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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清香山籍留美幼童的地域集中性
一个群体研究的视角

马永明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挑选幼童出洋留学 ,“属中华创始之举 ,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 ,开创了中国

近代官费留学的先河 ,影响至为深远。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晚清留美幼童常有提及 ,但较为系统研究留美幼童群体问

题的专论则是鲜有的。 本文试图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 ,以香山籍幼童为研究对象 ,对晚清留美幼童地域集中性问题

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作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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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晚清留美幼童常有提及 ,但

较为系统研究留美幼童地域集中性问题的专论则是

鲜有的。 近代香山留学生人数众多 ,他们中的许多

人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较为

杰出的贡献。就早期香山籍的留学生而言 ,目前学界

主要限于对个别人的研究 ,如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

父”的容闳、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鉴于此 ,笔者试图

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 ,以香山籍幼童为群体研究对

象 ,对晚清香山籍留美幼童地域集中性问题以及他

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作一番探讨。

一、关于香山籍留美幼童地域集中性问题的基

本分析

在晚清留美幼童 120名学生中 ,香山籍人就有

39位 ,几占总人数的 1 /3。 甚至在官费生之外 ,香山

还出现了一些自费留学生:第一批留美肄业香山学

生 13名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由沪赴美 ) ,第二批

留美肄业香山学生 12名 (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选

取 ) ,第三批留美肄业香山学生 6名 (同治十三年八

月初十日选取 ) ,第四批留美肄业香山学生 8名 (光

绪元年九月十六日选取 )。

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域集中现象 ,原因大致有四:

1.当时中国尚无报纸传媒 ,信息传播不顺畅。鸦

片战争后 ,中国东南地区口岸城市相继出现西方人

办的中外文报刊。但在 19世纪 60年代末和 70年代

初 ,中国内陆仍然很闭塞 ,人们依旧过着与外界隔绝

的生活。[ 1] ( P199)“当一八七一年之夏 ,余因所招学

生未满第一批定额 ,乃亲赴香港 ,于英政府所设学校

中 ,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 ,以足

其数。时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 ,北方人民多未知

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 ;故预备学校招考时 ,北人应者

极少 ,来者皆粤人 ,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 百二十

名官费生中 ,南人十居八九 ,职是故也。”
[2 ]
( P154)

2.香山的地理位置独特。 香山县境伸出珠江口

外 ,东南面临海洋 ,海岸之绵长 ,居广东全省第一 ,海

陆面积 5000平方公里之广 ,地理位置最为开通 ,县

境去香港、澳门 ,不过一步之距 ,日可往返 ,较之去广

州尚觉近便。经济活动受港澳之影响极深 , [ 3]较早地

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 ,具有出洋肄业的社会基础。[4 ]

( P86)对此 ,一位香山老华侨这样解释说:澳门本是

香山县地 ,“澳门 ,香邑一隅耳。然其地孤悬海表 ,直

接外洋 ,凡夷商海舶之来粤者 ,必经此而达 ,且有外

夷寄处……”
[ 5]
数百年来 ,香山人见惯了在澳门的诸

色人等 ,故不怕洋人。别县人既不大放心送子弟出

洋 ,香山人得其“地利” ,自可人弃我取乐意承受了 ,

又何须容闳有所徇私呢。[ 6]先后送出 7位留美幼童

的香山唐家镇远在檀香山和美国旧金山的人极多 ,

使“唐家”这地名如雷贯耳。当时远在异国的人给家

里写信 ,信封上只须标明“中国唐家” ,便可寄达。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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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买办之乡”。 当年著名的怡

和洋行买办、后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就

是唐家人 ,他和容闳是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同学。这样

的买办在唐家不乏其人。正是这样一些早年就开始

和洋人打交道、并且发家致富的人士 ,成为乡亲仿效

的榜样。[7 ] ( P49- 50)

