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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上流行的留学生“五代”说和严复、孙中山、秋瑾等为“第一代”的说法 ,成为本文

“问题的提出”之背景。 笔者的论证是共 7代 ,分别为: 1840～ 1870年 ,这第一代的人数多 ,且皆为私人途

径 ,然正是其中的容闳成为中国政府成批官派留学生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 ; 1871～ 1889年 ,官派留

学欧美者 230余名 ,自费留学的伍廷芳、孙中山等亦在这第二代 ; 1890～ 1911年 ,这第 3代公私费留学生

以数万计 ,许多留学生加入同盟会 ; 1912～ 1930年 ,总计 2万人 ,其中如赴欧勤工俭学 ,特别是形成一次

留学苏俄热潮 ; 1931～ 1949年 ,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公私费留学生只万人左右 ,但留学范围大为扩

展 ; 1950～ 1978年 ,一万又数千人 ; 1978年至今 ,公私留学生达 27万人 ,遍及 103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代

留学生都同中国和世界形势相应 ,引起不同方面的巨大变革 ,规模越大伴随的变革深度和广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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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 , 80年代后期 ,我们在《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一文里已进行较为

详尽的论述① ,对当今流行的说法提出不同的意见 ,以求符合于历史实际。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与执行 ,出国留学开始成为热

门话题 ,关于出国留学的新闻报道和探讨留学史的文章渐渐多了。 为了追溯往事 ,曾有人

将当今的中国留学生称之为“第五代” ,而对中国的“五代”留学生加以表述 ,认为“东瀛”

(指日本国 )是“曾经接纳过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 ,而且还将 19世纪 70年代后期、 80

年代初留学西欧的严复、留学檀香山 (今属美国 )的孙中山与 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秋瑾同

作为“第一代”留学生的代表放在一起 ,认为他们都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

人”②。姑不论日本并非接纳“我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国度” ,即以留学年代而言 ,严复 ( 1877-

1879年留英 )、孙中山 ( 1878- 1883年在檀香山求学 )与秋瑾 ( 1904. 6- 1905. 12留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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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学年代时间相差将近 30年 ,也无法列为同一代。况且 ,在严复以前 ,中国还有近代最

早的容闳、黄威、颜永京等整整一代的自费留学生和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

佑等 120名留美官费生呢? 但是 ,这“第五代”的说法却不胫而走 ,流行甚广。有人曾以《世

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为题进行撰述 ,沿用此说 ,并予以发挥 ,除了重复“孙中山、

严复、秋瑾等属第一代”的留学生的说法外 ,更加明确地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

去留学的属第五代”③。这篇长文后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又经《光明日报》以《出国潮》为

题 ,连续转载 ,影响更为广泛。 直到现在 ,包括当代的留学生也都这样认为。团结出版社

1993年 10月出版的《蓝色梦幻:热狂大串连》一书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之一 ,史然编 )

也说 ,“有人将眼下的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瑾属第一

代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

庚、邓稼先等属第三代 ; 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如李鹏、李铁映、叶

选平等为第四代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并且说 ,“第一代、第

二代留学生有如普罗米修斯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 ,从而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燃亮

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
④
。

我们认为 ,这种“第五代”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不仅“五代”留学生代表人物的排列不很

科学和合理 ,不能恰当地反映出这些留学人员出国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 ,而且由于缺少了

真正应该属于“第一代”留学生的重要内容 ,致把最早的“从西方`盗’ 回真理的火种”的普

罗米修斯安错了人头。因此 ,这其间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即:近代中国

学生出国留学究竟始于何时?近代中国留学生到底经历了几“代” (也就是大体可以划分为

几个历史阶段 )? 他们 (各代留学生 )出国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是什么? 各“代” (阶段 )之

间是怎样延续发展的? 当今中国的留学生当属第几代? 等等。这些问题归纳起来 ,从根本

上说 ,就是如何科学地对中国留学史进行分期的问题。

二、民主革命时期的五个阶段

第一代留学生 ,据现有史料看 ,其中最早的一小批 ,是 1847年初由香港出发的容闳

( 1828- 1912)、黄胜 ( 1825- 1902)、黄威 ( 1829- 1878)一行三人 ,随同他们当时就读的香

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美国牧师布朗 ( Brow n, Smanel Robbins, 1810- 1880)到美国学习 ;

随后 ,同世纪 50年代 ,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由外国传教士带领几名中国学生出国学

