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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论 容 阎 对 中 国 迁 代 留 学 教 育 的 贡 故

口 李 卫 国

摘 要 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论述了容阂对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贡献
:

首倡通过留学教育

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
;

较为成功地组织 了百余名幼童赴美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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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
,

留学教育是一个异常引人注 目的现象
。

其间
,

作为近代中国早期改 良主

义者
、

资产阶级教育家
、

著名的爱国维新志士的容阂
,

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端
、

发展起 了极

为关键的作用
。

本文试图就容阂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作一尝试性分析
。

容阂
,

字纯甫
,

1 8 2 8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

1 8 4 7 年
,

在美国人布朗的资助

与带领下
,

他与另外两名中国青年一道
,

远渡重洋
,

赴美留学
; 18 5 4 年

,

在美国取得了耶鲁大学

文学学士学位
。

长期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
,

使容阂广泛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

识
,

较多地了解 了西方的政治
、

经济和文教制度
,

从而使他成为一个较早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

中国人
。

由于这些条件
,

容阂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当时中国的一般士大夫
。

可贵的是
,

他虽然羡

慕西方的资本主义
,

但对于西方列强仗势压迫中国的行径极为不满
,

对祖国自身的贫弱落后深

感不安
,

尤其是对满清政府的专制腐朽痛心疾首
。

正如他 自己所表 白的那样
: “

予当修业期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追末年而尤甚
。

每一念及
,

辄为之快快不乐… …遂觉此身负荷极

重
。 ’ ,①因此

,

如何用 自己学到的先进知识来为祖国谋求福利
,

这是常常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问

题
。

尽管容阂想在毕业回国后
,

当一名内科或外科医生
,

或者当一名农业化学技术人员
,

但他明

显地意识到
,

在当时的中国仅凭 自己一身的科技本领
,

想要影响和改变 中国的现状
,

根本无济

于事
。

他认为若要改变中国的面貌
,

必须造就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才
,

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又离

不开先进 的西式教育
。

正是基于以上 的认识
,

容阂
“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划大略于 胸中

矣
” 。 ②这

“

应行之事
”

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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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 。 ⑧显然

,

在大学毕业前夕
,

容阂的

头脑中已经酝酿着回到祖国发展留学教育的思想
。

18 5 5 年
,

容阂怀着发展留学教育的美好设想回到了祖国
。

回国后在国内的所见所闻
,

使他

更加感到有派遣 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必要
。

他清楚地看到
, “

在国际关系中
,

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

和其他交往中
,

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
、

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
。

在许多至关重要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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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
,

中国被迫运用外国人
。 ’ ,①如 1 8 6 7 年

,

清政府任命美国人蒲安 臣为
“

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 ,

第二年又由蒲氏充当中国外交使团的首席代表与美
、

英等国订

立条约
,

从而演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幕荒诞剧
。

因此
,

容阂认为派遣学生出国学 习
,

已是刻不

容缓的了
。

1 8 6 8 年
,

容阂通过江苏巡抚丁 日昌向清政府
“

条陈四则
” ,

指出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

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 ⑤云云

,

首次正式提出了清政府应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

学的建议
,

可惜此事由于军机大臣文祥的去世而不了了之
。

1 8 70 年
,

曾国藩
、

丁 日昌等人奉旨

赴天津办理
“

天津教案
” ,

容阂利用当翻译的机会
,

乘机向曾
、

丁二人提出留学建议
。

因当时洋务

运动正处于勃兴时期
,

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
,

所以容阂的主张得到 了曾国藩

等实权派的赞同和支持
。

容阂怀抱多年的留学教育的思想和愿望最终得 以实现
。

容阂留学教育思想的酝酿与提出
,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

第一
,

它吹响 了中国

近代留学教育的第一声号角
。

留学教育思想经 由容阂提 出
,

特别是在上层实力派官员中宣传
,

使一部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了留学教育的重要性
,

并进而行动起来
,

直接引发了近代史上的一

件大事—
1 20 名幼童赴美

。

从此以后
,

中国学生源源出洋
,

形成 了一个又一个的留学高潮
,

这

对中国近代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

正是 由于容阂的留

学教育思想启动了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
,

一些教育史专家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

舒新城就曾明

确指 出
: “

欲述留学之渊源
,

不可不先知容阂
。 ’ ,⑥第二

,

留学教育思想 的提 出
,

突破了
“

中体西

用
”

的狭小圈子
,

对于较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

容阂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方
,

不仅要学习其先进的科技
,

也要学习其先进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意识
,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

