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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鲁 馆 藏 容 阂 档 案 简 介

口 章开沉

内容提要 容阂作为近代中国早期出国留学者和推动中国现代化 的先驱
,

他为西学东

渐所做的大量工作
,

已为人们所熟知
。

而由于史料的缺佚
,

他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方面即东

学西渐所做 的贡献
,

却湮埋不彰
,

几不为世人知晓
。

章开沉先生文中所介绍的他在美国耶鲁大

学图书馆获睹的容阂的私人文献
,

则充分展示了容阂为东学西渐所做的努力
。

这些首次发布

的弥足珍贵的文献材料
,

有助于我们 了解关于容阔的生平
、

思想和历史功绩的全貌
。

关键词 容阂 西学东渐 东学西渐

作者章开沉
,

192 6 年生
,

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

现任历史所教授
,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 究中

心主任
。

(武昌 43 X() 7 9 )

今年 (指 1 9 9 8 年—
编者 ) 是容阂诞生 170

周 年
,

耶鲁 大 学历 史 系 曾于夏季 在哈 特福 德

( H a rt fo 记 )举办纪念活动
,

并邀请容阂及他当年率

领 的留美幼童后裔 4 0 余人聚会
。

作为容阂故乡的

珠海
,

亦将于 11 月底举办国际研讨会
,

纪念这位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
。

人们没有忘记容阂
,

这使我颇感欣慰
。

但是
,

与中国近代史上其他那些显赫的历史

人物相 比较
,

容阂研究至今仍然是相 当薄弱的环

节
。

原因很简单
,

即可供利用的原始文献太少
,

而

且有些资料还保存在海外
,

如美 国耶鲁大学斯特

林纪念图书馆与设于斯坦福大学校园的胡佛档案

馆
,

都分别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容阂来往函件与相

关文献
。

10 年以前
,

我幸运地在耶鲁大学图书馆

档案部看到容阂的私人文献
,

总共 35 件
、

17 7 页
,

其中包括 18 48
一 191 0 年在美期间来往信件和耶

鲁大学 1 85 4 级同学赠言簿及少量其他杂件
。

看了这些原始文献以后
,

我有一种感觉
,

即容

阂不仅为西学东渐做了大量工作
,

而且也曾为东

学西渐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

容阂的名字之所以与西学东渐一词紧密联系

在一起
,

不仅因为他的一生确实体现了西学东渐

的潮流
,

如创办工厂
、

倡导留学
、

参与维新
、

支持

革命等 ; 而且还 因为他 的 自传中译本被命名为

《西学东渐记》
,

以致在人们的心 目中
,

容阂仿佛

是西学东渐的代号
。

其实这本用英文撰写的自传

原名
“

M y L i fe in C h i n a
an d A m e ir e a ” ,

直译应为

《我在 中国和美 国的生活》
。

中文译者把它改为

《西学东渐记》
,

可谓画龙点睛
,

深得其神髓
,

决非

误译与歪曲
。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一股强劲的潮

流
,

真说得上是家喻户晓
,

深人人心 ; 因而
,

人以

文传
,

文以人传
,

自传的原名反而在传主的故土

被遗忘 了
。

容 阂为西学东渐所做的工作已 为人们所熟

知
,

所 以本文根据耶鲁馆藏原始文献
,

只侧重于

介绍他为东学西渐所作的努力
。

就东 (中 ) 学根底以及向西方展示东方文化

风貌而言
,

容阂诚然不具备王韬
、

薛福成
、

郭篙熹

那样的素养与实力
。

正如《西学东渐记》所言
: “

至

予之汉文
,

乃于 1 84 6 年游美之前所习者
,

为时不

过四年
。

以习汉文
,

学期实为至短
,

根基之浅
,

自

不待言
。 ”

加以 留学美国多年
,

平时没有机会练习

汉语
,

几乎把本国语言 (非文字 )都忘光了
。

但是
,

容 阂在赴美前长期接受 的西式学校教育
,

毕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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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东方文化氛围之中
,