习。

我们认为 ,鸦片战争迄今 150多年间的中国留学史可以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分为 7个阶段。 这 7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七“代”。其中民主革命时期

分为 5个阶段 ,具体情况略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 1840- 1870年 ,约 30年。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多是跟外国传教士出国和得到教会资助或引介的。到 19世

纪 50年代初期 ,在上海的美国教会小学读书的吴虹玉 ( 1835- ? )、颜永京 ( 1838- 1898)、

杨锡麟等分别于 1853、 1854年先后跟随美国教士波英特等赴美⑤。本阶段的中国留学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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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是去美国学习的 ,这与美国教会当时大力发展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密切关系。外国

教会原希望培养这些人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传教宣道的牧师 ,充当其助手或代理人 ,而这

些留学生回国后除有一部分成为中国早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于基督教宣道

的传教士外 ,多半并不从事于这方面的工作 ,有的还对此进行勇敢的抵制 ,坚持自己学成

报国的理想和志愿 ,如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大学生容闳 ,即不愿以“传道”来

束缚自己 ,始终坚持“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作为自己的

抱负和“渴望已久的目的”。 到美国留学以后 ,他就以“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享受与我同样

的教育”为目的 ,盼望“通过西方教育 ,中国将得以复兴 ,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⑥
;学

成回国后 ,他一直为争取清政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而奔走呼号 ,终于通过曾国藩、李

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促成清政府批准在 1872- 1875年每年由国家派遣 30名 ,分 4批共

120个少年学生赴美留学 ,初步实现他的愿望。因此容闳可以说是促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

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 ,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早

在 70年前即已写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舒新城先生在他的这本著作里评价道: “ (清朝 )

于 1872年末派第一批学生 30人去美 ,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此为始 ,而政府之所以有此

举则完全于 (系 )容闳一人之力。故近代中国留学实以容 (闳 )为创始者”
⑦
。除容闳外 ,与他

同去美国留学以后又去英国学医的黄威 ,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当医生 ,成为我国近代早期著

名的外科医生 ,被称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良外科。……旅粤西人欢迎黄宽 ,较之欢迎

欧美医士有加”
⑧
。 黄胜、杨锡麟也都不从事“宣道”。 黄胜去美国后不久因病中途退学 ,回

到香港从事于出版、翻译等工作 ,又曾一度受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之聘到上海担任广

方言馆的英文教习 ,最后在香港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直到退休⑨。他还是香港第一个中国

人的“太平绅士”。 黄胜思想开明 ,他的儿子黄咏商 (亦作咏裳 )参加兴中会 ,积极支持孙中

山进行反清革命。 杨锡麟则在美国学习两年即回上海任教 ,后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通事 ,

主要从事于翻译工作10。此外如颜永京回国后虽主要从事传教活动 ,但也曾一度受雇于上

海英国领事馆 ,充任翻译和曾在同文书局从事出版工作 ,还积极参与圣约翰大学 (当时名

圣约翰书院 )的筹办事宜 ,后来担任院长 ,主持校务达 8年之久 ,热心于教育工作。 他资助

和遣送弟弟和儿女们赴美留学 ,著名的法学家颜惠庆即为他的儿子
11
。

第一代留学生比较零散 ,人数不多。他们都是民间通过私人途径出国的 ,与国家派遣

无关。尽管这时林则徐、魏源等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口号 ,要求睁眼看世界 ,但清政府当局尚未意识到有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必要 ,社会风气

尚很闭塞。像容闳这些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 ,回来后不但很不受欢迎 ,而且还遭到歧视 ,

他们除了当传教士外 ,只能自谋生计。容闳回国后先是在广州美国驻华领事馆、香港高等

审判厅和上海海关、洋行自谋职业 ,以后改营商业 ,直到 60年代中国才因曾国藩办理洋务

的需要 ,而被招去当幕僚 ,随后被派往美国购置江南制造所的机器。这一代留学生可谓是

中国留学生运动勇敢的先驱者 ,当时还是萌芽阶段 ,但却是中国留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第一

代。

第二阶段: 1871- 1889年 ,约 20年。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当属于“第二代”。

在这个阶段 ,清朝统治者在总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开始意识到为了维

持中国的生存及其自身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等科技方面的“长技”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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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军事上着手筹办“洋务”。由于容闳回国后的奔走呼号 ,向地方和中央当局一再上书请

