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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阂 与 上 海

苏 智 良

容阂 ( 1 828 一 1 912 年 )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位重要人物
。

他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

又是期待并致力于祖国进步富强
、

跟上世界潮流的真正的爱国者 ;他是一个充满热忱而不谋私利的社会

活动家
,

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同时
,

他还是
“

教育救国论
”

思想的早期阐发者
,

以及绵延至

今的中国留学运动的缔造者
。

在容阂 84 年的一生中
,

有一半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

上海则是容阂在国内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

前后计达 10 多年
,

其中有青年
、

中年时期
,

也有老年时期
。

他的主张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
,

由变法维

新到反清革命
,

在上海留下了闪烁思想者光彩的印迹与卓越之贡献
。

18 5 6 年 8 年
,

容阂因在香港审判厅受外

人排挤辞职而乘坐 lF or en c e 运茶船前往上

海
,

从此与上海这个因开放与商业发展而变

得 日益重要的城市
,

结下了不解之缘
。

容阂到上海后
,

即入江海关翻译处为通

事
,

月薪银 75 两
。

这个工作较为轻松
,

生活

也十分安定
,

但容阂不久便发现海关与外商
“

咸通声气
,

狼狈为奸
,

以图中饱
” ① ,

对贪污

贿赂与外国人之霸道十分痛恨
。

他说
: “

自外

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
,

侵夺我治外法权
,

凡寄

居租界之中国人
,

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
,

受彼

族之凌侮
,

时有所闻
。 ”

一日
,

容阂有意询间税

务司李泰国 ( L a y
,

G e o r g e T r a d e s ca n t )说
: “

以

予在海关中奉职
,

将来希望若何? 亦能升至

总税务司之地位乎?
” ② 李泰国即作出否定

的回答
: “

凡中国人为翻译者
,

无论何人
,

绝不

能有此希望
。 ”

容阂听罢立即递上辞职书
,

李

泰国以为容阂是对薪水不满
,

立即表示月薪

银增至 2 0 0 两
,

希望慰留
。

容阂回答道
: “

中

国人并不是以金钱为生命的
” ,

他是看不惯海

关与商人勾结
,

拘私舞弊
,

遂拂袖而去
。

1 8 57 年初春
,

容阂进入英国商人开设的

洋行从事丝茶贸易
。

该公司倒闭后
,

容阂成

了失业者
,

遂以代人翻译维生
。

时有一著名

外国洋行大班逝世
,

上海商界招聘人才将悼

词译为英文
,

容阂也去跃跃一试
,

他与英国领

事的英国秘书 (其兄为 (中国内乱记》的作者 )

同时翻译此文
,

最后人们公认容阂的英文贴

切流畅
,

远胜于英国人
,

容阂的译文被勒之碑

石
,

一时传为美谈
。

容阂对西方殖民者之骄横极为愤怒
。

一

次
,

有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把一团棉花球粘在

容阂的辫子上以示嘲弄
。

当小个子的容阂要

求他立即拿掉时
,

这个骄蛮的苏格兰人竟出

手打了容阂一个耳光
,

容阂秀才发怒
,

立即重

拳还击
,

将对手击倒
,

血流满面
,

最后狼狈而

逃
。

这在洋人高人一等的租界是罕见的事

容阂
: 《西学东渐记 ) (徐凤石等译 )

。

以下未注明出处

者
,

均引自该书
。

容阂在 (西学东渐记 )中称李泰国为总税务司
,

查李时

应为税务司
,

到 1 8 5 9 年才升任总税务司 (见 (近代来华

外国人名辞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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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上海市 民把容阂看作为英雄
。

