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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容阂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

王敬平

(焦作教育学院 河南 焦作 45 4 (X) l)

摘要 :容阂是
“

中国人而 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 大学校
”

的第一人
,

他积极倡导
“

教育救 国
” ,

主 张教 育西 化
,

最早组织 幼 童赴 美 留学
,

筹

办新式教育
,

被誉为近代
“

留学生之父
” 。

关键词 : 容 阂 ;教育救 国
; 西 学东渐

近代西学东渐
,

铸就了 中国无数具有新思 想
、

新知识的

新型知识分子
,

他们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弹精竭虑
,

奋斗终身
,

容阂就是其中一员
。

他一生 热衷于沟通中西文化
,

推行
“

西

学东渐
” ,

积极倡导
“

教育救 国
” , “

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

东方之文化
,

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

一变为少年新中国
。 ”

〔1〕最

早组织幼童赴美留学
,

积极筹办新式教育
,

充分体现了容阂

教育救国的思想和一腔爱国热情
。

一
、

容阂的
“
教育救 国

”
信念的形成

容阂从小家境贫寒
,

18 35 年进传教士郭实腊夫人所办的

小学学 习
,

1 8粼〕年 n 月 1 日转人马 礼逊学堂
,

注册名字为
“

亚阂
” 。

184 7 年
,

容阂与同在马礼逊学堂毕业的黄胜
、

黄宽

一同至美国
,

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
,

日后毕业于耶鲁大

学
。

但就在容阂决定留美继续深造时
,

经济上却毫无支助
,

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阂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

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
,

但学校规定学生保证毕业后 以传

教士为职业方才授予
。

容阂谢绝 了老师们的安排
。

他说
:

“

予虽贫
,

自由所固也
。

他 日竟学
,

无何业
,

将择其最有益于

中国者为之
。

纵政府不录用
,

不必遂大有为
,

要亦不难造一

新时势
,

以竞吾素志
。

… …传道固佳
,

未必即为造福 中国独

一无二之事业
。

… … 志愿书一经签字
,

即动受拘束 ; 将来虽

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
,

亦必形格势禁
,

坐视失之乎 ?

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
,

决不能以食贫故
,

逮变宗 旨也
。 ”

仁2 〕这

充分表达 了容阂报效国家的坚强决心
。

大学时代的生活无

疑对容阂产生了 巨大影响
,

使他有了广博的知识
,

深刻的思

想
。

同时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
、

社会进步
、

新科学
、

新知识也

深深触动了容阂
,

使他萌生了西学可 以救国
,

教育能使国家

强大的信念
。

他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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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
,

使

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3 ]可以说
,

容阂较早地意识到

了教育与知识
,

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关系
,

也最早地认识

到了西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
。

尤其难得的是容阂把西学与

救国强国联系在一起
,

认定只有引进
“

西学
” ,

发展教育
,

培养

有用 人才
,

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
。

对此容阂有过十

分清楚的表白
: “

至大学之给学位
,

亦非有金钱之效用
。

惟已

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
,

使其将来得有势力
,

以为他人之

领袖耳
。

大学校所授之教育
,

实较金钱尤为宝贵
。

盖人必受

教育
,

然后乃有知识
,

知识即势力也
。

势力之效用
,

较金钱为

大
。 ”

【4〕在当时普遍轻视西方
,

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 巧
,

对西

方物质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
,

无疑是比较先进的
。

容阂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更于他亲眼 目睹东西方巨大

差异
,

中国 的贫穷落后 有关
。

他曾痛切地说
: “

予当修业期

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追末年而尤甚 ; 每一念及
,

辄

为之快快不乐
,

身受无限 痛苦
,

无限压制
,

予无时不耿耿于

心
。 ”

「5〕面对外国人的横行霸道
,

他曾深有感触地讲
: “

自从

在上海建立 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之后
,

在其管辖区内从

未 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当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
,

敢

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 自己的权利
。

中国人的性格一 向是

那么温和谦让
,

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 了侮辱和无礼行

为
。

这无疑助长 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 专横
。

不

管怎么说
,

总有一 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
,

使他们明白什么是

他们的权利
。

无论在任何时候
,

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

犯
,

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到来
。 ”

【6」

总之
,

容阂青少年时期在国内清贫艰难的生活经历和后

来留美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及其所见所闻
,

使容阂深刻认识到

东西方的巨大差距
。

强 烈的爱国心使容阂的 内心 深处铸就

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
:
教育救国

,

教育使民族强大
。

二
、

容阂
“
教育救 国

”
计划的设想

作为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新式高级知识分子 的容阂
,

眼

界开阔
,

知识广博
,

思想深刻
,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表现出

高度兴趣和强烈的追求
。

(一 )中国教育应该西化

在容阂的心 目中
,

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
,

中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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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先应该酉化
。

因 为酉式教育既可 以传播新知
,

又可以造就

健康的人格
,

孕育新的思想
,

所以容阂始终坚持
“
以西方之学

术灌输于中国
”

的教育思想
,

认为这是中国走 向独立 自主和

繁荣富强的必 由之路
。

当然容 阂所说的
“

西方学术
”

实 际上

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
,

而主要指人文科

学和 自然科学
,

这主要受他个人的经历及爱好的影响
。

另一

方面
,

他又受教会教育的影响
,

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

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炼
。

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的话

来表明心迹
: “

善于教育者
,

必能注意于 学生之道德
,

以养成

其优美之品格 ; 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 自谓尽其能

事
,

充乎其极
,

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
,

或一具灵性

之鹦鹉耳
,

易足贵哉 !
”

