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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公派幼童留美计划与江苏

姜　新 ,小　雨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苏 徐州　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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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晚清公派幼童留美计划酝酿于江苏 ,江苏给予留学计划设计者容闳荣誉与声望 , 构造了留学

计划与权利结合的桥梁。江苏给予留学计划新的信息 ,使之从模糊的构想变为清晰的计划。晚清幼童留美计

划起步于江苏 ,预备学校建于此 , 主要经费源于此 ,众多幼童来于此 ,江苏成为留学计划的实施基地。晚清幼

童留美计划之所以选择江苏 ,是因为其地缘上的区位优势 、经济优势 、文化优势提供了留学计划必需的阳光 、

雨露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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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 ,一艘轮船载着 30名中国幼童 ,乘风

破浪穿越广袤的大洋 ,驶向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 ,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派留学开始了。

这一石破天惊的大事一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 ,学界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不过 ,由于所站角

度不同 ,以往论著忽略了这一事件与江苏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 、江苏 ———留学计划的孵化器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

行之事 ,计划大略于胸中矣。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

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

业 ,盖皆以此为标准 , 专心致志以为之 。朔自

1854年予毕业之时 ,以至 1872年中国有第一批

留学生之派遣 ,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 1](P86)公

派留美计划设计者容闳的追述 ,反映了计划者的

远大志向 ,也反映了从“大略”构想到“成熟”计划

的艰难曲折。江苏则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孵化器

的角色。

在当时的中国 ,要实现惊世骇俗的“留学计

划”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计划本身的切实可

行;二是得到权力机构的赞成支持 。容闳回国后 ,

便为实现这些条件而努力 。

“留学计划”的孵化期是漫长的。1855年 ,容

闳到广州找美国公使伯驾 ,试图通过伯驾结识权

贵 ,寻求对“留学计划”的支持 ,结果失败 。同年 ,

他前往香港 ,希望会见清廷大员 ,获取对“留学计

划”的赞同 ,结果依然失败 。“留学计划”并没有在

构想者的家乡开花结果。

多次的失败迫使容闳改换门庭 ,他将目光投

向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江苏。1856年 ,

容闳到上海海关游说 。1857年 ,他在上海社会名

流中宣传 。1860 年 ,他潜入南京 ,希望借助太平

天国实施“留学计划” 。表面上 ,几年的艰辛并没

有让人们接受“留学计划” ,事实上 ,辛勤的努力正

在为“留学计划”铺设道路 。广泛的交游拓宽了观

察的视野 ,使容闳较为深刻地认识了国情 ,原来国

语不通的“洋学生”终于融入中国社会 ,了解了百

姓的生活 ,知道了政府的“规矩” 。反复的宣传促

进了周密的思考 ,使“留学计划”日趋缜密 ,远大理

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一个“大略”的设想变成了

具体可行的计划 。1868 年 ,容闳前往苏州 ,向丁

日昌游说留学计划 ,得到丁的赞许 ,表示愿意向当

权的文祥转达 。容闳迅速撰写条陈四则 ,其中心

是派遣留学生。条陈明确提出留学的目的是“为

国家储蓄人才” ,具体方法是“初次可先派一百二

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 ,又分为四批 ,

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
[ 1] (P122)

,并且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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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管理措施 、经费来源。无论是条陈撰写的

速度 ,还是条陈的内容 ,都证明此时容闳早已胸有

成竹 。

尽管由于文祥的病故 , “留学计划”未能立即

实施 ,但是 ,它已经从个别人的粗略设想变成受人

关注呼之欲出的维新计划。果然 ,1870 年 ,容闳

再次建议派遣留学生时 ,清政府予以正式批准 ,

“留学计划”终于开始实施 。从容闳归国到“留学

计划”被政府接受 ,前后漫漫 16 年 ,其中 11年容

闳在江苏活动 ,最终 , “留学计划”在江苏落地生

根。

“留学计划”与当权者(主要是曾国藩)的联系

纽带是复杂的。纽带之一是“留学计划”设计者的

名望。当权者不会平白无故青睐无名之辈 ,容闳

精通西学的名望成为结识权贵的名片 ,凭借这张

名片 ,1863年 ,容闳见到了“求贤若渴”的曾国藩 ,

以后这种名望又为其结识丁日昌 、李鸿章等封疆

大吏开辟了道路 。纽带之二是机器 。曾国藩交给

容闳的第一个任务是出国购买机器 ,当容闳完成

购买机器任务的时候 ,卓越的功劳 、勤奋的表现博

得了曾国藩的信任。纽带之三是新式学校。1867

年 ,容闳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的建议被曾

国藩欣然接受 ,容闳进一步得到献计上策的资格 ,

对此 ,容闳洋洋自得地回忆道:“向所怀教育计划 ,

可谓小试锋芒 。既略著成效 ,前者视为奢愿难偿

者 ,遂跃跃欲试”[ 1] (P93)。纽带之四是官职 。容闳

结识曾国藩后 ,便被授以五品官职 ,这便为他更广

泛地结交权贵 ,争取“留学计划”实施创造了条件。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上述所有纽带都连接江

