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阂 ( 1 8 2 8一1 9 1 2 年 )

不仅是
“

中国人而毕业于美

国第一等之大学校
” 。 的第

一人
,

曾组织四批幼童赴美

留学
,

亲任中国设在美国的
“

留学事务所
”

的监督
,

一生

为
“

西学东渐
”
奔走呼号

,

为

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现代

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而且

他还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

活动家
,

曾帮助曾国藩购 买

机器
,

创办洋务企业
“
江南制

造总局
” ;也参与了资产阶级

改 良派领导的
“
戊戌变法

” ,

和康和有为
、

谭嗣同
、

唐才常

等人交往甚密
。

更为难得的

是
,

他曾于 1 8 6 0 年亲赴太平

天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进

行实地考察
。

尽管由于历史

和阶级的局限
,

容阂对太平

天国运动的态度
、

分析和认

识不尽正确
,

但对于我们今

天研究此段历史仍不失为很

好的参考资料
。

一
、

对太平夭国革命运

动的同情和赞扬
1 85 5 年

,

在太平天国革

命运动的鼓舞下
,

广 东出现

农民暴动
,

遭到两广 总督叶

名垛的残酷镇压
,

7 5 0 00 多

百姓被他们屠杀
。

容闪目睹

了这个尸横遍野
、

血流成河

的杀人场面
,

指出清统治者

的暴行
, “

不独今世纪中无事

可与比拟
,

即古昔尼 罗 (古埃

及 )王之残暴
,

及法国革命时

代之惨剧
,

杀 人亦无如是 之

多
。
”

并且容阂进一步指出叶

名深是这场惨案的罪魁祸

首
。

这件事对容阂触动极探
,

以致于他
“

神志懊丧
,

胸中烦闷万状
,

食不下咽
,

寝不

安枕
。 ”
他于 此认识到

,

正是清政府的残暴统治
,

才
“

官通民反
” ,

出现了农民起义
。

于是
,

容阂
“

许太平天

国之举动为正当
” , “
既表同情于太平军

” ,

甚至
“

乃几

欲起而为之响应
。 ”

如果说容阂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情出于一种对

清政府统治黑暗的义愤
,

那么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

赞扬则完全建立在他的目验签础之 上
。

1 8 6 0 年 H

月
,

他在从无锡到常州去考察太平夭国运动的路 上

看到—
“

太平军之对于人 民
,

皆甚和平
,

又能竭力

保护
,

以收拾人心
。

其有焚掠肆虐者
,

施以极严之军

法
。 ’ , “

丹阳居民
,

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
,

商不辍业
,

农

不辍耕
,

无荒凉景象
。

而太平军之对于 人民
,

亦未闻

有虐遇事
,

相处甚得也
。 ”

太平军的首领也
“

为人和蔼

可亲
,

礼貌周至
” ,

并竭力禁止官兵扰民
, “

忠王 (即李

秀成 )在苏州时
,

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
,

悬重赏以募

奇才
。

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
,

立酬巨金
,

并颁

以爵位
。

又下令三通
:

一不许残杀平民
,

二不许妄杀

牛羊
,

三 不许纵烧民居
。

有犯其一者
,

杀无赦
。

追后忠

王至无锡
,

曾有 一该地长官纵任土脆焚毁 民居
,

忠王

乃戮此长官以警众
。 ”

正是由于容阂亲眼 目睹了这种

情况
,

所以他对太平天国的赞许是由衷的
.

容阂对太

平天国运 动的态度和清统冶者诬称太平军官兵为
“

匪
” 、 “

贼
”
的态度相比

,

恰恰相 反
。

二
、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建议

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情和 赞许
,

容阂极希

望这场运动能发展壮大并取得成功
.

