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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与进修
·

容阂与幼童留美
闭匕 日匕 丈扩
, J一 J均、 门亡口

中国首次四批留美幼童的派遣
,

是中国近代留

学教育的滥脑
,
开创了清季教育史的新纪元

,

诚如

曾国落
、

李鸿章所说的
, “

固属中华创始之举
,

抑亦

古来未有之事
” 。

它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樊篱
,

标志着

传统教育的坚冰解冻
,

不仅因此推动了中国近代新

式教育的发展
,

而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

为

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写下重要篇章
。

派遣留学
,

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
,

也是

洋务教育思潮发展的必然
。 “

学齐语者
,

须行而置之

庄岳之间
” ,

遣派留学生当然是向西方学习的最直捷

途径之一
。

洋务人物虽然早有此议
,

却因提不出可

操作性的具体办法而没有下文
。

于是
,

激荡的时代

将此任务赋予一个热心千留学教育并为之奔走不息

的爱国学者一容阿
。

一
、

教育理想 好事多容

容阂自幼受西式教育
,

异常推崇西方资本主义

文明
。

他以此反观当时中国的现实
,

更加感到中国

之腐败黑暗
,

不禁感到快快不乐
,

萌发了借异域文

明改革和复兴祖国的愿望
。 “

予既远涉重洋
,

自受文

明之教育
,

且以辛勤刻苦
,

律遂予求学之志… …则

当 日夕图维
,
以冀平生所学

,

得以见诸实用
” 。

18 54

年
,

容网将要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
,

深感 中国的

落后在于文明之不昌
,

便开始产生 “ 教育救国” 的

理想
, “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

则

当使后予之人
,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臻于文明富强之境
” 。

这也即

是其留学教育思想的嘴矢
。

既存此念
,

他毅然乘船

归国
,

图实现其宏愿
。

但是
,

理想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
。

他往来于香

港
、

上海之间
,

屡迁其业
,

无用武之地
。

面对腐朽

的政府和陌生的环境
,

报国无门
,

五年虚度
。

无奈

之下
,

他把目光投向他曾 “ 儿欲为之响应
”
的太平

天国
, “

希冀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
,

与夫改 良政治之

赞助或有所藉手
,

可以为中国福也
” 。

①

1 86。年 n 月
,

容阂借机访察太平天国
,

并至南

京晤见旧友洪仁开
,

条陈七事
,

其中
,

尤突出教育
,

提拟设立武备学校
,

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
,

`

以

及制订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等建议
。

与同时代的郭禽

煮
、

冯桂芬设外语学校和洪仁开建学堂
、

废科举等

改造和更新教育的主张相比
,

容阂的建议更具体
,

更完整
,

体现了他对民众教育
、

军事教育及实业教

育的推重和关注
,

也显示了其 “ 教育救国
”
主张的

实质性内容
。

可是
,

通过对太平军的儿 天 实 际 考

察
,

容阂断言太平天国革命不过是
“

一姓之废兴
” ,

“
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

” ,

乃
“
顿悟其全不足恃

” ,

根本无法指望它来实施自己的方案
。

失望之余
,

便

扫兴而去
。

18 6 3年
,
因幕僚的引荐

,

曾国播召见了他
。

这

一召见
,

就成为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
,

他开始替曾

效力
,

并渐得其赏识
。

1 86 6年
,

容阂提出在江南制

造局旁设立一兵工学校
, “

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

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践
” ,

得到曾的嘉许
,

乃得实

行
。

他非常兴奋
,

得意地说
: “

向所怀教育计划
,

可

谓小试其锋” 了
。

于是
,

他信心大增
,

开始构思其

酝酿已久的派遣留学计划
。

18 68年
,

值老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之际
,

容

阂前往拜渴
,

语以所谓教育计划
,

得到赞同
。

便草

拟条陈四则
,

请其转奏当政
。

容阂后来说
: “

此条陈

之一
、

三
、

四
,

特假以为陪衬
,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

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这第二条
,

即其留学教育计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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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步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

以试行之
。

此百二十人中
,

又分为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派送三十人
。

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
。

学生年龄

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
,

视第一
、

第二批学生出

洋留学著有成效
,

则以后即永定为例
,

每年派出此

数
。

… …②真可谓筹思周密
,

高瞻远虑
。

有此雄心

壮志
,

容阂满怀憧憬
:

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
,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 良东方文化
,

