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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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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始于鸦片战争 ,留学生群体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又是中外文化

交流的中介。 留美幼童、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和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通过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

科学文化知识 ,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 ,对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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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播以及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交流 ,是文化与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和提高的客观规律。中西两种文

化的交流也是这样 ,对促进中西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 ,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促进作用。 中西文化交流包括

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两个方面 ,它虽然可以理解、而且事实上这两者有时也是同时进行的 ,但一般说来 ,中学

西传主要是指中国古代以四大文明为主要代表的物态文化之西传欧洲 ,它对欧洲近代文化的产生和现代资

本主义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西学东渐则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之传入中国。 本文特从留学生的角

度 ,论述留美幼童、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和晚清留日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

一、留学生群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性质

(一 )关于西学东渐

在鸦片战争之前 ,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 ,始于汉代 ,直至隋唐 ,才为

中国文化所吸收融合。 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其标志是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到中国传教。西方

传教士不仅通过传教传播了基督文明 ,而且也传播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但是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特

别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 ,这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未能得到推广和普及。 特别是自清雍正年间起至鸦片

战争前夕 ,清王朝实行愚昧的闭关自守的政策 ,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一百多年 ,造成了历史的倒退。 而正是在此

期间 ,欧洲各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 与此相伴随 ,建立

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 ,欧美诸国先后成为世界强国 ,并疯狂地向东方扩张。 相反 ,妄自

尊大的清王朝仍然以不变应万变 ,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 ,依旧陈袭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文化 ,盲目排斥

异质先进文化。 但是 ,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 ,在洋枪洋炮的炮火声中 ,以强劲的势头向古老的东

方传播。 所以 ,从源头和本质上讲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并不是自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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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扩张行为而进行的全方位的文化输出。 举凡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自然科学技

术 ,各种社会政治学说 ,各种学术思想和基督教新教等 ,都被通过不同的途径、方式传入中国 ,其内容、规模、速

度及影响 ,都是空前的。

但是 ,因为其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较中国封建的文化要先进、优越得多 ,所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

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又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这是论述近代西学东渐必须肯定的一个大前提。面对不可

阻挡的西学东渐大潮 ,中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顽固派更是视为洪水猛兽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批又一批

的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文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也正是在上述情况下 ,留学生群体应运而生。

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势差” ,在实质上 ,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 ,就西方而言 ,是西方

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开始的文化输出 ;就中国人而言 ,实际又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借鉴、选择和接受

的过程。 因此 ,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在很多地方更多的是指对西学的引进和运用 ,尽管我们在情感上并不

愿意这样认为。

(二 )关于留学生群体

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形成于留美幼童回国之后。 而说到留美幼童乃至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留学运动 ,又不能

不归功于容闳。 容闳是现代意义上中国第一个留学生 ,但是他并不是国家派出去学习的 ,而是香港马礼逊学

堂的美籍校长塞缪尔· 布朗带到美国的。容闳 1846年冬启程赴美 , 1847年 4月抵达美国 ,初在马萨诸塞州的

孟松学校就读。 1850年 ,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 1854年 ,他从耶鲁大学毕业 ,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

中国人。 但是 ,对传播者来说 ,历史竟是这样的无情: 深受传教士栽培和西方文化熏陶的容闳 ,虽然成为一个

基督徒 ,但是 ,他确信: “自由所固有 ,他日竟学 ,无论何业 ,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毕业前夕 ,已确立了

这样的宏图大志: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 ] ( P108) 1855年 ,他回到了苦

难的故国之后 ,积极奔走 ,促成了中国官派留学这一破天荒的举措。 由容闳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作为留

学生的容闳 ,首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如果没有传教士来华传教办学 ,也就没有他留学这回事 ;其次 ,他虽然接

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 ,但以中国为本体 ,可见中国文化对他影响之深和民族意识之强。 但同时又可看出 ,

中西文化已在他身上融为一体。 其三 ,他以切身的经历和融合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见识 ,提出了一个至今仍