苏。赢得精通西学的名望源于容闳在江苏的活

动;购自美国的机器安装在江南制造局 ,其经费一

半来自江苏海关;兵工学校设立于上海 ,其基础是

上海广方言馆;就连容闳的官职也明确地标明“江

苏同知”的字样 。正是这一根根纽带拉动着“留学

计划”与权利的结合 ,加速着“留学计划”的孵化。

“留学计划”是一批热心西学的人们努力的结

晶 ,他们同样与江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引荐

容闳与曾国藩见面的是曾长期在江苏上海活动的

李善兰 、张世贵;帮助容闳揣摩曾国藩心理 ,出谋

划策的是无锡的华蘅芳和徐寿;协助容闳完成“留

学计划”条陈的是一位“南京友人” ;在“留学计划”

酝酿过程中 ,一批任职江苏的官吏作出了重要贡

献。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大力支持“留学计

划” ,建议容闳撰写条陈 ,促成了“计划”的诞生;接

着 ,又穿针引线多次向清政府推荐“计划” ,先向文

祥转达“计划” ,后来与曾国藩就“计划”反复磋商 ,

促成了“计划”的实施 ,对于“留学计划” ,真是“志

同道合” , “勇往不缩”
[ 1](P 122)

。时任两江总督的

曾国藩更是为“留学计划”呕心沥血 ,百般筹划 ,不

仅对容闳 、丁日昌的建议表示“深韪其言” ,而且与

李鸿章等大臣“往返函商” ,多次上奏清政府要求

派遣留学生。正是在曾国藩的努力下 , “留学计

划”进一步系统化 ,留学的意义被上升到“洞澈”西

学“本源” , “徐图”国家“日强”的高度 。留学的方

法被具体成洋洋数千言的章程 ,从对外联络 、选派

人员到督促学习 、筹措经费等等都详细筹划[ 2] 。

二 、江苏———留学计划的实施基地

1870年冬 ,清政府批准“留学计划” , “计划”

进入了实施阶段 。曾国藩与容闳在江苏重镇南

京 ,进行了周密的商谈 ,确定了实施留学计划的四

项具体工作:一 、设立预备学校;二 、选派留学人

员;三 、筹集留学经费;四 、酌定留学年限[ 1] (P153)。

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一个稳固的基地 ,江苏承载

了这一重任。

设立预备学校是实施留学计划的起点。1871

年 ,清政府在松江府设立出洋预备学校 ,刘翰清 、

吴子石分别担任正副校长 ,聘请曾来顺与他的两

个儿子曾子睦与曾子安为英语教师 ,又聘请陈姓 、

黄姓 、乔姓三名中文教师 。出国留美幼童在这里

学习半年 ,主要课程是中文与英文等基础知识。

学校对幼童要求十分严格 ,只有春节 、端午节 、中

秋节等传统节日放假 ,成绩不佳与违反校规的人

要受到打竹板等体罚[ 3] (P74)。预备学校为那些 10

多岁的幼童奠定了初步的语言基础 ,江苏成为中

国幼童跨洋留学的重要踏板。

招生选材是实施留学计划一大难点。对此 ,

曾国藩分析说:“聪颖子弟不可多得 ,必其志趣远

大 ,品质朴实 ,不牵于家累 ,不役于纷华者 ,方能远

游异国 ,安心学习 ,则选材难 。”
[ 2]
当时大多数中

国人对于世界仍然茫然无知 ,对于飘洋过海心存

疑虑 ,容闳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任务。

在相继留美的人员当中 ,江苏籍儿童占有相当比

例。1872 年至 1875 年赴美留学幼童共计 120

人 ,江苏籍儿童 22人 ,占 18.3%,在各省留学幼

童人数中 ,居第二位 ,仅次于广东省 ,远远超过其

他各省 。考虑到广东籍儿童中相当一批来自香

港 ,江苏儿童在留学人员中的数量更是举足轻重。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四批留美幼童中 ,江苏籍儿童人

数逐步上升。第一批幼童中只有 3人是江苏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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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 10%,而在第三 、四批幼童中已分别有 8人

