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轫和发展

厦门大学　　吴　岩　

　　 1847年 , 容闳、 黄宽、 黄胜三名中国少年随传

教士布朗远渡重洋 , 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

校学习 ,当时这是美国最好的一所预备学校。容闳等

三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

的开山之人被载入史册。从此迄今 , 历经坎坷起伏 ,

历时达 150年的近代留学教育史拉开序幕。 它对中

国社会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文化教育向近现代

的转型嬗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中 ,对于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轫和发展所起作用尤为显赫 , 本

文撷此加以研究。

一、 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科

技的发轫

本文所指的中国现代科技的发轫时间为 1847

年—— “五四” 时期 , 历时约 70余年。

虽然 “西学东渐” 时期 (明万历年至清康熙的

100多年 )是欧洲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后 ,中西科学文

化的第一次交流① , 然而随后 100年的 “闭关自守”

政策的实施 ,这种近代科技的萌芽又遭到摧残。真正

比较有连续性的近现代科技的发轫则是 “洋务运动”

时期。其发轫的源头有两个: 一是清廷有远见卓识的

重臣 ;二是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型知识分子。前者

更多是从国家宏观政策上推进 , 后者则从实际上进

行坚实的工作。 后者的主体是从容闳开始的一批批

回国留学生。 中国近现代科技真正的开端始于这些

最早开眼看世界 ,最直接领略欧风美雨洗礼 ,学贯中

西 , 兼容世界文明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 最早的

留美、 留欧、 留日学子。

(一 ) 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科技思想的启蒙

在中国 , 现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启蒙一般以严复

所译的 《天演论》为标志。然而现代科学思想的启蒙

远非如此简单 , 至少应论及二人、 一社、 一刊。

政府科技政策思想的启蒙人—— 容闳。 1854年

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 , 1855年回国抵香港②。 1867

年—— 1868年容闳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

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③向清政府提议派遣学

生赴美。 1871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两江总

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继续倡议派遣留学生。根

据容闳的倡议和初拟的具体办法 ,曾、李二人出于培

养兴办洋务事业人才的需要 ,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

美习艺并酌议章程》专折 ,得到清政府上层洋务派奕

讠斤等的支持 , 决定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1872年 8月

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比官费赴美留学幼童 30人从

上海启程赴美 ,随后 1873—— 1875年又有三批共计

90人赴美留学。 虽然 1881年这些留学幼童被清廷

以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 ,各学生腹少儒书 ,德性未备 ,

尚未究彼技能 ,已先沾其恶习” 为由提前撤回④ ,但

这些最先开眼看世界的学子将西方科学文明之风带

回国内 , 也逐渐使清朝政府认识到欧美先进科技的

威力 , 也为最终放弃 “闭关自守” 的顽固政策 , 取消

科举取士做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容闳也理所当

然地成为清朝政府启智之第一人。

知识分子科技思想的启蒙人—— 严复。 作为第

一批船政学堂赴欧美留学生 , 严复学习了西方现代

科学技术 , 这为他日后翻译 《天演论》、 《群己权界

论》、 《群学肄言》、 《社会通诠》、《法意》等学术著作 ,

传播西方哲学、 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术思

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达尔文的

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经介绍 ,即在

中国思想界掀起巨大波澜。正像胡适所说: “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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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不久 , 不上几年 , 便风靡全国 , ……几年之中 ,

