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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阂的教育理想与实践冲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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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容闺是我国近代史上学习西 方的先驱者
,

同时也是 一位爱国者和教育家
。

他一 生都致力于把他的教育

理想付诸于实践
,

从而达到他救国救民的报负
。

但是容闲的理 想却在实践中步履维艰
,

社会现实与他的理 想发生着

激烈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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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阂
,

1 8 2 8 年 n 月 17 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

屏乡 (今属广东省海市南屏镇 )一个贫苦家庭
,

幼人澳

「1私塾读书
,

14 岁 ( 18 4 1 年 )人读澳门玛礼逊学校
,

后

随校迁往香港就读
。

清道光二十七 年 ( 18 4 7 年 ) 由该

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
;
道光三

十年 ( 18 50 年 )考人耶鲁大学
;
咸丰 四年 ( 1 8 54 年 )毕

业
,

获文学学士学位
,

成为该校有史以来
,

同时也是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

生
。

毕业后
,

容阂即归国服务
,

他希望有更多的像他

一样的中国人能够受到文明教育
,

享受同等的利益
,

用西方的学术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
。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鼎盛时期
,

他曾访问太平军领

袖
,

并提出向西方学习使国家富强的施政纲领
。

清同

治二年 ( 18 6 3 年 )起
,

他投身于洋务运动
,

先后在两江

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 日昌手下任职
。

清同治六

年 ( 1 8 6 7 年 )
,

他通过江苏巡抚丁 日昌
,

向清政府提出

以
“

选送学生赴外国留学
”

为主要 目的的
“

条陈四则
” ,

但是在当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
。

1 8 7 0 年
,

容宏

再次与曾国藩
、

李鸿章联名上奏
,

次年即获朝廷批准
。

自 1 8 7 2一 18 7 5 年
,

清政府分 4 批共记 12 0 名学童赴

美留学
,

并由陈兰彬
、

容阂分别任
“

幼童出洋肄业局
”

正副委员
。

18 7 5年
,

陈兰彬
、

容阂分别任中国驻美正

副公使
,

容阂兼管留学生事务
。

1 8 8 1 年
,

因清朝保守

派的反对
,

留学生事务所被撤销
,

已派 出的留学生分

批返回中国
。

而后
,

容阂又另人维新派推行变法
。

1 8 9 8 年戊

戍变法失败后因被通缉而逃亡香港
。

1 9 0 2 年往美国

定居
,

并加人美国国籍
。

1 9 10 年曾介绍孙中山与美

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财政界人士布思等人相识
,

以

表示支持民主革命
。

1 9 1 2 年 4 月 12 日
,

容阂逝世于

美国
,

终年 84 岁
。

容阂早年留学于美国
,

完成学业后
,

他萌发了通

过教育来振兴中国的想法
,

遂回国寻找机会来实现自

己的
“

教育计划
” 。

整个实践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回国初的探索期
,

第二阶段为理想的实施

期
,

第三阶段为思想的转变期
。

下面将按照时间顺序

对这三个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

一
、

回国初的探索期

耶鲁大学毕业后
,

容阂放弃了在美国谋职的优

裕生 活
,

毅然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 国
,

尝试通过
“
西学东渐

”

来振兴中国
。

容阂回国后
,

先是为自谋

生路奔波
。

他曾给美国驻华公使当私人秘书
,

先后

在香港高等审判厅
、

上海海关当通译
,

曾任几家洋

行的职员
。

1 8 6 0 年 n 月
,

容阂冒险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南

京
,

向干王洪仁歼提出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七条改革

建议象̀取 56
一

5 7 , ,

内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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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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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度量衡标准
; ( 6)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教圣

经列为主课
; ( 7) 设立各种职业学校

。

容阂同时还表

示
,

如果太平天国能够采纳他的建议
,

他愿为之效力
。

可以看到
.

在这个纲领中
,

涉及教育问题的就有四条
,

除第六条
“

以耶教圣经列为主课
”

的内容外
,

都是对太

平大国运动政权建设
、

军事建设
、

经济发展 和教育发

展有积极作用的
。

容阂特别注重学校教育
,

因此提出

制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设立武备学校
、

海军学校和

各种实业学校的建议
,

这些建议可以说是符合近代教

育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

体现 了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

但当时太平天国一方面忙于战事
,

无暇顾及容阂的计

划
,

另一方面
,

虽然干王洪仁歼对容阂赏识有佳
,

但是

于王洪仁歼并没有太大的实权
,

无法帮助容阂实现他

的理想
。

容阂所得到的只是太平天国所给与的官位

而已
。

容阂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同情太平天国
,

但当

他发现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
“

满洲政府之政治
”

