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议清末幼童留美
何巧瑜

(吕梁高专汾阳师范分校 , 山西 汾阳 032200)

[ 收稿日期] 2006-7-11

[ 作者简介] 何巧瑜(1971-), 女 ,山西省文水县人 ,吕梁高专汾阳师范分校讲师 , 历史学学士。

[ 摘　要] 　十九世纪下半叶 , 地主阶级为维护清王朝的统

治 ,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虽然许

多措施没能奏效 ,但选送幼童赴美留学之事影响深远 , 成为

中国留学史上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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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艰难的开端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先驱 ,是“幼童留

美”的发起人 ,如果没有容闳 ,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

遣留学生出洋 ,但即使会派 ,也不会这样早 ,更不可

想象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容闳个人的传奇

经历 ,造就了“幼童留美”这一破天荒的大事。

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 ,七岁时被父母送到德国

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 ,父母希望儿子

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 ,改变贫穷的命

运。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 ,容闳

跟随布朗赴美留学。他先入中学 ,后在耶鲁大学半

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 ,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

业 ,他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 ,容闳希望能有

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

国日趋于富强文明之境” 。1854 年他回到祖国 ,为

实现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而奔波 。他曾游说过太

平天国领袖 ,但未被采纳。后来又到上海在海关做

事 ,当过翻译 ,转而经商 ,最后投入曾国藩的幕府 ,向

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 ,十八年来

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

1871年 8月 5日 ,由曾国藩 、李鸿章联名向同

治帝(实际上是垂帘听政的慈禧 、慈安两位太后)会

奏 ,太后批给总理衙门复议 ,总理衙门和曾国藩 、李

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 , 9月 5日再将“议奏”呈

太后 ,9月 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二 、严密的规划

访选各省聪颖幼童 ,每年 30名 ,四年共 120名 ,

分批搭船赴洋 ,在外国留学 ,15 年后按年分批回国。

“计回华之日 ,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 ,年方力强 ,正可

及时报效” 。

具体规定:赴洋幼童学习一年 ,如气性顽劣 ,或

不服水土 ,将来难忘成就 ,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

回 。幼童入学之初 ,读什么书 ,学什么专业 ,应由驻

洋委员列册登记 ,每四个月检查一次 , 年终汇总报

告 。驻洋正副委员 ,每人每月薪水银 450两 ,翻译一

人 ,每月薪水 160两 ,每年驻洋公费银共 600两 。正

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 ,每人银 750两 。幼童来

回路费及衣物 ,每人银 790两 ,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

租衣服食用等项 ,每年计银 400两 ,每年驻洋委员将

一年花费开单报告 , “倘正款有余 ,仍涓滴归公” ,如

果费用不足 ,可报告要求补充。留学事务局每年的

预算 ,为库平银 6万两 ,以 20年计算 ,约需库平银

120万两。

三 、招生困难重重

官方提供的待遇十分优厚:幼童赴美留学的 15

年中 ,政府负责衣食住行等全部开销 ,还有大学毕业

后在美游学两年的花费 ,学成回国后听候总理衙门

量才使用 。这意味着学生不必担心日后的身份 ,他

们先走西学之路 ,再回正规仕途 。

但是人们不知道那个美国(当时中国人叫花旗

国)为何许国也 ,几乎没有哪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

子送到一个远得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国

家 ,而且时间是如此之长 ,还要家长签字画押。更主

要的是据传说那个国家住的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

人 ,他们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来安在狗的身上。再

加上清政府的招生条件又极严格:“凡肄业学生必须

身家清白品貌端正 ,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者方可入选 ,

其身体孱弱及废疾者概不收录” , “凡挑选以年在十

岁至二十岁为率 ,凡十二岁至十四岁者择其文理略

通即可入选 ,其十五岁至二十岁必须中国文理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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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粗通洋文 ,略解翻译方可入选”等等。

所以招生的困难显而易见 ,最初几乎没有人报

名。在这种情况下 ,容闳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了风

气早开的故乡 ,于是 120名幼童的籍贯表现出了明

显的特征:84人来自广东 ,占总人数的 70%,其中来

自香山县的有 39人 ,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此外 ,江

苏人 22名 ,浙江人 8 名 ,安徽人 3名 ,福建人 2名 ,

山东人 1名。

幼童的家庭出身也有特点:在全部幼童中商家

子弟居多 ,有 31人父亲的职业和“洋务”有关 ,尽管

政府刻意要求选拔“不分满汉” ,但却不见一个八旗

子弟 ,也决无汉人高官的子弟 。可是你若浏览留美

幼童的名单 ,仿佛人人出自诗书之家 ,名字个个温文

尔雅或略显大气 ,实际上这是政府认为幼童代表大

清国出洋 ,姓名粗鄙者责令家长更换的结果。

四 、出国后变化巨大

留美幼童分为四批 ,每批 30人 ,都是从上海出

发 ,乘坐轮船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 ,到达旧金山后乘

坐火车去康涅狄格河畔的哈特福德 。幼童们第一次

坐轮船 ,第一次认识了火车 ,在他们眼中 ,一切都是

那么新 ,那么奇……

与幼童们同去的有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的陈

兰彬(后继者是吴子登)和担任副委员的容闳 ,还有

一名翻译。容闳考虑到城市花费太高 ,孩子们年龄

尚小等问题 ,与波特校长 、康州教育局局长商议决

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散到沿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

