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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任驻美使节容闳
贾熟 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　要:容闳是第一位在外国高等学府毕业的留学生;被称为 “改良主义创始人”;又被称为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

奠基者”;起草了第一份资本主义企业章程;担任了首任驻美国 、西班牙 、秘鲁使节。容闳是一位典型的开创性人

物, 其影响深远而重大,很值得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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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闳 ( 1828— 1912年 )①, 原名光照,号纯甫② 。

亦写作莼莆 、纯父 、纯圃 、淳甫 、春浦等③ 。广东省香

山县南屏乡 (今珠海市南屏镇 )人④ 。生于道光八

年十月十一日 ( 1828年 11月 17日 ), 其父容明冠,

母林莲娣, 有子女 4人, 他排行第三。道光十五年

( 1835年 ), 他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二十七年,

他随校长勃朗到了美国, 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 。

三十年,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 ( 1854年 )毕业,

得文学学士, 成为中国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人 。

次年春, 至广州补习汉文, 又至香港学习法律 。六

年, 至上海, 任海关翻译 。又至苏州黄高公司任书

记 。与曾学时 、李善兰 、华蘅芳 、徐寿 、王韬 、张斯桂 、

徐润等为友 。九年,任职宝顺洋行⑤ 。十年, 访问太

平天国,提出建议: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

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

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 及厘订

度量衡标准;6.颁订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圣

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⑥ 。他从而成为

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创始人。当时, 太平天国正忙

于与清政府的军事斗争,无法实施容闳的这些建议 。

十一年,容闳托左孟辛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藩之

幕僚赵烈文,请赵引见曾国藩 。同治元年 ( 1862年 )

五月赵引容闳见到了曾国藩 。六月初九日, 曾国藩

在复桂超万的信中写道:“顷有洋商容光照来皖, 言

及硼炮之利,亦令赴沪试办, 渐次习其作法, 或可有

成。”⑦二年正月十六日, 苏松粮道郭嵩焘在上海与

容闳会见交谈⑧ 。三月二十七日, 曾国藩在复郭嵩

焘的信中写道:“容春浦上年曾来安庆,鄙意以其人

久处泰西,深得要领, 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

用。果其招徕渐多, 则开厂不于浦东,不于湘潭, 凡

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曷与容君熟商,请

其出洋,广为罗致, 如须赉多金以往, 请即谋之少奎

(江苏巡抚李鸿章 ) ,虽数万金不宜吝也 。其善造洋

火铜冒者,尤以多募为要 。”⑨十月二十三日, 曾国藩

在日记中写道:“容名光照……熟于外洋事,曾在花

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

十六日成行也 。”⑩十月二十五日, 曾国藩在复李鸿

章的信中写道:“敝处现拟设立铁厂, 应用造器之

器, 须向西洋购买, 查有容委员宏……往来花旗最

久, 熟悉语言文字, 饬令前往购买器具 。其应领费

用, 请由尊处于应解月厘四万项下,饬提库平银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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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交该委员承领,克日驰赴粤东,续领两万金,即行

出洋采办。” 11同一天,曾国藩还致书两广总督毛鸿

宾,请他筹拨白银 2万两,交容闳承领 12 。十二月初

五日,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容醇甫来,

奉十月二十五日赐示……已饬司道赶拨万金, 交令

速往。” 13当时,曾国藩已经授予容闳五品军功, 戴蓝

翎 。他于同治三年春天, 到达美国, 订造各种机

器 14 。

四年五月,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丁日昌等总办局

务 15 。容闳运所购美国机器回到上海。九月二十五

日,曾国藩在复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容委员所购洋

器二百余件,闻系专造轮船之用。是否与尊处所购

归并一厂,或另移设, 应由李宫保酌办 。” 16李鸿章决

定将容闳所购机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 。容闳从而结

识了丁日昌,双方情意十分投契 。十二月,容闳至徐

州向曾国藩述职, 曾国藩对他的工作极为嘉许 17 。

二十一日, 上 《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

奖励片 》, 奏称:“花翎运同衔容闳 ……颇有胆识

……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件,均交上海

制造局收存备用 。查该员不避险阻, 涉历重洋,为时

逾两年之久, 计程越四万里而遥, 实与古人出使绝

域,其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劝。合无仰恳天恩,

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 。” 18曾国藩的请求,

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六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建议在该处