可深思的问题: 通过传播西学于中国 ,促使中国文明富强。

在那个时候 ,容闳本人虽然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但是 ,他为之擘划的方向却被历史所证实。 他不仅通过

提建议的方式 ,对当时一些握有重权的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在思想上加以影响 ,而且亲自组

织开创留学的实践。于是 ,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在 1872年离开中国 ,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 ,开了中国官派留

学的先河。 其间更有自费留学等多种形式 ,形成了一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 ,从而逐步形成了不同于

中国以往士大夫阶层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 而这个新型的留学生群体 ,通过译介 、教育等多种形式和手段

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 ,以图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 ,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

因此 ,留学生和留学运动从其源头来讲 ,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从其本质而论 ,又是向西方学习的形式 ;从文

化交流的性质上看 ,又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代表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留学生毫无疑义地应是鸦

片战争以来 ,特别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桥梁和中介 ;从其结果来看 ,不仅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的中西文

化交流大潮 ,而且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的大量引进 ,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和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形

态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不同留学生群体与中外文化交流

根据出国的时间和地域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群体可以分为三个 ,即留美幼童群体 ,福建船政学堂赴欧学生

群体和清末民初留学日本学生群体。

(一 )容闳及留美幼童与中美早期的文化交流

容闳回国以后 ,为实现在美的远大理想 ,经过许多周折 ,由李善兰推荐 ,认识了曾国藩 ,又因曾派其赴美国

采购机器成功而被曾赏识 ,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到江苏任职 ,从而得以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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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为派遣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条款四则” ,最终在 1871年由曾国藩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选派

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 也正是由于曾、李这两位权倾一时之重臣的联名上奏 ,派送幼童留美计划很

快得到批准 ,并决定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在美国成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并从 1872年夏天开始派

出了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幼童 30名。其后 ,于 1873年、 1874年、 1875年每年各派出 30名 ,共 120名 ,“赴美

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 [2 ] ( P161)。

清廷原定幼童留美时间为 15年 ,后因顽固派的破坏 ,从 1881年始分三批全部撤回 ,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

学业。 他们回来之初 ,也没有得到重视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 ,容闳的创举、努力和幼童们此后的实践 ,在中西文

化交流史上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 ,容闳和幼童们带回的西方文化 (科学知识和民主观念 ) ,对于开拓中西文化的交流渠道 ,传播西学 ,

改变中国人对西学的偏见 ,削弱封建思想的影响 ,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 ,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这可以

从以下几件事看出: 其一 ,在引进和从事电报、铁路等方面的技术工作中成绩卓著 ,幼童们除因故撤回和在美

国病故以及未回的 26人 ,其后都被清政府录用。经过四年的实践 ,“迭经月课、季课” ,并由李鸿章“屡次亲临考

校 ,试以所习各艺 ,均能融会贯通 ,各有心得” [2 ] ( P162) ,粗有成效。因此 ,李鸿章奏请光绪帝从优给奖。留美幼

童创造的杰出成就有: 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 ,开创了中国独自修建铁路的记录 ,后任民初的北京政府交

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 ;周万鹏主持了宁汉线、桂滇线等电报线路的规划和建设 ;唐国安先参与创办清华学

堂 ,后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这批学生还有 16人列名外交界 ,其中梁敦彦曾任外交部尚书 ,唐绍仪任外交部右

侍郎、邮传部尚书、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 ;梁诚任驻美公使等。在当时极为封闭的历史条件下 ,也正是由于

这些人使清廷和广大的国民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 ,由所谓 “奇技淫巧”之偏见逐步上升为利国利民的科学 ,从

而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其二 ,这批留美学生养成了运用西方文化中民主思想、法律观

念等社会政治学说的习惯 ,冲击了清廷上层建筑中的封建意识特别是皇权观念。 例如武昌起义后 ,南北议和 ,

清廷派出与南方民军谈判的首席代表唐绍仪及其随从蔡廷 等 ,均是留美幼童出身 ,唐虽是袁世凯之密友 ,但

由于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影响 ,在谈判中却不断地向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出电报 ,强调全国民众主张改变国