【7 〕所以
,

容阂始终强 调西化式的教

育
。

他认为西式教育可 以传播新知
,

造就健康的人格
,

孕 育

新的思想
。

(二 )向外 国派遣留学生

基于西式教育可 以救国的信念
,

容阂积极倡导向外国派

遣留学生
。

他认为中国进行 国际交流
,

指挥海陆军 队
,

管理

海关
,

都需要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才 ;要培养人才
,

就需派

遣学生出洋留学
。

这一设想体现在他请丁 日昌代呈的四项

建议之中的第二项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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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次可选定一 百二十名

学额以试行之
。

此百二十人中
,

又可为 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

派送三十人
。

留学期限定为 十五年
。

学生年龄
,

须以十二 岁

至十四岁为度
。

视第一
、

第二批学 生 出洋留学著有成效
,

则

以后 即永定为例
,

每年派出此数
。

派 出时并须 以汉 文教习 同

往
,

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
。

至学生在外国膳宿人学

等事
,

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
。

此项 留学经费
,

可

于上海关税项下
,

提拨数成以充之
。 ”

【8」

(三 )兴办新式教育
。

具体体现在他给太平天 国干王 洪

仁开 的七项建议之中
: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

官 ;建设海军学校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稣圣经列为

主课 ;设立各科实验学校
。 ”

仁9 〕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

实
,

但充分体现了容阂的教育救国思 想
。

18 60 年容阂抱着某

种幻想到太平天 国的中心南京
,

其 目的是寻找可以依靠或借

助的力量来实现 自己
“

西学东渐
”

计划
,

结果失败
。

容阂说
:

“

南京之行
,

本希望遂予夙志
,

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
,

与夫改

良政治之赞助
,

二者有所藉手
,

可 以为中国福也
。

不图此行

结果
,

毫无所得
。

囊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
,

庶几此新

政府者能除旧布新
,

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
。

以予观察所及
,

太平军之行为
,

殆无有造新 中国之能力
,

可断言也
。

于是不

得不变计
”

【10 〕可见容阂举办新式教育的计划没能得以 实

现
。

三
、

容 阂
“
教育救国

”
计划 的实施

18 5 4 年
,

刚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的容 阂
,

为了实现他萦怀梦牵的
“

教育计划
” ,

匆匆返回故国
。

在他看

来
: “

予之生于斯也
,

既非为哺 吸而来
,

予之受此教育
,

尤非易

易
,

则含辛茹苦所得者
,

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
,

一旦遇有

机会
,

能多用 我 一分学 问
,

即多获一分效果
,

此岂为一人利

益
,

抑欲谋全中 国之幸福也
。 ”

仁11] 为 了实现其
“

教育计划
” ,

容 阂多方奔走
,

既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
,

又结交中国权贵
,

不

敢稍怠
。

但由于 清政府的腐败
,

各级官吏的昏庸
,

容阂的努

力均未成功
,

他并不灰心
,

继续努力
。

为 了寻求当时炙手可

热的权臣曾国藩对此事的帮助
,

容阂不惜 为 曾赴美购买 办
“

洋务
”

的机器
,

终于赢得曾的赞许
。

在曾国藩领衔上奏后
,

187 1 年 8 月
,

清廷采纳容阂派遣留美学生建议
,

容阂为之苦

心孤诣
、

奔走呼号十六年之久的
“

教育计划
”

终于如愿 以偿
。

按计划
,

从 18 72 年到 18 75 年
,

120 名幼童将分四批奔赴

太平洋彼岸 的美 国留学
。

1872 年 8 月 n 日
,

第一批幼童 30

名
,

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赴美
,

为了帮助幼童更好地学

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
,

此间容阂亲任留学事务所的副监督
,

他对留学事务尽 心竭力
,

整 日东奔西走
。

但是
,

清政府朝令

夕改
,

听信谗言
,

使容阂苦心经营 的教育计划 于 18 81 年被迫

流产
,

四批学生全部召 回
,

除詹天 佑等二人毕业于耶鲁大学

外
,

其余学生均未完成自己的学业
,

其中有 60 名尚在 中学肄

业
。

[ 12 ]

容阂的教育救国计划虽然未能按他所设想的予 以实现
,

但毕竟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闷
,

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的

新纪元
。

而且这批留学生 回国后
,

逐渐成为中国政界
、

军界
、

商界的知名人物
,

或者成为工厂
、

铁路
、

矿 山
、

建筑等部门的

技术骨干
。

据粗略统计
,

这批留学生后来在中国从事海洋和

航运业 的有 28 人
,

其中有做过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
,

还

有 9 人任军舰舰长 ;从事铁路工作的有 16 人
,

其中有建设京

张铁路而享盛名的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

有 5 人是铁路

局长 ;从事电报工作的 18 人是中国办电报系统 的主力
,

其中

3人任电信局长 ; 从事矿务的 8 人
,

是中国第一批采矿工程

师
,

其中有把开平矿务局 建成中国最大煤矿企业
,

在八国联

军侵略时期奋力保护矿产不被外人侵犯的昊仰曾
,

有山西临

城
、

同宝等煤矿总经理工程师邝荣光 ;从事教育工作的 4 人
,

其中有后来的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和清华学堂第一任校 长

唐国安 ;从事外交与洋务 的 31 人
,

其中最著名的有唐绍仪
、

梁敦彦
、

梁如浩
、

梁诚
、

刘玉 麟
、

蔡延干 等 (分别任过外交 总

长
、

内阁部长
、

次长等 ) ;从事金融业的 9 人
,

其中有上海商储

银行董事唐元湛
,

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文耀
,

江海关监督关

仲贤等人 ;此外在医务
、

新闻界也有一些知名人士
。

[ 13 〕在

这些人当中
,

虽然也不乏反 动官僚政客
,

但大多数人在传播

西方科学技术和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 了不同程度的

贡献
,

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生 力军
。

从这个方面来讲
,

容

阂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上
,

做出了很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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