设立兵工学校,以期将来不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

程师。曾国藩极赞许, 不久即予实行 19 。容闳又拟

定了一个《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 》, 认为同治五年春

天以来,长江航运,俱为旗昌一家所得,垄断独登,操

纵由己,于中国商人大有窒碍, 乃议设一轮船公司,

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议立章程 16条 。这是中国

商人发起组织股份公司的第一个章程 。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这个章程经上海道应宝时 、两江总督曾国藩

转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怀疑有洋商在内, 曾国藩

也认为:“若无此辈,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 。”应

宝时也 “恐一时资本难集 ” 20。此项章程遂被搁置 。

后来, 还是成了组建轮船招商局的先导。

十二月十八日,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 。接着,容

闳认为老友丁日昌为人有血性, 好任事, 凡所措施,

皆勇往不缩,于是, 也到苏州江苏巡抚衙门, 与丁日

昌商派留学生计划, 丁大赞许, 请容闳速具详细说

帖,由他转交大学士文祥, 请文祥代奏清廷 。容闳即

回上海,拟条陈四则:1.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

司, 运输漕米 。 2.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送之出洋

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 3.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

以尽地利 。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

铁路以利交通 。 4.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

外力之侵入。两个月后,丁日昌通知容闳:已将其条

陈转交文祥,机会不巧, 适文祥 “丁艰 ”居丧,不得与

闻政事。条陈各事,又予搁置 21 。九年,丁日昌奉命

前往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丁日昌电召容闳为

翻译 。容闳又请丁日昌向曾国藩提议派留学生事,

得到曾国藩的支持, 并同意将联衔入奏 。丁日昌又

荐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 对容闳说:“君所主张, 与

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

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

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

力也 。”容闳深佩丁日昌之思虑周密。

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

“陈荔秋 (陈兰彬 )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

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

也。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

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

断不可望事由中发。” 22十二月初二日, 曾国藩在复

李鸿章的信中写道:“陈荔秋与容式甫近议条款, 所

拟子弟出洋学习为时过久,需费亦巨, 兹抄寄一览。

阁下高掌远跖,才大思精,祈酌核可否, 详细示复,以

便会衔函商总署,俟其允许,再行会奏。” 23该月十七

日,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承寄示陈荔秋

等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遵即详为查核,大致

似甚精密,遵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既经远学,必求

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期深造 。惟经费稍多,此虽要

事……鄙见先请试行, 每年选送三十名, 以三年为

度, 九十名, 及委员 、三教习驻洋, 岁需仅五万四千

两, 加之来往脚费, 不过六万余两,即以二十年计之,

约需百余万耳 。奏明在沪关四成洋税按年提拨, 尚

不为难,亦不致骇人听闻……拟恳尊处转饬陈 、容二

君, 酌照此数核减, 另拟简明章程……总署必可允

行。出洋幼童九十名 ……转相传习, 亦可生生不

已。” 24十年二月二十日,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

写道:“荔秋与容闳续议幼童出洋学习规条,较前简

省, 似属可行, 祈酌量缄商总署议办 。” 25五月初九

日, 曾国藩 、李鸿章联名致函总理衙门, 称:“去秋国

藩在津门,丁雨生 (丁日昌 )中丞屡来商摧, 拟选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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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 、船政……使西

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且

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

江苏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国藩深韪其言, 曾于

去秋九月及今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 26总理衙门表

示同意 。

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递上

《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 》, 奏称:“挑选幼童出洋肄

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所有携

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 拟之古人出使绝

域,虽时地不同, 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

非坚忍耐劳 、志趣卓越者, 不足以膺是选。查有奏调

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 夙抱伟志,以用

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

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 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 。

