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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纪 )%—*% 年代的留学教育是容闳等有识之士通过文化教育的开放"探求中国富强

之路的重要举措，它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促进了人们西学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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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

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和文明示范下开始启动

的。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巨大

冲击下，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传统封闭

式的封建教育已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克服

狭隘的自闭观念，走向世界。他们毅然举起了留学教育

这面大旗，为谋求教育的开放而奔走辛劳、殚精竭虑，

并发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呼声。留学教育作为文化

教育建设一项新思路和举措，从 ’( 世纪迈向 0’ 世纪，

历史证明，其功效甚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意义深远。

一

中国现代化渊源之一的留学教育发端于鸦片战争

之后。鸦片战争的炮声使古老的封建帝国从昏睡中惊

醒，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天朝上国”被卷入到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部分

先进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接受西学，走出

了封闭的文化传统，开始走向现代的新世界，也使中国

文化体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

技以制夷”，成为向西方学习，通过向外开放寻求现代

化变革之路的思想先导。

留学教育的倡导者并作出开拓性努力的当首推容

闳，他被誉为“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一人”。容闳早年曾随

传教士赴美留学，在 ’*,) 年—’*$, 年留美的八年时

间里，他系统地接受了西学教育，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

发展的勃勃生机，并以此反观中国当时的现实。’*$,
年回国后，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主张。他希望中国人能

如他一样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

识，把中国改造成为欧美式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以

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从教育入手，兼以全面地改革

旧的经济和政治。因此，他极力倡导派大批留学生出洋

系统接受西方教育。与此相应，容闳又辅之以主张操办

洋务，发展机器工业，要求实行“新政策”。他曾自信地

指出：待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

行政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以此实现

他的“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在当时只有他一人在奔走

呼号，响应者廖廖无几。

留学教育逐渐成为一种较有影响的社会文化价值

取向，与洋务派人士的认同和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在镇

压太平军、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对世界

时局、时代大势已开始有所认识。认为：现实的世界已

经不再是各国闭关自守、互无联系的传统状态了，席卷

全球的现代化浪潮，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

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

变化。一些思想敏锐的洋务派人士还进一步认识到：这

不仅对于中国是亘古未有之“变局”，而且还是世界性

的时代变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的“华夷

之辨”观念，渐渐萌生了面向现代的新意识和新观念，

并将西方作为现代化原型加以参照学习。随着洋务活

动的兴起和不断深入，洋务人才的匮乏和滞后又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着刚启动的现代化探求进程。’( 世纪 .%
年代他们引进西方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国内大办洋务

教育，但在国内举办洋学堂，仍不能满足洋务事业发展

的需要。’*.’ 年总理衙门的设立，对外通商、贸易、外交

等涉外事务日益增多，不仅需要通晓外语，而且通晓国

内外社会和历史情况，具有处理涉外事务才能的人。而

同文馆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培养翻译人才为主，学

生只会外语，对外国社会情况了解甚少，一旦真正接触

外交事务，往往错误百出。此外，洋务派人士已迫切感

到在人才培养上需走进一步开放的路子，国内单一被

动培养、学习西学只是形式上的“文化开放”，且在层次

和规模上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以更主动姿态、更大规模

地走出国门进一步学习西方、全面了解西方文明才能

跟上世界潮流，培养储备国家急需人才，以自谋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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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回国，被“授权”

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条约

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

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

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

以美国一体照办。”从而为留学教育提供了方便之门和

法律上的保障。留学教育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首肯，使

其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得以建立实行。此后，在容闳的倡

导、组织和洋务派人士的促成下，!"$% 年—!"$& 年清

政府共派遣了四批计 !%’ 名幼童赴美留学。

在吸取赴美留学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洋务派人士

又开始筹划赴欧留学事宜，他们大造声势，进一步论证

了留学教育的好处和重要性。!"$$ 年—!""& 年清政府

又四次选派船政学堂学生 "’ 多人分赴英法等国留学

深造，从而在甲午战前出现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出洋留

学高潮。

二

留学教育 是 中 国 近 代 以 来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举

措。它是在满清帝国的封建统治日趋腐朽衰微，外国资

本主义的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特定历史

条件下萌生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其主线是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其中不仅隐含着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问题

的新认识，而且还具有谋划中国现代化的取向。这是与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留

学教育的倡导者们，希望通过出洋留学，吸取欧美现代

先进的科学文化、军事技术(探求富强之路，达到“借法

自强”的目的，维持摇摇欲坠的满清封建政治统治，具

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尽管洋务派人士仍徜徉在历史转

折的十字路口，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更多地囿于传

统的藩蓠内，无论其最终目的如何，却正是他们，选择

了指向现代的一步。留学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

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影响在客观上已远远

超出了洋务派人士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

社会变革的进程。

首先，它培育了一批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从容闳 !"&) 年回国倡导留学教育计划至甲午战前，一

批优秀的莘莘学子被选派赴欧美留学深造。这些学生

通过学习，接受了许多西学知识和近代先进技术，学成

回国后，大都成为外交、海军、航运、电报、铁路及其他

科技与工程的骨干力量。在留美学习的 !%’ 名幼童中，

“从事外交、洋务（包括海关）的有三十一人，海军和航

业的有二十八人，电报十八人，铁路十六人，矿业八人，

商业七人，医业五人，教育四人。”赴欧留学深造的 "’
多名船政学堂学生亦在近代化建设中发挥技术和管理

骨干作用，他们有的在外交场合充当翻译，有的任驻外

使节，或翻译外文著作，或在洋务学堂任教习。!"*# 年

（光绪二十二年）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裕禄奏报：福建

船厂中的监工制造和南北洋各学堂所用的教习，多系

船政学堂“曾经出洋肄业之人”而且他们的成才道路也

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其次，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出现了

第一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近代

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这是一批完全有别于旧式

科举教育培养的“官”人才，他们当中不少人既有现代

化的知识和理论，又有爱国思想，而西方民主、政治观

念在他们身上又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们希望中国能

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富强、民主和自由，他们与封建专

制格格不入，更强烈反对外国侵略。严复就是其中代表

之一，他留欧回国后，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从事翻

译工作，同时还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经

济学、哲学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译著《天演论》

所介绍的进化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以后

维新志士倡导变法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并影响了几

代人。

再次，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在客观

上促进了清末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型，并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民初留学教育的广泛开展。留学教

育的兴起，打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意识形态

领域里的沉闷气氛，是对数千年来“夷夏之大防”传统

守旧观念的正面冲击和有效突破，标志着中国人已开

始改变了一贯视外国为蛮夷之邦的错误认识，改变了

知识分子的西学观念。“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还

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习，对于‘西学的观念’渐

渐变了。”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使知识界风气大开，从

!"*# 年开始兴起了甲午战后的留日运动、清末民初的

庚款留美以及五四前后的赴法勤工俭学等数次留学热

潮。于是，一批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于留学大潮中，他

们学成回国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领

域的变化。应当说，留学教育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走向现

代化的最主要标志，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主要动力

基本来自留学生。追根溯源，这里正是当时并不引人注

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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