因此
,

尽管洋务派后来阻挠留学教育
,

但是由于容阂留学教育思想的根本意图在于学习西方先

进的政治制度
、

科学文化
,

从而在中国建立独立 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以取代封建专制统

治
,

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

所以在整个近代史上
,

这一思想比起
“

中体西用
”

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

从而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同情和支持
。

在容 阂坚持不懈的倡导下
,

1 8 7 2 年夏天
,

第一批 30 名幼童终于被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

国
,

此后
,

又有三批幼童陆续赴美留学
。

前后凡百余名幼童 留美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

事
,

是近代中国真正走向西方世界的开始
,

它开掘了近代中国源源不断的留学教育之先河
。

尽

管幼童留美离不开洋务派的支持
,

但从一开始起
,

容阂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

并 自始至终担当

了这一特殊事务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

其贡献是最突出的
。

第一容阂克胆各种困难
,

白手起家
,

主持筹办了出国预备学校
,

并成功地召集了第一批出

国预备学生
,

为幼童留美作好了准备
。

当清政府批准了留学教育的计划后
,

接下去面临的是许

多棘手的具体事务
。

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招足第一批 30 名幼童
。

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
,

对外国存在着各种糊涂的认识
,

何况美国同中国又相距十分遥远
。

早期留学生颜惠庆在
“

官费

留美
” 时

,

就听到过这样的谣言
:

美国有野人会剥人之皮
,

再给披上狗皮
,

使人变成四不像的动

物
,

等等
。 ⑦如此一来

,

哪个父母还敢安心地送亲生骨肉去冒险呢 ? 招生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招

生条件比较严格甚至苛刻
。

按照最后规定的招生章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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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质经医生检验
,

方为合格
。 ”

还规定
“

当未出洋之先
,

学生之父兄

须签名于志愿书
,

书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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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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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
,