体 ,清帝退位乃大势所趋 ;而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 ,又恰恰是自费留英出身的伍廷芳 ,也主张清政府寿终正寝。

因此 ,他们一起向袁世凯发起要清帝退位的电报攻势 ,并被采纳。 当然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复杂的 ,但像唐绍

仪等深受美国民主政治观念影响的新型政治家 ,与封建的皇权观念针锋相对则是毫无疑义的。虽然由于封建

势力的强大和封建观念的顽固 ,西方先进的民主政治学说和法治观念 ,在当时未能居主导地位 ,但它毕竟冲击

了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和人治的陋习 ,并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推动了中国向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

迈进。

第二 ,容闳及留美幼童们在美国的言行 ,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体现和传播了中华文明 ,为以后

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幼童们抵达美国后 ,即被分到美国老师家

中 ,美国母亲们见到这些来自异邦的孩子 ,拉过来又抱又亲 ;在以后多年的岁月中 ,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

护的职责 ,美国的有关部门、人士也十分热情友好。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

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 ,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 ,人人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 ,美国老师及监护人 ,那种

`家长式的爱护’ ( Par enta l T reatm ent ) ,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3 ] ( P74- 84)幼童们进入学校后 ,与美国同

学一起学习专业知识 ,一起打棒球 ,玩足球 ,毫不逊色于美国同学。 对于中国幼童在美国的学习 ,以耶鲁大学

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听说中国将撤回幼童的消息之后 ,在致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 “贵国派遣

之青年学生 ,自抵美以来 ,人人能善用其光阴 ,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 ,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

技术 ,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 ,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 论其道德 ,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 其礼貌之

周至 ,持躬之谦抑 ,尤为外人所乐道。 职是之故 ,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 ,或赴乡村游历 ,所至之处 ,咸受美

人之欢迎 ,而引为良友。 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 ,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 ,足为贵国增荣誉也。 盖诸生年

虽幼稚 ,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 ,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 ,故能谨言慎行 ,过于成人。 学生即

有此良好之行为 ,遂亦收良好之效果。 美国少数无识之人 ,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 ,至此逐渐消失。 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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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华之感情 ,已日趋欢洽之地位。” [1 ] ( P142- 143)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容闳及幼童

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 ,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 ,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来看 ,容闳倡议并促成幼童留学 ,冲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教育的格局 ,

掀开了中国留学教育之第一页 ,促进了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 ,大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留美幼童虽然因

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完成学业 ,但是容闳开启的留学教育并未停止 ,其后即有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学习 ;甲午

战争以后 ,又有数以万计的学生涌向日本 ,其后更是不可阻遏。 因此 ,自容闳开始至清末民初 ,直至当今 ,浪浪

相推的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这可以通过几

个事例来说明: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可以说无不是留学出身 ,如严复、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晏阳初、张伯

苓、陶行知、郭秉文、吴贻芳等 ;又如 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收录教育界人士 1103人 ,其中留学生

为 904人 ,占总数的 82% ;他们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的教育思想 ,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例如中国废除科举

制度后正式颁行的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 ,就深受日本学制的影响 ,而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

美国 ,并一直延续至今。 其中原因就是留学日本和美国的留学生参与的结果 ;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

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也无不与留学生有关。

(二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留美幼童派出后 ,清廷鉴于“洋务”人才的缺乏 ,几经研究 ,决定向“泰西”各国派遣留学生 ,总共分为 4批 ;

1877年、 1886年、 1897年 ,人员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 ,总共有 80余人 ,分布国家主要为英法 ,学习内容主

要为船政、枪炮、机械制造等 ,都与当时的海军业务与新建的工业有关 ,最后一批因经费困难 ,未按预定时间学

习 6年 ,仅 3年即回国。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是中国最早派出的赴欧留学的人员。 由于他们出国前岁数