必使此老大帝

国
,

一变而为少年中国
” 。

在这里
,

容氏公开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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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留学为核心的
“
教育救国

”
主张

,

确实独树一

帜
,

超出同时代洋务诸人的认知水平
。

可好事多磨
,

容闲的条陈因故被 束 之 高 阁
。

1 87 0年
,

天津教案发生
,

丁
一

日吕
、

容闪均北上协助

曾国落处理善后
。

事毕
,

容氏乘机进言于丁
,

请其

向曾重提三年前教育计划一事
。

时恰值洋务活动函

舫外交和科技人才
,

容的计划立即得到曾的首肯
,

并由他和李鸿章等联名上奏
。

旋奉殊批准可
。

容团
“ 闻此消息

,

乃喜而不寐
,

竟夜开眼如鹰
,
觉此身

飘飘然如凌云步
,

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 。

其兴奋心情

溢于言表
,

他认为自己夙愿的实现
, “

将于中国二千

年历史中
,

特开新纪元矣
” 。

③

二
、

派遗留学 开创先河

容阂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一经批定之

后
,

曾国藩就召他共同商定
: ( 1) 派遣学生额数 ,

(2 ) 设立预备学校 , (3 ) 筹定经费 , (4 ) 酌定出洋

年限具体事宜
。

他们还决定在美国成立 驻 洋 肄 业

局
,

由陈兰彬担任正委员
,

容阂担仟洲姜员
,

共同

承负派遣学生与赴美经理监督之亥
。

诸事商妥之后
,

当即并手拟定章程
,

筹备招生
。

章程规定
:

人数
“
暂定为百二十人

,

分四批
,

每批

三十人
,

按年分送山洋
,

学生年龄
,

定为十二岁以

上
,

十五岁以下
,

须身家清白
,

有殷实保证
,

体质

经医士检验
,

方为合格
。

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 ;

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
,

则并须试验其英文
。

应考

及格后
,

当先入预备学校
,

肄习中西文字
,

至少一

年
。

方可派赴美国留学
。

当未出洋之先
,

学生之父

兄须签名于志愿书
,

书中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

十五年 ( 自抵美入学之 日起
,

至学成止 ) , 十五年中

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
,

政府皆不负责
。

至于学

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
,

均由政府出资供给
。

侮批学生放洋时
,

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
” 。

招生章程规定
,

容阔等便开始招生
。

同时
,

在

上海山东路设立一所预备学校
,

由刘瀚清 (曾是曾国

藩的幕僚 )任校长
,

吴子石任副校长
,

并各聘请中英

文教习各三名
,

拟对所招收的幼童进行汉语
、

英语

的培训
,

以准备放洋赴美
。

按照《挑选幼童赴 美肄

业章程》的规定
,
招生工作在上海

、

宁波
、

福建
、

广

东等地进行
。

可由于当时国内风气未开
,

人们视外国

为凶地
,

目出洋为畏途
,

加以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
,

终不愿子弟离乡背井
,

远赴茫茫异邦
,
因此在这些

地方连三十名幼童都招不满
。

容阔只得亲赴香港
,

于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
,

遴选其优秀者北上入学
,

凑满足额
。

经过一年的培训后
,

1 8 7 2年
,

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批官费留学生
,

在委员陈兰彬的率领下
,

自上海

出航
,

它寸往关国
。

J七后
,

1 8 7 3年
,

1 8 7 4年
,

1 8 75年

第二
、

三
、

四批各三十人相继成行
。

④至此
,

遴选

幼童赴美计划初步完成了
。

容氏梦寐以求
、

苦心构

思的教育计划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

这四批幼童
,

最初被安置在美国居民家里
,

分

散居住
,
以便熟练英文单词

,

学习 日常会话
,

从而

适应陌生的语言环境
。

到能听懂用英语讲课之后
,

幼童们就进当地的小学
、

中学学习
,

然后考入高等学

校
,

接受专业化教育
。

他们的学习任务比较繁重
,

除了同美国孩子一

样每星期须在公立学校上课
,

接受系统的西学教育

外
,

还得定期轮流去驻洋肄业局读经书
,

练汉宇
,

作文章
。
《选派幼童出洋应办事宜》有规定

:

留学生

在学习西学的同时
,

仍须
“
兼讲中学

,

课以孝经
,

小学
、

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
” 。 “ 而且他们还不断受

到训导
“
洋文汉文

,

更要融会贯通
,

方为有用
” 。

这

样
,

幼童们只好受此亦中亦西之双重教育
,

被迫在

攻读西学的同时
,

还要努力学好汉文
。

否则便会遭

到被遭送回国的厄运
。

可即便如此
,

他们
“

人人能善用光阴
,
以研究

学术
,

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
,

成绩颇佳
” 。

⑤李圭

在其《环游地球新录 》中也有所记载
,

可资佐证
: “
尝

见共绘画
、

地图
、

算法
、

人物
、

花木
,

皆有规格
。

所著汉文策论
,

如《游美记 》
、

《哈佛书馆记》
、

《庆贺

百年大会序》
、 《美 l可地土论 》

、

《风俗记》
,

亦尚通顺
。

每篇后附洋文数页
,

西人阅之
,

皆啧喷称赞
” 。

李也不

由得对幼童们口中称善
, “

心甚爱之
” 。

事实上
,

留美

幼童亦正是凭他们的优异成绩
,

颇为关国教育当局

器重
, “

所至之处
,

咸受美人之欢迎
,

而引为良友
” 。

应当说
,

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知识
,

而且在关

国人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 “

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

代表
” 。

三
、

中途夭折 原因复杂

虽然
,

留美学生聪颖肯学
、

成绩喜人
,

前途
“

正

未可量
” ,

但是
,

囿于当时中国的专制社会制度及偏

激的文化价值观念
,

注定避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
。

1 8 8 1年夏
,

清政府悍然下令对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

登时
, “

郎当一百人
,

一一悉遣归
,

竞如瓜蔓抄
,

牵

累何累累 !
”

⑥就这样
,

随着绝大部分留美学生的凄

然回国
,

容氏苦心经营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便告夭



折
,

其致力多年的西学东渐事业 也付诸流水
,

毁于

一旦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

:

(一 )留学生
“
越轨之举

”
的结果

。

出国前后
,

清政府反复告诫他们
: “

但要思出洋本意
,

是令尔等

学外国功夫
,

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
,

是以功夫要

紧学习
,

规矩不可变更
” 。

所谓
“
规矩

”
就是留学生

必须学习孝经
、

小学
、

五经及国朝律例等封建典籍
,

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
,

一齐遥向清皇 叩头
,

以示尊

君亲上
,

此外还要
“
保存辫发

,

守祀孔之礼
” 。

简言

之
,
即应在牢记圣道

,

遵守传统礼仪的基础上
,

通

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

成
“
有用之材

” 。

然而
,

幼

意们毕竟求知欲极强
,

同时亦颇具可塑性
。

当他们从

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国家
,

被移植到一个先进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后
, “

终 日饱吸自由之空气
,

其平昔

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
,

一旦排空飞去
,

言论思想
,

悉与旧教育不件
” 。

他们敢子跨越传统圣训的雷池
,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 “

跳哪驰骋
,

不复安行矩步
” ,

还

进舞场
,

入耶稣教
,

穿西穿
,

剪发辩
,

拒行三拜九

叩札等等
,

思想行为
、

价值观念逐渐
“
越轨

”
而美

国化
,

开始步入异质文明的发展轨道
,

这样
,

不免

招来守道人士的气愤和责骂
,

他们遂兴风作浪
,

致

使留学生的中途撤回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间题
。

(二 )正副委员的矛盾所致
。

清政府虽然接受容

氏派遣幼童留美的建议
,

但因顾虑他
“
汉文未深

,

又不甚知大体 ” 的毛病
,

对他极不放心
,

深怕他大权

在握
,

把幼童们引上西化
“
歧路

” ,

遂始终只给他一

个
“
副委员

”
头衔

,

并另外委派正委员加以监视
、

掣肘
。

清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正委员
,

其中三个是正统

科举进士登第
。

⑦应该说
,

作为一批较 早 走 出 国

门的 传统 知识分子
,

他们也算是开明者
,

但毕竟

自幼深受封建教育
,

思想传统保守
,

惟俯首听命是

从
。

因此
,

他们深谙并秉承清政府的旨意
,

从维护

清王朝的统治出发
,

只准备把留学生们培养成思想

守旧
,

能为洋务活动效力的科技
、

外交人才
。

而容

氏则把留学教育视作自己
“
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

切实可行的办法
” 。

他倡导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希望通

过资产阶级教育以培养出掌握西学的新 型 知 识 分

子
,

从而振兴中国
,

实现近代化
。

显然
,

新旧两种

文化价值观念的异趣
,

造成二者在培学生培养目标

上的矛盾
,

由此导致正副委员经常发生姐晤
,
双方

关系很紧张
。

陈兰彬对容氏心中
“
不无快快

, ”