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

天演、物竞、 淘汰、天择等术语都逐渐成了报纸文章

的熟语 ,逐渐成了一班爱国人士的口头禅 ,还有许多

人爱用这种名词作自己或儿女的名字。”①这种将对

西方科技文化的真切认识介绍给国人 , 只有像严复

这样留学国外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同一时代

的旧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无法做到的。 正像梁启超

自称的 “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 ,外国文字却一

字不懂 ,他们不能告诉国人外国学问是什么 ,应该怎

么学法。只会大声疾呼 ,中国的旧东西是不够的 ,外

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②严复对于中国的知识分

子无疑是思想上的启蒙之师。从此 ,一批批有识之士

在此思想的启蒙下奔赴国外或国内新式学堂汲取现

代科技知识的乳汁。

科技思想的启蒙组织和阵地—— 中国科学社和

《科学》 月刊。欧美留学生认为 “百年以来 , 欧美两

洲声明文物之盛 ,震烁前古 ,翔厥来源 ,受科学之赐

为多。”③而当时中国所最缺乏的 , 莫过于科学技术 ,

他们认为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入中国 ,责无旁贷、义不

容辞 ,要启人之智慧 ,开国人之眼界 ,兴民族之实业 ,

则必须有介绍科技的组织和阵地。 于是先后有许多

社团纷纷成立 ,但有的旋生旋灭 ,有的名存实亡 ,有

的影响不大。真正影响大且久远的是 1914年留美学

生成立的科学社。 1914年 6月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康

乃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达 (后改名胡明复 )、秉

志、 章元善、 过探先、 金邦正、 杨铨 (杨杏佛 )、 任

鸿隽倡议刊行一份科学杂志 , 以向国人灌输科学知

识 , 大学各捐一部分留学公费 , 以 400美元为资本 ,

组成了 “科学社” , 发起编印 《科学》月刊 , 次年 10

月 “科学社” 正式定名为 “中国科学社”。《科学》杂

志是中国第一份自然科学专门刊物。 1918年 “中国

科学社”由美国迁回国内 ,社员也由 1914年的 35人

发展到 1918年的 435人 , 1924年又增至 648人 ,

1932年又达到 1400余人。 “科学” 与 “民主” 是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五四” 以前 , 《科

学》是唯一的专门性的科学杂志 , “五四”时期的 162

种报刊中 ,刊载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

讯和专论等文章共约 600篇 , 而 《科学》 在 1915年

—— 1924年间共刊登介绍科学的文章在 1000篇以

上。 至 1950年 《科学》 与 《自然科学》 合并之前的

35年中 , 共发行 32卷 , 约 2000万字 , 3000多篇论

文。④ “中国科学社” 和 《科学》 月刊对于科技思想

在中国的启蒙有四大贡献: ( 1)首次将西方科学以整

体性面目介绍给国人。 ( 2)注意科学的提高和普及。

在将国外科学的新发现、新学说介绍给国内的同时 ,

他们深知 “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 , 亦不敢过求高

深 , 致解人难索。” 于是他们注意介绍一些科学的基

本原理和基础知识 , 如 《万有引力定律》、 《欧姆定

律》、 《说虹》、 《说风》、 《论水》、 《雷电说》、 《慧星》、

《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 ( 3)注意挖掘整理祖国古

代科技成就 ,既不以老大帝国而盲目自大 ,也不以中

国近代科学技术停滞落伍而轻视祖国传统文化及其

历史贡献。 ( 4)科学名词的划一与审订。这为中国今

后传播、 普及科学工作做了必备的重要贡献。“中国

科学社”和 《科学》对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轫具有重

大贡献 ,对于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同样也功高著世。

(二 )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军事科技、科技实业、

科技教育的发轫

1. 留学教育与军事科技雏型的建立

晚清的军事国防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坚甲利兵面

前不堪一击 ,为了挽救这将倾的大厦 ,派遣军事留学

生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成了无奈后的选择。西方列

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 , 因此坚船利炮的新式海军

便成为首建之任务。 1875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派

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魏瀚、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

陈季同五人随同洋监督日意格前往法国 , 参观学习

海军。 此后 , 1877、 1881、 1885、 1896年又从福建

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选派四批共计 80余人赴

欧学习驾驶、 制造技术。 之后 1903、 1904、 1905年

又从各地选派 18名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 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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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提督萨镇冰又从烟台海军学堂毕业生中挑选饶

