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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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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爱国学子容闳 ,在半个多世纪里 ,投身于洋务运动、变法

维新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封建专制 ,守旧的社会环境中 ,一直与时代共进 ,对近代中国有许多贡献 ,特别是

在国家出路的探索方面 ,更是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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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爱国学子容闳 ,在半个多世纪里 ,投身于洋务运

动、变法维新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封建专制、守旧的社会环境中 ,一直与时代共进 ,对近代

中国有许多贡献 ,特别是在国家出路的探索方面 ,更是与众不同。

一、倡导改革。倡导改革可以说是容闳在近代国家出路探索方面的第一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容闳生活的时代 ,正是中国社

会急剧变化的时期 ,封建统治摇摇欲坠 ,外来侵略者为所欲为 ,古老的大地上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变化。幼时容闳在家乡生活艰辛 ,“贩卖糖果” ,做过“印刷书报工作” ,对民间之苦极为了解。

后来到美国读书 ,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文明与强大。通过落后的祖国与强大的美

国间的比照 ,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更加怀恋屈辱的国家。随着学业的进展 ,他的思想觉

悟进一步提高 ,在大学三年级时 ,产生了要改革中国的思路 ,提出“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理论 ,并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 大学毕业后 ,容闳于 1855

年回到祖国 ,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 1860年 ,他亲自访察太平天国 ,在天京向洪仁王干提出

七项建议: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 ,组织一良好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三、建立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

度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七、设立各种实业

学校。”七项建议鲜明地体现了容闳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中国的思想。尽

管在农民起义运动中 ,不可能如他所愿实施新的改革方案 ,但应该看到 ,这一思想已具有资本

主义特征 ,在当时已处在一个相当的高度 ,闪耀着先驱者的光芒。南京之行虽无结果 ,却成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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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探索国家出路的首次实践活动。

19世纪 60、 70年代 ,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 ,为容闳“西学东渐”改革中国提供了客观条件。

1863年 ,为协助曾国藩建立江南制造局 ,容闳提出依照西方将此厂建为普通、基础性的机械

厂。并预见性地看到建厂后中国的优势在于“原料之廉 ,人工之贱 ,将来自造之机器 ,必较之欧

美者价廉多矣。”为建江南制造局 ,他亲自赴美购买机器“一百数十种”。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大规

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也是容闳要借“西学”改革中国达到救国强国目的的具体体现。在江

南制造局建立时 ,他又说服曾国藩在制造局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 ,招收中国学生 ,教给他们机

器工程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 ,以便摆脱外国在科技和人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 1873年 ,容闳又

亲自为中国订购美国先进武器——格特林炮 50门运送回国。他不放过任何有利于中国改革和

发展的机会 ,支持郑观应创办中国第一家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 ;倡导组织—合资汽船公

司 ;号召政府开采矿产 ,发展重工业以便带动运输业。容闳超前性地看到中国的愚、弱、贫、辱其

根源不是资源缺乏造成的 ,是统治的腐朽落后 ,要摆脱这一切 ,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

作为国家出路的探索者 ,容闳早期最辉煌的业绩是“教育计划”。容闳自美国归来后 ,把自

己所受的先进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 ,深感中国教育落后的现状 ,于是提出幼童出国留学计

划 ,明确表示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为国家储蓄人才”。 从教育计划 ,我们可看到容闳要培养一批

具有新的意识观念的人才来改革中国。他之所以把教育看得如此重要 ,不仅在于他看到了教育

的启蒙作用 ,而且他更具前瞻性地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一切 ,鲜明提出知识就是力

量 ,力量重于财富的理论。 1870年 ,清政府批准了他的教育计划 ,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属中华创

始之举” ,“特开新纪元”之事。留学计划的实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不仅开创了我国公费派遣

留学生的先河 ,而且对以后中国出洋留学 ,走出国门看世界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有强烈的

时代性和进步性 ,对后人乃至当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学计划也反应了容闳透过洋务派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 ,想靠购买一些新式武器和机器设备就能改革振兴国家表象 ,从

根本上认识到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的闭关自守 ,拒绝接受任何先进的事物。所以要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必可使此古老大帝国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这也恰

恰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改革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要求。 1872年 ,容闳带着第一

批留学生 30人到达美国 , 3年后第四批学生抵美 ,完成了首批留学计划。 随着学业的进展 ,留

学生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下 ,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这与旧

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相违背。 洋务派只想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并运用它来维持现存的封建

主义制度 ,只是想对中国作些相应的改革。而容闳是要全面学习西方 ,企图借西学维新中国 ,实

现救国强国。双方有着本质的不同 ,是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间的差别、矛盾与对立。曾

