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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学东渐记》看容阂的爱国思想

于 语 和

容阂 ( 1 8 28 一一 19 1 2 )
,

是
“

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
”

的第一人
.

他最早组织幼童赴美留

学
,

鼓吹
“

教育救国
” ,

被誉为近代
“

留学生之父
” ;

他积极参与太平天国
、

戊戌变法等运动
,

以此来改革

中国政治
;

他主张引进西方科技
,

为国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
,

以便振兴民族实业
;

他关心同胞的命运
,

反对

外国侵略
。

为达到把中国这个
“

老大帝国
”

变戍
“

少年新中国
”

这个目的
,

他一生奔走国事
,

死而后已
,

表

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
.

以往的学者太多注意研究容阂组织赴美留学和传播西方文化
,

但我们认为
,

容阂不仅

是中西夕洲七交流的使者
,

而且是近代伟大的爱国者
,

他晚年所写的自传 《 西学东渐记》集中表现了他的爱国

思想
。

一
、

实施
“
教育计划

” ,

主张
“
教育救国

”

1 8 54 年
,

刚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阂
,

为了实现他萦怀梦牵的
“

教育计划
. ,

匆匆返

回故 国
.

在他看来
: “

予之生于斯世
,

既非为哺该而来
,

予之受此教育
,

尤非易易
,

则含辛茹苦所得者
,

又

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
.

一旦遇有机会
,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
,

即多获一分效呆
.

此岂为一人利益
,

抑欲谋全

中国之幸福也 : ( 容阂 《 西学东渐记 》
,

以下 引文不注 出处者
,

均引自斯书 ) 他 认 为
,

中国进 行国际交

流
、

指挥海陆军队
、

管理海关
,

都需要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才
.

要培养人才
,

就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

他

希望
“

以西方之学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义明富强之境
. ’

为了实现这个
“

教育计划
” ,

容阁多方奔走
,

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
,

又结交中国权贵
,

不敢稍怠
.

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
,

各级官吏的昏庸
,

容阁的努力

均未成功
.

他并不恢心
,

继续努力
.

为了寻求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国藩对此事的帮助
,

容阂不惜为曾赴美

购买办
`

洋务
”

的机器
,

终于赢得曾的赞许
.

在曾国藩领衔上奏后
,

1 8 71 年 8月
,

清廷采纳容阁派遣留美学

生的建议
.

容阂为之苦心孤诣
、

奔走呼号 16 年之久的
“

教育计划
”

终于如愿以偿
.

按计划
,

从 1 8 7 2年到 1 8 7 5年
,

1 20 各幼童将分四批奔往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留学
.

18 72 年 8月 1旧
,

第一

批幼童30 各
,

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赴美
.

为了帮助幼童更好地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知识
,

此间容阂亲任留

学事务所的副监督
.

他对留学事务尽心竭力
,

整日东奔西走
.

但是
,

清政府朝令夕改
,

听信谗言
,

从 1 8 81 年 8

月 2旧 起
,

让留美幼童分三批提前返国
.

尽管如此
,

本世纪初年
,

这批留美生在经过艰苦奋斗后
,

逐渐成为

中国政界
、

军界
、

商业界的知名人物
,

或者成为工厂
、

铁路
、

矿山
、

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
。

如著白的铁路

工程师詹天佑
,

在北洋政府中任国务总理
、

外交总长的唐绍仪
、

梁郭彦等
,

就是这次回国的学生
.

派遗幼童

留美对促进中美夕酬七的 交流
,

特别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①
.

对此
,

容阂功不可没
。

二
、

参与进步运动
,

谋求社会发展

容阂一生热衷沟通中西文化
,

推动
“

西学东渐
” , “

藉西方义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义化
,

必可使此老

大帝国
,

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 ”

为了达到救国的目的
,

凡是他所经历的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性的政治运动
,

他

都积极参与
,

献计献策
,

旨在改良中国社会
, “

谋求全中国乙幸福
. ”

容阁参与进步运动首先表现在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情
、

文持和赞扬
.

1 8 6 。年
,

容阂亲赴太平 天国革

命运动的中心南京进行实地考察
.

耳闻目睹
,

使他深深地认识到
,

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政府残暴统治的结果
,

他
“

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当
” ,

并深表同情
.

不仅如此
,

他对太平军官兵纪律严明
,

安抚百姓
,

发展生产的

行为赞不绝 口
.

在考察中
,

他还亲渴千王洪仁纤
,

提出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

组一良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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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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聘用富有经验之达才
,

为各部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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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课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等七项建议
.

容阂还表示
,

如果太平天国能采纳他的建议
,

他愿为之效力
.

容阂的

这些建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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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发展秘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
,

是
“

容阁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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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②同时
,

他的建议和太平天国后期纲领性文件一一洪仁环写的《资政新

篇 》 基本吻合
.