的没落腐败
,

川 而且也看到了农民运动的消极方面
,

进而认为太平天国并不能取代清王朝而建立全国政

权
,

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
,

遂返 回上海从事经

营茶叶等活动
。
[ 3习( 2 5 ,

虽然太平天国不可能如容阂之愿成为变革社会

的主力
,

但却是容阂实现自己理想的第一步
。

通过这

次实践
,

他认识到太平天国的本质以及宗教对农民运

动的影响
,

在开始深人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
,

也在探

索如何肩负起振兴国家责任的问题
。

此时的容阂并

没有因为太平天国没有采用 自己的
“

教育计划
”
而放

弃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

而是继续寻找适宜的机会以

期实现 自己的远大抱负
。

三
、

理想的实施期

太平天国之行未能实现容阂的教育计划
,

使容

阂颇有懊丧
,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

容阂在

一边经营谋生的同时
,

一边通过各种方式结识达官

贵人
,

从而接近 自己的理想
。

经友人介绍
,

容阂转

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事业的洋务派官僚
。

此时的

洋务派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 间巨大差

距的认识和
“

自强
” 、 “

求富
”

的动机
,

也开始了从
“

师夷长技
”

到
“

走出国门
”

的观念转变
。

因此
,

他

们对容阂非常赏识
。

容 阂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

托
,

专程赴美购买机器
,

装备江南制造总局
,

赢得

了曾国藩的信赖
。

他进而建议
“

于厂旁 立一 兵工学

校
,

招 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

与实践
,

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 J
_

程师
” 一 `
伽

5 , 。

用容阂自己的话来说
: “

于江南制造局

内附设兵工学校
,

向所怀教育计划
,

可谓 小试其

锋
” 井̀从 1。。 ’ 。

他所倡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
.

成

为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 (职业 ) 学校
。

这是我国近

代创办的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
,

它为中国最先培养

了一批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
。

至此
,

容阂第一次得

以部分地实现 了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
。

在容阂的教育理想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是
“

倡

导 留学教育
” 。

容阂自认为这是他一 生中
“

最 大事

业
” 、 “

报国之惟一政事
”
川 ` 8 6 ’ 。

18 6 8 年
,

容阂由丁 日

昌转呈条陈
,

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自 18 5 4 年大学毕

业以来怀于胸中十余年的教育计划
: “

政府宜选派颖

秀青年
,

送之出国留学
,

以为国家储备人才
。

派遣之

法
,

初次可先定一百二 十名学额以试行之
,

此一百二

十人中
,

又分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派送三 十人
,

留学

期限定为十五年
。

学生年龄
,

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

度
,

视第一
、

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
,

则以后永定为

例
,

每年派出此数
。

派 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
,

庶

幼年学生在美
,

可兼习汉文
。

至学生在外国膳宿人学

等事
,

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
,

此项 留学经

费
,

可于上海关税项下
,

提拔数成以充之
。 ” 厂’ 习̀盯 ,

容阂

在这里具体规划了留学教育的目的
、

年龄
、

计划
、

教学

和管理
、

经费等各个方面
。

18 7 0 年
,

容阂借赴天津处

理
“

天津教案
”

的机会
,

向曾国藩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

学
。

而此时
,

曾国藩等人也深深感到中国处理国际事

务人才的缺乏
,

于是容阂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赞

同
。

同年九月和次年正月
,

曾国藩两次上奏
,

并与李

鸿章往返函商此事
。 一 4习( 30) 同治十一年 ( 1 8 7 2) 七月

,

曾

国藩
、

李鸿章奏陈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
,

并

拟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 》
,

该章程制定了

幼童赴美留学的具体事宜
。

闭 “ 6

“
6` ’

当得知清政府批

准了容阂的留学教育计划后
,

容阂
“

闻此消息
。

乃喜

而不寐
,

竟夜开眼如夜鹰
,

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

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
川 ` 9。 ’ ,

并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

是
“

于 中国二千年历史中
,

特开新纪 元矣
。 ”

一
,

(9I
` ’

从

18 7 2 年到 18 7 5年
,

中国政府先后 向美国派出 了四批

官费留学生
,

每批三十人
,

共一百二十人
。

这些幼童

寄宿在当地的美国家庭里
,

他们对美 国的学习生活适

应的非常快
,

很快就融人到美国得社会中
,

并且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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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异的成绩
。

他们
`

旧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
,

且习

与美人交际
,

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
。 ’ ,
二̀习“ 02) 但是

,

这

一重要举措
,

还是由于受到封建守旧者的阻止和美国

的反华风潮而被破坏
。

18 8 1 年 6 月 19 日
,

清政府以
“

外洋风俗
,

流弊多端
,

各学生腹少儒术
,

德性未坚
,

尚

未究彼技能
,

先沾其恶习
,

即使竭力整顿
,

亦觉防范难

周
,

函应将该局裁撤
”
川 “ 2 ’

为由
,

下 令将留学生 一律

遣送回国
。

虽有容阂的极力维持
,

好友 纯齐勒牧师

( R e V
·

D r
.

o s e p h
.