而且也并非完全不读中

国典籍
。

到美国以后
,

他仍不忘阅读中文书籍
。

18 5 0 年 12 月 2 0 日他给住在广东的美国友人威

廉 ( Sam
u e l W e ll s Wi ll i a m s

) 写信
,

诉苦说
: “

我感

到非常孤独
,

现时再没有人与我用华语交谈
,

我的

中文写作迅速退化
。

… … 当我离开中国时
,

我没

有携带任何中国书籍
,

你能按照信上所列书 目替

我购买吗 ?
”

根据 18 5 3 年 6 月 27 日容 阂写给威廉

的信
,

可知威廉确曾为容阂代购并寄来中文书籍
,

所以信中特别提到要从带给母亲的 30 美元中
,

划

拨 5 美元 以偿付书款
。

以 当时的物价来看
,

5 美元

是可以购买相 当数量中文书籍的
。

因此
,

我们不宜把青年容阂看成一张可供任

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
,

实际上他已经具有中华

传统文化的基 因 ; 仿佛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习

画的东方艺徒
,

虽以油画为主
,

但却悄悄融人 中国

画的技法与意境
。

不信
,

有以下文献可供实证
。

一是耶鲁大学 1 85 4 级毕业赠言簿
。

1 854 级毕业生共 98 人
,

其中只有一个 中国

人
,

即容阂
。

由于容阂人品高尚
,

学习勤奋
,

英文

作文尤佳
,

又热心公共事务
,

为其题写赠言者极

多
,

而且大多情真意挚
。

据我初步清点
,

向容阂赠

言者有 9 2 人 ; 另有容阂给级友的赠言 7 则
,

可能

是 自己留存备考
。

这些题词的格式
,

大多是在上

端引用 自己喜爱的篇言或诗词
,

下面再写 自己的

临别赠言
。

通过这些文字与书法
,

可以反映出 9 2

个美 国大学生不同的个性
、

修养与学识水平
,

以及

与容阂关系的亲疏
。

同时
,

也可以从每个赠言者

的眼光里
,

看到容阂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

等于是从

不 同的侧面与视角为容阂画像
。

12 0 多页的相互

赠言
,

为容阂在耶鲁的四年大学生活留下较为密

集 的印痕
。

追踪这些轨迹
,

可以增进我们对青年

容阂的深层理解
,

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容阂此后

58 年的思想与事业获致若干新 的认识
。

但本文仅限于探讨容阂为美 国级友题写的赠

言
,

借 以说明他在东学西渐方 面已经迈开第一

步
。

容阂书写的赠言
,

有重复者
,

有模糊不清者
,

下面仅摘录几则清晰可辨认者
:

利
。

你的愿望与目标将会圆满实现
。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
。

司来德好

友
:
请允许我对你的高雅 品格给 以高度评

价
。

愿你的一 生充满善行
,

美梦成真
。

有志者事竟成
。

亲爱的司塔尔
:
你具

有精力和与生俱来的善心
。

大 自然寄予你厚

望
,

愿你能实现你的崇高目标
,

为他人幸福 而

活着
。

手拈一管笔
,

到处不求人
。

亲爱的朗

巴尔德 :你那和蔼可亲的品格
,

将常常是我最

愉快的回忆的主题
。

在你将厕身的任何生活

领域
,

无论是教师
、

编辑
、

牧师或邮政人 员
,

你

都将完满实现你的目标
。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
。

亲爱的旺
:

我将常常愉快地回忆起你的亲昵声调
。

愿你

迅速进入广阔世界
,

为社会注入亲善与和

谐
。

向你高雅的举止致敬
。

在赠言簿上还可以发现容阂的两首小诗
。

一首是
:

弥年不得意
,

新岁又如何 ?