3.香山人具有冒险开拓的传统。西晋以降 ,广州

便一直是中国南方的门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

及世界贸易的大港。 1317年 ,香山南部的浪白澳 (今

珠海市南水镇 )被明朝划定为外国商船和贸易的港

口。明中叶后 ,香山已成为海商萃聚之地。早在明初

洪武二十六年 ( 1393年 ) ,香山县的海商吴添进已通

番。长期与海外的交流和沟通 ,增强了香山人对外来

文化的包容力 ,也培养了香山人不囿于内的开放意

识。

按照规定 ,凡被录取的儿童 ,均要出具年貌、籍

贯及亲属甘结 , [ 8] 15年不能回国 ,倘有疾病生死 ,各

安天命 ,政府概不负责。招考条件也相当严格: “学生

年龄 ,定为 12岁以上 , 15岁以下 ,须身家清白有殷

实保证 ,体质经医生检验 ,方为合格。 考试科目为汉

文之写读 ;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 ,则并须试验其英

文。应考及格后 ,当先入预备学校 ,肄习中西文学 ,至

少一年 ,方可派赴美国留学。” [2 ] ( P92)仅从经济条件

而言 ,家庭经济状况要殷实。只有殷实家庭才能供得

起子弟上学读书。所以 ,选中的预备学生大部分并非

来自贫寒家庭。
[ 4]
( P87- 88)

因之 ,沿海各条约口岸就成了清政府遴选出洋

幼童的优先选择地 ,这一点在有关奏折及挑选幼童

出洋章程里面都有体现。 “惟是试办之难有二: 一曰

选材 ,一曰筹费。 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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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饬陈兰彬、容闳等

悉心酌议 ,加以复核 ,拟派员在沪设局 ,访选沿海各

省聪颖幼童”。“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

事 ,拟派大小委员三员 ,由通商大臣 饬在于上海、

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 ,年十三四岁至

二十岁为止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 ,其亲属情愿送往西

国肄业者 ,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 ,并开明年貌

籍贯存案 ,携至上海公局考试。” [9 ]

4.遴选人自身的示范和努力。被誉为中国留学

生之父的容闳为香山人 ,当年他远渡重洋留学美国 ,

归国后 ,活跃于清廷重臣之间 ,和曾国藩过从甚密。

1871年 ,清廷决定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时 ,他亲自到

广东、香港招生 ,容闳在乡民面前 ,树立了“出洋肄业

是好事”的活生生的例子。
[1 ]
( P200)另一个主要遴选

经办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买办、实业家香山人

徐润 (又名以璋 ,字润立 ,号雨之 ,别号愚斋 ,今珠海

市人 ) ,“同治十年……冬 ,十月奉南洋大臣、两江总

督曾札 ,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 ,陈荔秋、容纯甫

带领去美 ,每班三十人 ,共一百二十人 ,分四年出洋 ,

经费有海关发给坐办刘开生观察。” “同治十一年

……保举第一批幼童出洋……”
[10 ]
在遴选中 ,徐润

以身示范 ,不拘于儿女情长 ,使三位堂弟自筹经费留

美肄业 ,表现出开明廓达的心胸、非凡的远见卓识。

还有一个重要遴选经办人即近代著名买办、香山人

唐廷枢。唐氏先后在家乡唐家镇推荐了唐国安、唐绍

仪、梁如浩、唐元湛、蔡廷干等少年出洋。[11 ] ( P37)

综上所述 ,晚清留美幼童之所以出现这种地域

集中的现象 ,既是当时历史社会条件使然 ,亦是香山

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的缘故 ,同时与岭南文化

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幼童遴选经办人紧密相关。

二、香山籍留美幼童在晚清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就幼童的职业构成而言 ,大体可分为几类:军事

类、实业技术类、外交类、教育文化类、政治类、经济

类。 当然 ,大多数人从事的职业不止一种 ,主要只是

就他们所作出的贡献而言 ,领域可以是多方面的。总

体来说 ,其中既有赫赫政界人士 ,也有浴血疆场的军

事将领 ;有的功成名就 ,也有的在中国铁路及电报局

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

1.军事领域。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肄业的一个

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 ,这与洋务运动“富

国强兵”的口号是互为表里的。出洋局被裁撤、幼童

中途被召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幼童无一人

得入`西点’和美国`海军官校’ 。而在`海军官校’中 ,

于 1872年起 ,已有日本学生入校 ,这使中国十分失

望。” [12 ] ( P442)所以 ,不少幼童一回国便分发到与军

事有关的部门:欧阳庚、容尚谦、陆永泉、宋文 、邓

桂廷、徐振鹏、吴其藻 7人被分发到福州海军学校 ;

程大器执教于江南武备学堂 ;蔡廷干、郑廷襄服务于

大沽炮台鱼雷舰队 ;容耀垣分发天津海军学校 , 39

个留美香山幼童中有 11个最初涉足军事领域 ,已占

1 /4强。 [13 ]