好借此实现其
“

教育计划
” ,

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

因此
,

他在

1 8 6 0 年 n 月 19 日渴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开时
,

对

运动的发展
,

提出七项积极的建议
: “

一
、

依正 当之军

事制度
,

组一良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

数有学识军官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四

、

建设良好政

府
,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
、

创立

银行制度
,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

、

颁定各级学校教

育制度
,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牛禅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

学校
。 ”

容阂还表示
,

如果太
一

平天国能采纳他的建议
,

他愿为之效力
。

容阂的七项建议中
,

除了第六条中的
“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

的内容外
,

都是对太平天

国运动的政权建设
、

军事建设
、

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

有积极作用的
, “

是容阂长久以来深 思熟虑的结果
.

容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

.史坛纵论.

天津

于语和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
。

第一
,

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奖励录用
,

有利于促进晚清留学教育的发展
。

第二
,

对回国留学生实行重点分配

有利于 缓解洋务
、

新政部门对新式人才的渴求 第三
.

对 回国 留学 生实行提拔重用有利干发挥他们所学专长

和聪明才智
。

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

尽管在制订和实施中还存在着种种缺陷
,

但它所确

定的发展教育
、

重用 人才的原则
,

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 2 0 一



是一个身受西方文明教育的人所能贡献给人民的最

好建议
。 ’ ,季 同时

,

他的建议和太平天 国后期纲领性

文件— 洪仁升写的熨资政新篇 》基本吻 合
。

三
、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

失败原因及作用的

认识

容阂通过对大平夭国运动的实地考察及对清朝

统治现状的认识
,

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
,

不

在 于西方基督教的传 人 以 及洪秀全创立
“

拜上帝

教
` , ,

根本原因是
“

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
·

最大

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

政 以贿成
。 _

上下官吏
.

即

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 ” “

官吏既 人人欲饱其贪囊
.

遂 日

以愚弄 人民为能事
。

于是所谓政 J仔音
,

乃完全成一极

大之欺诈机关矣
: ”

我们认为
,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除了容泪所说的清朝政府政治腐败这个原因外
,

更

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后
.

巨额的战争赔款转嫁到人鼠

头 上
,

加重了人民负担
,

特别是西方主义国家的大量

商品涌入中国市场
,

中国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受

到冲击
.

农民纷纷破产
,

无以聊生造成的
。

退是
,

我们

不能 苛求容闺
,

他处于 那样 的时代
,

却有 如此的见

识
,

己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

容阂对太平夭国革命的失败原因也做了初步的

总结
,

他认为
,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
,

一是由于
“

其所

招抚
,

皆无业游民
,

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 人
。

以此加

入太平军
,

非独不能增加实力
,

且足为太平军之 重

累
,

而使其兵力转弱
” ,

并且
.

,

所招之 人军纪涣散
;

是由于太平军贪图享受
,

特别是
“

迫 占据扬州
、

苏州
、

杭州等城
,

财产富而多美色
,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

而愈况… … 而 促其灭亡也
。 ”

我们认为
.

吝阂的分析

虽未说到关键
,

但在他指出农 民阶级的局限性是革

命的失败原因这一 点上
,

是基本正确的
。

除此 之外
,

容阂对太平 天国革命运动的伟大历

史作用也做了些肯定
。

他认为
,

太平天 国运动
“

能自

僻远之 广 西
,

由西 南蔓延东北
`

而达精华荟萃之金

陵
,

历时十五年之 久是
“

魄力至伟
”

的
。

他承认太平天

国运动使
“

满洲政府几无 日不处于飘摇风雨之 中
” ,

其反动统治已被农民革命所震撼
。

容阂还赞扬农 民

的勇敢反抗精神
, “

彼等揭竿而起
.

以抵抗官军之 压

迫
。

初无枪弹军火之利器
,

所持者榨锄棘矜耳
。

以此

粗笨之农具
,

而能所 向无 敌
,

逐北追奔
,

如疾风之扫

秋叶 … …
。 ”

同时
,

容阂对 太平天国运 动在汀代中国

人思想解放上的作用也给子很离 的评 价
: “

即天暇此

役
,

以破中国顽 固之积 习
.