人家中 ,既能尽快学习语言 ,又能得到家庭的关怀 。

接受孩子的美国人多数是教师 、医生和律师。局长

还写信要求这些家庭教师们掌握孩子们的作息时

间 ,在慈爱中严格要求 ,注意道德培养 ,注意中文的

温习 ,还特别提出注意幼童的健康……

幼童们像一块块被热扔进水中的海绵 ,吸吮着

身边的一切———

他们学习英文的速度惊人 ,许多人很快克服了

语言障碍 ,融入了他们的美国家庭 。他们脱去锦缎

小袍 ,穿上美国学生的运动服装 ,他们剪去辫子 ,梳

起美国孩子的小分头;他们划船 、溜冰 、跳舞 、唱歌 、

野营 ,日甚一日地爱上了异国的文化习俗。他们爱

好棒球 、冰球 、骑自行车 ,在体育场上压倒了美国人;

在社交场合 ,也会让美国男孩垂头丧气 ,因为最漂亮

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优雅恭顺的东方

男孩……

当然 ,他们还要温学中文 ,这是必修课 ,有五部

儒家经典 ,还有《孝经》《小学》《国朝律例》和《圣谕广

训》 。

在全新的环境中 ,幼童们一天天长大了。从小

学到中学 ,他们个个学习用功 ,成绩优良 ,有的因为

用功过度 ,加之身体单薄 ,常常病倒 ,还有三个人积

劳成疾 ,客死美国 。到 1880 年 ,多数学生已经中学

毕业 ,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 ,有至少

50人考入大学 ,像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麻省理

工学院等 。他们学习的专业多跟“洋务”有关 ,如化

学 、物理 、地质 、土木 、工程 、法律 、医学等 ,但遗憾的

是没有人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学习 ,原因是美

国政府没有给中国幼童进入军校学习的权利 ,这就

使李鸿章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初衷大打折扣 。

五 、强行提前召回

幼童留美计划原本长达十五年 ,但进行到第十

年时 ,遭到强烈反对 ,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原

因是当年洋务派倡导幼童留美 ,其宗旨是“中学为

体 ,西学为用” ,是希望借外国人之手培养一批掌握

西方科技知识 ,但骨子里充斥着封建纲常礼教的卫

道士 ,而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

幼童在美留学期间 ,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过的

是美国式的生活 ,而小孩子思想单纯 ,非常容易“美

国化” 。几年之后 ,他们不愿再穿中式服装 ,辫子也

剪掉了 ,还有的渐渐信奉基督教 ,他们不再对《四书》

《五经》感兴趣 ,而迷恋起自由 、民主的观念 ,个别幼

童还和美国女孩暗暗约会……这在开放的容闳眼中

很正常 ,但在保守的陈兰彬和吴子登看来 ,这些举动

是大逆不道 。

于是吴子登把种种诋毁幼童的言论传回中国 ,

守旧派官僚强烈攻击留学事宜 ,清政府动摇了 ,李鸿

章犹豫不决 。为了挽救留学事业 ,容闳多方奔走 ,联

络美国若干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总理衙门 ,请求美国

前总统格兰特帮助 ,但这些努力并未奏效 ,留学事务

大势已去。1881年 6月总理衙门向皇帝呈递了“奏

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皇帝准奏 ,这样留

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

六 、凄然归来

幼童分三批撤离美国(有少数人抗拒召回 ,还有

的在召回途中秘密逃跑)。

当他们回到上海时 ,没有他们想象中的欢迎仪

式 ,没有熟悉的面孔 ,更没有祖国伸出的温暖的双臂

———他们前途未卜 。

据粗略统计 ,回国的 94名幼童中 ,有 41人被分

配到包括北洋水师 、广东水师 、福州船政局 、江南制

造局 、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 ,接近半数;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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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少 17人被分配到天津电报学堂 ,7 人被分配到

开平矿务局路矿学堂……

他们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

史事件 ,有人在中法海战 、甲午中日海战中阵亡;有

人成为中国铁路 、电报 、矿山事业的开山鼻祖;有人

涉足政坛 ,当了李鸿章的幕僚 、袁世凯的顾问 ,甚至

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有人献身教育 ,创

办学校 ,担任校长;还有人当了外交官 ,为祖国 ,为人

民奋斗……

七 、结束语

如今 ,幼童们的身影早已远去 ,但他们的开拓精

神 ,赤子之心 ,务实的作风 ,海纳百川的胸襟成了留

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跌宕命运 , 不平凡的经

历 ,仍然给置身于当今留学大潮中的人们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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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投资者为主体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加重视与

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信息的揭示 ,谨慎性原则的应用成为必

然。谨慎性原则在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多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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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竞争和风险的日益加

剧 ,会计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来

越高 ,以投资者为主体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加重视

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信息的揭示 ,谨慎性原则的

应用成为必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

核算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合理核算可能发

生的损失和费用;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 ,少计负债和

费用 ,但不得计提秘密准备。

一 、在会计准则和制度中 ,谨慎性原则体现为:

1 、全面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企业对可能发生损失的各项资产都应当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使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真实可靠 ,

符合资产的定义 。制度明确规定必须计提的 8项资

产减值准备分别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短期投资跌

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固定资

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

备 。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

的应收及预付款项 ,包括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预付

账款 、其他应付款等 ,其中对预付账款规定 ,若有确

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款性质或其他原因 ,应当

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 ,再行计提准备;对应收票据的

规定是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不能

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的 ,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

应收账款并计提准备。

2 、将虚拟资产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企业

会计制度》为保证企业资产质量 ,还要求如果某项待

摊费用已经不能使企业受益 ,应当将其摊余价值一

次全部转入当期成本 、费用 ,不得再留待以后期间摊

销;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

月一次性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对于待处

理财产损益科目 ,不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均应

冲减资产并在年末计入当期损益 ,不得列示于资产

方 ,避免企业以待处理财产损益的处置方案未获有

关部门批准为由长期挂账。上述项目从经济实质看

反映的是一种“虚资产” ,他们实际上是企业已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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