2.外交领域。容闳酝酿已久的幼童留美计划在

归国苦苦等待 16后才如愿以偿要归功于“天津教

案”。 “天津教案”所引发的中外交涉 ,使得清政府对

涉外人才的需求益发显得尤为迫切。留美幼童后来

相当部分都进入了外交领域 ,担当中国对外折冲樽

俎的职责。据粗略统计 ,留美香山幼童曾服务于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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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担任外交官职位的多达十几位。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近代中国外交的栋梁 ,香山

留美幼童在外交领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代。 如香

山唐家的唐、梁两族。唐绍仪的长子唐榴历任中国驻

美国使馆随员 ,驻英国使馆秘书 ,北京政府外交部秘

书 ,荷属东印度、日本长崎、英属新加坡、印度加尔各

答、美国檀香山等处领事 ;
[11 ]

( P222- 223)唐绍仪的

族侄唐宝锷为清廷驻长崎领事、驻东京公使馆随员 ,

1911年辛亥革命时 ,参加南北议和 ,任北方总代表

唐绍仪的参赞 (机要秘书 ) ; [11 ] ( P201)唐悦良供职于

北京政府外交部、继任驻古巴公使、外交部次长 ;
[ 14]

唐叔 驻菲律宾吕宋岛总领事 ;梁大昭任直隶试用

道员、檀香山正领事官 ;唐百禄 ,五品都司衔 ,海容兵

舰大车 ,特派赴英稽查机器及统带留英学生事宜。[ 8]

再如香山大岭的欧阳家族。欧阳庚的兄长欧阳

辉庭 (号锦堂 )历任清政府直隶州知州、中国驻旧金

山总领事官 ,曾积极主张留美幼童事宜。欧阳庚的弟

弟欧阳祺 (字祉庭 )历任清廷驻美国旧金山领事、民

国驻爪哇总领事 ,荣获三等嘉禾章。欧阳祺与美国前

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系哈佛大学同届毕业同学 ,关

系往来密切。在促成庚子赔款留美事宜中 ,欧阳祺起

过积极、重要的作用。
[15 ]

3.实业技术领域。 清政府明确要求学习的科目

几乎全是技术应用领域的知识。“拟选聪颖幼童送赴

泰西各国图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 ,约

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使西人擅长之计 ,中国皆能谙

悉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 [ 12] ( P430)“中国政府要求

我们完成的使命是他们 (指幼童 )将来要学习军事、

海军、医学、法律及土木工程 ,以便进入政府服务时 ,

他们充分具有化学、物理、地质及天文的知识。” [ 16]

李鸿章甚至在幼童未完成学业时即令召回部分供

差 ,“望转致莼甫、子登 ,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

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 ,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

历 ,讲求电学 ,津、沪新设电报需人 ,两月后文书到

美 ,即令伊等回华供差。” [ 13]

因之 ,很大一部分留美香山幼童服务于铁路、电

报甚至法律等专业技术领域。梁如浩 ,曾任平沈路局

长 ,成为富有经验的铁路管理者 ,当过清朝的邮传部

副大臣 ;唐元湛 ,电信专家 ,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 ,

1906年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参观考察 ,是中国电报

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英雄之一 ,其子唐观翼是我国

自行车工业的奠基人 ;钟耀文 ,长期担任沪杭、沪宁

铁路局长 ;蔡绍基 ,担任过上海电报公司翻译 ;蔡锦

章曾供职于京沪铁路 ;梁金荣服务于电报局 ,曾任江

西电报局局长 ;唐国安服务于唐山工矿公司 ;卓仁志

曾在上海电报局工作 ;郑廷襄曾重回美国读书 ,成为

著名的工程师 ,曾参加布鲁克林大桥的设计和建造 ;

黄耀昌任职于上海纺织厂、京沪路、平汉路 ;吴其藻

曾服务于京沪路 ;盛文扬初在电报局工作 ; [12 ]

( P453)张康仁奉召回华后 ,再入哥伦比亚法学院毕

业 ,拟执律师 ,在纽约州受到排华人士反对 ,控其非

美国公民不得开业。经张康仁据理力争 ,纽约州议会

于 1887年 (光绪十三年 )通过特别法案 ,特准张康仁

参加律师公会执业 ,成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民

权的先驱者。
[ 17]