政府皆不负责
” 。 ⑥这样

,

应者寥寥
,

如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城

市之一的上海也只招到几名
。

然而
,

容阂在困难面前并没有退缩
,

他一边宣传留学教育之意义
,

一边招选合格学生
,

最后终于招足了 30 名出国预备学生
,

并开办了出国预备学校
。

第二
,

容阂昔 日留学美国期间
,

品学俱佳
,

给美国人民留下 了很好的印象
,

同时
,

长期居留

美国
,

使他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
,

所有这些 为后来的幼童顺利赴美学习
、

生活开辟了道路
。

容阂

是 1 8 4 7年到达美国的
,

他首先在麻萨诸塞州的孟松预备学校学 习
,

两年半后
,

他考取了美国著

名的耶鲁大学
。

虽然容阂的预修欠缺影响了他的某些学科的成绩
,

但他并不自卑
,

而是暗暗努

力
,

终于他的英文论说两次连获首奖
。

自此
, “

校中师生异常器重
,

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 ’ ,⑨

尤其值得称道 的是
,

他虽然远在美国的大学学习
,

心却贴近祖国
,

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着为祖国

谋福利的重任
。

总之
, “

他从头到尾的言行赢得 了全班的敬重
。 ’ , 。最能反映容阂获得美国人民

好感程度的是 1 8 5 4 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
。

当地许多人认为
“

容阂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

的大事件
’ ,

@
,

一些人前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一睹这位中国毕业生的风采
。

有位哈特

福德城的布什内耳博士专程来见容阂
,

因为他曾经
“

在报纸上读到了几篇关于当时的中国问题

的文章
,

它们流露出作者的经 国之才而引起了他的注意
’
心

,

文章的作者便是容阂
。

从 18 4 7 年

到 1 8 5 4 年
,

容阂在美国学 习生活了约八年的时间
,

八年的 日日夜夜
,

不仅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多

的美国人
,

熟悉美国的情况
,

而且也使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好感
。

正因为如此
,

第一批幼童来到

美国后
,

受到 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

同时
,

他们也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

幼童留美的初期工

作开展得如此顺利
,

不能不说主要归功于容阂的影响和努力
。

第三
,

在幼童留美过程中
,

容阂尽心尽力于留美事业
,

并同各种守旧分子据理力争
,

使幼童

留美得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
,

并最终使不少幼童能够学有所成
。

容阂满腔热情地将组织幼童留

美学习视为其一生中的最大的事业
,

为了这项事业
,

他真正做到 了弹精竭虑
、

尽忠尽智
。

1 8 7 5

年
,

清政府任命容阂为驻美公使
,

但他不愿接受公使之职
,

因为他离不开幼童留美事业
,

也不放

心让别人办理这一事业
。

但出于无可奈何
,

他接受了副公使一职
,

却仍保留了留学事务所副监

督职位
。

容阂的这一选择为后来的留学教育起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为
,

如果他在当时没有坚

决要求兼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

幼童 留美的寿命绝对不会延续十年之久
。

然而
,

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别
,

在对待 留学教育的问题上
,

不论容阂多么热心
,

他还是不可避

免地同清廷委派同来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

第一位与容阂共事的监督是陈兰彬
,

他们两人

一开始就互相抵悟
。

由于幼童年少
,

在美国学习
、

生活免不了要受到美国风习的影响
,

如随美国

人一起祈祷
,

参加美国人的游戏
,

学习美国人的健身运动等
。

在容阂看来
.

这些都不足为怪
,

而

陈兰彬却深恶痛绝
,

为此与学生屡屡发生冲突
,

容阂不得不
“

恒居间为调停人
” 。

. 自陈兰彬后
,

先后担任监督的还有区愕 良
、

容增祥和吴子登
,

他们也无一不明里或暗里地与容阂作梗
。

就连

在 容阂看来尚能通达事理 的区愕 良这位开明人士也曾暗地写信给李鸿章
,

要求
“

中道撤 回
”
留

学生
。 。 容增祥也 向李鸿章告状

,

说什么
“

学徒抛荒中学
,

系属实情
。

由于容纯甫意见偏执
,

不欲

生徒多 习中学
” 。
珍吴子登一到任

,

更是
“

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
,

巫宜裁撤
” 。
垃面对种种责难

,

容

阂一面忍辱负重
,

维持留美事务所的局面
,

一面复书李鸿章
,

晓以 利害关系
。

起初李鸿章还支持

容阂
,

并
“

随时函告荔秋
、

纯甫
、

子登
,

劝令销融意见
,

尽心公务
” 。

⑥可是后来
,

不幸 的事情又发

生 了
,

当时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不断制造
“

排华
”

气氛
,

一些地方出现了
“

反华暴动
” ,

华侨的生命

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
.

《蒲安臣条约 》中双边互惠条款也由美国单方面或予以修改
,

或废除
。

所

有这些使清政府十分失望
,

留美事业 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

尽管如此
,

容阂仍竭尽最后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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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活动
,

争取美国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的支持
,

请求清政府不要撤 回留美学生
。

美国前总统

格兰德亦为此事致函李鸿章
,

希望谨慎对待
。

但大势 已去
,

容阂的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

1 88 1

年
,

百余名幼童不得不提前凄然回国
。

尽管此次幼童留美一事 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

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则是举足

轻重的
。

首先
,

由容阂倡导并负责组织的幼童留美
,

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
。

以幼童留

美为起点
,

留欧教育接踵而至
,

再往后
,

留日教育蓬勃兴起
。

1 8 7 2 年
,

只有 30 名幼童在国外学

习
,

到 1 9 0 6 年
,

仅留学 日本的中国学生就达 8 0 0 0 人
,

在欧美留学的人数也很多
。

近代留学教

育
,

终于由一条曲折小溪经过沿途汇聚而成为滚滚洪流
。

其次
,

通过幼童留美
,

为近代中国培养

了一批有作为的人才
。

10 0 多名幼童
,

除极个别的外
,

绝大多数后来为祖国作出了这样或那样

的贡献
。

如詹天佑第一次不假外力
,

设计并领导修成 了京张铁路
;
朱宝奎

、

黄开甲
、

周万鹏等人

负责兴建了我 国第一批电报线路
;
唐国安参与创办了清华学堂

, 1 9 12 年又出任清华学校第一

任校长
;
吴应科在甲午中日海战中表现突出

,

获得 了
“
巴图鲁

”

的荣誉称号
;
梁敦彦在清末当了

外务部尚书
;
唐绍仪在民国初期出任国务总理

,

等等
。

由于留美幼童回国后大都表现非凡
,

清政

府意识到当初裁撤留美事务所是不明智的
,

因而转而更加重视留学教育
。

同时
,

当年留美的幼

童跻身于显要职位之后
,

利用 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

又积极推动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

这一切对于

晚清 留学教育的再度兴起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容阂不仅身体力行地参与领导和组织了留学教育活动
,

而且还以他那执著的爱 国心
、

强烈

的报国情等影响和感染了成千上万的近代留学生
。

近代中国确实需要派遣 留学生到西方学习
,

但是
,

出国留学生如果没有执著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报国情
,

不但不能拯救中国
,

反而 会成 为西

方国家的代言人
。

一些西方国家积极主动地支持中国的留学教育
,

但它们的真实 目的在于
,

通

过
“

热心
”