又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居处最久,而

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 曾派令出洋购

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 美国尤熟游之地,

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 。以上二员, 上次折内业经奏

明,均堪胜任,相应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 容闳

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 27清政府

接受了曾 、李的建议。为了布置留学生住宿等事务,

容闳先行赴美 28。七月初八日, 陈兰彬带领头批幼

童离开上海,前往美国留学 29 。

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在复刘翰清的

信中写道:“西班牙古巴等处, 陵虐华工, 各国官商

皆为不平……总署邀同各国公评,各使又为袒庇,不

肯直说 。拟请荔秋就近访查, 得一证佐。如令纯甫

等往查确实固佳……照录确细口供具复, 俾可援据

抵制, 是为至幸 ! 秘鲁西班牙招工一事, 最为可恨,

其所贩卖,粤人尤多。班国早定和约,秘鲁现又将来

华议约……若班国此案不得论定, 则秘鲁请准招工

赔补,势必援例以求。” 30八月初十日,李鸿章在复陈

兰彬的信中写道:“古巴 、秘鲁等处, 招雇粤人, 陵虐

受苦, 各国皆知, 闻秘鲁较古巴尤甚……尚希与纯甫

等密为留心察访 。” 31

九月二十四日, 容闳到天津参加李鸿章与秘鲁

专使的谈判,指出:“美国向例无立合同定年限雇工

之事, 华民在金山等处佣工, 去留自便, 美官不能勉

强勒掯,即有先立合同者,若不愿, 当随时将合同缴

销,作为废纸, 该国亦应照办。” 32十三年五月十三

日,李鸿章与秘鲁使臣葛尔西耶在天津订立查办虐

待华工专条及通商条约 33 。该月二十二日, 李鸿章

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写道:“至秘鲁查办, 既列专

条, 亟应派员前往……况古巴不过查访实据,秘鲁则

查而兼办……鸿章反复筹思,秘鲁招去华工,粤人居

多, 先欲通晓华工言语性情, 非粤人不可,又欲通晓

英文及日斯巴尼亚文字,非粤人而游历外洋者不可,

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但洋学及西国律

法, 探讨颇深, 洋情既熟, 必敢与若辈龂龂争论 。” 34

不久,容闳到秘鲁利马, 选录了 10多名受害华工的

供词和若干呈词, 又佐证以美国驻秘鲁公使及居秘

美侨的信函 、证词等文件 35, 并附有 24张华工背部

受笞 、被烙伤痕之照片 36, 呈报总理衙门 。

光绪元年 ( 1875年 )六月初七日, 秘鲁使臣爱勒

谟尔拜会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 容闳调查华工在秘

鲁被打死 、自尽 、投火炉 、糖锅死者甚多,必须添用照

会,始可与和约一并互换 37 。秘鲁照复,称:“俟贵国

选派钦差大臣前往本国商办一切, 本国定必实力会

商华工事宜,以期为华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

居, 身家资财, 无不护全 。” 38七月初八日, 李鸿章递

《请遣使赴秘鲁片 》, 奏称秘鲁华工受虐, 容闳曾与

该国争论,请派正使 、副使前往保护 39 。十一月十四

日, 清廷以陈兰彬 、容闳充出使美国 、西班牙 、秘鲁钦

差大臣。容闳从而成为中国首任驻美使节。四年九

月初三日, 容闳与陈兰彬等向美国总统递交了国

书 40。该年,发生了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运华工

案, 容闳会同陈兰彬照会美国政府, 提出抗议, 积极

进行交涉 。五年, 又就美国排华事件向美国总理外

务大臣提出照会 41 。

五年三月,经管留学生事务之容增祥丁忧,陈兰

彬请容闳由纽约驰赴哈富,暂行摄理留学生事务 42 。

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在复陈兰彬的信中写道:“幼童

出洋一事, 糜费滋弊, 终鲜实效, 中国士夫, 议者纷

纷。近接劫刚 (曾纪泽 )来信, 既以船政学生赴英 、

法无大益处,即赴美生徒, 亦未必大有成就, 自必确

有见闻。若任事诸君,再各存私见,未能认真撙节经

理, 固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 而鄙人与执事, 亦必大

干物议, 是以前次濒行时再四谆托, 期以善始图

终。” 43七月初八日,李鸿章在复曾纪泽的信中写道:

“赴美学生,议者皆归咎容纯甫与美素习,若早改赴

英 、德,费省而实效可收,确否 ?” 44六年四月初二日,

李鸿章在复陈兰彬的信中写道:“容元甫来谒, 言学

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 由于纯甫意见偏执, 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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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 正可温习, 纯甫独

不谓然 。弟拟致函纯甫,属勿固执己见。尚祈执事

便中劝勉,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 (吴嘉善, 为经

理留学生委员 )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

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

初意也 。” 45七年二月三十日, 李鸿章在复总理衙门

的信中写道:“学生出洋肄业, 原所以储异日之用,

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奏派陈荔秋 、容纯甫为正副

总办, 盖以纯甫熟谙西事, 才干较优, 荔秋老成端谨,

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 。既而荔秋因古巴华佣

一案调回中国。旋与纯甫同充驻美公使。其肄业局

总办,则区员外谔良与纯甫同任之。幼童附入书院

等事, 由纯甫一手经理 。比区君调回,继之者为容主

事增祥,不久,丁忧。又继之者,为吴子登编修,乃纯

甫所推荐而荔秋所奏调者也。迩年以来, 颇有议纯

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 鸿章尝寓书诫勉,

不啻至再至三……而前年子登到局后, 叠函称局务

流弊孔多,亟宜裁撤。是以鸿章累次函告荔秋 、子登

会商纯甫,妥筹应留应撤, 或半留半撤之法 。嗣荔秋

等皆有来函,似其意见甚相龃龉, 故商办未能就绪 。

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 早岁出洋, 其沾染洋

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

可撤, 未免近于固执。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之习气过

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 其已入大书院者, 满期

已近, 成材较速, 可交使署兼管, 其总办 、教习 、翻译

等员一概可裁,尚系审时度势之言。纯甫久管此局,

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 。然阅其致子

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荔

秋与纯甫 9牾已久, 且其素性拘谨畏事, 恐管理幼

童,与纯甫交涉更多, 或被掣肘, 故坚持全裁之议

……荔秋所深虑者,在纯甫暗中阻挠,然闻纯甫有愿

接子登交代之说 ……可否请由尊处函致驻美正副

使,属其和衷商榷 。” 46五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等奏

称:“上年刘坤一来京, 代该局前任总办区谔良转递

节略一纸,条陈局中利弊, 颇为详尽。臣等当即函致

陈兰彬, 嘱其确切查明。旋据复称:̀该局利少弊

多,难资得力。'臣等又与李鸿章往返函商, 李鸿章

亦有半撤半留之议……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 莫

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47奕訢等人的意见, 得到了

清廷的同意。不久,容闳离美返国 。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容闳提出应战建议,未被

接受 。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他建议设立国家银行,

修建津镇铁路,均未办成 。二十四年,积极赞助维新

变法 。变法失败,他避居上海租界 。二十六年,唐才

常等筹组 “中国国会 ”, 容闳被推为正会长 。唐才常

被拿杀,容闳被通缉,在逃往香港的船上认识了孙中

山。二十八年, 又被迫离港赴美定居。 1912年, 南

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邀容闳归国参加建设,他

已因溢血昏迷不醒 。 4月 21日逝世, 享年 84岁 48 。

容闳是第一位在外国高等学府毕业的留学生;

又被称为近代 “改良主义创始人 ”。起草了第一份

资本主义企业章程;被称为 “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

奠基者”;担任了中国首任驻美国 、西班牙 、秘鲁使

节。是一位典型的开创性人物,影响深远而重大,很

值得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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