鸣銮等 8人前往日本学习海军 , 从此开始了较大规

模地赴日学习军事技术的留学生的选派。 这些青年

学子学习极为刻苦 , 归国后直接为中国近代的国防

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并在历次海战中做出了可歌

可泣的壮举。刘步蟾归国后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 ,海

军的编制、章程和主要技术指导大多由他负责。林泰

曾任左翼总兵 ,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甲午海战中 ,刘、林二人在敌舰围困下“船亡与亡、

志气凛然” , 服毒自杀。靖远号管带叶祖王圭、 超勇号

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来远号管带邱宝仁

等留欧学生 ,以及留美学生陈金揆、杨兆楠、黄季良、

薛有福、 邝咏钟、 沈寿昌、 黄祖莲等壮烈牺牲。留欧

学生还造出了我国自行设计、 制造的当时最大的一

艘巡洋舰—— 开济号。 涌现了魏瀚为首的第一批造

船专家。在制造火药、 炮弹、 水雷、 炼钢等方面也取

得了突出成绩。 他们是中国军事国防近现代化的先

驱者。

2. 留学教育与科技实业雏型的建立

1872—— 1875年清政府派遣 120名幼童赴美

留学 , 尽管他们未完成原定 15年的留学计划 , 中途

撤回 ,然而凭着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多年刻苦学习、努

力工作的奋斗 , 为中国近现代电讯、 铁路、 矿山、 工

厂等实业的创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据高宗鲁编

制的 《中国幼童留美史》①统计 , 在 120名留美幼童

中除了 3人在美病逝 , 4人归国后职业不详外 ,其余

113人中 , 1人为总理、 2人为外交部长、 14人为外

交官员、 2人为海关官员、 16人为海军元帅及军官、

1人为税务司、 5人为政界和报界人士、 1人为律师、

3人为教师、 7人为医生 (包括军医 )、 47人为工商

实业界人士。例如邝炳光在直隶、山东、湖北从事各

种工程建设 ,并将研究的成果写成《金银冶金学》。邝

荣光是开平煤矿的著名工程师 ,曾绘制《直隶省地质

图》 和 《直隶属矿产图》 , 这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式的

地质图。中国的电报、电话事业也多由这批留美幼童

开创的 , 他们在上海、 天津、 湖北、 福州等地建电报

局装电话线 ,在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员。梁金荣是江

西电报局的创办人 , 程大业是黑龙江满洲里电报局

的创办人。 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 , 留学生贡献尤

大 , 在沪宁、 津浦、 粤汉、 京沈、 京张等铁路和建设

上 , 他们多为经理、 总办、 工程师或董事。詹天佑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 1888年他设计建成了滦河大桥 ,

此桥成为中国工程师指挥建筑的第一座近代化大

桥。 1904—— 1909年建成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 他所

著的 《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

科学技术的角度讲 , 留美留欧学生是清末民初的民

族工业雏型的奠基人 , 从此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近现代化的民族实业。

3. 留学教育与现代科技教育雏型的建立

1903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 “……亟应多派学

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 ,以备将来学成回国 ,可

充大学教习 , 庶几中国办理学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纵

自如之一日。”②

在新式教育方面一个重要变化是建新式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开创了近代科技教育

的先河。 在此方面做出首功的当推严复等一批留学

生。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倡导新式教育 ,西方科学

思想、自然科学的学说被引入教育 ,涌现了一批近现

代著名教育家 , 如蔡元培、 梅贻琦、 胡适、 蒋梦麟、

晏阳初、 张伯苓、 陶行之等。正像 1926年舒新城所

云 “高等教育界之人员 ,十分之九为留学生……高等

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 ,更无非留学生 ,现在国内学校

科学教师、科学用品与科学教科书 ,亦莫不由留学生

间接直接传衍而来 , 此为留学生成绩之最显著

者。”③在初中等教育中亦是如此 , 1907年 28岁的孔

祥熙留美归来 , 当时的山西太谷与中国的大部分地

区一样仍是典型的农业社会 ,十分闭塞。孔祥熙感到

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开启民智 , 而开启民智则必须

从教育入手。 他在太谷创办了新式学堂—— 铭贤学

堂 , 讲授科学基本知识 , 这为普及科学教育于民众、

孩童打开了一扇涌入新鲜空气的窗户。 20年代的平

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即是以晏

阳初、 张伯苓、 陶行之为首的一批报着 “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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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回国留学生。 他们的宗旨是 “除文盲、 做新

