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 驱 者 之 路
一纪念容阂逝世八十周年一

高 奇

容闭《 182 8年一 19 1 2年 )是我国近代
“
西学东渐

”

的先驱者
,

也是最早提出在我国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

为之奔走促其实现的爱国主义者
。

容团
,

广东香山 (今中山 ) 人
,

家境贫困
,

1 8 3 5

年至澳门得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 的 西 塾读

书
,

后为小贩
、

书籍装订工等谋生
。

1 8 4 1年入马礼逊

学校就读
。

1 8 46年执教于马礼逊学校的勃朗教师
,

因

体弱归国
,

愿携带三
、

五名学生赴美国继续学习
。

18

岁的容闭抱着振兴祖国之志
,

争取到二年的资助
,

随

勃朗至美国入麻省之孟松学校
。

二年资助期满后
,

如

再要获得入大学的资助
,

就必须以先具志愿书肯定毕

业后做传教士为条件
。

容闭对此 断 然 拒 绝
。

他说
:

“
予虽贫

,

自由所固有
。

他日竟学
,

无论何业
,

将择

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

纵政府不录用
,

不必遂大有

为
,

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
,

以竟吾素 志
。 ”

他 知 道
“
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

” ,

为此
,

他违反了
“
他周

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期望
” , “

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

一刀两断
” 。

为了能自主的为
“
中国谋利

” , “
决不

以食贫故
,

速变宗旨
” ,

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高尚情

操与气节
。

1 8 50年容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

靠半工半读入

耶鲁大学
,

一面学习
,

一面考虑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计

划
。

他考虑的结果是通过派遣留学生
,

办新式教育
,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

强之境
” 。

后来为了这个理想他奋斗了二十七年
。

1 8 5 4年容闭在耶鲁大学毕业
,

许多人劝他留居美

国
,

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很好的职业
,

而 对 他 来 说
,

“
中国反倒象异乡

,

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
。

而

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
,

那里除了卑微的

亲属外
,

他没有朋友
” ,

可以说
“
没有他立足之地

” ,

甚至由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还可能受到歧视
、

猜疑和

敌对
。

对此劝诱
,

容闭说
: “

予之生于斯世
,

既非为

哺吸而来
,

予之受此教育
,

尤非易易 ; 则含辛茹苦所

得者
,

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 ? 一旦遇有机会
,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
,

即多获一分效果
,

此岂为一人利

益计
,

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 。

他毅然归国
。

容闭归国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之际
,

他同情农民

起义
,

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

所以在 1 8 6。年设法到天京

见太平天国总理全国政事
,

兼任
“
文衡正总裁

” (管

理文教 ) 的千王洪仁并提出七项建议
,

其中四项关于

教育
,

建议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 有 学 识 军

官
” ; “

建设海军学校
” , “

颁定各级学 校 教 育 制

度
” ;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

并愿为实现此计划而

尽力
。

在中国首次提出建立新学制
,

设立实业学校的

主张
。

容闭是我国近代首倡建立实业教育的先驱
。

容闭的计划在当时的太平天国事实上没 有 实 现

的基础
,

于是他又寄希望于洋务派
。

在曾国藩筹建江

南制造局时
,

容阂 1 8 6 7年乘委派他采购机器之机向曾

国藩提出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
: “

招收中国学生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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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事得到曾国藩

的赞同
。

江南制造局附设了机器学堂
,

实现了客闭的

部分愿望
。

1 8 6 8年容闭又上说帖于江苏巡抚丁日昌
,

提出派

遣留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
,

得到丁日昌
、

曾国藩的支

持
。

1 8 7 1年容阂于上海设留美学生预 备 学 堂
,

并 于

1 8 7 2年率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
,

在美设立留学生事

务所
。

但好景不长
,

由于美国排华和国内顽固派的破

坏
,

被迫将留学生分三批撤回
, 1 8 8 1年 7 月最终解散

了留学生事务所
。

在这第一批留美生中个别未从命归

国的如詹天佑
,

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
。

挫折使容闭认识到依靠清政府
、

洋务派达不到他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
, “

使此老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

新中国
”
的愿望

。

他转而倾向变法维新
。

一时他的住

处几乎成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所
。

1 8 9 8年变法维新

失败后
,

容闭避居上海租界
,

组织
“
中国强学会

” ,

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
。

为此
,

受到清政府的通缉
,

1 9 0 2年被迫离开祖 国去美 国 避

难
。

十年之后
,

这位热忱的爱国者
,

最早提出在我国

建立新教育制度
,

发展实业教育并为之奔 走 的 先 驱

者
,

逝世于异邦绝域
,

葬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特

城西带山公墓
。

八十年过去了
,

祖国已换了天地
,

但容团这个从

一位
“
低微

”
的小工

,

成为近代
“
西学东渐

” 、

倡导

新教育
、

致力于实业教育的先驱者的平凡而又具有传

奇性的名字
,

在国人的心中并非是尘封的记忆 , 他的

奋斗
、

他的抉择
、

他的胆识也包括他的悲剧
,

都在我

们面前呈现出一串闪光的印迹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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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均引 自容阂著 《 西学东渐记 》
.

(本栏编辑 三 马志清 )

DOI : 10. 13615 /j . cnki . 1004 -3985. 1992. 06. 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