在清政府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看成是
“

大逆不道
” 、 “

犯上作乱
”

之类的时代里
,

容阂 还

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作用
,

认为此革命
“

破中国顽固之积 习
,

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普觉
,

而有新

国家之思想
。 ”

③

其次表现在容阂积极参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

早在 戊成变法之前
,

容阂就和康有为
、

梁启超认识
,

并极

赞赏支持变法的光绪帝
,

说
: “

光绪当亲政后
,

颇思改革庶政
,

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
,

足使京内 外人士

注意
,

如北斗之见于天空
,

人人咸为引领
. ”

他甚至认为
“

后人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
,

且为爱国之维新党
。 ’

容阁视康有为
、

梁启超为同路
,

赞成改制维新
.

当时中国正处在甲午战败之后
,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
,

民

族危机加深之时
,

他心忧国事
,

决定留居北京
,

为国尽力
.

他在北京的住所
, “

一时几变维新党领 袖之会

议场
. ”

1 8 9 8年 9月
,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

维新派领袖遭到捕杀
.

容阁有支持变法
、

隐匿党人之赚
,

被迫南

逃上海
。

19。。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
,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

慈禧太后逃至西安
.

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指使唐才常在

上海邀集社会名流
,

召开
“

张园国会
” ,

组织新政府
,

拥戴光绪皇帝执政
.

在这个会议上
,

容阂被推举为会

长
,

严复为副会长
,

唐才常为总干事
.

容阂起草了一个英文
:

的对外宣言
,

提 出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
,

给人

民以立宪的自由等主张
.

但不久
,

唐才常被张之洞杀害
,

清廷通缉容阁
,

容阂逃至香港④
.

值得一提的是
,

1 9 12 年
,

容阂客居美国
,

身患重病
,

卧床不起
.

当85 岁高龄的容阁接到孙中 山请他归

国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来信时
,

他为祖国的新变化感到万分高兴
.

自己虽身老病重
,

不能回国
,

却令其

儿子归国效力
.

容阂的救国之心
、

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

三
、

积极献计献策
,

振兴民族实业

容阂的爱国之举
,

不仅表现在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和参与进步的政治运动方面
,

在国家经济发展上
,

他也

愿意有所作为
.

1 8 6 3年 9月
,

容阁受曾国藩之托
,

去美国购买机器
,

以开办
“

洋务
” .

容阂接受委托虽为取悦曾氏
,

借

以实现留美的
“

教育计划
” ,

但他还是
“

历途万里
,

为时经年
,

备历艰辛
’ ,

于 1 8 68 年将机器从纽约 运至

上海
。

他还和华若汀
、

徐雪村等人一起规划
,

选定上海高昌庙作厂址
,

开始建厂
。

这就是后来 的江南制造

总局
,

专门制造枪炮
、

弹药
、

火轮等
.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有规模的机器厂
,

这个厂和它附设

的兵工学校
、

翻译馆等
,

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业技术人员
.

1 8 5 9年 3月
,

容阂乘船去茶区调查
,

途经长江
,

认为长江是商业交通的重要孔道
,

提出开发长江的设想
:

.

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
,

得完全行使其主权
,

则扬子江开浚后
,

其利益实未可限量
,

予敢云全世 界中

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
. ”

1 8 6 8年
,

容阂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
,

条陈清廷
,

建议组织一个合资汽船公司
,

完全由中国人和本国资本举办
,

航行长江和沿海
,

代替潜运
.

这就是4年后 ( 18 7 2年 )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

局的由来
。

18 9 6年
,

容阂出于振兴民族经济的目的
,

为国献策
,

认为应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
.

为此
,

他草拟计划
,

制定章程
.

他认为这个银行负有制造硕币
、

印行纸币
、

发行债券
、

充任国库等任务
.

容阂还将美国 1 8 7 5年有

关银行的各种法律译成中文
,

以备参考
.

他征得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参同意
,

将其计划由张荫

桓署名上奏朝廷
.

容阁的计划写得非常详备
,

列出政府为建设银行所预筹资本的数额以及用项
.

但由于清政

府安于现状
,

不思进取
,

没有认真对待容阂的建议
,

加之盛宣怀从中破坏
,

使此计划胎死腹中
.

此事未成
,

容阂又于 1 8 9 8年向清政府提出修建铁路的计划
.

他设想中国要修建一条北起天津
,

南达镇江的铁路
,

以便沟



南北
,

加强华北与华东
、

华中的经济联系
.

{少青政府借 } 1德国不同意铁路通过山东
,

不愿头施铁路计划
.

容阂 旨在振兴民族实业的种种计划和建议虽未实现
,

但是足以表明这个曾经游学海外的赤子热爱祖 国的拳

拳之心
.

巴
、

关 心同胞疾苦
,

反对列强俊略

容阂的爱国之情还表现在他对祖国同胞的关心同情
,

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反杭
.