民” , 提倡 “科学下嫁运动” , 开发乡村经济 , 创办

“自然科学园” , 编写 “儿童科学丛书” , 开设职工夜

校、简易小学等等。晏阳初还被国际学术界选为 “世

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 影响最大的十大名人” 之一 ,

与爱因斯坦、 杜威同时当选。奖状上写道: “晏先生

使学本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

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 , 上至高等教

育下至扫盲性质的简易小学、职工夜校、乡村小学以

及幼稚园无一不渗透着早期留学生的心血和智慧。

现代科技教育的雏型建立 ,留学归国学子始为俑者。

留学教育促成和引导了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

轫 , 这种发轫体现在政治、军事、 工业、教育、 文化、

思想等社会各个领域。平实而论 ,留学教育对中国近

现代科技发轫之功又以留美留欧学生所做贡献为

巨。 这是因为: 一是教育程度欧美学生比留日学生

高 ; 二是学习理工科的比重欧美留学生比留日学生

大 ;三是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从总体上比日本发达 ;四

是留学美欧比留学日本的学生在留学目的上有所不

同 , 欧美留学生认为 “科学救国” , 因而 “爱国不忘

读书” , 留日学生则认为 “政治救国” , 因而 “读书不

忘爱国”。正象 1903年梁启超所述 “美洲游学界 ,大

率刻苦沉实 ,孜孜务学 ,无虚嚣气 ,而爱国大义且相

切磋 ,良学风也”①这也是日后在中国杏坛上的学术

钜子大都为欧美留学生的原因所在。

二、 留学教育与中国现代科

技的发展

五四以后 ,早期留美、留欧、留日的学子大批学

成归国 ,成为科技的中坚力量 ,中国现代科技从发轫

阶段逐渐进入发展阶段。

(一 ) 留学教育与民国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央研究院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科学

研究机构 ,成立于 1928年。该院设有地质、天文、气

象、 物理、 化学、 工学、 动物、 植物、 数学、 医学、

心理、 社会、 历史、 语言等 13个研究所。 1946年中

央研究院决定设置院士 , 1948年从 402名侯选人中

选出院士 81人 , 在这 81人中有 76人是留学毕业

生 , 而且是 30年代以前的 , 占总数的 93. 8% , 他们

分别是中国近现代各学科的创始人、奠基人 ,分布于

数学 、 物理、 化学、 地质学、 气象学、 建筑学、 机械

学、 生物学、 医学、 农学、 哲学、 历史学、 语言学、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学等各领域。

1941—— 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专科

以上学校教员作了一次资格审定 , 审查合格的共

8227人 , 其中 1941年 2月—— 1944年 3月审查合

格的教授、 副教授为 2448人 , 其中留学国外的占

78. 6%。 1931年全国共有公立私立大学 79所 ,其中

校长为留学出身的为 65人 ,占总数的 82%。同期全

国专科学校 29所 ,留学出身的校长为 19人 ,占总数

的 65%。 1931年出版的 《当代中国名人录》 中教育

界人士有 1103位 , 国内新旧教育出身的 199人 , 占

总数的 18% , 留学出身的 904人 , 占 82% , 其中留

美最多 , 留欧次之 , 留日最少。

(二 ) 留学教育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对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