( P59)

4.教育文化领域。香山留美幼童中产生了两位

校长 ,其中一位是蔡绍基 ,参与创办了北洋大学——

今天津大学的前身 ,而且当过校长。 他是“留美幼

童”中产生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另一位是唐国安 ,历

任外交部、学部“游美学务处”会办 ,清华学堂副监

督、监督 ,清华学校首任校长 ,是清末民初留美教育

事业主要兴办人之一。作为一名教育家 ,唐国安参与

了“庚款办学”的筹划 ,并任外务部“游美学务处”会

办 ,担负游美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 ,亲任主考官负

责考选学生。1909年 ,第一批“庚款生” 47名放洋 ,由

唐国安亲自护送。后来 ,“庚款生”中涌现了一大批杰

出人物 ,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竺可桢等。[7 ]

( P242)

从 1909年到 1918年 ,共 499名学生使用庚子

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 “庚款留学计划”大大推

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 ,其他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

美生迅速增加。到 1917年 ,在读的留美学生达 1170

人 ,已回国的留美生 400人。
[7 ]
( P62)民国建立后 ,唐

国安主持清华学堂工作 ,立志整顿校务 ,办了几件大

事: ( 1)呈报外务部批准 ,撤销游美学务处 ,事务划归

学堂统一操作 ,扩大了学堂的权力 ,对教育事业的发

展有着重要影响。 ( 2)呈报外务部批准 ,于 1912年

10月 17日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 外务部任

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 ,唐修订了原有的章程。 ( 3)

解决了经费问题。 ( 4)对学校的长远发展作了规划。

( 5)选定了合适的接班人。唐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

华学校工作被视为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复活和延

续。” [7 ] ( P62)

事实上 ,清华园这所著名学府与唐家三代人密

不可分。 唐国安参与创办清华 ,奠定早期清华基础 ,

复校有功 ;唐孟伦建设现代化校园 ,护校有功 ;唐贯

方抢运清华古迹善本 ,发展清华图书馆事业。在近一

个世纪中 ,他们为早期清华的创立、维系与发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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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精神的体现和发扬。

5.政治和经济领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代表性

人物有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担任过北洋政府

代理内阁总理的蔡廷干 ,中法战争后挂冠而去任职

太古洋行买办的容星桥 (容耀垣 ) ,著名华商、怡和洋

行买办唐杰臣 (唐荣俊 )等。

高宗鲁先生曾对留美幼童作过总体性评价 ,这

自然包括留美香山幼童在内。他评价道 ,中国幼童在

美求学正逢美国各方面突飞猛进的大时代 ,他们亲

身感受了在民主国家中的自由教育 ,可惜他们回华

后 ,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发挥所学 ,个中原因 ,自非

幼童本身的过失。他们童年应募 ,远涉重洋。但当他

们正值年盛任事之时 ,“辛亥革命”成功。清末民初又

人事变革 ,时代对他们很不公平 ,身为“大清官学生”

的他们 ,对在转型期的中国也起了应有的进步性影

响。[ 12] ( P453)

留美幼童之一蔡廷干在 1924年亦有一番评说:

“由今思昔 ,吾同学中有姿质柔弱而至今犹存者 ,有

体魄坚强而至今反丙故者 ,此气禀之难言也。有天资

聪颖而不耐劳苦者 ,有勤能卓著而不事文墨者 ,此赋

性之各殊也。又有家籍丰厚而习于晏安不克上进者 ,

有家本寒素而勤于学问卒能上达者 ,此境遇之不同

也。 凡兹寿天穷通 ,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现百二

十人中 ,存者仅四十余耳。同学少年虽多不贱 ,然人

生富贵等若浮云 ,则同学录之编 ,亦作雪泥鸿爪观可

也。”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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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entralization of Children Whose Native Place Is

Xiangshan and Who Studied in America in Late Qing Dynasty

MA Yong-ming
( College o f Liberal Art s Jinan Univ ersi ty, Guang zh 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Since a long time ago, as a collectiv e, the children studying in the U. S. in late Qing

Dynasty w ere mentioned by academic ci rcles, but haven 't been studi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gional

cent ralization of the children who studied in the U. S. and the ef fects they had on Chines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children who studied in the U. S. ; regional cent rali zation; Xiang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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