和9人是江苏籍 ,已接近当批全部人员的 30%

(见表 I),显示了江苏人对留学事业日见积极的

态度 。江苏成为第一批留美幼童的重要生源地。
表 I 留美幼童籍贯分布统计表[ 4] (P11-19)

籍贯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江苏省 3 10 2 6.7 8 26.7 9 30 22 18.3

广东省 24 80 24 80 17 56.7 18 60 83 69.2

浙江省 0 0 4 13.3 2 6.7 2 6.7 8 6.7

安徽省 1 3.3 0 0 2 6.7 1 3.3 4 3.3

福建省 1 3.3 0 0 1 3.3 0 0 2 1.7

山东省 1 3.3 0 0 0 0 0 0 1 0.8

合　计 30 100 30 100 30 100 30 100 120 100

　　筹集留学经费是实施“留学计划”的又一大难

点。曾国藩说:“国家帑项岁有常额 ,增此派人出

洋肄习之款 ,更须措办 ,则筹费又难。”[ 2] 镇压太

平天国以后 ,清政府财政十分困窘 ,洋务运动中练

兵办厂又消耗了大笔资金 ,清政府的财政更是捉

襟见肘。留学计划规模较大 ,所需经费数目巨大 ,

据容闳 、曾国藩等人推算 ,留学所需各种费用合计

每年大约 6 万两 ～ 8万两 ,以 20 年计算 ,总计约

120两白银
[ 2]
。在当时 ,筹措如此之大的经费的

确是非常困难的 ,江苏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曾国藩等人反复协商建议留学所需费用由收

入较为丰厚的江苏海关承担 ,得到了清政府的批

准。留学计划启动以后 , “每年经费 、查照奏定章

程 ,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设立于美国的

留学事务所)用款 ,下年应用之项 ,于上年六月前

由上海通筹拨银两 ,协同税务司汇寄外洋 ,交驻洋

之员验收。其沪局(设立于上海的预备学校等机

关)用款 ,即交沪局总办支销 。”[ 2] 尽管留学经费

每年变动较大 ,而且于 1881年中止 ,实际经费难

以核实 ,但其数量浩大却毫无疑问 。1881 年 ,李

鸿章在中止留学的争议中曾说:“况十年以来用费

已数十万 ,一旦付之东流 ,亦非政体”[ 5] 便是明

证。江苏成为“留学计划”经费的主要来源地 。

三 、江苏———吸引留学计划的地缘优势

从表面看 ,在留学计划孵化过程中 ,容闳受英

国律师排挤离开香港是一种偶然 ,留学计划通过

种种线索与曾国藩 、丁日昌等当权者相连是历史

的巧合 ,但是容闳离港后 ,将其“计划”的“孵化地”

选择在江苏 ,连结“计划”与当权者的纽带都指向

江苏 ,却不能仅仅以偶然和巧合来解释 。在“留学

计划”实施过程中 ,设点 、筹资 、招生诸事务都以江

苏上海为基地 ,则更显现出寓于偶然现象后的历

史必然。

江苏(上海)对留学计划的巨大引力是其区位

优势 。首先 ,交通便利。留学事业是人员的交流 ,

是信息的沟通 ,这一事业与交通有着天然的联系 ,

理所当然将交通便利作为选择基地的条件之一。

在近代交通手段尚未普及之时 ,江苏有京杭运河

纵贯南北 ,万里长江横通东西 ,近代以后 ,海运发

达 ,襟江带海的地理位置进一步使江苏尤其是上

海 ,成为联系南北 、交通内外的枢纽。这样 ,江苏

成为留学的基地则是天经地义 。区位优势还表现

为政治的边缘性。“留学”在当时是一种创新 ,必

然会遭到旧势力的抵制与反对 ,因此主持人在实

施过程中必然希望减少阻力。江苏不是中国的政

治中心 ,上海只不过是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县城 ,

在那里办洋学 ,读洋书 ,学洋话 ,于我华夏形象 ,虽

有影响 ,但不太大。同是举办外语学校 ,在所谓首

善之区的北京 ,一大批名臣大儒群起而攻之 ,掀起

轩然大波 ,而在边缘之地的上海 ,却风平浪静 ,相

对顺利 ,便是明显例证 。这样江苏上海成为首批

官派留学计划的起点则是顺理成章 。

江苏对留学计划的另一引力是经济优势 。江

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富庶的地区之一 ,进入近代

以后 ,更出现了崭新的变化。一方面 ,对外贸易蓬

勃发展。19世纪 50年代 ,中国贸易中心已由广

州转至江苏的上海。江苏海关一关出口的茶叶生

丝远远超过粤 、闽两关总数 。到了 19世纪 60年

代 ,上海海关出口总额达 2 600万海关两 ,相当于

广州的 4 倍。同期 ,上海海关进口商品也激剧增

长。19世纪 60年代末 ,进口商品价值达到 4 900

万海关两 ,是广州海关 9.8 倍
[ 6] (P70)