求 ,最后通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向清政府奏请 ,终于获准于 1872- 1875年的

4年间每年选派 30名年龄自 10岁到 16岁的“幼童”赴美国进行预定 15年的留学生活 ,

系统学习自然科学声光化电算法及制器等“西人长技”。 清政府任命容闳充任管理这些留

学生设在美国的机构—— “洋局”的副委员 (即留美学生的副监督 )。这 120名早期的留美

官费生以后由于守旧势力的攻击反对 ,实际未满学习期限 ,即被迫于 1881年全部撤回。接

着 , 70年代后期 ,由于原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建设海军和马尾造

船厂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 ,奏准从马尾船政前后学堂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生员

到英、法等国进行学习。第一批连随员马建忠和翻译、文案兼学生总共 35名于 1877年冬

出国 , 3年后学成归国 ;第二批 10名于 1881年冬分别到英、法、德等国学习 ,也是 3年后

学成回国 ;第三批 33名于 1886年 4月出国 ,分别到英、法等国学习 ,期限改为 3年和 6

年。

以上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20年间 ,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 4届共 120名 ;

派出留欧学生 3批 78名 ,加上一些临时派遣出国实习和工作的 ,共约 110余名。总计这个

阶段共派出留学欧美学生 230余名。这是清政府在欧风美雨东来形势的逼迫下 ,在新潮流

的推动下被迫采取的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措施。 与此同时 ,自费出国留学的也开始有了 ,其

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如赴英国学习法律的伍廷芳和到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去念中学的

孙中山等。

第二代留学生 (官费的 )回国以后成为著名人物有留美的詹天佑、唐绍仪等 ,留欧的严

复、魏瀚、萨镇冰、刘步蟾等。这一代留学生 200余人 ,较第一代留学生 (都是自费的 )人数

要多。 他们在中国刚起步的近代化征程上如新兴的邮电、海关、铁路、矿业等企业和教育、

外交、海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 1884年中法马江 (闽江下游 )战役、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的两次为保卫祖国的反侵略战斗中 ,大约有二十五、六名留美留欧的归国留

学生亲临战场 ,他们在战斗中绝大多数都是忠于职守 ,视死如归、英勇顽强坚持到最后 ;其

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以身殉国的共达 11人之多
12
。 这个阶段里 ,国人开始对西方有所接

触和了解 ,社会风气也渐渐开通 ,因而开始有了政府的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 ,自费

出国留学的也逐年增多。

第三阶段: 1890- 1911年 ,约 20年。 这个阶段出国学习的应属中国留学生的“第三

代”。

本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瓜分危机的强烈刺激 ,为了搞“新政” ,自甲午中日战争

后 ,清政府被迫派出大量的官费留日学生 ,并鼓励青年学子自费出国留学 ,同时也派出少

量的赴欧洲各国的官费留学生。 1909年起更因美国归还“庚颖”余额 ,要求专门作为派遣

留美学生费用 ,清政府表示“欣然接受” ,在中断了将近 30年以后重新派遣了留美官费生。

在清政府临垮台的 3年间 ( 1909- 1911年 )共派出“庚颖”留美学生 180人。由于这几方面

的情况 ,因而便出现了以留学日本为主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国留学热潮 ,也是我国出

国留学的初步发展阶段。

这阶段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的公私费留学生总数当以数万计 ,较第一、二阶段人数超

出百倍以上 ,以后成为知名人物的很多 ,如黄兴、宋教仁、秋瑾、吴永珊 (吴玉章 )、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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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周树人 (鲁迅 )、蒋志清 (蒋介石 )以及蔡元培、宋庆龄、马寅初、竺可桢、胡适、赵元

任等。 这个阶段 ,由于中国民族危机极为严重 ,拯救中华成为一个突出的和急迫的头等大

事 ,也是促成有志青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力。许多留学生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成员和骨

干 ,跟随孙中山为推翻清朝腐败政权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阶段: 1912- 1930年 ,约 20年。是前此出国留学的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

留学生应属于“第四代”。

民国成立后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有加

无已 ,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相反的却是每况愈下 ,越来越

糟糕。 广大青年学子盼望直接学习西方的要求日益增长 ,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 ,随着

新文化运动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怀抱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

