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教育学家舒新城在 《近代中国

留学史 》 一书中曾说
: “

无容阂
,

虽不能一定

说无中国留学生
,

即有
,

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

且派遣的方式也 许是另一个样子
。 ”

此话是

有道理的
。

容阂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

者
,

他竭力主张并促成的幼童留美在我国近

代教育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

一
、

容阂及其对
“

幼盘留美
”
的倡议

容阂
,

字纯甫
,

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人
。

1 8 2 8 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
。

七岁人

澳门英国伦敦妇女 会古特拉夫人 设立 的西

塾读书
,

不久学校停办
,

只得居家自学
。

十

三岁容阂又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
,

次年随

学校迁到香港
。

马牛L逊学校的主持人是美国

传教士布朗
,

容阂在该校受到了系统的教会

教育
。

1 8 4 6 年 12 月
,

布朗因健康原因准备离

开中国
,

并表示愿携带几个该校的学校赴美

读书
。

于是容阂
、

黄胜和黄宽在 1 8 4 7 年随布

朗夫妇到了美国
,

入孟松学校读书
,

这一年
他 19 岁

。

黄胜因病于 1 8 4 8 年秋提前回国
’ ,

黄

宽于 1 8 4 9年赴英国攻读医学专科
,

七年后以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

回国悬壶
。

容阂于

1 8 50 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学 习
,

四年后毕业
,

并获文学士学位
。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

个中国留学生
,

同年 11 月回国
。

此时的容阂

已是一位 2 6 岁的热血青年
。

他立志兴办 中国

的留学教育
,

为此他曾在多处兼职
,

设法结

交清廷权贵要员
,

以 实现他的理想
,

但都失

败了
。

18 6 0 年 11 月容阂放眼于太平天国这

片绿洲
.

到南京渴见了主诗天国工作的干王

洪仁环
,

提出七条建议
,

希望借天国力量实

现他的教育改革计划
。

但太平天国正忙于打

仗
.

无法实施
。

容阂 又失望地离开了夭京
。

1 8 6 2 年经友人张世贵
、

李善兰推荐
,

容阂在

安庆面 见了曾国藩
,

并入其幕府
。

他希望借

助洋务派首领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
。

他不

辞劳苦奔赴美国为曾国藩筹建江南制造局购

买机器
,

从此得到赏识
,

曾国藩保以五品候

补 同知
,

1 8 6 5 年被指派江苏巡抚署任译员
。

此
一

时 容闺结识 了当时任上海 道 的丁 日 昌
。

1 8 6 8 年当丁 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后
,

容脚向他

谈了自己的教育计划
,

丁 日昌大为赞许
,

让

他速具详细说帖
,

愿代为呈递军机大臣文祥
。

容阂在说帖中写道
: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储蓄人才
。

派遣之法
,

初

次可选定 12 。 名学额以试行之
,

此 1 20 入中
,

又分 为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派出 30 人
,

留

学期限定为十五年
,

学生年龄
,

须以十二岁

至十五为度
” 。

但条陈上达后
,

因文祥丁优居

丧三年
,

被搁置起来
。

18 70 年天津教案发生

清政府派曾国藩
、

r 日昌等为调停大臣赴津
,

容阂充任译员
,

趁此机会 容阂请丁 日昌代向

曾国藩进言
,

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
,

同年冬

曾国藩出于培养洋务 人才的考虑
,

与李鸿章

等联衔会奏 《选 派幼童赴 美肄业办理章程

折 》
,

并附有 《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 》 十二

款
。

不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请
,

下令在上

海设出洋局
,

任命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和容偏
为正副监督负责赴美留学的工作

,

准在沿海

各省挑选幼童
。

容阂辛苦奔波了十六年的留

学计划终于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

容阂既不是清廷要员
,

又不是洋务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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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他为何对留学教育有如此强烈的要求和