念昔同游者
,

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
,

将寿补磋跳
。

春色无新故
,

幽居亦见过
。

另一首是
:

善似青松恶似花
,

如今眼前不及他
。

有朝一 日霜雪下
,

自(只 )见青松不见花
。

礼之用
,

和为贵
。

哈立司好友
:
你的灵

敏机智和其他社交品质
,

将到处为你赢得朋

友
。

我毫不怀疑你将以极大的努力去赢得胜

以上题词凡中文大多用毛笔正楷书写 (赠言

系用钢笔以英文书写 )
,

笔划 尚称工整
,

可见即使

长期旅居海外亦未中辍练习中文书法
。

诗作及其

英译虽然颇多瑕疵
,

但对于一个多年生活在英语

社会并完全 以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中国青年来

说
,

已属难能可贵
。

这两首诗是否是为美国同学

所写
,

目前 尚无法判断 ; 更大的可能还是作者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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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怀
,

但毕竟 已流传于美国
。

另外一个例证是容阂在 18 7 8 年 5 月 4 日写

给威廉的信
。

其时容阂已经作为中国留学生监督 (后兼任

驻美副使 )在哈特福德工作六年
,

而留学事务所也

正是在这一年被迫结束
。

威廉则早 已从广东返 回

美国
,

容阂在信中除继续与他讨论调查华工问题

外
,

还特别谈到向耶鲁大学赠送中文书籍一事
。

由于最初的赠书目录尚未发现
,

赠书总数及种类

已不可知
。

幸而此信还附有一 张残缺不 全的书

目
,

照录如下
:

容阂 187 8 年赠送
:

《纲鉴易知录》
、

(三字经 )
、

(千字文)
、

( 四书》
、

(五经》
、

( 山海经 )
、

(康熙字

典 )
、

—
一才子

_

(三 国志》 (似应为 《三国演义)

一
沉 )

、

《李太白诗集)
。

(透个书 目系用英文书

写
,

前面是汉语拼音
,

后面是英语释义
,

因中国读

者 已熟知这些书籍的 内容
,

所以本文节略后者

— 玩 )
。

此信还说
,

除以前所已赠书籍外
,

将继续赠送

《皇朝历史》 (
“

伪
n as it 。

iH
s

iotr es
” ,

疑指十七史或

二十二史之类— 沉 )
,

以及全套 《大清中外一统

舆图》
。

从这封信和另一封给莱门 ( Add i so n v an

N

~ ) 教授的信可以知道
,

这些书都是指名送给

耶鲁大学的
。

我自 197 9 年以来
,

曾多次访问耶鲁
,

深知该校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完善
,

而且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又未经任何自然灾患或战争的损害
,

我们很有可能发现容阂赠书的踪迹
,

而这将为中

美文化交流史增添一段佳话
。

从上述容阂手迹可以看出
,

他最欢喜的格言

是
“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
” ,

在他留存的 7 则赠

言中重复引用四次
。

此语出于 《孟子
·

离娄下》
:

“

孟子 曰 :
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 ”

昔人把大

人解释为君或至大之人
,

而赤子则有民与婴儿两

种解释
。

容阂显然采用后一解释
,

所以用英文译

为
“

A 脾at m an
veen

r OI s ed ht e h e

art h e h a d

hw en
a c hi ld

” ,

意即长保心灵的专一与纯真
。

另一

格言
“

礼之用
,

和为贵
” ,

出于 《论语
·

学而》
,

原文

是
: “

有子曰
:
礼之用

,

和为贵
。

先王之道
,

斯为

美
。 ”

容阂英译为
: “

hT
e m o s t

val
u ab le ht i n g i n

iolp
te n e s s 15 e

on
e o记

” ,

理解尚称贴切
。

把礼译为

oP h et en ss 显系出于无奈
,

因为很难在英语中找到

如同中国礼字那样具有极为丰富的含义的相应的

单字
。 “

有志者事竟成
”

亦有根据
,

《后汉书
·

耿弃

传》
: “

帝谓弃 曰 : `

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
,

常以

为落落难舍
,

有志者事竟成者也
。 ” ,

容阂的英译

是
: “

W h e n ht e er 15 ht e w m ht e

wo kr 15 e
ffe

e et d

w haet ve r it

amy 丫
’ ,

比原话更为有力
。 “

手拈一管

笔
,

到处不求人
” ,

此语不知 出处
,

可能是乡村塾

师勉励生徒勤学之语
。

容阂译为
“

H e

hw
o k

~
how ot u se ht e

ep
n 15 an in d e

ep dn
e nt m an w h e -r

ve er he goe
s

. ”

