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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早期留美学生返国后虽不被清朝政府所欢迎 , 但由于客观上需要他们 ,因此一批返国学生陆续进入政府

工作 ,并且都有很好的表现。本文利用在美讲学期间搜集到的有关资料 ,整理出了全部 120 名早期留美幼童生的前程 、事

业 、结局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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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州新港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是我国第一位留美学

生容闳的母校 ,而当地正是当年容闳所率领的中国第一批留

美幼童生在美学习 、生活的中心地带 , 因此我在此讲学期间

便注意阅读搜集有关中英文资料。把我所看到和搜集到的

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成文章 , 公诸同好 ,这不仅对容闳及其

早期留美学生为中国近代化而努力的事业是一种应有的纪

念 ,同时对我国留学教育也可借此提供或补充一点史料。需

要说明的是 ,我搜集和整理出来的这篇史料 , 其中一部分以

《容闳和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活动始末述实》为题发表

在《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3 期上 , 本文则

主要介绍这些留学生返国后的前程 、事业和结局。同时 , 在

此须郑重说明的是 ,我的这篇文字材料 ,许多地方参考了美

籍华裔教授傅维宁博士所提供的材料和他写的有关文字。

清政府官方派遣留学生 , 始于 1872 年。当时的清政府

采纳了容闳的的建议 ,决定派遣四批幼童生 , 共 120 人 , 分四

年(1872 ～ 1875), 每年 30 人 , 送往美国 , 自小学或初中开始

接受西方教育。可惜此项计划 , 因当时政府官员见解不同 ,

引起纷争 ,致遭中途撤销 , 全体留学生于 1881 年弃学返国。

早期留美返国后的留学生不被满清政府重视和欢迎 ,同

时在那个时候 ,在政府做官做事必须遵循科举制度 ,视八股

文章写的如何 ,而不考虑你的科学知识及做事能力。而他们

唯一的长处是熟谙英文和懂得基本科学知识及技术 , 因此有

些学生从事私人或官方的英文秘书 、翻译 、或顾问等职务。

另一些则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 , 无论是军事 、

铁路 、电讯 、 矿等均需要大批技术人才 , 特别是在打了几次

败仗以后 , 吃了列强的苦水 , 强军建国为要务之急。在这种

急需人才情形下 , 政府官员虽不欢迎他们 ,但客观上确实又

需要他们。因此 , 比较开明的政府官员 ,如张之洞 、袁世凯等

渐渐开始重用返国留学生。他们进入政府工作都有很好的

表现 , 因此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参加政府机关工作 , 不仅把

技术和知识用于国家建设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西方的观

念和工作作风带进政府各部门 , 起了酵母作用。所以 ,在清

末的政治 、经济及国家建设方面有其不可忽视贡献。

在这批留学生中 , 根据目前所知资料 , 返国服务情形按

他们工作的性质可以作如下分类统计(有些留学生 , 一人前

后服务于不同部门 , 这里仅择其重要的一部门列入):

任内阁总理者 1人唐绍仪

在外交部工作者 14 人(任驻外大使 3 人;驻外总领事 、

领事 7 人;其他 4 人)

在铁路界供职者 17 人(任铁路局局长 4人;铁路工程师

6 人;其他 7人)

在电信界工作者 16 人(电报局总办 1 人;电报局局长 6

人;其他 9 人)

在矿业界任工程师计 6人

在教育界服务的 5人(大学校长 2 人;教师 3人)

在海军界服务的有 18 人(海军总司令 , 1 人;海军军官 ,

17人)

在海关工作的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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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医生职务的 5 人

在新闻界工作的 2 人

从商的 7 人

在国内早逝的 13 人

在美早逝的 3 人

以上总共 120 人

在返国的留学生中 , 官位最高的是唐绍仪。唐氏字少

州 , 1874 年(第三批)赴美 , 返国后随袁世凯去韩国任机要秘

书 ,后来担任过韩国海关帮办 、领事 、天津海关道 、清廷特使 、

代理外交部次长 、沪宁及京汉铁路督办 、税务处总办 、奉天巡

抚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组阁 ,唐绍仪任内阁总理。

在返国的留学生中 ,跟袁世凯起家的除唐绍仪外 , 还有

梁如浩 、蔡绍基 、周长龄 、吴仲贤等 , 他们后来都成了政界重

要名人。

一

留学生表现最为优异的 , 恐怕要算外交界 ,有 3 人曾任

驻外大使 ,他们是梁敦彦 、梁诚及刘玉麟 , 7 人担任过总领事

或领事。

在外交界最负盛名的是梁敦彦 , 梁氏字菘生 、广东顺德

人 ,初学于香港维多利亚学校 , 1872 年赴美 ,住哈德福 DaVid

Bartleff家 ,从其女儿补习英文 ,后入哈德福小学 、中学 , 1878

年考入耶鲁。在中学 、大学都是捧球队队员 , 应召返国时已

读完大学三年级 ,曾任天津电报学堂教员 , 助理两广总督张

之洞办理详务。后任驻美大使兼西班牙 、秘鲁 、古巴公使 ,不

及一年 ,返国出任外交部次长 , 在 1910 年任外交总长。 1914

年任徐世昌内阁交通总长 ,耶鲁大学曾于 1911 年授予他荣

誉博士学位。

梁诚 , 原名梁还旭 , 字震乐 , 1875 年赴美。 肄业于麻省

安道威(Andover)的 philips Academy ,尚未毕业即被召回国 ,

曾任驻美公使 ,兼西班牙 、秘鲁 、古巴公使 , 后任驻德及驻法

大使 ,在驻美公使任内 , 曾于 1903 年为庆祝母校建校 25 周

年重返 philips Academy ,是庆祝晚会上的贵宾。和梁诚同时

赴美而又是 philips Academy 同学的刘玉麟 , 也当过驻外大

使。刘氏字葆森 ,广东香山人 , 返国后肆业于天津电报学堂

及医学堂 ,后任我国驻美使馆翻译 , 新加坡总领事 , 驻英使馆

秘书 ,驻比利时 、南非总领事 ,两任驻英全权公使。 因为他的

贡献 ,英国剑桥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在外交部担任过驻外总领事的有欧阳赓 、容揆 、张仁康 、