1956年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 在这个规划制订

中 ,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务院领

导下 ,以学部委员为核心 ,集中了 400多位科学家共

同制订的这个规划参考了苏联的经验 , 也参考了世

界各国科学发展的趋势 ,结合我国的实际 ,确定了我

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 尤其是建立某些新兴的

尖端技术 , 重视基础科学等重要意见都是科学家们

经过认真考虑后提出来的。

“两弹一星”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

誉和地位 ,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其中做出不朽贡

献的是钱学森、 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为首的一批

留美、 留欧、 留苏的科学家。摘掉贫油国帽子 , 为中

国能源工业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李四光等一批留学

归来的科学家 ; 中国制碱工业之父侯德榜是留学归

国的科学家……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留学归国的学子

在各自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富强而辛勤地工

作。

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5年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制 , 1957年、 1981年又两次增补 ,进入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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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又加以增补并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新设了中国

工程院院士。以 1955、 1957、 1981年当选的学部委

员为例 , 1955年选出的 172名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的学部委员 (另有 61名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 , 共

233名 )有 156人曾在国外留过学 ,占 90%。 1957年

191名学部委员中有 174名曾留学国外 ,占 91. 1%。

1981年增补的 400名学部委员中有 344名曾留学

国外 , 占 86% , 其中留美的为 204名 , 占留学国外

人数的 59. 7% , 留苏的 25人 , 占 7. 3%。留学教育

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有一个留学组织—— 欧美

同学会的贡献是值得特别纪念的。 1913年在当时著

名学者颜惠庆、 周诒春、 顾维均、 梁敦彦、 詹天佑等

人发起和赞助下 , 成立了 “欧美同学会” ( Western

Re turned Students Club) , 当时有留美的 90多人 ,

留英的 50多人 , 留欧洲大陆 3个国家的 100人 , 意

在鼓励留学回国者继续研究其所学而又互相团结以

负起中西文化交流的任务。 它定期召开各类问题的

讨论会 ,开展学术性 、交际性会务活动 ,同时兼有国

民外交的意向。 30年代前后一批批留学生学成回

国 , 成为欧美同学会会员。 以欧美同学会会员为骨

干 , 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址成立了众多学会或许多

学会纷纷迁来这里 , 如: 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地质学

会、 中国化学会、 中华医学会、 中国经济社、 中国科

学社、全国图书馆学会等。新中国建立前夕 ,欧美同

学会会员发展到 300余人。 建国初期欧美同学会负

起了吸引海外学生、 学者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任

务。 1950年周总理发出欢迎身在海外的科学家回国

参加建设的号召后 , 欧美同学会联络海外专家学者

回国参加建设 , 当时在国外的留学生约有 5000多

人 , 到 1952年底已有 2000多人归国 , 李四光、华罗

庚、 王淦昌、 严东生、 朱光亚、 汪德昭等科学家就是

这一时期归国的。 1990年底北京地区已有国内会员

5300余人。欧美同学会一批批会员带回了近现代科

技知识 , 带回了世界各国建设的宝贵经验。

三、 结束语

自容闳之后 , 中国历史上有了清末的官派留美

欧学生 ,清末民初的留日热 ,五四时的留法热 , 20年

代的留苏热 , 40年代的留美热 , 50年代的留苏热 ,文

革后的留学西方热 ,其中又经历了二次大断裂: 抗战

八年、 文革十年 , 留学人数已超过 26万人 , 仅 1978

年下半年以来已有 16万余人留学海外 ,回国者 5万

余人。毫不夸张地讲 ,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轫其功首

推留学教育。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 ,留学教育之功

位居前茅。 一部百年留学史也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发

轫、 发展史的缩影。然而静心沉思 ,一百多年来 ,中

国留学海外盛而不衰 ,现反而规模更大于从前 ,这又

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 “悲哀”。纵观世界 , 没有一

个国家在发达时期仍在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 而只有

一个欠发达国家才如是。 100多年后的今天仍长盛

不衰的留学热潮反衬出的是中华民族仍未走出落后

的窘困之地。 留学教育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功绩将永

垂青史 , 但我们祈盼着有一天中国不再大规模地向

外派遣留学生 ,而成为留学生的接收国 ,留学教育在

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那就是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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