容阂对底

层民众则极富同情心
。

1 8 5 8 年黄河水灾
,

百

姓流离失所
,

饥寒交迫
,

时任洋行书记的容阂

代表上海的绅商募集了 2 万银元
。

经过这些

事情
,

容阂已经成为上海社交界无人不晓的

名人了
。

容阂与当时的学人曾学时
、

李善兰
、

徐寿
、

王韬
、

张斯桂和徐润等交往颇密
。

如徐

寿 ( 181 8一 18 8 5 年
,

字 习村
,

江苏无锡人
,

为

著名科学家 )
,

曾创办格致书院
,

容阂与他交

往颇多 ; 张文虎 ( 18 0 8一 18 8 5 年
,

字孟彪
,

上

海周浦人
,

后为曾国藩的幕僚 )
,

与容阂也是

好友
。

容阂前往美国购买机器时
,

张文虎作

诗道
: “

世运需材急
,

良工利器先 ;乘搓非凿

空
,

向若愧张鸯
。 ”

对容阂寄以莫大的希望
。

后来容阂再赴美国
,

张又赠诗期待容阂有更

大的作为
: “

国计大可忧
,

君乃独奋然
” ; “

酌酒

以赠君
,

去斩长黄虫L
” 。

①

时有宝顺洋行大班仰慕容阂之才华
,

请

他出任该公司长崎分公司的买办
,

容阂婉拒
,

并说
: “

买办之傣虽优
,

然操业近卑鄙 … … 买

办之身份
,

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
。 ”

但为

了生活
,

容阂后来还是答应在该行担任书记
。

1 8 5 9年 3 月
,

容阂受遣到苏州
、

杭州
、

南 昌
、

湘潭等地调查茶叶
、

丝绸的生产情况
。

他对

祖国之壮丽河山十分赞叹
,

对农村的贫痔
、

荒

凉印象深刻
,

他考虑如何开发资源
,

发展经

济
,

同时针对外国列强
“

以强权蚕食我边疆
,

扩充其势力
” ,

他大声疾呼
“

若不急谋防范
,

则

涓涓不塞
,

将成江河
” ,

国家形势将更加危险
。

所到之处
,

兵火之余
,

满 目疮痰
,

容阂感到不

能再坐视下去了
。

这时
,

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
,

却遭到外

国列强和清朝的联合镇压
,

当太平军进攻上

海之际
,

驻扎上海的英
、

美
、

法军队严密防范
,

甚至悍然开炮阻击
。

容阂对此表示强烈的不

满
,

主张应该由中国
“

完全行使其主权
” ,

让中

国人自己解决 问题
。

18 60 年 n 月 6 日
,

不

满清朝腐败无能的容阂邀外国传教士一起离

沪赴宁
,

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环提出了中国

.

8 6
。

最早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
,

旋因对天国后期

领导层的腐败
、

低效而失望
,

而于 1 8 6 1 年 1

月上旬返沪
。

此后
,

他来往于上海与九江之

间
,

进行茶叶贸易达 3 年
,

并在经济上获得了

很大的成功
。

但他的理想不是当个成功的商

人
,

而是热心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
,

以促进祖

国的进步
。

18 6 3 年秋
,

容阂经数学家李善兰和张斯

桂等的介绍
,

去安庆拜见曾国藩
,

游说其采纳

他的维新方案
。

容阂首先要求设立
“

制器之

厂
” ,

他指出
: “

中国今 日欲建设机器厂
,

必以

先立普通基础为主
,

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
。

所谓立普通基础者
,

无他
,

即由此厂可造出种

种分厂
,

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
。

简言之
,

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

以立一

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 ”

这一主张与曾国藩不谋

而合
,

曾氏决定设立上海江南制造局
,

从此容

阂参与洋务事业 20 年
。

10 月容阂回到上海

后
,

携款 6
.

8 万两为筹建上海江南制造局前

往美国采购机器
。

他先在上海结识美国机械

工程师哈斯 ( H a s k i n s )
,

请他协力
。

1 86 5 年春

容阂从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入百余台机器
,

这

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机器设

备
。

江南制造局由虹口沿黄浦江处 (今九龙

路漂阳路一带 )迁至高昌庙
,

并逐渐扩大
,

成

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
。

18 6 7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
,

容阂提出在江南

制造总局旁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
,

以培养中国

自己的机械工程师
。

此议立即得到曾国藩的

赞许
,

不久
,

学校成立
,

第二年
,

又设立了翻译

馆
。

容阂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有功而升为五

品
,

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省巡抚署为译

员
,

与上海道台丁日昌结为知己朋友
,

后来还

随丁 日昌去扬州生活了半年
。

1 8 7 8 年
,

容阂

捐款 1 3 13 3元英洋
,

购买了一批美国制造的枪

炮弹药② 。

容阂还支持并协助郑观应创办了

①

⑧

张文虎
:

《舒艺室诗存》卷六
。

袁鸿林
:

(容阂论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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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棉纺工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

。

在上海期间
,

容阂还参与了一些文化活

动
,

通过翻译西方著述和办报纸
,

来开展资产

阶级启蒙文化活动
。

他利用余暇时间翻译了

帕森 ( P a

Y’so n) 的 (契约论》和一本英国法律
,

还翻译了科耳顿 ( oC t t on )的 (地理学 )
。

他认

为这些知识对中国人民是迫切需要的
。

18 7 4 年 6 月 16 日
,

容阂协助上海知县

叶廷眷
、

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等创办 了 (汇

报 ) (英文名为 ( N
e w S

oC l le e t o r
) )

。

容阂等请

英人葛理 ( G r ey )担任名义的总主笔
,

实际则

由他和所聘的黄子韩
、

贾季良
、

管才叔和朱莲

生等负责
,

容阂不仅
“

倡立馆规
” ,

而且还亲自

承办机器
。

(汇报)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第一份报纸
。

9 月
,

《汇报)易名为 (羹报)
,

稍

后又更名为《益报》
,

不久即告停刊
。

(汇报 )

存在的时间虽不久
,

但它作为近代汉语报刊

之一种
,

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

在西方列强

侵华
、

民族矛盾 日益尖锐的时刻
,

容阂主办的

《汇报》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

旗帜鲜明地谴责

侵略者的行为
。

该报指 出
: “

本局为中华 日

报
,

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
,

故于有裨于

中国者
,

无不直陈
,

而不必为西人讳
。 ” ① 当

英国人欲侵犯中国主权
、

擅自在上海修建昊

淞铁路时
,

(汇报 ) 又明确表示反对
,

并与英国

在上海的舆论喉舌 (字林西报 )和 (申报》展开

针锋相对的斗争
。

《汇报》还极力鼓吹向西方

文化学习
,

以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

后由于财力不济和销路不畅
,

在出版了一年

半后
,

于 1 87 5 年 12 月 4 日停刊
。

60 年代
,

容阂在沪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发

起出洋留学运动
。

经过长期的西方近代教育

的熏陶
,

他的一个夙愿是教育救国
。

他认为

以美国人蒲安臣为中国的首席代表与外国签

约是中国的耻辱
,

中国应该培养自己的外交

家
。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
,

中国要摆脱列强的

欺压
,

发展国力
,

唯有培养大批近代化和改革

的人才
,

教育救国
, “

舍此计划
,

实无救亡之良

策
” 。

这一计划酝酿 已久
,

早在美国留学期

间
,

容阂
“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划大略于

胸中
” 。

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 7 条建议中
,

有

4 条涉及教育
。

18 6 8 年他即向升任江苏巡抚

的丁 日昌提出留学的计划
,

得到了丁的
“

大赞

许
” ,

容阂立即向清政府提出
“

条陈四则
” 。

这

四则中
,

一
、

三
、

四则不过是陪衬
, “

眼光所注

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这就是容阂的

留学计划
: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

留学
,

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

派遣之法
,

初次可

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
。 ”