把
“
不求人

”

译为
“

an idn
e
ep dn en t

~
” ,

显然增添了西方近代独立人格的含义
,

仿

佛唐人街的粤菜业已悄悄地向洋人 口味靠拢
。

“

弥年不得意
”

这首小诗亦附有容阂的英译
,

可惜一个字也看不清楚
。

倒是
“

善似青松恶似花
”

一诗的英译非常清楚
: “

T卜e 即od er s e 口由le , ht e

vee 飞爬 e n
.

T卜e w ic kde ~
m b lse ht e ll o w e r

.

tA

p

~
n t 止 e

one
15 i fne ior

r ot het
o ht e sr

.

T卜e er is

a

~
吨 幼d a

dar hw en 五习 s t an d s

~
纽U

,

we 耐 y see ht e e ve 理 , 光 n
bu t n ot ht e fl ~

r
.
”

此

诗上端尚有英文题词隐约可见
: “

Ch in ese l〕Oe ytr

iwr ett
n
场 p ign m吨

, a n a it ve of C hi n a
an d a

uj in or on Yale C o Ue罗
, , ,

意为
“

中文诗歌为平民所

作
,

这是一 个 中国土著与耶鲁大学 三年级学

生
” 。

松树在中国历来被看作是高尚气节的象征
,

《论语
·

子罕》有云
: “
子日 :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

凋也
。 ”

《日知录
·

廉耻》亦云
: “

然而松柏后凋于

岁寒
,

鸡鸣不已于风雨
。 ”

容阂把松树译为 ve e 卜

笋
e n

(冬青
、

常绿树 )而非 p i n e
(松树 )

,

可能是为

了让美国人更易于理解
,

因为冬青更常见于美国

公园
、

校园乃至家庭附近
。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想见
,

容阂在 185 4 年以前

至少读过 《四书》
,

也读过若干中国诗词与史书
,

因为他的英译 已经体现出对这些诗文相 当的理

解
。

在 18 54 级赠言簿上
,

容阂以一个具有自尊心

的中国青年与 90 多个西方大学生平等对话
。

当

时一般美 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
,

对于这些耶鲁级

友来说
,

容阂就是中国
,

并且通过他来了解中国

和中国人
,

捕捉有关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种种

信息
。

尽管容阂还不具备足够的东方文化使者的

条件
,

但他以自己的品德
、

勤勉与进取心赢得 了

众多美国同学的敬爱
。

一个来 自偏远而落后的中

国农村的学生
,

不仅在很短时间内消除了与美国

同学之间的学业差距
,

而且还战胜众多以英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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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的美国名牌大学学生
,

连续两年夺取 了英文

作文的第一名
。

这就是中国人
,

一个生于中国
、

长

于中国
、

讲中国话
、

写中国字
、

读中国书的地地道

道的中国人 !连那些对一般美国同胞也带有几分

傲慢的
“
耶鲁人

”

( Y al e m en )
,

也不能不对这个东

方小伙子刮 目相看
。

况且
,

这个中国学生所引用的

那些中国经典乃至民间谚语
,

虽属片言只语却也

言简意赅
,

在 1 8 54 级赠言簿上赫然 与《圣经 》
、

莎

士比亚
、

丁尼生
、

朗法罗的话语并列
。

中国的哲人

文士丝毫不逊于西方的哲人文士
,

东方的智慧完

全能够与西方的智慧抗衡
,

这就必然要吸引一部

分美国大学生把求知的眼光转 向神秘 的东方
。

至

于 2 0 年后向耶鲁大学成批赠送 中国书籍
,

那更是

一种自觉的较高层次的东学西渐大举措了
。

由于我对耶鲁馆藏 容阂文献的研究刚刚起

步
,

所以对于他所赠书籍的下落及其影响尚有待

于继续追寻踪迹
。

但容阂在耶鲁四年的大学生活
,

则明显地在级友赠言中留下了印痕
,

其中或多或

少也能反映出容阂带去 的东方文化魅力
。

例如
:

“

你从远方来
,

又将回到你来自的地方
。

但我不会

忘记你曾在我们中间
,

而这条纽带将永远伴随你
。

我们对中国全都比过去更感兴趣
。 ” “

我们将经常

把我们的中国级友 引为骄傲和喜爱
,

并且希望永

远不要被远在天朝国土 的级友所遗忘
。

… …你 已

经掌握了知识的力量
,

用它来帮助你的同胞和全

人类
。 ” “

我知道你无论干那一行都会走向辉煌
。

如

果我访问中国
,

一定会对你进行
`

孜孜不倦的搜

寻
’ 。 ” “

我希望你未来的计划全都成功
,

你决不会

懊悔曾经离开祖国来到异邦留学
,

因为你在耶鲁

结识了许多极为热情的朋友
。

—
回到天朝以后

,

别把我们都忘 了
,

请不 时 回顾与我们这些美夷

( hT
e s va 卿

s 。 f A m e ir e a
)在一起的生活

。 ” “

当大海

阻隔在你与你的耶鲁求学生活情景之间
,

当英语

对你重新成为夷言 ( S va age
s ’

lan gn age )
,

当你带着

惊讶回顾你曾摆脱天朝羁绊而度过的这些岁月
,

当你重新习惯于看小脚女人与垂辫男人时
,

请不

要忘记来 自我们这里的善意
,

你曾留下众多友人
,

他们对你的记忆将永远不会磨灭
。

请相信我的话
,

我将时时怀着感激与骄傲来回忆我们四年大学生

活所建立的友谊
。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

当然
,

我们不能也不应对年轻的容阂在东学

西渐方面作过高的期盼
,

他一生的主要贡献仍然

在于西学东渐
。

但是
,

他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
,

以

归化西方的心态来从事西学东渐 ; 而是站在中国

人的立场
,

自始至终以 自己所掌握的西学谋求祖

国的昌盛富强
。

这一点
,

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讲

得很清楚
: “

予既远涉重洋
,

身受文明之教育
,

且

以辛勤刻苦
,

悻遂予求学之志
。

虽未能事事如愿

以偿
,

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
,

予 固大可 自命为

已受教育之人矣
。

既 自命为受教育之人
,

则当日

夕图维
,

以冀生平所学
,

得以见诸实用
。

此种观

念
,

予无时不耿耿于心
。

盖当第四年中尚未毕业

时
,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划大略于胸中矣
。

予

意以为予之一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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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予后来之事

业
,

盖皆以此为标准
,

专心致志以为之
。 ”

容阂规

划于胸中的
“

将来应行之事
” ,

大概毕业前曾与一

些美国级友谈过
,

所以他们的赠言中才会出现
“

希望你未来的计划全都成功
” , “

你为人民谋求

福扯的光荣使命
” , “

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

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
”

之类话语
。

而有个

级友 的题词更为激进
: “

愿你 回归 天朝帝 国

( eC le s t ia l E mP 流 ) 时
,

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

和国 ( C ele ist al R e p ub llc )
,

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

迫的胜利
。 ”

容阂回国以后
,

大体上就是按照 自己的规划

进行
,

从创办工厂
、

革新教育
、

参与维新
,

直到推

动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运动
。

他把自己的

一生奉献给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

而且胸怀松

柏之志
,

常保赤子之心
,

终于有志者事竟成
,

在临

终之前得知祖国推翻君主专制和建立 民主共和

国的胜利消息
。

’

他唯一的遗憾是长期羁旅北美
,

未能重返故土而终于客死异域
。

但这决不是他 自

己的过错
,

是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

海外赤子
,

把他长期排拒在国门之外
。

但他的中

国情结是深沉而又坚实的
,

正如他所服膺而又曾

赠送给美国级友的那些中国格言一样
,

对祖国土

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
。

他虽然被安葬在曾

经学习与工作多年的美国康州首府哈特福德
,

但

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
“

容
”

字图案
,

却象征着

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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