的真诚愿望 ,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含辛茹苦地前

往欧洲的法、比、英、德等国进行勤工俭学的人数与日俱增。在 20年代前期和中期 ,苏俄十

月革命建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联盟的新型国家 ,经过内战和几年经济的恢复与稳

定 ,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列宁的故乡学习无

产阶级革命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 ,追求适合于中国需要的革命真理和在孙中山“以俄为

师”的号召 ,以及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历史背景下 ,在中国又形成了一次留学苏俄

的新热潮。而自 1912- 1929年之间 ,每年所派遣的“庚颖”留美公费生约在千名以上13。这

个阶段留日学生数目仍然相当大。这个阶段里 ,在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当有 2万人左

右。

“第四代”留学生以后成为知名人物的也很多。著名的如: 留美的侯德榜、茅以升、吴有

训、梁思成、周培源等 ;留日的如李大钊、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彭湃等 ;留欧的包括法、

比、英、德和苏俄的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畅、

邓小平、聂荣臻、李四光、许德珩、徐悲鸿、严济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董必武、林伯

渠、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叶挺、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王明 (陈绍禹 )、博古 (秦邦宪 )、

杨尚昆、屈武、蒋经国等一大批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有卓著成就的科学家和国共两

党的领导人和骨干 ,特别是有许多人成为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物 ,为我

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

第五阶段: 1931- 1949年 ,约 20年。 大部分时间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救亡和

战乱年代。这个阶段系在国民政府统治下 ,对出国留学进行了整顿和限制 ,采取了紧缩和

精简的政策 ,故可称之为整顿收缩阶段。又因处于长期延续的战乱中 ,所以出国人数锐减 ,

即使在此“国难”和“非常时期”里 ,仍有不少青年学子冲破重重困难远渡重洋 ,到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以求振兴中华 ,其中自费生人数大大超过公费生。 这个阶

段的留学生总数只有前一阶段的一半 ,约为万人左右 ,但留学的国家数目却较前大为增

加 ,除美、英、法、德、比、日、苏外 ,还有到奥、意、荷、瑞士、瑞典、丹麦、加拿大、印度、埃及、

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去学习的。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如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华

罗庚、邓稼先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基本上都是这个阶段出国留学的。他们回国或者虽定

居海外 ,却都对于我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建国 40余年来社会主义国防科技、经济建设、中

外文化交流和培养下一代的科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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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阶段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这 48年 ,出国留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其中前一阶段即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的第六阶段 ( 1950- 1978年 )。 在这 20多年里

出国留学的全部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有关部门公派的 ,而且由各级政府和有关单

位层层严格挑选。 其中 1950- 1965年是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 29个国家

和地区派遣的 1万余名学习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留学人员。 1966年“文革”开始后曾中断了

五、六年 , 1972年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高等学校重新招生 ,便恢复了向国

外派遣留学生 ,至 1976年的三、四年间共向 49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人员达 1600余人 ,

其中大多数是学习与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14。在这个阶段的 20余年间前后共 1万数千人

构成我国留学生的第六代。他们绝大多数都按期回国服务 ,其中五、六十年代回国的 ,在此

后数十年间 ,多数都已成为我国科技、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其中不少人

为四化建设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随着近 10余年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发展 ,由于工作任务的

需要 ,有一些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或中央部门重要领导工作 ,其中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
15、叶选平、李铁映、宋健、李贵鲜、罗干、朱训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当前阶段 ,即第七阶段 ( 1978年至今 )的十八、九年以至本世纪

末的未来岁月里 ,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空前大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出国的各类留学人员构

成了我国近现代的第七代留学生。

这个阶段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实施 ,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每

年有计划派遣为数众多的公费留学生外 ,在自费出国的留学办法颁布后 ,更有为数不少的

自费留学生 ,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因而骤增 ,形成我国有史以来出国留学的空前大热潮。 18

年来 ,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远渡重洋 ,负笈求学于异国他乡 ,其人数之多 ,求学学科之

全 ,分布国家之广 ,前所未有 ,为世人瞩目。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 ,至 1996年底 ,我国各类出

国留学人员已达 27万人 ,分布在 103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 4. 4万余人 ,

单位公派 8. 6万人 ,自费留学 13. 9万人。 到目前为止 ,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已达 9万人。

其中国家公派 3. 7万多人 ,单位公派 4. 8万多人 ,自费留学人员 4, 000余人。 目前在外的

留学人员有 17万多人 ,其中国家和单位公派人员为 4万余人 ,自费留学人员为 13万多人
16。 这个 27万人的数字等于建国以来到 1978年间即第六阶段出国留学人数的 20余倍 ,并