此外
,

他还

对留学生的要求
、

管理
、

教育
、

经费等等都作

了周密的可行性设计
。

他提倡教学 民主
,

独

立思考
, “

籍西万文明之学术
” ,

达到
“

维新中

国之 目的
” 。

他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作是
“

中

国二千年历史中
,

特开新纪元
” 。

很可惜
,

容阂的留学计划又被搁置了 3

年
,

1 8 7 0 年天津教案发生
,

容阂随曾国藩
、

丁

日昌去北方处理善后
,

遂又向曾国落进言
,

得

到了他的同意
,

曾与李鸿章等人的鼎力协助
,

清政府同意拨 120 万两银子
、

以 2 0 年为期
,

选派幼童出国留学
。

1 8 7 1 年 9 月 3 日
,

容阂

代曾国藩起草了著名的 (挑选幼童赴泰西肄

业章程》
,

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条件
、

出国

后的待遇
、

守则等作了规定
。

接着
,

清政府按

照容阂的设想
,

首先在沪设立预备学校—
幼童出洋肄业局

。
1 87 1 年夏

,

容阂在上海开

始招生
,

学生学习中
、

英文
,

每半年考试一次
,

合格者送往美国
。

1872 年 8
一

月 11 日
,

第一

批学生詹天佑等 30 人前往美国 留学
。

前后

有共 4 批 120 名官费学生留美
。

为安排留学

生
,

容阂先到美国筹划建立中国留学事务所
,

容阂以三品衔出任正监督
。

但由于受到保守

势力的疯狂攻击
,

这些学生终于在 1 8 8 1年被

全部撤 回
,

容阂的教育救国理想再度破灭
。

尽管如此
,

容阂以他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

① (译辨字林报 )
,

(汇报) 18 7 4 年 8 月 2 5 日
。



的努力
,

开拓了中国大规模留学以向西方学

习的事业
。

教育救国理想的破灭
,

给容阂以很大的

刺激
。

他说
: “

18 8 0 年至 18 8 6 年
,

为余生最

不幸时期
。 ”

1 882 年容阂曾回到上海居住
,

4

个月后因夫人在美国重病而再度赴美
。

但甲

午战起后
,

容阂意识到
“

中国根本上之改革
” ,

已是
“

不容稍缓之事
” 。

遂又从沮丧中振作起

来
,

于 189 5 年初夏回到
_

匕海
,

即向两江总督

张之洞提出了改革行政的方案
,

然而张之洞

却以为这些
“

新政策
”

过于激进
,

而不予采纳
,

只是给容阂一个
“

江南交涉委员
”