使全国 人 民皆由梦中警

觉
,

而有新国家之 思想 现 i
二

此后一 八九四
、

一八九

五
、 一

八九八
、
一
九二O

、

一九O 一
、

一 九O 四
、
一
九

0 五等年仲种事实之发生
,

足 以证予言之不谬矣
。 ”

在消统治 者把太平天国革命运 动看成是
“

大逆 不

道
” 、 “

犯 上作乱 , 勺时代里
,

容阂敢于 如此 肯定太平

天国运动的积极作用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注释
:

任洛见容阂
: 《西学东渐记 》 ( 《走向世界丛书 》第一

辑第 2 册 )
,

后面引文
,

如未加注
,

均见此书
。

②见钟

叔河
: 《容阂与

“

西学东渐
” 》一文

。

({( 走向世界丛书办

第一辑第 2 册 )
。

·

文史信息

《彝族文学史 》 :

—
葬族

·

文李研 究 的新 成果

《中 国 少数 民族 文 学史丛 书 》之 一
、

全 国哲学社

会科学
“
七

·

五
” 重 点科 研项 目

、

四川 省哲学社会科

学
“
七

,

五
”
重 咨

、

科 研项 目
:

《葬 族文 学史 》最近 已 由

四 川民族 出版 社 出版 李力
、

李明
、

峋学良
、

度修 明等

儿位学者
,

为编撰此 书而 苦苦研 究葬族文学数十 年
,

积 军了大 t 资料 和科研成果
。

他们站在弃族文学的

蚕 青
、

上
,

用文 学
、

宗教学
、

氏族学
、

民俗学
、

哲学和 文

化 又类学子学科理论
`

多角度
、

多层次
、

全 方位地 对

从 原始社会贫穿至 个的民间 丈 学
、

一

古朴深邃的弃 文

文学
、

自唐 以 来的葬文文 学
,

进 行探讨分析
,

开拓 了

彝 族文 学研 究的析视角
,

提 出 了新 构忽
。

他们把弃族

文 学 作为审美对象 来研 究
,

签丈 揭 示其艺末的 内盈

规律
,

从 而也进一 步突 出 了葬族 文 学的特征
。

《奔族文学史 》比较扼要 而 系统地 句勒 出弃族 文

学发展 的概枕
。

该书在评述每一历 史时期
、

某种文 学

休 裁的发展时
,

既注意到 了经 济墓拙与上 层建筑各

意 识 形态间的 关系
,

也注意 到 了各 民族 问的 文化交

流 和相 互影响
;
既注意 到矛盾的普遥性

,

也注意 到 矛

盾 的特殊
,

从 而使
“

普这
”

与
“

审美
”

得以有 机地统一

起 来
,

凸 显 出弃族 文学的农质美
。 《弃族文学史泌还 注

意到 以
“

史
”

为主
, “

史
”

与
“

论
”

的完美结 合
.

并也在这

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绩
。

《弈
。 : 之学史 》的编 著者

.

以 总论论 述 各种 文学

类别的 乙 沐特 从
.

以分论论述 不 同文学体裁的 内容
、

源流和风格
。

总论结合弃族 传统审美心理 和 文学特

伍展开剖析
,

从中推 衍 出规
.

律性的结论
,

表现出深层

的 文化 内涵
。

分论 刘论述 其内容
、

源流
、

演 变
,

很 自然

地 突 出 了历史发展的线索
、

传承和革新
。

总之
,

通过

编著者 的精心架构
、

深层 剖析 和 中肯的论述
,

弃 民族

各 时期文学的发生 与发展 以 及贡献 创 适
、

价值 地位
、

特 色风 貌等
,

最终都历历 在 目地展现在读者 面前
。

这

叶增 强民族团结
,

提 高民族 自芬心
,

仁扬中华传统 文

化
.

无疑 有着积机 的现 实意义
。

(李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