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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地位
⊙张韩钧⊙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

闳 ,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笔者在课堂教学中 , 在向学

生讲述这一重要内容时 , 深感学生对这一历史人物的

浓厚兴趣。在改革开放日趋深化的今天 ,学生在课堂

上提问不断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他们向往了解容闳

的传奇经历 ,容闳派遣中国留学幼童赴美深造的历史

背景 ,当年留学生运动的规模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发

展的功绩。

我在备课过程中 ,查阅了大量关于容闳的资料 , 发

现关于他个人的研究专著不下 20种 , 至于单篇论文更

是不胜枚举 。容闳的一生业绩斐然 , 特别是他创议并

派遣中国幼童分四批赴美国留学的壮举 ,在中国近代

历史上开风气之先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 , 他的

历史地位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1998 年容闳诞生

170 周年时 , “中国留美幼童纪念会” 和耶鲁大学于 9

月在他工作多年并最终定居的美国康州首府哈特福特

举办纪念活动 ,邀请容闳和他当年率领的留美幼童后

裔 40 多人聚会。之后 ,在 11 月下旬 ,在他的出生地珠

海市 , 由市政府主办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 ,有众多中外学者参加 , 提交论文达 50 余篇 , 会

后结集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 , 并提出推

动容闳研究的倡议。笔者在深为容闳这一历史人物的

光辉业绩感动之余 , 感到目前中学历史教材和历史教

学中 ,对容闳这一历史人物的崇高地位 , 还没有提到一

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来。

容闳出生于 1828 年 11 月 , 幼年时代进教会学校

读书 ,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 他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

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 他一生的业绩 , 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参与洋务运动 ,协助建立江南制造总局;二是倡导

并派遣中国幼童分四批赴美国留学;三是参加维新变

法;四是促进辛亥革命。这四大业绩在当时历史条件

下 ,都是开了风气之先 ,在专制高压 、封闭守旧的清末

社会环境中 ,是难能可贵的。在这四项业绩中 , 最具有

前瞻性和深远影响的 , 是他分四批组织 120 名中国幼

童赴美国留学的历史创举。

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前夕 , “已预料将来应行之

事 ,规画大略于胸中矣” ,并立下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

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①的宏大志愿。

他在大学毕业前夕给美国好友卫三畏信中说:“ 1854

年夏 ,我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 ……此后我将回国并且

考虑自己的职业。”在谈到选择职业时说:“我还没有一

定的结论 ,我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 我也许会学习内

科和外科医生。” ②但是他最终并没有选择某一职业 ,

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 , 使中国通过

现代化而富强起来 ,靠他独自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 必

须把眼光转向更多的中国青年 , 就是要把一批又一批

中国青年造就成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的现代化人才……

这便是蕴藏于容闳胸中派遣中国留学生计划的由来。

他的美国老友特韦契也说 , 容闳当时曾与美国同学讨

论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的中国留学生计划③。

容闳本人也曾表述 , 他的一生中有种种梦想 , 但是

其中有两个主要心愿:“一为予之教育计划 ,愿遣多数

青年子弟游学美国 , 一为愿得一美妇以为室。” ④可见

教育救国计划在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容闳在 1855

年 27岁回国时 ,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 , 他不得不重留

辫子 , 并穿中国长袍 ,以融入当时的上流社会寻找某种

社会力量作为依靠。他曾先后在香港当律师 , 在海关

当翻译 , 在洋行任职员 ,目的是为了谋求自立和寻找实

施抱负的支撑点。容闳经过回国之初的这段经历 , 在

当时中国知识界只读四书五经 , 在考试中求功名的氛

围中 , 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却不曾衰减 , 正好

相反 , 这些都促使他更苦心孤诣地去完成派遣留学生

的计划。

容闳投靠曾国藩 , 是因为当时曾国藩有“几乎全国

听命于一人”的权威 , 洋务派官员的革新思想 , 正是他

寻求实施教育计划和移植“西方之学术”的依靠力量。

1870 年 , 容闳上书曾国藩正式提出派遣留学生计划 ,

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上奏 , 获得了清政府准奏 。当

他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得知这一消息 , 容闳“乃喜而不

寐 , 竟开眼如夜鹰 ,觉此身飘飘然 , 如凌云步虚 ,忘其为

僵卧床第间” ⑤。 容闳派遣留学生的实施过程 , 大致

是:1872 年 8 月 11 日 ,第一批詹天佑 、梁敦彦等 30 人

赴美;1873 年 4 月 11 日 , 第二批蔡斡等 30 人赴美;

1873 年 11 月 ,第三批唐绍仪等 30 人赴美;1874 年 11

月 ,第四批刘玉麟等 30 人赴美。 1881 年 6 月 , 清政府

总理衙门奏请留学生全部撤回 ,当年 7 月 ,留学生分三

批全部回国⑥。容闳派遣留学生计划 , 最终为清朝封

建统治所不容。容闳则愤然退出洋务运动 ,他在受到

沉重打击后 , 得到了深刻的省悟 , 此后他寓居美国十

年 , 是他在困境中伺机振起的蛰伏期。 容闳晚年回首

往事 , 曾经写道:“遣送幼童留美诸事 ,此盖为中国复兴

希望之所系 , 亦即予苦心孤诣从事者也 , 而不旋踵间 ,

留学事务所竟被解散矣 , 有百二十之留学学童被撤回

矣 , 予之事业其也告终而已乎! 所幸者 , 首批幼童中 ,

有二三子坚忍不拔 , 勤奋精进 ,卒成经世之才……中国

之强 , 或在兹乎!” ⑦

容闳晚年支持维新变法 , 百日维新失败后 ,他逐渐

与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 、梁启超分道扬镳 ,转向支持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 ,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现