吴仲贤。

欧阳赓字少白 ,广东香山人 , 为在美应召回国时完成了

大学学业的仅两人中的一位 , 另一位是詹天佑 , 均第一批到

美 ,且均毕业于耶鲁 , 返国后欧阳赓曾赴美担任纽约领事馆

实习领事 ,巴拿马及爪哇总领事 , 驻英国公使一等秘书 , 1941

年在北平去世。

容揆服务于中国驻美大使馆 50年 , 前已述及。

张仁康 , 广东香山人 , 首批赴美 , 返国时刚读完耶鲁一

年 ,返国后张又偷偷上了茶叶船 , 回到夏威夷 ,由他哥哥协助

到了旧金山习法律 , 后返回哥伦比亚大学 ,在纽约申请加入

纽约律师学会 , 因种族歧视而被拒 ,他一怒之下 ,告到纽约高

等法院 , 才获准加入。他是中国在美国执律法业的第一人。

后来担任我国驻旧金山及西雅图领事(La Fargue 记载 , 曾任

温哥华总领事 , 待考)。

吴仲贤 , 字伟卿 , 广东永平人 , 1973 年赴美 , 住哈德福 ,

返国时肄业于耶鲁大学 , 返国后任韩国元山及日本神户领

事 , 横滨总领事 ,民国元年出任墨西哥公使馆代办 、外交部特

派为湖北交涉员 、江汉关监督兼汉口江工巡事宜总办 ,退休

后住上海。

还有几位在外的留学生有黄开甲 、苏锐剑和陆永泉。黄

开甲 , 首批来美 ,就读于哈德福高中 , 和钟文耀 、蔡绍基是同

学。 1879 年考入耶鲁大学未毕业即被召返国。他很有辩

才 , 返国后在招商局供职 , 1902 年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

典礼 , 担任秘书 ,次年赴美筹备清皇太子溥伦参加圣路易博

览会。他为博伦特别在博览场建一住屋 , 其结构设计和溥伦

在国内住的一模一样 ,黄趁机赴哈德福重游 , 特别拜见他来

美后第一位英文老师爱克林夫人 , 1905 年为中国代表之一

参加了 Portland 和平会议 , 结束中日战争 , 不幸在回国途中

死在日本。

苏锐 , 字剑候 , 1873 年赴美 , 住麻省 Northampton , 入当

地高中 , 但未毕业即去纽约 T roy ,入 Poly technic Institnte , 还

差一年毕业即被召回国 , 在福州及黄浦教书 , 后任我国驻美

公使馆秘书。陆永泉 , 第一批赴美 ,驻纽约领事被暗杀。

其他在外交部供职的还有王良登(古巴哈瓦那领事), 王

凤喈(伦敦中国公使馆属员 ,早逝伦敦),张祥和(以上均第二

批赴美),钱文魁(第一批驻法中国公使馆属员 , 死在巴黎)。

二

返国留学生供职铁路界而担任局长职务的有 4 人 , 他们

是钟文耀 、梁如浩 、周长龄及黄仲良。钟文耀 , 字紫垣 ,广东

香山人 , 不仅担任过铁路局长 ,且在外交界做过总领事 , 首批

来美 , 住春田镇爱克林家。入 Rev.M.C.Stebbins学校 , 和张

仁康是同窗 , 后考入耶鲁大学 ,大学三年级时被召返国 , 回国

后在上海海关任翻译 ,后赴马德里任中国代表 , 任马尼拉总

领事 ,转入铁路界工作 , 负责承建京沪铁路 , 完成后担任局

长。梁如浩 ,字孟亭 , 广东人 , 1874 年赴美 , 住麻省春田镇 ,

和唐绍仪同住在葛复尼尔先生家 , 入春田 Hooker School , 继

入哈德福高中 ,被召回国时正在 Stevens School of Te-chnol-

ogy 习工程 ,读完一年回国。 1928 年 7 月重哈德福一次 , 哈

城同好还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 , 参加晚会的通知书 、 名单 、

费用等仍保存在康州历史学会 , 梁回国后去韩国协助建立

海关制度 , 追随袁世凯 , 返国后供职铁路局。 1906 年晚

秋 , 慈禧太后心血来潮 , 要修筑一条铁路从清宫到祖墓 ,

约 27 英里 ,限期在次年 3 月筑成 , 用以前往扫墓。因限时太

短 , 外国工程师不愿承包 , 但梁自告奋勇 , 接受这个任务 , 在

詹天佑协助下 , 如期完成 ,为清廷赏赐。梁曾任山海关内外

铁路总办 , 外交部参议 ,交通总长等职。民国元年 9 月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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