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 ,他们只能代表封建官僚中的开明者。 一旦先进的思想意识和落后的思

想产生矛盾时 ,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会群起而攻击的。 李鸿章也不例外 , 1881年 ,撤消出洋肄

业局 ,全体留学生返回 ,标志着容闳早期借西学改革维新中国理想的破灭。

二、变法维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容闳从改革中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 ,进言要借西方

列强之势抵制日本的侵略 ,但又没有实现。这时他看到了清政府腐败至极 ,认为中国要想富强 ,

“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他的“新政策”内容包括:其一政治方面 ,政府聘请外国人担任外交、财

政、海军、陆军的顾问 ,采纳他们的“嘉言良策”付诸实践 ,并借助他们培养有才学的中国学生 ,

几年之后 ,中国将有自己全新的人才 ,“则中国行政之机关 ,不难依欧西之成规 ,从新组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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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明要依西方之政体改良中国。其二经济方面 ,甲午战后 ,国家危机日深 ,为挽救国家民族

的危亡 ,容闳又提出按照西方之法律立国家银行 ,购买机器铸币、发行国债 ,以缓解经济危机 ;

同时向政府提出铁路计划。 这些带有明显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性质的言论、计划 ,与封建统治根

本对立 ,不可能得以实现。 但却是容闳在探索国家出路方面又向前迈了一步 ,由早期改革中国

走向维新变法改良中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时 ,深感与容闳志同道合 ,梁启超主编的

维新喉舌《时务报》几乎全部刊登了容闳有关设立国家银行、铁路计划的章程和条陈 ,并大力宣

传 ,容闳也积极支持康、梁 ,在他们发起保国会的第一天 ,亲自到场助之。康梁戊戌变法时期 ,也

深得容闳的帮助和影响 ,他的家“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大杀维

新人士时 ,容闳不顾个人安危参与营救维新同志。这一切 ,都表明了他的维新立场。

三、走上革命之路。维新变法失败后 ,容闳深刻认识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无可救药 ,开始

改变靠变法救国的思想 ,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之路。 1900年 7月 ,唐才常等人在上海邀集维新

人士在张园召开“国会” ,容闳被选为会长 ,他积极参加了唐才常起义的计划工作。 8月起义爆

发 ,这次起义虽情况复杂 ,但实际作用是在“勤王”的旗号下打击清政府 ,与惠州起义南北呼应 ,

是一次爱国性质的起义。张之洞在镇压起义时 ,把容闳、康有为、唐才常并列为要犯。这次起义

是容闳走向革命的开始。当时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三:一是武装推翻清政府 ,建立君主立宪政

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二是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全部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支持 ;三是联合

康、梁维新派、孙中山等革命派 ,并争取包括清政府内部的汉族官僚和其他各派的力量。容闳虽

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但他的武装反清和各派联合的主张是与革命派一致的。在当

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他成为维新派、革命派等各政治势力的名义上的领袖人物 ,反映出容闳

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 ,容闳走出了维新派的圈子 ,逐渐与康、梁保皇党

划清界线 ,最终成为主张民主立宪共和国的革命者。 1900年 9月 ,他在避难逃亡日本的海轮上

巧遇孙中山 ,在日本二人接触频繁 ,他视孙中山为华盛顿 ,开始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1908年他和康、梁彻底决裂 ,坚定走向了革命。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 ,曾致函

容闳 ,充分肯定了他的革命功绩 ,称他是“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 ,以还吾人自由平等

之幸福”的“老同志” ,并邀请容闳归国共建中华民国。此时 ,容闳已病危 ,但仍深深念及祖国 ,直

至 1912年 4月 21日生命最后一刻。

纵观容闳一生事业可以看出 ,他是一位探索国家出路的代表人物。容闳由改革中国走上推

翻封建腐朽统治王朝的民主革命之路 ,正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驱者所走过的里程 ,在

探索史上功不可没。从 19世纪 50年代回国后 ,他就投身于改革中国的大潮中 ,历时 30年 ,在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救国强国的道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 90年代投身于维新变法运

动 , 20世纪初又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在近代中国社会都是开创新风气的举动 ,需要

智慧、勇气、才干。 容闳在半个多世纪里 ,一直与时代共进 ,成为探索国家出路的先驱。 而且无

论哪个时期 ,他都以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 ,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可以说爱国之情贯

穿于容闳一生 ,伴随着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留下了对中国出路探索的足印。 今天我们研究这

位探索者 ,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 ,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葛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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