三番

五次向李鸿章要求请调 , 容增祥斥责容氏
“
意见偏

执
,

不欲生徒多习中学 , ⑧容氏自己推荐的吴寡善

则更肆意攻击他不尽职
, “

纵容学生
,

任其放 荡 淫

伙
” 。

凡此种种
,

众口饥金
,

愈益加深了清政府对容

的猜疑
,

以致听不进容在留学生裁撤间题上的辩解
,

反而对他横加指责
,

为留学生的中途辍学命运加重

了悲剧色彩
。

(三 )主事者的推波助澜作用
。

陈兰彬等四 名正

委员同洋务诸人一样
,

很讲究中体西用
,
即使他们

面对西方的异质先进文明
,

仍固执己见
,

视长袍马

褂为中国的正统服饰
,

四书五经为根本的必学课程
,

蓄留长辫为尽忠朝廷的标志
。

当他们发现留学生们

的穿着举止完全背道而驰时
,

不禁捶胸顿足
,

痛心

疾首他们的离经忘本
。

陈兰彬上奏说
,

留学生 “ 外

洋长技尚未周知
,

彼族之浇风早经 习染
,

已大失该

局之初心
” ;⑨区得良也向刘坤一

“

条陈局中利弊
” ,

在背后进行诽谤 , 容增祥亦向李鸿章证实
“
学徒抛

荒中学
,

系附实情
” 。

这正是清政府所忌讳和 担 心

的
,

不由得它 又多了一分撤回留学生的决心
。

而 吴

嘉善刚开始也附和陈兰彬等三人的意见
,

并多次找

到陈兰彬
,

不无担忧地指出
“
外洋 风 俗

,

流 弊 多

端
,

各学生腹少儒书
,

德性未坚
,

尚未究彼技能
,

先已治其恶习
,

即使竭力整顿
,

亦觉防范难周
” ,

因

此觅应将该局裁撤
。

⑨后来在留学生撤留与否的僵

持中
,

吴嘉善改变其初衷
,

认为留学生就学程度不

一
,

应分几年裁撤
。

已入大学或将入大学者
,

即将

成才
,
可暂由使馆管理

,

待毕业后返华 , 其他的留

学生及总办
、

教习
、

翻译等
,

皆可裁撤
。

李鸿章认

为这是审时度势之言
,

可资采取
。

但陈兰彬却对吴

嘉善的变计颇为恼火
,

并把吴早先向他面谈的全数

撤回意见奏复朝廷
。

经过讨论
,

李鸿章仍有半撤半

留之意
,

而奕诉则
“
以为与其逐渐撤还

,

莫若概行

停止
,

较为直截
” 。

L这样
,

留学生们的中途撤回
,

大势已定
。

(四 )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
。

当清廷内部对留学

生的裁撤间题仍犹像未决
,

争论不休时
,

美国早已

有之的排华运动突然变本加历起来了
。

加州
、

卡罗

拉多等地掀起的排华恶浪
,

美国政府不 仅 不 予 千

涉
,

还制订了排华法案
,

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
。

于

是
,

有一御史 “ 遂乘机上一封奏
,

请即解散留学事

务所
,

撤回留学生
,

以报复美人之恶感
” 。

吴嘉善马

上给以配合
,

宜称要
“
自带二

、

三十名幼童回华
,

余事弗管
” 。

奕诉则干脆以各局用人之际为由
,

上奏

将 “ 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 ,

得到了批准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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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名留学生
“
分作三批回华