百折不挠的精神 ? 这与他本人的经历和所处

时代是分不开的
。

第一
,

容阂有强烈的事业心
。

容阂是位

饱受西学教育的人
,

自小学到大学直接接受

了西方教育
,

从而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极大兴

趣
。

他较长时间生活在美国
,

对美国资本主

义的迅速发展
,

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文明与进
步都有着较深的体会

。

面对中国的落后
,

他

立志西学东渐
,

让更多的人象他那样留学美
国

,

以便能 梦以西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

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强烈的事业心使

他矢志不移
。

第二
,

教育救国思想
。

容阂所处的时代

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
,

他回国的当年
,

即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

战争与辛酸
,

和

约与耻辱
,

对中国人来说无不为之悲愤
,

中

国各阶层人民奋起救国
。

形形色色悲壮的救

亡图存的大合唱中
,

容阂形成了他别具特色

的教育救国思想
,

主张
“
出洋留学

,

以 为国

家储蓄人才
” ,

坚信国有人才方可振兴
。

认为

施行新的教育
,

提高国民素质
,

学习西方科

学技术
,

是挽救民族危难的根本出路
。

他的

教育救国思想赋予了他兴办留学教育的狂热

精神
。

第三
,

强烈的爱国思想
。

容阂虽久居国

外
,

但爱国之 心十分强烈
。

他说
“

予当修业

期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追未年

而忧甚
。

每一念及
,

辄为之快快不乐
。 ”
在困

境中
,

在职业选择上他都牢牢把自己与祖国

联在一起
。

当他断绝经济来源难以进入大学

时
,

孟松学校本来有资送大学的定制
,

但条

件是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
。

他说
“

予虽贫
,

自由固有
。

他日竞学
,

无论何业
,

将择其最

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 ”

他对传道能造福于中国

表示怀疑
。

他认为
“

人类有应尽之天职
,

决

不能以食贫故
,

遵变宗旨也
” 。

他克服困难半

工半读
,

顽强地读完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

他
“

念中国国民
,

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

自

己作为
“

已受教育之人
,

则当 日日图维
,

以

冀平生所学
,

得以见诸实用
。 ”

他说
: “ 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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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

予无时不耿耿于心
,

盖当第四年中尚

未毕业时
,

予 已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划大略

于胸中矣
。 ”

未出校门
.

已确立了为国家服务

的志向和计划
。

爱国之心
,

跃然于纸上
。

容

阂的爱国思想是他兴办 留学教育的 巨大动

力
。

二
、

幼童留美及其天折

容阂为了实现 自己的愿望
,

不知疲倦地

投入了幼童留美的具体工作中
。

他派人四出

动员幼童
,

但因社合风气未开
.

应者寥寥
。

不

得已容阂到香港英办学校凑足 30 名
,

带往上

海出洋局集中培训
。

这次招收的幼童十之八

九为南方 人
,

粤人最多
,

而粤人中又多半为

香 山县人
。

容阂于 1 8 7 2 年夏末先期赴美安

排
,

8 月 n 日
,

30 名幼童由孙兰彬率领由上

海搭船赴美
。

同行的还有中文教习叶绪东和

容云甫
,

翻译曾兰生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一件大事
,

容阂以其艰苦卓绝的精神开拓了

我国近代的 留学教育
。

1 8 7 3 年 6 月 12 日
,

第

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赴美
,

同行的还有七名

自费留学生
。

18 7 4 年 9 月 19 日
,

第三批幼童

由祁兆熙率领 出国
。

15 7 5 年 2 0 月 24 日
,

第

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前往美国
,

同行的还

有三位 自费留学生
。

自此 12 0 名幼童已按 计

划全部派遣
。

幼童在美国被安排住在 麻州春 田城当

地人家
,

或一
、

二人
,

或三
、

四人为一组住

一家
。

接受家长式的教养和监护
,

待其过了

语言关后
,

入当地学校学习
。

他们的学习是

十分紧张的
,

但进步很快
。

至 1 8 81 年
,

他们

不仅完成了初
、

中级教育
,

其中有 60 人还进

入大学及技工学校
,

大多数开始了专门训练
,

五年后将成为各种专门人才
。

容阂雄心勃勃
,

于 18 7 4年在哈德福特城

克林街建造了一座耗资 4 3 0 0 0 美元的坚固壮

观的三层大楼
,

作为中国留学事务所的永久

办公地
。

但是
,

正当留美学生学识随着年龄

俱长的时候
,

厄运却悄悄地向他们袭来
。

1 8 81

年暑假
,

突然传来清政府解散留学事务所
,

招

回留学生的诏令
。

他们中大多数再过一两年



即可毕业
.

中途荒废学业
,

实为可惜
。

容阂

更为悲愤
,

他为之呕心沥血的留学 事业将毁

于一旦
。

他代表幼童向清政府力争
,

又在美

国四 处奔走
,

组织动员各种力量力挽败局
。

耶

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了一份致总理衙门的声

明书
,

联络 一些大教育家及大学校长签名反

对撤回幼童
。

容阂还动员大文学家马克
·

吐

温面见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商讨
,

格兰德致电

李鸿章
,

信中说
: “

幼童在美颇有进益
,

如修

路
、

开矿
、

筑炮台
、

制机器各艺
,

可期学成
,

若裁撤极为可惜
。 ”