远远超过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前 130余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和。 在这个阶段里迄

今为止已学成归国的 9万留学人员 ,他们热情满怀地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立足

于我国现有的条件 ,艰苦奋斗 ,勤俭创业 ,在推进我国科研与教学 ,促进科技应用和国民经

济发展 ,开展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追踪世界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根据

我国的国情 ,从实际出发 ,学以致用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成为促

进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堪称是我国

教育界、科技界、现代经济企业界和决策管理部门的一批精英。其中著名代表人物如:路甬

祥、韦钰、冯长根、李华、陈章良、白春礼、侯义斌等 ,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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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形势特点有着显著的差别 ,因而留学生的时代使命也就有

所不同 ,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 ,虽然留学生出国学习的任务都是同样为了改变半

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命运 ,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 ,即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但是各个

阶段的国内外形势特点及出国留学的任务却很有差异。例如第一阶段 ,由于清朝统治者顽

固自大对西方国家缺乏认识和社会风气未开 ,只有少数自发出国的留学生 ;第二阶段清政

府早期派遣的留美留欧学生 ,主要是为了办洋务 ,进行“自强” ,培养科技和军事上 (特别是

海军 )的人材 ;到第三阶段清政府为了搞“新政” ,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 ,要求有更多的新

式学堂的师资和新军骨干以及新政所需的各方面人材 ;第四、五阶段处于民国北洋政府和

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统治下 ,各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个

阶段 ,即第六、七阶段 ,虽然同样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但第六阶段是在我国遭受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 ,“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始的 ,以后情况

虽有所变化 ,但派出留学生前往的国家、学习的专业对象、范围则是较狭窄的 ;到了第七阶

段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出国留学的范围则较前一阶段远为广泛 ,已由 20- 30个国家、

地区发展到 103个国家和地区 ,学习的对象、范围除了各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学艺术、体

育和自然科学、生产领域各种最新的高精尖科技外 ,同时还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

管理经验。

就留学生本身而言 , 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千差万别 ,但归纳到一点则都是为了“振兴中

华”这个大目标。民主革命时期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危亡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留学生

们或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 ,而成为职业革命者 ,回国后从事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活动 ;或者

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真诚愿望出国学习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 ,

回国后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效力。 但是 ,在帝国主义压迫控制下的旧中国 ,不打碎旧的国家

机器 ,不赶走帝国主义势力 ,中国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因而 ,留学生中的许多志士

仁人、优秀分子先为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 ,以后又为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

投身于革命事业。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则是为了建设新中国 ,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而出国留学。这个时期的留学生是幸运的。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

的专业学习 ,可以不必像他们的先辈们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而忧心如焚和流血牺牲。 当

然 ,为了很好地掌握最先进的尖端科学和生产的管理经验 ,同样必须付出艰苦和辛勤的劳

动。如同江泽民概括的那样:建国 40余年 ,两代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我们的根在

中国 ,要振兴和发展我们的中国”
1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

怀和领导下 ,出国留学工作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到目前为止 ,已有 5万多留学

人员先后学成回国服务。他们在`四化’建设的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经济、科技、教育

事业的发展潜心钻研、勤奋工作 ,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 ,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18。到 1996年底 ,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已上升到 9万人 , 1997年 1月 21- 23日国家教

委与人事部更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回国工作会议 ,表彰了 318位优秀留

学回国人员
19
。

早在 1978年 3月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指出: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 ,

·90·

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 4期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

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 ,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我们不仅因为技术落后 ,需要

努力向外国学习 ,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水平 ,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20。为了

继续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东西 ,吸收各方面的先进科技和经济管理经验 ,党和国家的领

导同志再三表示 ,今后我国仍将继续派遣人员出国学习 ,即派遣出国留学的政策不变 ;而

我国的广大留学生是热爱祖国的 ,他们大多数在学成后必将回到祖国参加各项建设工作。

可以预见的是在我国四化建设第二个阶段即 2000年前的 90年代 ,我国的出国留学工作

必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而且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着。中国当代的留学生必将为祖国的四化

建设、为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

更大的贡献。

(学稷注:本文主要内容曾于 1991年 8月 20日应内大历史系的邀请由本人在历史系

四年级近代文化史专题讲座上作学术演讲。今加修订补充 ,作为纪念内大建校 40周年庆

典献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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