真是个历史的讽刺
。

而领导推

翻 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

如孙中山
、

黄兴

等
,

也正好是一批怀着民族民主革命抱负的留学

生
。

一位教育学家舒新城在他的 《 中国近代留学

史 》 一 书中说了几句很中肯的话
,

他说
: “

欲述

留学生 之渊源
,

不可不先知容阂
。 ”

由此可见
,

容氏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开 拓者 的 历 史地

位
,

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

九

容氏的留学教育计划遭到反动封建顽 固势力

的破坏
,

他的事业受到 了挫折
,

倒使他进一步认

识到清廷之 不可恃
,

不能把祖国近代化的希望寄

托于 它
,

一一这末一个腐败没落的封建王朝
。

经

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
,

他终于从一个资产

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上资产阶级 民族民主革

命的道路
,

成为孙中山反清武装起义的积极支持

音
,

并派儿子容观槐去担任孙中山
、

黄兴所委任

的广东制造局 ( 兵工 厂 ) 的 总工程师兼总理
。

孙

中山
一

也很器重他
,

当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

时候
,

曾
一

专函邀请容 天回国
。

函中说
: “

民 国建

设
,

在在需才
,

素仰盛名
,

播震寰宇
,

加以才智

学识
,

达练过人
,

用敢备极欢迎
,

恳 请 先 生归

国
。 ”

( 1 91 2年 l 月 ) 可惜当时容 氏正 患中风
,

未能遂归国效命的意愿
,

同年四月
,

也就在美国

辞世 了
,

终年 83 岁
。

如上所述
,

从林则徐的
“

开 眼看世界
”

到容

氏的
“

西学东渐
” ,

导引我们认识世界
、

走向世

界
,

是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历 程
。

缅怀过去
,

瞻

望未来
,

对于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是有着深刻



我今年七十五岁
,

出生在南海馆
。

戊戍变法时
,

康 有 为 就 住在我现在住的这

个院子
。

因为院子 内栽有七棵树
,

当时称做
“

七树堂
” 。

听 老一辈人说
,

康广仁

来戊戍年来京时
,

也住在市海馆
,

在
“

七树堂
”

后面第三个院子 言测靠菜市胡同

方 向的一个小院里
。

戊戍政变那天
,

康广仁
、

梁启超等四 人正在尾里打牌
,

清军大队人 马向南海

馆扑来
。

邹院有个厨 子看到清军
,

知道是来抓康氏兄弟的
,

赶紧跑来送信
。

梁启超

得信
,

立刻起身
,

把自己的钱塞给厨子
,

匆匆离去
,

因而脱险
。

康广仁也给了厨

子钱
,

井换上 了这个厨子 的衣服
。

但是
,

他临行前又犹豫不决
,

二返其院
,

于是

发生 了变故
。

清军包围了南海馆
,

周围的高墙上站满了清兵
。

康广仁的厨子 ( 不

是报信的那个厨子 ) 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
,

正怀恨在心
,

看到大队清

军和康广仁松徨的样子
,

知道清军是来抓他的
,

便乘机报复
,

向清军告发了他
,

康广仁因而被捕
。

在康广仁被押赴菜市 口刑场的那天
,

粤东乡亲纷纷捐钱给西鹤年堂药铺 ( 今

鹤年药店 )
。

因为这个药铺地处菜市口 ( 它的招牌是明代大奸相严尚题的字 )
,

刽 子手的刀具 都放在这个药铺里
.

送钱给这个药店
,

可 以买到
“

三针一杯酒
” 。

这杯酒叫做
“

迷魂洒
” ,

犯人下刑车之后
,

喝了这杯酒
,

便神志不清
,

可 以减轻

临刑时的痛苦
,

药铺老板还向刽子手送贿
,

让他在行刑时刀下留情
,

使犯人受刑

后 头断肤连
,

山药铺负责用三针缝合尸 首
,

以便犯人家属将犯人全尸收硷
.

粤东

乡亲只 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略表同乡之谊
。

康老夫人 ( 即康广仁之妻 ) 和康有为的

女儿康同璧 以前也常到南海馆来探望 乡亲
。

( 1 9 8 3年 5 月 l 日访谈 )

注释
:

南海馆即南海 会馆
,

今北京米市胡同43 号
。

关胜勋口述周育民整理

康广仁被捕遇难之经过

冷伪玲劳冷伪的
.

伪冷劳知伪峥如岭
·

分知伪户钾汾钾特
·

钾令钾汤功岭伪冷 钾冷钾岭
·

拍 ..K 伪知的吟匆冲如岭
·

伪协
一

伪冷妇粉
`

伪岭
·

妇岭
·

勿岭
·

钾怜
·

勃冷伪玲抽关确价
·

臼关
·

伪垮咖岭
·

伪冷伪

的现实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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