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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眸

○凡师妙语

把教材的思路转换为教者的思路 ,把编者的思路转换为教学思路 ,

把教的思路转换为学的思路。

———牙克石市第二高中 陈连生

百年
◆“教育百年”之四

1872年 8月 11日 , 上海黄埔码

头 , 30名拖着长辫的幼童 , 在一种

复杂茫然的心情下 , 登上一艘东去

日本的轮船 , 开始了他们途经日本

到美国留学的生活 。他们之中谁也

未曾想到 , 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第

一批官派留学生 , 而且促进了东西

方文化的渗透 , 开启着向西方学习

的新风 。

留学教育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

个重要途径 。千百年来 , 悠久 、 丰

富 、灿烂的中国文化对世界各国的

学者 、 留学生产生过持久 、 广泛的

吸引力 。然而 , 当历史的车轮飞速

向前的时候 , 清王朝却关闭了中西

交往的大门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

发 , 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

重新轰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 ,

也打碎了国人' 天朝大国” 、 “四

夷宾服” 的封闭自大心态 。一批睁

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 在经历了种种

屈辱 、 痛苦 、比较 、反思之后 , 面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 , 开始

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那样痛

心而又无可奈何地被拉大了 , 面对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数千年来

未有之强敌” , 先是一些先进的知

识分子和务实开明的封疆大吏开始

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 。之后 ,

为了谋求民族的独立 、 国家的强

盛 , 一批批热血青年背井离乡寻求

救国救民的真理 。中国近代留学生

的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 , 正是在

这种巨大的文化势差下起步和发展

的。

纵观我国百年留学教育 , 大致

可概括为五次高潮 。一是洋务运动

时期 , 以幼童赴美和福建船政学堂

留欧学生的派遣为中心 。二是二十

世纪初的留日潮和庚款兴学运动 。

三是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

动 。四是新中国成立初以赴苏联留

学为主体的留学教育 。五是改革开

放后的留学潮 。从整体上看 , 每个

时期的留学生派遣都有其各自的特

点 , 也对中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影

响 。

1871年 , 清政府接受早期资产

阶级改良派代表 、中国最早的留美

毕业生 、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 、中

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建议 , 决定选

派 120名年龄在 10 ～ 16岁的幼童 ,

分四批(每年 30名)赴美留学 , 15年

后学成回国 。同年 , 开始挑选第一

批学生 。但由于当时风气未开 , 大

多数人认为留学是违反读书人的正

统 , 持歧视态度 , 只有家境贫寒的

家庭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 , 方才同

意赴美留学 。即使这样 , 原定 30名

的名额 , 招了几个月仍未招足 , 容

闳不得不亲赴香港挑选了几名才补

足了名额 。 1872年 , 出现了文中开

头的那一幕。

按计划规定 , 这些学生要中西

兼学 , 每逢重大节日和朔望等日要

向清皇宫所在方向行跪拜礼 , 以防

丢了中国教育的正统 。但幼童赴美

后 , 对新生活适应很快 , 迅速接受

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 , 穿上了西

服 , 并把辫子藏起来 。1876年新任

留美学生监督顽固派吴子登来美 ,

上任初 , 招集留学生听他训话 , 学

生们见他以后没向他行跪拜礼 , 因

而大怒 。之后对留学生处处苛求挑

剔 , 中伤容闳 , 认为幼童已 “美国

化” , 以 “他日纵能学成回国 , 非

将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害于社会”

为由禀报朝廷 。同期 , 在美国社会

出现了大肆排华 , 歧视中国留学生

现象 , 如容闳计划送几个程度较高

的学生入海陆军学校 , 接受美国当

时较高的科技 、 军事教育 , 但遭到

拒绝 。 1881年 , 清政府下令撤回留

学幼童 , 原尚可观的留学教育就此

夭折 。

洋务派在派遣留学幼童之后 ,

于 1875年始又相继派遣留学生赴

英 、法 、 德等欧州诸国留学 , 这次

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

体 , 主要学习造船 、驾驶 、 兵技等

西学 。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

有着巨大影响 , 不仅开了官派留学

的先河 , 而且也造就了我国近代最

早的科技 、外交 、 军事 、企业管理

人才 , 如詹天佑 、 唐绍仪 、 严复 、

刘步蟾等 。

中日甲午战争后 , 许多朝野人

士开始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 , 试图

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 。这时

期要求派留学生赴日的呼声越来越

高 。清政府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

发 , 既希望学习西学 , 又惧怕西方

的体制会威胁其政权 。日本文化背

景与中国相似 , 在政体上是君主立

宪制 , 且路途近 , 省费用 , 所以大

力鼓励赴日留学 。在多方因素的促

成下 , 中国人留学的热点开始转向

日本 , 到 1907年 , 留日学生数竟达

到一万二千余人 。这个时期留日学

生与以往相比 , 学习内容很广泛 ,

不仅局限在科技 、 军事等方面 , 许

多人转化到攻读社会科学 , 开始研

究日本社会政治制度 。这时期出现

了许多政治人才 , 如到 1907年同盟

会成员中有 354 人是留日生 , 占

9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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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校要讲“四度”:人才管理讲透明度;知人善用讲信任度;体现民

