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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冀满红　周山仁　　

提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 ,即将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美

国 ,没有同时代中国人身上过重的传统包袱 , 所以能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引进西方文明。他提议并帮助洋

务派建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新式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 , 建议并竭力促成了中国派出近代第一批

公费留美学生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　容闳　西学东渐　近代化

容闳是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 ,他的毕生事业都与中国近代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拟将容闳所

从事的近代化事业纳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

一

近代西学输入中国经历了三个层面 ,一是器物层面 , 二是制度层面 ,三是文化层面。容闳是第一个

层面即器物层面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末清初 ,在欧洲宗教斗争中渐处下风的耶稣会教士被迫向中国 、美洲发

展。耶稣会教士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天文算学知识。与此同时 ,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传

教士向西方传播 ,中国儒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如宋明理学的理性主义等)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借鉴 。思

想家伏尔泰曾由衷地赞美东方文明 ,称中国史学是一种典范。①这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 , 既有

“西学东渐” ,也有“东学西渐” , 中西双方各取所需 ,交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后 ,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仅限于澳门一带(容闳即在此接受了早期西方

教育), 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 。②随着西方资本

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文化的差距逐渐拉大。西方传教士也不再是保守的“耶稣会”教士 ,而是具有资

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1841 年容闳读书的马礼逊学校就是为纪念第一个登陆中国的新教教士马礼逊

而建的。1844 年签订的《黄埔条约》使西方传教活动变为合法 , 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

续。但是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已失去平衡 , 主流已成为“西学东渐” 。

“西学东渐”是一种文化动态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将西方文化简单地拿来 ,它涉及到有关文化

的诸多方面 ,如怎样评价和发展本位文化 , 如何处理西方文化和本位文化的关系 ,如何利用西方文化来

对本位文化进行扬弃等许多问题。按汤因比的文化“挑战———回应”模式 , ③一种文化在遭受到另一种

更先进的文化的挑战时 ,这种文化要想生存就必须回应挑战 ,回应挑战首先要解决本位文化和外来文化

的关系。回应外来文化挑战的态度一般有三种 ,即文化保守主义 ,全盘西化和中西文化互补。

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态势下发生发展的。而容闳就是“西学东渐”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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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但是 ,容闳的“西学东渐”思想与同时代的中国人还有所不同 , 有着一种相对“超前”的意识 ,

即相对超越同时代人的倾向。这主要是由容闳的独特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容闳出身寒门 ,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入私塾以“仕进显达” , ④他的家乡距澳门很近 , 社会风气比较

开放 , 他自然而然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1835 年 , 容闳入教会学校读书 , 开始接受西方教育。 1847

年 ,在勃朗先生的帮助下 , 容闳等 3 人负笈西游 , 正式接受西方教育。 1850 年 , 容闳考取美国著名的耶

鲁大学。当时的读书费用非常昂贵 ,虽然容闳不名一文 ,但还是拒绝了其母校孟松学校以终身当传教士

为条件的资助。当时容闳已成为基督教徒 ,但他却对宗教事业能否造福中国持怀疑态度。他曾回忆当

时的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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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政府不用 ,不必

遂大有为 ,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 , 以竟吾素志。” ⑤容闳所说“要造一新时势”就是他后来进行的洋务事业

和留学生事业 ,由此可知容闳的“西学东渐”思想在此时就已初步形成。

容闳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 ,时时关注着中国的时局。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 ,

“所谓政府者 , 乃完全成为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⑥但中国百姓却愚昧无知 ,因为“在彼未受教育之人 ,

亦转毫无感觉 ,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 。⑦而要唤醒他们 ,则只能将西方的学术灌输给他们。 1854 年

容闳在毕业时将这种思想很清晰地表达为“将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而

且容闳“后来之事业 , 盖皆以此为标准 ,专心致志以为之” 。⑧

容闳的个人经历和同时代人相比 ,无疑有太多差别。由于长期接受西方教育 ,他对祖国文化所知寥

寥。正因为他不太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 ,他也就不可能背上太重的传统包袱。容闳回国之初 ,对整个清