较留美幼童大 ,受到一定的专业训练和外语训练 ,因此 ,在专业学习方面取得了较扎实的现代科学知识 ,对欧

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亦有所了解 ,回国后 ,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也较为广泛。

第一 ,引进了西方的造船、采矿、海军业务等科学技术 ,缩短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差距。 如

陈兆翱、魏瀚等自行设计了我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 “开济号” ,打破了在福建船政局工作的欧洲人

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断言。 学船舵驾驶的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 ,足与

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 ,均堪重任” ,既可管驾大小兵船 ,“更能测绘海图 ,防守港口 ,布置水雷” [4 ]。后来 ,他们与

叶祖圭、林永升、邱宝仁、黄建勋、萨镇冰等都成为北洋海军主要军舰的管带 (舰长 ) ,成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

一批关键人物。

第二 ,通过担任专门学校的教职 ,传播西方文化 ,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 ,如严复 , 1879

年回国后 ,即担任福建船政学堂的教习 ,后又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 ,培养了驾驶与管轮专业学生 200

多人。 其他担任教职较有建树的留欧学生有黄庭、王回澜等 ,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首次担任了福建船政学堂

的外文教师。 王凤喈、林振铎也长期在天津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任教 ,培养了很多现代专门人才。

第三 ,大力介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其他学术理论 ,开启民 ,影响了清末民初几代中国知识分

子 ,对推翻帝制、促进民主共和贡献卓著。 其代表性人物是严复 ,他幼习旧学 ,后考入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

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 , 1877年由洋务派送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 在留学期间 ,他对西方资产阶级

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曾去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 ,参观工厂 ,去法庭旁

听 ,并与驻英公使郭嵩焘讨论国家富强之道和中西学术的异同 ,还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亚· 当斯密、孟德

斯鸠、卢梭、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名著 ,接受进化论观点 ,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信奉者。

1879年回国后 ,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甲午战争失败后 ,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穆

勒名学》等著作 ,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 ,成为将

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严复的译著带给人们

的 ,不只是某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 ,更重要的是 ,他结合这些介绍、翻译 ,提供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

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所有译著中 ,《天演论》影响最大。因此 ,他是近代

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杰出代表 ,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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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清留日学生群与中外文化交流

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人纷纷到日本 “寻医求药” ,掀起了晚清留日的高潮。 在中国留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

史上 ,留日学生人数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人数之多是相当惊人的。 从 1896年官派留日开始到辛亥革命前 ,应

当在 22000人以上。 [5 ] ( P4)对此 ,费正清是这样概括的: “在 20世纪的最初 10年中 ,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

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6 ] ( P393)与以往留学欧美者大多学习自然科

学和海军业务不同 ,这批人中有感到中国有被瓜分之虞而学习社会科学的占了很大一部分 ,从政法、文史、外

语、师范教育、音乐、美术到体育都有 ,其中以师范、政法和陆军业务为热门。 这批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

献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通过创办报刊杂志 ,传播西方文化。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始于 1900年 11月创刊的《开 录》和

12月创刊的《译书汇编》。前者的创办人为郑贯一等 ,后者的创办人为杨廷栋、杨荫杭等。 1903年以后 ,各省赴

日的学生越来越多 ,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 ,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 ,如《湖北学生界》、

《浙江潮》、《苏报》、《云南》等。 1906年以后 ,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 ,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

物外 ,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 ,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 , 20世纪初 ,中国留日学生所

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 ,仅与法学有关的刊物即达 60种以上。 [7 ]大量传播西方文化的刊物即有《译书汇

编》、《游学译编》 ( 1902年 11月创刊 )等 ,它们“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 ,“传播文明思想于国民” ,先后

据日文转译了法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 ,卢梭的《民约论》 ,英国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 ,约翰· 穆勒的《自