T w i e h e l l )等联络耶鲁大学校 长泡

特 ( P r e s id e n t P o r t e r )
、

著名作家马克
·

吐温等出面劝

阻亦未果
。

川 自 1 8 8 1 年 8 月始
,

原拟以 15 年为期的

留学生
“

凄然返国
” 。

当时
,

在赴美的 12 0 名幼童中
,

除詹天佑和欧

阳庚两人大学正式毕业外
,

川 “ 6 ’̀
其余尚在大

、

中学

校学习
,

不得已终止学业回国
。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一事本身虽然未能善始善终
,

但也未完全失败
。

因

为在这一百二十名留学幼童中
,

除因事故及在美病

逝者 26 人外
,

其余 9 4 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

线上为国家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他们

是中国矿业
、

铁路业
、

电报业的先驱
,

他们中出现

了今天清华大学
、

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
,

出现了中

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
,

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

理
。

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 的各项事业中得

到安排
,

各展其长
,

主要有
:

在海军任军官者 18

人 ; 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 17 人
;
在电报业

任职者 16 人
;
在外交界任外交官 (领事

、

公使等

职 ) 及翻译者 15 人
;
在矿业系统任职者 8 人 ; 在行

政部门任职者 6 人 ; 从事医务者 5 人 ; 教育工作者

4人等
。

川他们的回国使
“

洋务新政
”

时期的人才恐

慌得以部分缓解
。

这批留美幼童后来成为知名人物

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
外交界要人唐绍仪

、

梁敦

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的唐国安
、

北洋大学的蔡绍基

等人
,

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以一一列举
。

容阂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川 有以下三点
:

( 1) 购买新式机器
,

充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 ( 2) 向清

政府提出
“

条陈四则
” ; ( 3)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

实施
。

不难看出
, “

洋务运动
”

时期的容阂是 以
“

实业

救国
”

和
“

教育救国
”

的手段来实践其
“

教育计划
”

的
。

容阂
“

教育计划
”

某种程度的实施和 中国近代第一批

留学生的派出对当时弥漫于 中国的顽固守旧风气是

一次沉重的打击
,

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

用
,

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
,

先河
。

此后
,

1 8 7 5 年

有 5 人赴英
、

法两国参观川
`35 ’ ,

1 8 7 6 年有 7 人赴德国

军营学习兵技
,

陆军川
`3 7 , ,

1 8 7 7 年福建船政局 又派

30 名学生前往英
、

法两 国学习船政川
`38)

,

1 8 9 6 年又

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

川 `69) 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

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
。

留学生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

地的中国到欧美
、

日本这些 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留学
,

不仅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

治学说
,

而且痛感自己国家的衰败和清朝封建专制的

腐朽反动
,

许多人出国留学的结果不是变为清政府的

奴仆
,

而是成为反清革命的战士
。

近代的许多革命

家
、

政治家
、

思想家
、

文学家
、

科学家都是从留学生当

中成长起来的
,

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留学运

动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从这种意义上讲
,

容

阂的
“

教育计划
”

并没有完全失败
。

但在事实上
,

容阂

所倡导的
“
留学计划

”
还是在中途夭折了

。

究其原因
,

不外有三
。

其一
,

清政府同意容阂率幼童赴美留学是

为了解决当时清朝当时的
“

人才危机
” ,

其根本目的是

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
。

可 以说
,

清政府的
“

西学为用
”

是为了其
“

中学为体
”
而服务的

,

这样
,

容阂成了清朝

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
。

反过来看
,

容阂投靠
“

洋务

派
”

本意上也是打算借
“

洋务派
”

之手
,

实现其
“

派遣

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 ,

继而达到
“

为国家储备人才的目

的
” 。

川 ( 8 6一
87) 由此看来

,

虽然二者的行为手段是相同

的
,

但二者的根本目的是相悖的
, “

幼童留学
”