努力均告徒劳
,

清政府对

这一切置之不理
。

1 8 81 年 7 月
,

幼童分三批

凄然回国
。

当年赴美的 12 0 名幼童
,

除因病

因事中途撤 回和这次不愿回国者共 26 名外
,

其余 9 4 人都先后回国
,

原尚可观的留美教育

就此夭折了
。

清政府何以中途变卦使幼童留美半途而

废呢 ? 第一
,

是美国的排华政策
,

美国在 19

世纪七
、

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经济危机
,

生产

萧条
,

大资本家为了转移视线
,

归之为华工

增加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
,

掀起 了一股排

华恶浪
。

留美学生也受到 了他们的歧视
。

第二
、

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和破坏
。

幼童

留美
“

古来未有
” ,

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和破

坏
。

首先是陈兰彬
.

他虽有洋务思想
,

但封

建意识根深蒂固
,

与容阂共事
“

时有姐龄
” ,

井且常与学生发生冲突
。

他与容阂分歧的实

质
,

是把留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的问题
。

容

阂主张培养具有西方文明的新型人才
,

以便

改造封建落后的国家
,

力主偏重西学
,

支持

学生接受西方文明
。

陈兰彬则坚持中体西用

的方针
,

企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学技术而

不超越封建专制主 义轨道
,

反对学生
“

言行

举止受美同化而渐改其故态
” 。

陈再三请求辞

去留学生监督职务
。

1 8 7 5 年清政府任命陈兰

彬
、

容阂为驻美正副公使
,

先后改派区谬 良
、

容云甫 (增祥 )
、

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
。

区
、

昊任职期间与陈串通一气
,

攻击 容阂纵容学

生
,

任其放荡淫逸
,

诬蔑学生适异忘本
,

离

经叛道
,

背叛清廷
。

区 谬良回国后大肆散布

留学利少弊多难得资力
, “

他 日纵能学成回

国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而且有害于社会
” ,

要

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
,

撤回留美学生
,

他

们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

第三
、

李鸿章的动摇
。

幼童留美是在曾

国藩
、

李鸿章的支持下成为事实的
。

曾国藩

于 18 7 2 年撤手人寰
,

十年来留美一事由李鸿

章独力支撑
。

但在内外压力下
,

李鸿章发生

了动摇
,

他不敢怠慢清廷的命令
,

一面写信

责备容阂失职
,

一面通知陈兰彬
“

设法整顿
,

以一事权
” ,

相信陈
、

昊反映的情况
,

又感到

中途撤回损失太大
,

犹豫不决
,

建议
“

半撤

半留
” 。

随着陈
、

吴的不断攻击和美国形势的

恶化
,

加之幼童不能进入美国军事院校学习
,

直接影响了李鸿 章的洋务活动
,

他终于放弃

了留美而把注意力放到了留欧上
。

李鸿章的

动摇意味着顽固派的胜利
,

留美幼童撤回中

国是清廷新旧势力斗争的结局
,

为世 人留下

了诸多遗憾
。

三
、

幼童留美产生的社会影响

幼童留美 虽然半途而废
,

但产生了重大

的社会影响
,

成为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
。

1
、

幼童留美证实了留学教育是培养新型

人才的有效途径
。

留美学 生接受了资产阶级

新式教育
,

学习了西方科学技术
,

94 名留学

生归国后都安排了工作
,

其 中 21 名送 电报局

学传电报
,

23 名由船政局
、

上海机器局留用
,

50 名经李鸿章与天津海关道联系
,

分配到天

津水师
、

机器鱼雷
、

电报
、

医馆等处学习当

差
。

由于部分地方官对他们持怀疑态度
,

报

到后首先进行了英文
、

机械工程
、

土木工程
、

国际法等各类专业课程的考试
。

结果出人意

料
,

他们的答卷连考官都看不懂
,

只好每人

都得最高分
。

经过几十的努力奋斗
,

这批留

美学生大都成 为政界
、

军界
、

商界的重要人

物
,

工矿企业的技术骨干
。

如詹天佑成了世

界著名的铁道专家
,

邝荣光
、

陈荣贵等成为

我国近代首批矿业工程师
,

唐绍仪出任了中

华民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
,

还有许多担任了

局长
、

部长和外 交使节
。

事实雄辩地证明
,

留

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

幼 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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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虽然夭折
.

但中国的近代留学教育却由此

发端
,

顽强地发展起来并 且形成热潮
,

顽固

的清朝统治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
,

也宣布实

行新政
,

鼓励留学
,

不仅派往美国
,

也派往

欧洲
、

派往 日本
,

不 仅学习科学技术
、

也学

习军事
、

政法
.