代化的伟大事业。他晚年受到清政府的通缉 , 最终居

住美国 , 当他得知孙中山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并建立共

和国的胜利喜讯 , 便立即敦促儿子回国为新政府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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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与容闳的崇高历史地位和深

挚情怀相比 ,我们过去对他的研究是太不够了。 我希

望从这次̀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会议

论文结集出版为起点 , 将有更多的学者对这位伟大历

史人物的思想和业绩作更为全面 、系统而深入的研

究。” ⑧笔者认为 , 容闳是否列入伟大人物 , 自然可以进

一步探讨 , 但他是中国留学生运动的“原始发动者” ,

“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开拓者作用” ,“他无愧是中国

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创导近代教育的先驱

者 ,都是应该得到充分的历史评价 , 永远值得我们纪

念。” ⑨同时 , 笔者认为 ,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 , 容闳应该

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中 ,笔者认为存在着几个较

为明显的不足:

一是在上教版初中教材“洋务运动”这节课文中 ,

述及容闳实施宏伟的派遣留学生计划时 ,正文仅用了

一句话:“ 1872 年容闳等率领 30 名少年赴美国留

学”  10 ,并仅在注释中作了几句说明 , 对容闳的历史贡

献和崇高地位则没有提及。而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则

对容闳只字未提。

二是课文对容闳崇高业绩的介绍 ,并未抓住要挈。

在上教版初中教材供学生阅读的一段课文中 , 介绍他

回国后曾在海关作翻译 , 有一天他问税务司 11:“ 我有

没有升到总税务司的可能?”税务司对他说:“凡是中国

人 ,不论是谁 , 都没有这个可能。”他听后便辞去了海关

的职务 12。这段课文 , 并未切中容闳思想的要旨。容

闳是一个思想先驱者 , 他回国初求职 , 是为了生活自

立 ,并伺机实施自己宏大的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抱

负 ,教材编写者宜从大处着眼 , 对容闳的思想脉络和他

匡扶祖国的前瞻目光 , 应该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

段教材也容易使学生认为容闳只是一个一般的爱国主

义者。

三是在现行上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 ,虽然有一段

供学生阅读的关于被派遣留美学生接受了西方先进思

想而为守旧的清政府所不容 ,并被迁返的叙述 , 但是作

为高中教材 ,对于容闳派遣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的深远

影响和重大意义却无一字提及 ,似惑不足。

因此笔者认为 ,在现行中学近代史教材中 , 应该加

强对容闳的历史评价。建议如下:

第一 ,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 , 应该把容闳青少年时

代勤奋求学 ,赴美留学后一心报效祖国 , 并把爱国主义

热忱贯穿一生的崇高思想情怀予以介绍 ,删去现行上

教版初中教材中关于容闳与税务司的一段对话。

第二 ,容闳这一人物的崇高历史地位 , 应在教材中

体现。如上教版初中教材中“洋务运动”一节分为三段

课文 ,可以把课文中专门介绍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新式

学校的出现”(课文原用黑体字作标题 , 黑点也为教材

原有)这一节改为“开创留学生运动和建立新式学校” ,

既可介绍容闳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历史功绩 , 也可

介绍当年成立京师同文馆 ,为译介西方科学技术所作

的历史贡献 。现行上教版初中历史教材 ,在述及洋务

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似不够全面 , 对于中国第一代留学

生运动及其重要历史作用评述似嫌不足。而在人教版

初中历史教材第三册“清代的文化———进步思想家和

新教育制度”这节课文 , 在介绍龚自珍 、魏源 、严复三位

历史人物时 ,应把容闳列入 , 并同样刊用图片。人教版

高中历史教材对容闳作了较为确切的评价 ,该社初 、高

中历史教材对容闳这一历史人物介绍差异如此之大 ,

使人不解。同时笔者认为 , 在高中近代史教材中 , 拟加

强对中国第一代留学生运动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的述

评 , 以显示容闳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地位。

第三 , 上教版初中教材“洋务运动”一节课文 , 选用

了李鸿章 、金陵机器局机械厂及北京京师同文馆三幅

图片 , 笔者认为 ,应该增加一幅容闳本人图片或留学生

运动的图片 , 以显示当年留学生运动的历史地位 , 协调

课文主要内容的均衡。而人教版高中教材“近代前期

的文化”这节课文中“选派 100 多名幼童”  13宜改为“分

四批共选派 120 名幼童” ,使课文内容更显准确。

对于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 , 确实

有一个认识过程 , 历史教科书则也应该是历史演进的

产物。笔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学历史

教育 , 当时的教材对容闳只字不提 ,偶尔在有些文章中

述及 , 容闳也被说成是一个归化美国文化的“ 假洋鬼

子”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曾国藩 、李鸿章等历史人物

也因为他们有过镇压太平天国事件而在教材中被称为

“刽子手” , 并认定洋务运动是“反动的” ,不能对他们的

历史功过给予全面评述。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

天 , 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 ,则应该按照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法则 , 重新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对于容闳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历史上改革开放先行

者的再认识 , 提高他在中学历史教材中的地位 ,是我们

当前历史教学工作者和历史教材编写者的共同任务。

我想 , 这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再认识 、再评价 , 也

是对青少年学生了解前辈人物为了改革开放和祖国现

代化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精神 , 激发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 , 努力把自己培养成跨世纪的优秀人才 ,肩负前人未

竟的历史重任 , 都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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