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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无法通过试验

展示在学生眼前
,

这就使历史教学的

形象化陷入了困境
。

但许多学生对古

人的生活经历颇感兴趣
,

抓住这个特

点
,

以历史人物为突破 口
,

把特殊的人

和一定的历史阶段
、

历史过程融合起

来
,

是实现 历史教学由呆板到灵活转

变的 良好方法
。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

辱史
、

探索史和抗争史
。

容阂 ( 1 8 2 8一

1 9 1 2) 的一生
,

正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写

日召

一
、

艰辛的童年— 近代史的开

端

十九世纪初
,

清王朝财政亏空
,

国

力衰微
,

经济凋 敝
,

军营废弛
,

土地高

度集中
,

民不聊生
,

阶级矛盾异常尖

锐
。

腐败的满洲贵族却荒淫无耻
,

虚骄

自大
,

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侵略和掠

夺提供了机遇
。

1 8 4 0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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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安庆
,

被任命为出洋委员
,

以采用
、

购买外国各类机器为主要任务
。

但他

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洋务派的
“

中体西

用
”

。

他心目中的
“

西学
” ,

不仅包括西

方近代先进科技
,

还包括资本主义的

政治
、

法律等各项制度
。

为此
,

他提出

了派遣幼童留学的建议
,

得到曾国藩
、

丁 日昌等人的首肯
。

近代中国第一批

官费留学生在 1 8 7 2 年夏去美国
,

为直

接向西方学习揭开了新的一页
。

但留

学生到美国后受环境影响较大
,

生活

方式
、

思想意识等方面出现
“

西化
” ,

为

清政府当权者所不容
,

遂下令回国
,

容

阂的教育救国计划成为泡影
。

这也反

映 出洋务运动先天不足
,

内部矛盾重

重
,

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光明
。

四
、

结识康梁— 参加变法维新

1 8 9 4 年
,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

短

暂数月
,

以清政府的失败— 签订了

《马关条约 》 而告终
。

随之而来的是帝

中国近代史线索从容闺一的生谈

少-111.,工ll.llls.lleJ一.

争爆发
,

容阂如同自己的祖国一样多灾多难
,

父亲在

贫病交迫中去世
,

家庭生活更加困苦
。

尚未成年的容

阂被迫走向社会
,

时而去街头叫卖
,

时而到工厂做

工
。

1 8 4 1 年
,

进免费供给食宿的马礼逊学堂学习
。

6

年后
,

赴美留学
,

开始了 自己漫长的寻觅
。

我们通过

了解容阂的童年
,

就可见微知著
.

中国近代史
“

童

年
”

的艰难时事也显现于其中
。

二
、

访太平天国— 涉身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

上帝的劝导没有使他变成忠实的奴仆
,

这是培

养者所始料不及的
。

1 8 5 5 年
,

容阂学成归国
,

但未

受到清政府的重用
。

为了生计
,

他屡迁其业
。
1 8 5 6年

秋
,

经人介绍
,

他到洋人控制的上海海关工作
。

干里

洋场
,

光怪陆离
,

洋人趾高气扬
,

视华人为敝履
。

具

有强烈自尊的容阂不惜优厚月薪
,

毅然辞职
。

在香

港
,

他结识了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洪仁开 (洪秀全的

族弟 )
,

产生了到天京效力的愿望
。

1 8 6 0 年 n 月
,

他

前往太平天国辖区
,

进一步考察那里的政治
、

经济和

文化制度
,

试图在其旗帐下实现自己的蓝图
.

他向天

国领导者提出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 7 条建议
。

洪仁开对此十分重视
,

认为与 《资政新篇 》 的精神

相一致
。

但容阂在肯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和合理性

的同时
,

也看到了它的落后性
,

并且对巩固政权产生

了怀疑
。

甚 至
,

不 相信太平天国会取得全国性胜利
。

这就使他把目光转向其他政治力量
,

这一转向
,

也正

是中国近代史的转向和发展
。

三
、

投奔曾国藩— 寄希望于洋务运动

1 8 6 1 年
,

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
。

容阂接受友人

邀请
,

前往曾国藩衙 l了供职
。

1 8 6 3 年 8 月
,

容阂到

国主义的瓜分狂潮
,

他们竟相投资建厂
,

强占租界

地
,

中国殖民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

在此民族危机之

际
,

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

酝酿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
。

1 8 9 8 年
,

容阂与康有为
、

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相识
,

容阂支持变法
,

并巫盼维新

派的改革能够实现
。

然而
,

变法维新昙花一现
,

很快

就被守旧派镇压
。

容阂思想产生 巨大震颤
,

由支持改

良逐步过渡到赞同革命
。

五
、

巧遇孙中山— 转向革命派

1 8 9 9 年
,

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 团运动
。

为了呼应华北人民的爱国高潮
,

容阂与唐才常等人

在长江一带组织 自立军
,

伺机起事
。

由于对帝国主义

和官僚张之洞之流缺乏本质认识
,

因而设法与其联

系
,

幻想取得支持
,

结果反遭镇压
,

夭折在义和 团失

败的前夜
。

1 9 0 0 年 9 月
,

在流亡 日本的途中
,

容阂

与孙中山巧遇
。

两人促膝谈心
,

他终于认识到
,

只有

推翻满清政府
,

中国才有希望
,

这是容阂一生最光辉

的转折点
。

从此
,

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
,

四

处奔走
,

筹资支持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
。

但是
,

同一

切旧民主主义者一样
,

他把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国际

的同情
,

而不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

最终还是走向了

失败
。

1 9 1 2 年 4 月
,

容阂在美国逝世
,

正值辛亥革命

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之时
,

真是历史的巧合 !在社会发

展的长河中
,

往往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巧合
,

我们要巧

妙地利用这类偶然去掌握必然性
,

使历史教学更生

动
、

更具有吸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