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
。

2
、

幼童留美开通了学西学的社会风气
。

中国人赴欧美留学是很晚的事情
,

这是因为

当时中国与世隔绝
,

社会风气未开
。

人们把

外国视为夷狄之邦
,

把出洋视同被
“

放逐
” ,

对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
,

了解更少
,

据确切

史料记载
、

美国人到中国最早是 1 7 8 4 年
。

当

时中国人分不出他们和英国人的区别
,

称美

国少
、
为

`

新少
、 ” 。

1 8 2。 年谢清高 口述 《海外番

夷录 》
,

称美国是
’ `

芋里干国
” ,

以海舶贸易

为生
.

山多而怪兽满地
。

偶有传闻也是极野

蛮的印象
.

诸如
“

有野人会生剥 人皮
,

再披

上狗皮
,

使人变成四不象的动物
” 。

直到 1 84 4

年中美 《望厦条约 》 签订时
,

连道光皇帝都

怀疑世 界上还有 个美国
、

更谈不上派遣留学

生
。

随着魏源的 《海国图志 》
、

徐继舍的 《流

环志略 》
、

梁廷丹的 《海 国四 说 》 等书的出版

流行
.

中国人才逐渐 认识美国
。

时到 19 世纪

六
、

七十年代
,

洋务运动急需人才
,

容阂奔

走呼号
,

人们仍然疑虑重重
,

致使招收 留美

幼童要父母具结
,

生死各安夭命
,

政府概不

负责
,

诺大中国
,

区区 30 名幼童最后以贫家

子弟凑足
。

人们思想的禁锢
,

社会风气的闭

塞何等严重
。

120 名幼童留美打开了被禁锢

的社会风气
。 “

幼童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
,

再

横越三千里的美国大陆
,

他们远赴异国学习

语言
、

科学及文学
。

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

佳的见证
” 。

赴美幼童是一批先躯者
,

他们破

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
,

为中国后来的留学事

业铺了路
,

使中国良好家庭也愿送他们的子

弟赴欧美留学
。

幼童留美使中国近代留学教

育迈开了艰难的第一步
,

更为重要的是这批

留美学 生回国后
,

传播了新思想
,

介绍 了西

方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内容
,

开

创了向西方学习的社会风气
。

仅译著一项可

窥一斑
。

20 世纪初期
,

译著在中国大量出现
,

仅 1 9 0 2 年至 19 0 4 年间
,

译出大约有 5 3 0 多

种
,

且这些译著开始由 自然科学为主转变为

以社会科学为主
。

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

术
,

也传播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

这

种学西学的社 会风气
,

实为幼童留美所开通
。

3
、

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交往
。

留美

幼 童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
.

他们架起了一

座中美人民友谊和交往的桥梁
。

他们自少与

美 国百姓 同吃同住
,

共同 生活
,

这些 人家
“

照料 (他们 ) 若其子弟
” .

“

亲爱之情
,

几同

母子
” ,

上学后幼童与老 师之间也
“

情洽骨

肉
” 。

幼童学 习十分紧张
,

进步很快
,

待人接

物
,

彬彬有礼
。

读书之余
,

还参加了丰富多

彩的体育活动和参观游览
,

以锻炼身体增长

见识
。

美国友人在联名致总理衙门的信中也

讲
“ `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
,

自抵美以来
,

人

人能善用光阴
,

以研究学术
.

以故于各种科

学之进步
,

成绩极佳
。

即文学
、

品行
、

技术

以及平 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
,

亦感能令

人满意
,

无间言
。

论其道德
,

尤无一人不优

美高尚
,

其礼貌之周至
,

持躬之谦让
,

尤为

外人所乐道
。

职是之故
,

贵国学生无论在校

内肆业
,

或赶乡村游历
,

他们所到之处
,

倍

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
。

凡此诸生言行之

尽善尽美
,

实不愧为天国国民之代表
,

足为

贵国增荣誉也
。

盖诸生年虽幼稚
,

然已能知

彼等在美国一举一动
,

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

极有关系
,

故能谨言慎行
,

过于成人
。

学生

既有此 良好之行为
,

遂亦收 良好之效果
。

美

国少数无识之 人
,

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
,

至此逐渐消灭
,

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
,

已

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 ”

很显然
,

留美学生不仅

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
,

而且为中国赢得了荣

誉
.

增进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了解
。

留美学生 回国工作后
,

他们与美国

房主人
、

老师
、

同学和友人书信往来联系密

切
,

并邀请他们来华观光游览
,

讲学访问
。

留

美幼童为中美 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架起了一

座坚牢的桥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