,

头批学生二十一 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
,

二三批学生

内有由船政局
、

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
,

其余五

十名经臣机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
、

电报各局逐加

考验
,

分拨天津水师
、

机器
、

鱼雷
、

水雷
、

电报
、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
。 “

虽然绝大部分留学生是中途辍

学
,

且分配的工作又专业不对 口
,

但经过一番努力

和艰苦奋斗
,

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政界
、

军界的

重要人物
,

或工厂
、

企业
、

铁路
、

矿山等经济建设

部 门的骨干力量
,

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

贡献
。

诚如温秉忠所说的
, “

他们对于商业及 友好

关系上
,

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
。

他们促进中

国的富强进步
,

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
” 。

⑧

显然有点夸大其辞
,

但综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的中国经济界
、

教育界
、

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
,

无

法否认
。

追根溯源
,

留学生的出国学习及 日后的巨大贡

献
,
虽非容闲一人之功

,

但其创办
、

倡导和催生作

用
,

颇值称颂
。

正如舒新城所评论的
, “

无容闪
,

虽

不能说无留学生
,

即有
,

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且派

遣的方式
,

也许是另一样子
,

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
,

不可不先知容阂
” 。

吸容丙以一农家幼童留美留学
,

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目睹和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所

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富强
,

而 日益认识到当时中国的

闭塞落后和积贫积弱
,

乃毅然回到祖国怀抱
,

开始

致力于西学东渐
,

改革和振兴中国的努力
。

墓子对

留学教育的情有独钟
,

他惮心竭虑
,

奔走不息
, “

苦

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

L成为中国近代

留学教育的始作俑者
,

并开创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留

学欧美的先河
。

但是他的先知先觉具有一定的超前

性
,

其所作所为亦因曲高和寡
,

孤掌难鸣而告败
,

可他毕竟在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方面作出了开拓性

努力
,

成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驱者
,

他理应

为后来者所赞誉和敬仰
。

注释
:

①②③⑤ 容阂
: 《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民出版

社
,

19 81年版
。

P 6 3
,

P 8 6一 8 7
、

P 日1 ,

P 108

④ 当时第二
、

四批同行的还分别有 7名
、

3名

自费留美幼童
。

⑧ 黄遵宪
: 《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转引自《中国

近代史资料汇编
。

留学教育》 ,

陈学询
、

田正平编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⑦ 四个正委员分别是陈兰彬
、

区谬良
、

容增

祥
、

吴嘉善
。

除容增祥外
,

其余三人皆为进士登第

而吴嘉善是唯一的
“

翰林
”

出身
。

⑧ 光绪六年四月初二 日《复陈荔秋星便》
,

《李

文忠公朋僚函稿》卷 22
,

P 7
。

⑨L 中国史学会编
: 《洋务运动》 (二 )P 16 6

。

@ 《传记文学》 37 卷 3期
,

高宗鲁编《中国留美

幼童书信集》
。

L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 P Z ,

上海中华

书局印行
。

L 容阂
: 《西学东渐记

.

自序》
。

( 上接 50页 )

上重点符号
,

以引起重视和思索
,

引导解题的思路
。

试卷中标有黑点符号的计有 11 处
。

( 3) 对部分试题的答案可有一定的弹性
,

考生

答对标准答案的部分内容即可得满分
。

如 65 题要求

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特点
,

标准答案规定两

个主要特点必答外
,

其余两个特点学生可有选择的

余地
。

第 61
、

62
、

68和 69题亦然如此
。

( 4) 调整部分试题的形式以降低难度
。

例如间

考生我国开始有确切纪年至今约有多少年? 由填充

题改为选择题就降低了难度
,

但同样达到了考查的

要求
。

又如第 4题是一道选择识图题
,

图上标出了齐
、

秦
、

燕
、

楚的都城
,

启发了学生的解题的思路
,

也

就降低了难度
。

( 6) 示范解题思路和方法以提高整 体答 题 水

平
。

69 题中有儿个材料对 比的小题
,

试卷中有一示

例
,

侠考生了解答题的要求
,

同时降低了不必要的

难度
。

(五 )

今年的历史试题在加强中学教学导向和有利于

高校选拔新生方面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与改进
。

实际

效果
,

有待于实践和总结
,

不少理论和实际问题需

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

例如高考的试题与会考的

要求距离较大
,

教与学如何适应这一要求了高考与

会考如何做到既有联系和衔接
、

又有区别和提高?

高考试题要体现高校专业学习能力选拔的要求
,

其

深浅程度如何掌握? 怎样的度才切合中学生掌握历

史能力的实际 ? 史料题是近年来推出的 一 种 新 题

型
,

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

今年上海试卷中史

料题的比重已近 25 %
,

这个比重应掌握在什么水平

上才恰当适度 ? 以上这些间题需要不断地探索与解

决
,

我们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和同行们的 批 评 与 踢

教
。

(执笔
:

朱正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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