的虚衔
。

不

久
,

张之洞返任湖广总督
,

刘坤一继任两江总

督
,

刘氏更无心维新
。

容阂又辞职了
,

理由是

每月只领晌
,

而无一事可为
。

接着他来到上

海开办事务所
,

以自谋生路
,

并立誓不再担任

清政府的任何官职
。

甲午战后的中国
,

民族危机 日益加深
,

知

识分子汇集
、

新思潮激荡的上海
,

也在酝酿爱

国维新运动
。

18 9 6 年
,

容阂先后结识了梁启

超和康有为① ,

梁启超等对这位前辈十分敬

重
,

称他
“

学问最优
” ② 。

容阂对是年在上海

问世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报刊《强学报》
、

《时务报 )也表示赞许
。

在康
、

梁的支持下
,

容

阂向政府建议创办国家银行
、

铁路公司等
,

他

写成 (请创办银行章程 )
,

计总行章程 12 条
,

分行章程 24 条
。

他提出
: “

先设总银行于京

都
,

续设分银行于各省城及通商 口岸
。

总银

行资本以一千万元为额
,

统由户部筹拨
,

钦派

大臣督办
,

并专 派大员总办 ;分银行即 由督

办
、

总办陆续招商集股
,

择地开设
” ③ ,

并铸造

硬币
,

印发纸币
。

接着他又写成 《续拟银行章

程 )
,

在薪水
、

房屋
、

事权等方面作了认真的可

行性研究④ 。

此事获得总理衙门的同意而开

始操办
,

但旋因盛宣怀的破坏而夭折
。

1897 年秋
,

容阂又满怀激情地完成了

《铁路条陈)
,

提出大力修建铁路
,

具体计划是
·

8 8
·

借助美国
“

商人之财力而权自我操
” , “

变通办

理
,

纠合公司
,

订定章程
,

所有徽东
、

滇南
、

川

广
、

芦汉
、

苏杭
、

淞沪等处
,

同时并筑
,

并建双

轨
。

阔以四尺八寸半为度
。

如有华商愿出资

本
,

并归公司合办
。

边境之瘩
,

内地之肥
,

获

利多寡
,

通盘合作
,

不 出五年
,

一律筑成
” 。

“

查铁路初兴
,

需才甚众
,

不得不聘用洋人
。

惟将来路须归官
,

生手如何接办
,

必须预先造

就
。

应由公司于通商大埠
,

另设铁路学堂
,

专

选聪颖子弟
,

教以筑路行车
,

并熔炼钢铁等

法
,

日后人才辈出
,

即可 自行管理
” ⑤ 。

其方

法是比较可行的
。

但这一主张因德国的反对而再遭否定
,

容阂认为失败的主因是
“

中国行政部门的彻

头彻尾的腐败
。

上至慈禧太后
,

下至一般最

小的官吏
,

整个帝国的政治组织都充斥着贪

污受贿
。 ”

此后的容阂便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

的事业
。

戊戌维新之时
,

容阂前往北京
,

他认为光

绪皇帝
“

聪明睿智
,

洞悉治理
,

实为中国 自古

迄今未有之贤王
” 。

因此
,

他积极参与了变法

的实践
,

与翁同解
、

张荫桓及康
、

梁等来往密

切
。

光绪皇帝所颁布的维新法令 中
,

不少是

出自容阂策划和他的手笔
。

容阂的金顶庙住

所
“

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 ”

戊戌

政变后
,

京城笼罩着白色恐怖
,

容阂因有美国

国籍仍继续活动
。

容阂曾请李提摩太设法营

救梁启超
。

后体仁阁大学士徐桐上折参劫维

新领袖
,

控告容阂
“

行动诡密
” ⑥ 。

于是
,

容阂

O 杨复礼
:

(梁启超年谱》
,

(戊戌变法》第 4 册
,

第 1 72 页
。

② 梁启超
:

(戊戌政变记》
,

(戊戌变法 )第 1 册
,

第 2 85 页
。

③ 容阂
:

(请创办银行章程 )
,

(时务报》
,

第九册
,

光绪二十

二年九月二十一 日
。

④ ⑤ 容阂
: (续拟银行条程》

、

《铁路条陈 )
,

《时务报》第十

册
,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 日
。

⑥ 转引戴学授
、

徐如
:

(维新前后的容阂及其与康有为
、

梁

启超的关系》
,

载 (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
、

梁启超》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8 5年版
,

第 395 页
。



也不得不退至上海
,

托庇于租界
,

利用这个特

殊地域以作基地
。

维新事业的失败 ;使容阂沉浸在一种痛

苦之中
,

但不久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
。

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
,

就必

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

在古稀之年
,

他又从维

新派的左翼上升为革命派
。

1 8 9 9 年他到香

港逗留
,

其堂弟
、

留美幼童之一的容星桥 (又

名容耀恒 )是兴中会会员
,

并且也在香港活

动
。

于是容阂通过他结识了一批主张反清革

命的兴中会员
,

并且与孙中山相识
,

孙中山对

容阂这位留洋前辈十分尊重与敬慕
,

希望推

举他出来担任各进步团体的领袖
。

孙中山

说
: “

在中国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
,

尽管分成

多派
,

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

感情因素
,

照理不致争执不休
,

而可设法将各

派
,

较好地联成一体
。

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

当推容阂
。 ” ①

容阂于 1 90 0 年春 回到上海
。

时唐才常

领导部分兴中会成员在沪成立正气会
—

自

立会系统
,

这一系统成为上海改革力量的中

坚
,

容阂作为
“

孙中山之代表
”

与之会谈
,

唐才

常等遂决定
“

一面接受康
、

梁领导
,

一面又遥

戴中山先生
” ②

,

并决定建立国会
,

以
“

号召国

人奋起自救以救中国
” ③ 。

容阂与唐才常
、

严

复
、

马相伯多方交谈磋商
。

经过短期的接洽
,

是年农历六月 ( 1900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5

日 )容阂与唐才常召集一批激进的仁人志士

在张园集会
,

有严复
、

章太炎
、

沈草
、

马相伯
、

龙泽厚
、

林锡圭
、

叶瀚等人出席
,

讨论中国之

前途
,

容阂被推选为临时议长
,

并明确准备正

式以中国议会之名义活动
。

7 月 26 日 (农历

七月初一 )
,

容阂等 80 余人在愚园南新厅集

会
,

会议由叶瀚主持
,

到会人投票选举议长
,

容阂以 4 2 票当选为议长
,

并定名为中国议

会
,

国会议员有唐才常
、

章太炎
、

文廷式
、

吴葆

初
、

叶浩吾
、

宗恕
、

张通典
、

沈草
、

马相伯
、

龙泽

厚
、

毕永年
、

林圭
、

狄葆贤等
。

时
“

容公向大众

宣讲宗旨
” ,

宣布不承认
“

通匪矫诏
”