容阂曾于 1 88 1年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了一个
“

禁止输入和种植鸦片
”

条陈
,

保护国人的身心健康
.

他

关心工人的生计
,

认为
“

自有欧西之汽船
、

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
,

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
,

生计事

业几巳十夺其九
.

非谓不当输入中国
,

第当逐渐推动
,

假以时日
,

伸达民得徐图他项事业
,

以恢复元气
,

不

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
. ” 1 8 7 3年

,

容阁因事至天津
,

恰遇秘鲁专使来津同直隶总督商谈招募华工之事
.

秘鲁

专使巧言蒙骗
,

谎称华工在秘鲁待遇优厚
,

一但出洋
,

如进天堂
.

容阂根据以往对国外华工悲惨遭 遇的所

见所闻
,

当面揭露其谎言
,

力阻直隶总督与秘鲁专使订约
.

此后
,

容阁又受直隶总督之命
,

赴秘鲁调查华工

状况
.

在秘鲁
,

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

详细地调查了秘鲁华工所受非人待遇等情况
,

写成报告
,

并附24 张华

工被虐待的照片
,

寄回天津
.

面对事实
,

秘鲁专使无话可说
,

悻悻而去
.

为此
,

清政府曾下令 禁止华工出

洋
。

容阁对同胞的挚爱
,

必然表现出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反抗
.

1 8 5 6年容阁曾在上海海关任职
,

因不能同英国

人享受同等权利而愤然辞职
.

一次
,

容阁遇见一个醉酒的洋船员欺负中国人
,

他致书船主
,

迫使洋人向中国

人道歉
.

容阂还拒任待遇优厚的上海宝顺公司的买办
,

该公司经理韦伯称
`

容某虽贫
,

傲骨殊牙麦浪
. ”

18 0 4

年
,

客居美国的容阁听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消急后
,

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经
,

并通过朋友两次投书国内
,

为

抗击 日本侵略出谋划策
.

此间
,

容阂还亲赴伦敦
,

同英国政府交涉
,

为中国筹借抗战款项
.

他应张之洞 之

召
,

把年幼失母约两个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管
,

毅然归国
,

解救祖国的危难
.

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
,

容阂的救

国主张未被采纳
.

19 01 年
,

容阁游历已被 日本割占的台湾
,

会见日总督儿玉
.

儿玉出示 载有 18 94
、

1 8 9 5年

容阁向张之洞条陈抗击日本侵略计策
一

的报纸
,

借此恐吓容阁
,

并想使之屈服
.

但容阂毫不犹豫地 承认报上

所载条陈是他所为
,

并表示
: “

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
,

予仍当抱定此宗旨
,

上类似之条陈于

政府
,

以与日本抵抗
. ”

容阂的爱国之情
,

连侵略者儿玉也深为佩服
,

不忍加害他
.

当然
,

容阁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

他的爱国之举不免有种种局限
,

如他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

特别是美国文化为最高准则
、

:
是非标准

,

设想用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
,

这在当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

因

而是行不通的
。

同时
,

容阁把改良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官僚身上
,

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

指望帝国主

义帮助中国建立资本卞义社全
,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

因此他的理想也是无法实现的
。

但是
,

瑕不掩瑜
,

这些

局限并不影响容阂的爱国者的形象
。

处在多事之秋的中国近代社会
,

他如此强烈和始终不愉的爱国深情
,

赢

得同时代人的交口称誉
。

容阁的老朋友美国吐衣曲尔牧师称客阂为
: `

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

国的
.

他热爱中国
,

信赖中国
,

确信
。
}

;
国会了子灿烂均前程

,

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 口

⑥ 1 9 0 3年
,

梁启超游历美国时会见了老友容阂
,

二声
、

长谈两个多小时
,

容阂
“

策国家之将来
,

示党论之方 针
,

条理秩

然
,

使人钦佩
. ”

梁启超称容阁
“

舍忧国外无他思想
,

无他事业也
. ”

⑥同时
,

容阂的爱国精神更值 得我

们学习
,

他的充满爱国之情的自传一一 《 西学东渐记 》 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

注释
:

①参 见 李喜所 《 近 代留学生 与中冲 文 化 》
.

②钟叔 河 《 容阂 与
“
西学东渐

”

》
,

载 《 走 向世界 丛书 》 第一辑第 2 册
.

③ 参见拙作 《 容阂对太平 天 国运动 的认 识 》
,

套文 史杂志 》 19 9 5年第一期
.

④参见钱炳 裹 《 容阁 》
.

⑥ 见钟叔河主编 《 走向世界 丛 书 》 第一 样第二 册所 附 (( 吐 依曲 尔氏之讲演 》

⑥梁启 超 《新大陆游记 》
。

作者单位
: 天津大学人 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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