由原论》 ,斯迈尔的《自助论》等著作。

第二 ,通过大量译介日文、西文书籍和编著 ,介绍欧洲和日本的现代科学文化。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的译介

大潮 ,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人数之多 ,能量之大 ,影响之大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值得大书

特书。 1900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 ,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 ,他们通过出版《译

书汇编》月刊 ,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的著作及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

大量著作。杨度、黄兴和陈独秀等也曾翻译出版或编著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从内容看 , 20世纪初留日

学生比较集中地译介日本学者论述日本情况的著作 ,最初多与明治维新的内容有关。 据中国学者陈应年在

《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一文的介绍 ,清末译介有关维新问题的中文本著作约 20本 ,

像福泽渝吉、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论著 ,都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视。 留日

学生还通过日文译介西方的科学文化论 (逻辑学 )著作 ,法学著作尤受到重视 ,欧洲和日本的法学著作至少有

70种被译为中文。 现代音乐、美术等艺术也有很多门类是通过沈心工、李叔同、高剑父等留学生传入中国的。

还值得强调的是 ,由于这种译介传播范围广泛 ,大量的日本词汇传入中国 ,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有的一直使用

到现在 ,如“自由”、“民主”、“人格”、人权”、“政府”、“政策”、“选举”等 ,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

第三 ,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新式教育 ,促进了晚清中国教育体制的革新 ,进一步促进了西学东渐。晚清

推行新政 , 1903年清政府为解决各级师范学堂的师资 ,要求各地派人到日本学习师范。自此以后 ,学习师范者

与日俱增。 他们回国后 ,即被派往各地的初级师范担任监督、教师 ,如鲁迅回国后 ,即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

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 1907年 ,清政府还规定 ,其他学科的官费生回国后 ,也要担任专门教员 5年。因此 ,大

批留日学生回国 ,缓和了师资紧缺的矛盾 ,推动了晚清新式教育的发展。 其中最可一说者 ,乃是留日学生参与

制订了晚清新式的教育学制。在军事教育方面 ,留日学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各级各

类军校的重要师资 ,对推动中国军事教育的现代化有重要影响 ,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曾任著名的保定

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 蔡锷、吴禄贞等都曾担任一些军事学堂的教职。

第四 ,大批留日学生或参加清政府的新政 ,如参加清建的“修律”等 ,或参加了同盟会 ,孙中山曾说: “本党

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 ,所得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 ,他们回国之后 ,到各省去宣传 ,所以辛亥武昌起义 ,登高一

呼 ,全国响应 ,不到半年 ,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 [8 ] ( P465)留学生不仅用社会改良 ,而且用革命的形式推翻

了封建帝制的清王朝 ,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 ,民初政坛的反反复复 ,从根本上来讲 ,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与封建的专制制度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意义上我们讲推翻清王朝 ,扫荡各地的封建军阀 ,就从上层建筑打倒

—122—



了阻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政治堡垒 ,因而 ,留日学生和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 ,大量激进的回国留学生 ,是清末民初文化思想领域一支最重要的队伍 ,成为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重要力量。 考析《新青年》主要作者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 ,除胡适为留美出身外 ,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

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高一函、沈兼士等都是留日学生。 因此 ,可以说 ,五四新文

化运动是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中酝酿、产生和发展的。 明确这一点 ,不仅可以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

肯定留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也可启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加深对出国留学工作的认识 ,重视

对留学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综上所述 , 19世纪中期以后 ,伴随西方列强的枪炮声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发生了变化: “西学东渐”已成

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不仅改变了以往东西方若即若离、时断时续的文化交流的走向 ,而且改变着中国农耕

文化的形态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由此揭开了新篇章 ,并促使近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 ,加速了中国走

向现代化的进程。 在近代以来这一复杂、艰难的文化交流过程中 ,留学生们积极弄潮 ,为传播西学 ,促进中西

文化交流 ,更新中国传统文化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东西奔走 ,上下求索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业绩。 虽然这期

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 ,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

化交流中 ,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 ,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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