之清政

府
,

力争
“

保全 中国自主
” 、 “

联外交
” 、 “

平 内

乱
”

等
, “

声如洪钟
,

在会人意气奋发
,

鼓掌雷

动
” ④ 。

这是一次具有资产阶级 民主色彩的

投票选举
。

因其首次会议在张园举行
,

故又

称作
“

张园国会
” 。

7 月 2 9 日 (农历七月初四 )
,

容阂又主持

了中国议会在愚园的集会
,

计有 60 多人出

席
,

容阂任命唐才常为会计
,

叶瀚等负责书

记
,

郑观应
、

唐才常
、

汪康年等为干事。
。

当

时容阂与唐才常等商议
,

如果举事成功
,

即以

中国议会作为将来组织政府之基础
。

唐才常

当时就说
: “

上海国会或议会设立之意 图
,

欲

侯起事成功
,

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
。

自

立会同人
,

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
,

制度如何树立
,

政府如何组织
,

均待选举程式

确定
,

正式议会成立
,

合全国人民
,

五族共议
,

协商处理
,

期于至善
。 ” ⑥ 容阂还为自立会起

草了英文对外宣言
,

据与会的唐才质回忆
,

宣

言首先否认清廷具有统治中国的权利
, “

次言

将欲更始
,

以谋人民之乐利
,

以伸张乐利于全

世界
,

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
,

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
。 ” 。 史学家周

锡瑞在英国档案馆中找到了这份宣言
, “ `

它

的基本纲领是英国政府的不成文宪法里的大

宪章
’ ,

… …议会决定
:

我们的坚定是
:
对现时

复杂间题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

是联合列强
、

刃 转引顾长声
: 《容阂— 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 8 4 年版
,

第 70 页
。

, 吴良槐
:

(自立会追忆记》
,

转引《梁启超年谱长编》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 83 年版
,

第 243 页
。

③ 唐才质
:

(唐才常烈士年谱》
,

载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所编
:

(唐才常集》
,

中华书局 198 0 年版
,

第 2” 贾
。

矛 孙宝煊
:

( 日益斋 日记 )
,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 日
。

中国

近代史料丛刊 (戊戌变法 )第 1 册
,

神州国光社 19 53 年

版
,

第 5 40 页 ; (汉 口自立 报宜言》 (中译 )
.

(中外 日报》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

⑤ 孙宝煊
:

( 日益斋 日记 )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 日 )
。

(戊

戌变法 》第 1 册
,

第 5 40 页
。

⑥ ⑦ 唐才质
:

《唐才常烈士年谱》
,

载 《唐才常集》
,

中华书

局 1 98 。 年版
,

第 2” 页
。

这 一宜言 后被清朝官员抄

获
,

并翻译成中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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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黝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 固派和反对派同