王朝落后的了解 ,也仅仅达到“机关腐败”的程度 , 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封建制度进行研究和批判。再者 ,

与同时代人相比 ,容闳的爱国主义思想发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冯桂芬 、王韬 、严复等人亲身经历了祖

国丧权辱国的痛苦 ,对西方人的认识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或敌视。容闳的爱国思想更主要地是从资产阶

级自由平等观的基础上阐发的。容闳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 自由 、平等的观念对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 西

方人在他的眼中并不可怕 ,在他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华夷之大防”的观念 ,所以他能毫无顾忌地引进西

方文明 ,发展中国的近代化事业。

二

容闳一生都以“西学东渐”为己任 , 但当时中国风气未开 , 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计

划。寻找政治上的靠山 ,依靠他们来推动“西学东渐”是容闳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容闳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容闳出身贫寒 ,感情上容易和太平天国接近。归国伊始 ,因为受

广东巡抚叶名琛滥杀无辜的刺激 ,容闳当时就“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 , “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 。⑨

1860 年末 ,容闳冒险和两个美国传教士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进行考察 , 他在香港时的旧相识 、太平天

国干王洪仁玕接待了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计划 ,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 ,并坦言如果太平天国

能实施这项计划 ,他“愿为马前走卒” ,  10但并未引起重视。 其实 , 在容闳之前 , 洪仁玕就已提出过《资政

新篇》 ,其中内容也多与容闳的“七条建议”相合 ,但也未见实施。当时太平天国处于与清政府的战争之

中 ,战事紧张 , 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闳失望至极 ,他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官僚的支持是

容闳推行“西学东渐”最大的政治保证。曾国藩和李鸿章都非常赏识容闳 , 容闳购回机器局所需的机器

后 ,曾国藩称赞容闳为“中国可造之才” 11 ,李鸿章也认为容闳对“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 。 12容闳的确

与洋务派有许多相同之处 ,他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 , 做了不少事情。但他与洋务派毕竟不是同路人 ,

他走的是“将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的近似于全盘西化的道路 , 而洋务派强调的是将西学仅仅限制在器

物层面。由于思想上的分歧 ,容闳和洋务派最终走向了决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容闳的救亡道路有了

一定的变化。他开始注重政权的建设 ,亲自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斗争 ,

他的改良事业逐步让位于政治斗争。

从 1860 年到 1898年 , 容闳不遗余力地进行他的“西学东渐”事业。这个事业是从向中国输入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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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开始的。 1863 年曾国藩就有关建立机器局的问题向容闳咨询 , 容闳趁机向曾国藩提出制造“制器

之器”的主张 , 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 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 13“制器之器”的主张无疑开阔

了洋务派的眼界 ,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1864 年 , 容闳漂

洋过海 ,远赴美国购买机器。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的近代机器 ,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

奠定了一定基础。1867 年 ,容闳向曾国藩等人提出建立华商轮船公司的建议 , 并拟定了公司章程。 公

司的具体运作完全仿照西方的企业制度 ,严格限制外商参股。由于得不到洋务派的有力支持 ,轮船公司

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 ,但以后轮船招商局的设立 , 许多方面取法于此。同年 , 容闳在上曾国藩的条陈中

提出了修筑铁路的建议 ,但是未引起曾国藩的注意。

容闳在给太平天国的七条建议中提到军事教育 、实业教育和民众教育等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 ,认为

西方教育是“西方文明的表征” ,  14是改变中国民风的重要手段 , 所以极力推崇提倡。 1867 年 , 容闳建议

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 , 以培养近代工程技术人才。 1873 年又在自己的家乡办了一所

“容氏甄贤学校” ,来促进家乡教育的发展。留学生事业在容闳一生的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他认

为自己“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计划 , 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的爱的表现 , 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

的可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 15经过容闳的多方努力 , 中国近代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于 1872 年终于成行。