支持 中国的留学教育培养一批亲西方列强的上层人物
,

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它 们的附

庸或殖民地
。

因此
,

每个出国留学者必须心系祖国
,

这样才能在学成 回国后不为西方国家所奴

化
,

才能报效祖国
。

容阂在这方面为留学生作出了表率
。

按一般设想
,

容阂是最易于被奴化而

丧失爱国心的
,

因为他从七岁起就进入美国教会学校学 习
,

接着又到美国学习
、

生活了多年
。

但

是
,

容阂非但没有被奴化
,

而且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逐渐升华为报国之志
,

时时为造福祖国着

想
。

在报考耶鲁大学时
,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
,

容阂打算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

设置的奖学金
,

但他在了解到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保证毕业后充当传教士的规定之后
,

坚决拒绝申请这项奖学金
。

他认 为
, “
予虽贫

,

自由所固有
。

他日竟学
,

无论何业
,

将择其最有益

于中国者为之… …志愿书一经签字
,

即动受拘束
,

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
,

亦必形

格势禁
、

坐视失之乎… …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
,

决不能以食贫故
,

遵变宗 旨也 !
’ ,
珍这段朴实的

话语
,

正是容阂的爱国心声
。

耶鲁大学毕业后
,

容阂的那颗爱国之心又一次受到了强有力的挑

战
。

特韦契尔牧师曾说过
: “

他理智上
、

道义上的一切兴趣
、

情感和爱好
,

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
。

而且
,

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
,

一个很有吸引力 的机会向他开放 了… … 另一方面
,

对他

来说
,

中国反倒像异乡
,

… … 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
、

猜疑和敌对
。

摆在他前面的是

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 ’
心然而

,

无论前景多么艰险可怕
,

报效祖国的急迫心情使他于毕业的当

年毅然告别美国
,

登上了归国的帆船
。

回国后
,

尽管他开创的百余名幼童留美事业不幸半途而

废
,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祖 国失去信心
,

而是很快地走上了和康有为
、

谭嗣同等一道谋求变法

维新来救国的道路
。

维新运动失败后
,

容阂不得已于 1 9 0 2 年远赴美国避难
。

在美国的晚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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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
,

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前途
。

1 9 1 1 年武昌首义成功后
,

容阂不顾病危
,

在短时间内连续写

了五封信
,

寄给国内友人
,

表达了他对祖国革命和建设大业的关切之情
。

如在致一友人的信中
,

容阂对 因清朝覆亡而可能
“

失其庇依
,

资斧无着
,

有辍业之虞
’ , 。 的官费留学生的生活极为关

注
。

直到逝世前一个月
,

容阂还在信中表示愿为
“
助纂 民国宪法

”

而
“
竭力

” 。
@ 尤令人感动的是

,

他在
“

易箫时
,

犹嘱其二子觑彤
、

觑槐
,

弃其营业
,

回助祖国
” 。

@ 容阂的一生
,

不愧是杰出的爱国

者的一生
,

正如特韦契尔牧师所说的
, “

他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 ’ ,⑥作为

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拓荒者
,

他那赤诚的爱国

心
、

高尚的情操
、

伟大的品格
,

对后来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感染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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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运业的发展
,

匹兹堡
、

惠灵
、

辛辛那提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
。

农机制造业中心也从原来

的纽约迁到 了伊利诺斯和威斯康星
。

工业化运动的西移
,

使西部逐渐上升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

区
。

19 0 0 年
,

工业革命的摇篮新英格兰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 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14
.

4 %
,

而

纽约
、

宾夕法尼亚
、

新泽西三州的工业 产值在全国已占 38 %
,

西部被誉为经济发展的
“
阳光地

带
” 。

西部工业的崛起
,

使美 国工业总产值大 幅度上升
,

1 8 9 4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猛增 到 94
.

98

亿美元
,

为英国的两倍
、

法国的三倍
,

美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

综上所述
,

西进运动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了美国西部
,

极大地促进 了美国经济的发

展
,

其历史影响不仅具有全局性
,

也具有长期性的意义
,

它
“

确定了美国社会的节奏
” 。 ③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
,

西进运动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
,

移 民当局对印第安人采取了强占

土地
、

无情屠杀的政策
,

西进之路就是印第安人的
“

眼泪之路
” ,

这是西进运动也是美国历史的

一大污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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