。另一方面 ,

新式工业破土而出。除了外国人建立了各种企业

以外 ,江南制造局 、金陵机器局等也相继诞生 ,江

苏尤其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基地。

经济优势有力地推动了留学计划 ,第一 ,给予

“计划”经济支持。在计划的孵化期 ,海关 、洋行 、

通商贸易吸引和哺育着“计划”的设计人 。如果没

有江苏海关的工资 ,宝顺洋行的佣金 ,饥寒交迫的

容闳很难完善其“计划” ,更谈不上交结权贵 ,付诸

实施。在计划的实施期 ,正是江海关的丰富税源

支付着“计划”的巨大财政支出 。第二 ,为“留学计

划”开辟道路 。经济发达 ,洋行林立 ,新式企业诞

生 ,要求教育提供外语 、经贸 、科技等各方面人才。

这种需求不仅直接为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受过新式

教育的人员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途径 ,而且冲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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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头脑中“重理轻艺”的传统观念 。

江苏对留学计划最直接 、最巨大的引力是文

化优势。文化优势之一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率先与

广泛。留学事业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高级形式 ,只

有在文化交流达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 ,较大规模

留学的需求才可能出现 ,只有文化交流达到一定

规模的基础上 ,留学事业才可能为社会广泛承认。

19世纪 60—70年代的江苏尤其是上海是中外交

流的前沿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 ,上海 、南京 、镇江相

继开埠 ,英 、美 、法租界先后建立 ,各国天主教 、基

督教接踵而至 ,上海成为外国侨民最多城市的同

时 ,文化交流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850 年至

1871年 ,仅上海就出现了《北华捷报》(1850)、《中

国之友》 (1860)、《美国月报》(1867)、《顽童》

(1871)等外文报刊 15 种[ 7] (P60);建立了墨海书馆

(1843)、美华书馆(1960)、土山湾印书馆(1860)、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等西书翻译出版机

构[ 7] (P112)。外国人 、外文报 、外国书同外国货一

起告诉人们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刺激着人们了解

世界 、跨出国门的愿望 ,引导人们更广泛地参与文

化交流中。正是这种环境影响了部分家长 ,促使

他们不受流言的蛊惑 ,勇敢地将孩子送往海外 。

江苏文化优势之二是新式教育发达 。近代江

苏率先出现了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

这些新式学校打破了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

改变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内容 ,抛弃了死记

硬背的教学方法 ,体现了科学 、人文精神 ,它们既

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又是西学传播的渠道。其实 ,

留学教育正是新式教育的提高与发展 。对此 ,曾

国藩 、李鸿章在奏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时 ,已经有

所认识 ,他们在奏折中说:“设局制造 ,开馆教习 ,

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 ,集思广益 ,所以收

远大之效也。”认为新式学校的创办是新式教育包

括留学教育的根基 ,而留学教育则是新式教育必

然发展阶段 、必要内容 ,因为“百闻”终究“不如一

见” [ 2] 。

江苏文化优势之三是文化名人荟萃。19世

纪 50年代 ,农民起义的压力 、上海开化的引力 ,将

一批文化名人聚集于上海 。其中有由墨海书馆联

系的王韬 、李善兰 、赵烈文等人 ,也有集合在上海

制造局 、广方言馆内的徐寿 、华蘅芳等人 。他们的

知识结构 、价值观念已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 ,倒与

容闳这样的“洋学生”一拍即合 。容闳曾说 ,自己

舍广东 、香港 ,长期流连于江苏上海 , “第一目的”

便是 “藉此以多识商学界上流人物 , 推广交

游”[ 1] (P104)。毫无疑义 ,这批惺惺惜惺惺的新文

化名人正是容闳结交的主要对象 ,也正是容闳这

些江苏上海的朋友为其“留学计划”牵线搭桥 ,反

复呼吁 ,遂成为“计划”实现的强大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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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Plan of Send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America in the Late Qing

JIANG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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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overnment plan of sending children to study in America is conceived in Jiangsu Province , w here Rong Hong ,

the designer of the plan , gains much honour and prestig e, for he has combined the plan and the right of studying abroad.Th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plan is provided in Jiang su , making the initial design become clearer.Jiangsu becomes the sources of

study-abroad plans because the superio rity in geography , economy and culture is essential condition fo r study-abroad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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