按当时洋务派官僚的要求 ,不过是要这些留美幼童“学习军政 、历算 、制造” , 以收“长远之效” 。 16但是 ,

“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 (Americanized)了” , “他们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

(American idea and ideals),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 。 17虽然清政府于 1881 年将留美学生撤回国内 , 但

是这次留学活动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 舒新城曾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

生 ,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 18

三

容闳以他自己独特的眼光提出了“西学东渐”的思想 , 即“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

文明富强之境” 。后来梁漱溟 、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容闳这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教育救

国”和同时代的“实业救国” 、“商战思想”一样 ,都是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产物。这些思想都没有注重政

权的建设 ,不懂得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实施这些思想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 ,这些思想及其实践给中国

带来了许多新的先进的东西 ,尤其是容闳的“西学东渐”事业 ,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容闳无疑是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 ,尤其是器物层面文化输入的最重要的人物 ,他提倡建立银行制

度 、建立近代海军 、实施近代教育 、制造“制器之器” 、建议创设轮船公司 、建议开矿修路等等 ,使器物层面

文化输入的内容已非常全面 ,为过渡到下一个层面即制度层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 , 容闳的“西学

东渐”并不仅仅限于器物层面。作为一个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容闳的“西学东

渐”有超越器物层面的倾向。 1872—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事业 , 就是他向制度文化层面迈进的尝试 , 他

的本意是要培养一批精通西方文化的精英 ,而派遣留学生的事业也确实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 ,同时开了

近代留学的风气。大批近代归国留学生不仅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 也学到了西方先进的资产

阶级政治制度 ,他们把所学到的这些先进的知识都带回了中国 ,并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实践。

容闳在向中国输入“西学”的过程中 ,完全套用了“全盘西化”的模式 , 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

学东渐”过程中的影响。他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历史 ,如其文化 , 常陈陈相因 ,乏新

颖趣味 ,亦无英雄豪杰 , 创立不世伟业 , 以增历史精神。”  19他因缺乏了解而对本土文化采取的这种轻视

态度 , 使他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 , 从而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他的“西学东渐”事业。也正因为如

此 ,容闳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 也就不可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就不可能正确地处

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容闳的“全盘西化”毕竟“曲高和寡” , 因此他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

他的“西学东渐”计划。这个艰巨的任务就留给了比他晚三十年出国留学的严复等人。

容闳和严复都是那个时代的留学生 ,都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两个人所走的道路

却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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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从“将西学灌输于中国”入手 ,向中国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

严复却将这些东西视为“标” 。他说:“然则治标奈何? 练兵乎 ,筹饷乎 , 开矿乎 , 通铁道乎 , 兴商务乎 , 曰

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 , 无其本则终废。”  20“本”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 ,只有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

度 ,才能真正进行各项近代化事业。无疑 , 严复的启蒙思想要比容闳的“西学东渐”深刻得多。

容闳在国外的游学时间要比严复长得多 , 理应对西方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但是容闳的文化背景和

游学经历却限制了他思想的发展。容闳在美国所受到的教育带有太多的学院色彩。美国南北战争之

前 ,耶鲁 、哈佛等国立大学仍力图保持大学的传统性质(古典性而非实用性), 这样就使这些大学的毕业

生不太重视政治 、科技等实用科学 , 而过多地重视文学写作。 21在这种背景熏陶下的容闳 , 自然对文化的

重视要超过对政治的重视。严复则是另一种情况。他精通中国传统文化 , 其传统文化的功底“骎骎乎可

比于先周诸子” 。他留学的英国当时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最盛行的时期 ,欧洲大陆近代政治的发展

更是美国难以相比的。严复等人就在容闳等人西学输入器物层面的基础上 , 使“西学东渐”发展到了制

度层面 ,从而促进了中国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 ,就是在以容闳 、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爱国者的努力下逐步发展的 , 而容闳的

事业则具有披荆斩棘的开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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