计划

的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

其二
,

幼童的赴美留

学在一开始就遭到清政府保守派的反对
,

在留美计

划实施的过程中
,

保守派的对留学事务的攻击和指

责不断
,

这是留美幼童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
,

在曾

国藩死后
,

李鸿章在守旧派不断的攻击声中艰难地

支持着这项计划
,

最终不得不放弃
。

最后
,

幼童初

到美国时最多不过十三
、

四岁
,

正所谓
“

初生牛犊

不怕虎
” ,

他们对新事物的认知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

之迅速程度是成年人无法相比的
。

并且
,

他们根本

无法明白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为何物
,

更不用

提
“

为什么不能剪辫子
、

信仰基督教 ?
” 。

他们此时

在美国的家庭中生活
,

在美国的学校中学习
,

讲的

是美式英语
,

吃的是美式食物
,

每天的耳濡 目染必

然会对幼童产生 同化作用
。

那么
,

幼童们换洋装
,

剪辫子
,

人洋教的叛逆行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而且
,

从史料上看
,

幼童们的叛逆行为也是导致容

阂
“

留学教育计划
” 失败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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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思想的转变期

这次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夭折
,

容阂深受打击
,

被看成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不幸之事
。

然而这次打击

使容阂深刻地意识到了仅靠发展教育
,

还远远不能实

现他的救国理想
,

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
: “

中西文

化
,

判若天渊
;
而于中国根本之上之改革

,

认为不容稍

缓之事
。

此种观念
,

深入脑筋
,

无论身经若何变迁
,

皆

不能或忘也
。 ” 组̀〕“ ’ 0)

容阂介人太平天国运动
,

介人洋

务运动
,

实施他的教育计划
,

虽然均未果
,

但是他从这

些实际经历中
,

尤其是教育计划的失败
,

认识到
:

要改

变中国落后现状
,

仅仅靠发展实业
,

改变教育制度是

不 可能使祖国达到繁荣富强之境的
。

因此
, “

中国根

本上的变革
,

认为不容稍缓之事
”

这是一个极其可贵

的认识
。

要建设近代化国家
,

教育是重要的
,

发展工

业及其辅助性产业是重要的
,

但是
,

若没有政治上的

民主化
,

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
,

改造中国的计划就不

可能施行
。

即使施行了
,

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
。

对清政府的失望使容阂产生 了对清朝实行根本

变革的想法
,

最后走上维新道路
,

这一过程也是容阂

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
。

所以
,

他随即又投身于维

新变法运动的洪流中
。

维新变法失败后
,

容阂深刻地认识到腐朽落后的

清政府已无可救药
,

开始改变过去靠变法救国的思

想
,

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

资产阶级革命兴起

后
,

容阂走出了维新派的圈子
,

逐渐与康
、

梁保皇党划

清界线
,

并且开始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

最终

成为主张民主立宪共和国的革命者
。

此时的容阂 已

经从一个
“

教育救国者
”

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
“

革命救

国者
” 。

19 1 1 年
,

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
,

孙中山

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
,

曾致函给容阂
,

请其
“

归国任

事
” 。 9了容阂遂回信表示欢迎

,

但由于年迈
、

疾病所困

而未能成行
,

于次年逝世于美国
,

终年 84 岁
。

五
、

结束语

纵观容阂的一生可 以看出
,

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

伟大爱国学子
,

始终以国家
、

民族的振兴为已任
,

无论

何时何地
,

从未动摇过他的爱国之情
。

正如他的好友

吐依曲尔牧师 ( R e v
.

D r
.

o s e p h
.

T w i e h e l l )所说
: “

他

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

他热爱

中国
,

信赖中国
,

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

配得上它

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 ”

:l0 l正是这种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
,

使容阂一生都在探索国家振兴之路
。

他幼年在美国求学
,

青年向太平天国进言
,

中年投身

于洋务运动
,

并率幼童赴美留学
,

晚年参与维新变法
,

最终走上资产阶级革命之路
,

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他

的爱国足迹
,

为后人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
。

容宏是一个

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人
,

虽然他的思想紧跟时代的发

展方向
,

但是客观的条件使容宏不得不依靠不同的势

力来实现他的理想
。

从他留学归国后最初打算投靠

洪仁开
,

借助太平天 国的力量来实现他的
“

教育计

划
” ,

未果
;
转而投奔

“

洋务派
” ,

寄希望于
“

实业救国
”

与
“

教育救国
”

并举
,

无奈中途夭折
;
接下来他先是追

随康
、

梁
,

推行维新变法
,

走资产阶级改良的路线 ;在

维新变法失败后
,

容阂对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彻底失去

了信心
,

最终追随了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

山
,

而这时的容阂已经年老力衰
。

容阂为自己的理想

奋斗了一生
,

但在当时的中国
,

却无法得到彻底有效

的实践
,

这不仅是容阂来的不幸
,

也是国家的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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