主讲参与度;科教兴校讲信息度。

———赤峰阿旗先锋乡西山小学 吕 奎

潮留学
留学运动对当时革命起着先锋和桥

梁的作用 , 直接为辛亥革命准备了

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留日学生

许多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 , 虽然时

间短暂 , 他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的政

治、教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

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 , 1908年

5月 , 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 , 决定

将 “庚子赔款” 之半 “还赠” 中

国 , 用它作为派遣中国赴美留学生

之用 。 1911年在北京设立清华留美

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 1924年

美国议会两院通过这笔款 “用以发

展中国之教育及文化事业” , 这就

是所谓的 “庚款兴学运动” 。庚款

兴学运动之后 , 赴美留学生人数大

幅度上升 , 不久便代替日本而成为

留学教育的主流 。

美国 “庚款兴学” 的目的并不

是要发展中国的教育 , 正如美国伊

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

备忘录中所说:如是美国在三十年

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

这一个国家并使这个潮流扩大 , 那

么 , 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

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

展 , 使用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

袖的方式 。历史也证明 , 退还庚款

的目的 , 是企图在政治上 、 经济上

控制中国 , 以便和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争夺市场 。实际上 , 庚款兴学之

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 , 国

民党统治时期 , 一批庚款留学生回

国后 , 便以美国教育为篮本改革中

国的教育 。当然 , 美国并没有完全

达到它的目的 , 因为近两千名高素

质的留美学生 , 回国以后便成了传

播先进科学的先驱 , 有的成为民主

革命战士 , 他们尽其所能 , 通过各

种途径架起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

梁 , 为提高学术水平 , 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仅清华庚

款留美学生中 , 归国后就有 19人担

任过大学校长 。如梅贻琦(清华)胡

适(北大)竺可桢(浙大)等 。蒋梦

麟 、 陶行知 、陈鹤琴等也都成为推

动国内各项教育改革活动的骨干力

量 。

辛亥革命前 , 就出现了大批青

年自费出国(特别是赴日本)留学 。

辛亥革命后 , 由蔡元培 、 李石曾 、

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了 “勤工俭学

会” 、 “华法教育会” , 用勤工俭

学的方法吸收贫苦有志的青年到法

国做工求学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

四运动的爆发 , 一些先进的青年第

一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 燃起

了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进行社会改造

而向国外寻找真理和知识的希望 。

因为大量到苏联去不可能 , 而法国

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

展 , 且法国劳力缺乏 , 亟需从国外

补充 , 于是一批批青年相继赴法 ,

形成了留学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从

1918年 3月到 1920年底赴法留学的

青年达 1600余人 。这之中就有中国

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周恩来 、 邓小

平 、 陈毅 、 聂荣臻等一批革命志

士 。在法国他们把勤工和俭学结合

起来 , 把求学与斗争结合起来 , 逐

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实

质 , 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

盾 , 为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打

下了基础 ,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

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回国后 , 他

们绝大多数献身革命 , 成为中国革

命事业的中坚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 在特

殊的国际环境下 , 我国全盘学习苏

联 , 1949年到 1959年共派出 16000

余名 , 其中 91%派往苏联 , 8%派往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由于两国

关系的僵化 , 从 1961 年至 1965

年 , 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开始减少 ,

每年不过几十人 、 几人 。建国初 ,

我国几乎没有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

生 。从 1957年起 , 开始向意大利 、

比利时 、 瑞士等国派出国留学生 ,

至 1965年八年共派出 200名 , 且绝

大多数学习外语 , 学自然科学的留

学生仅 21名 。 1965年国务院决定向

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自然科学留学生

50名 。总体来讲 , 这个时期对留学

生派遣存在着质量不高 、 专业不

全 、缺乏长远规划 、对基础理论专

业重视不够等问题 。即使这样 , 这

个时期留学生大多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栋梁 , 目前 , 还有许多

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 。

“文革” 期间 , 留学教育基本

停顿 。1978年 , 邓小平指示要扩大

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 要争取多派 。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 为了

赶超西方 , 派留学生出国人数之

众 、国别之多 , 专业之广是前所未

有的 。仅到 1985年 6月我国就向 63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 36800余名留学

生 , 其中公费 29000人 。之后出现

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出国留学潮 。

虽然我们现在评价这次出国潮为时

过早 , 但我们相信 , 这些人定将成

为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砥石 。

○
文/何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