僚
,

恢复维新改 良代表 人物 光绪皇帝 的权

力
。 ’ ,①中国国会推容阂负责外交事务

,

容阂

也曾设法争取英国对他们活动的支持
,

并游

说张之洞
“

联合长江各省
” , “

成立中国独立政

府
” ,

但并无实效
。

中国国会成立后
,

在上海设立总部
,

在汉

口设立分部
。

各地的自立军自然由中国国会

领导
,

称
“

中国国会自立军
” ,

并拟分 7 路大军

举行起义
。

8 月 21 日
,

唐才常发动汉口起义

失败
,

中国议会的 31 5 名成员被通缉追捕
。

面对残酷的现实
,

容阂深感悲痛
,

他彻底地放

弃了走上层路线维新的幻想
,

而开始主张反

清暴力革命
,

并以他的不断进步和百折不挠

的精神而享有祟高的威望
。

1 900 年革命党

人谢攒泰曾向孙中山建议
: 以容阂为

“

统一维

新党的总统
” ②

。

接着革命党人洪全福
、

李纪

堂等准备在广东举行反清起义
,

拟推容阂为

未来共和国之大总统
。

容阂因参与反清活动

而被清廷定为
“

谋乱之头 目
” ,

应予以
“

就地正

法
。 ” ③于是

,

人们劝容阂上海租界亦非乐土
,

1 9 00 年 9 月 1 日
,

容阂化名
“

泰西
”

被迫离开

上海
,

在驶往 日本的轮船上
,

容阂巧遇孙 中

山
,

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

容阂认为孙中山
“

其人宽广诚明
,

有大志
” ,

便以
“

华盛顿
、

弗兰

克林之心志
”

勉励之
。

在日本横滨
,

容阂与孙

中山等曾彻夜密谈④ 。

容阂 自己也更加支持

革命事业
。

此后容阂在香港作短暂生活后去

美国定居
,

再也未能回上海
。

容阂的一生顺乎历史潮流而不断进步
,

为

祖国
、

为民族之振兴而不息奋斗
,

贡献心智
,

尤

其对中国近代化与开放观念之进步
,

贡献实

多
,

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

应予以充

分肯定
。

他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个

缩影
。

为了纪念这位教育救国的思想家和实

践者
、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上

海的卓越活动
,

上海交通大学在 1 933 年建立

容阂堂
,

这幢大楼至今仍矗立在交大校园里
。

(作者 : 苏智良
,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来教授 ;

责任编辉
: 谢宝耿 )

周锡瑞著
、

杨慎之译
:

(改良与革命— 辛亥革命在两

湖》
,

中华书局 19 8 2 年版
,

第 30 页
。

冯 自由: (革命逸史》第 3 册
,

第 46 页
。

光绪朝 (东华录 ) (四 )
,

总 4 57 4 页
。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 (支那

·

革命党关系》卷 一
,

卷

①②③④

代褚略币啥琦略甲告昭略甲含代褚略甲呛甲毛褚啥月稀呼咯 ,

代
,f 含代币铸偿略烤毛甲告甲专甲告甲论甲味昭哈

`

怪招味甲啥甲洽代昭味代
`

沼啥褚铸
`

倪
`

强甲裱甲啥诏奄俄褚号幸去

(上接第 57 页 )

为一谈
。

笼统地把中国古代夭文学称为
“

夭文星占之学
” ,

实际上是不合适的
。

荀子论天与王

充论天是不同的
,

张衡说天与都萌说夭有很大的差别
,

邹衍谈天与董仲舒谈天也不一样
。

天文

学早期与占星术纠缠在一起
,

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现象
。

地心说不是也在第九层夭上安排了上

帝的居处吗 ? 可见
,

天文学与占星术混合在一起
,

并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殊现象
。

中国重综合
,

是优点
,

也是缺点
。

现在需要的是引进西方的分析方法
,

来补中国缺乏细致

分析的不足
。

重综合
,

造成模糊不清
,

量化不准
,

以及许多弊端
,

都需要加强分析
,

才能得 以克

服
。

重视分析
,

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

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

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与西方的科学思想有互补的关系
。

中国重整体综合
,

西方重局部分

析 ;中国有较多的辩证思维
,

西方有较多的定量研究 ;中国重实用价值
,

西方重理论体系 ;中国

重继承维护
,

西方重革新发展 ;中国医学以活体功能为基础
,

西医以尸体解剖为基础 ;中国医学

以草药为主
,

西医以化学药品为主
。

中西方的科学思想各有长处
,

互相结合
,

更有利于科学的

发展
,

也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

模糊数学
、

测不准原理
、

系统论
、

全息论
,

这些最新的科

学进展都包含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某些成分
,

这就已经预示着今后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

(作者
:

周桂物
,

北 京师范大 学哲学来教授 ;责任编辑
:

苇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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