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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丁日昌在近代首批幼童留学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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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 统战部 ,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在洋务运动不断深入的情况下 ,丁日昌热心于对外派遣留学生 ,并积极参与留学一事的酝

酿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精心谋划 。没有丁日昌的理解 、支持和促成 ,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

曾国藩 、李鸿章的采纳 ,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可以说 ,留学这一惊世之举在 1872年最终成行 ,

丁日昌的贡献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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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对丁日昌的研究 ,据初步统计 , 自 1980

年以来有 50篇左右的论文公开发表 , 涉及吏治 、经

济 、洋务 、外交 、社会关系等诸方面内容 ,在文化教育

领域的近代首批幼童留学的研究方面 ,学界多把目

光集中在容闳 、曾国藩 、李鸿章等的研究上 ,而对此

事同样有较大贡献的丁日昌的详论较少 。在晚清洋

务派中 , 丁日昌可以说是一位“能见其大” 、“能致其

精” 、“能尽其实”的重要历史人物 ,在洋务理论尤其

是在洋务实践方面表现出的超前意识 ,在对西方世

界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选择问题

上 ,他均走在同时代一般人的前列 。本文试就丁日

昌在近代中国首批幼童留学中的贡献作一探讨 ,以

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 ,以奕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

章 、丁日昌为代表的洋务派也疾呼兴办教育 、研习西

学 ,并以抨击科举制为突破口 ,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发

起猛烈的冲击。一系列新型学校(如语言学校 、军事

学校 、师范学校等)的创办 ,体现了他们兴办学堂培

养人才以实现自强的思想 ,而在研习西学 、探求富强

的过程中 ,最能收速效而济急用的则为向国外派遣

留学生。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留学教育同样表

现出极大的热情 ,认为“出洋一年 ,胜于读西书五

年” ,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 1] (P116)

由此可见 ,出洋留学在改革传统教育 、培养人才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国藩 、李鸿章在论证派

遣学生出国留学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时指出:“当此

风气既开 ,似宜亟选聪颖子弟 ,携往外国肄业 ,实力

讲求” , “远适肄业 ,集思广益 ,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古人谓学齐语者 ,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 ,又曰百闻

不如一见 , 此物此志也” 。
[ 2] (P153-154)

表达了走出国

门 、实施留学教育 、求新知于世界的大胆想法。在当

时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的背景下 ,

这种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主动接受并吸收西方文化

知识的新式人才的培养方式 ,关系到晚清统治及民

族命运 。从一定程度上讲 ,出洋学习是全面的 、切实

有效的研习西学的最佳途径 ,派遣留学生也就必然

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首倡于容闳 。容闳(1828-

1912年),字达萌 ,号纯甫 ,广东香山人 , 1847年随美

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 ,在耶鲁大学接受过美国系

统的高等教育 , 1854年学成归国 ,是中国近代留学

第一人 。容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感受极深 ,这也使他立下了沟通中外文化教育交

流的志向。“予既远涉重洋 ,身受文明之教育……则

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3] (P62)

同时 ,长

期的西方文化的耳闻目睹 ,使他产生了大量输入西

方文化可以帮助古老的中国在变局中复兴之认识:

“以西方文明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

明富强之境 。”[ 3] (P62)基于这一认识 ,他也就产生了由

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后又形成了具体计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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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包括选派颖秀青年;先定 120名学生以试行 ,

分四批按年递派;留学限定为 15年 ,学生年龄以 12

岁至 14岁为主;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各项事

务。另外还涉及课程安排和留学生经费的来源等项

事项 。他认为 ,挑选 10余岁的幼童出洋留学 ,15年

后学成归来 ,30岁上下效力于朝廷 ,年方力强 ,正堪

大用 。

二

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大楼至圣殿两侧壁厢

陈列的肖像中 ,除曾国藩 ,李鸿章外 ,还有丁日昌 。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 ,一作雨生 ,广东丰

顺人 ,官至江苏 、福建巡抚 。在筹办留学的过程中 ,

丁日昌并没有亲自上奏朝廷请准留学 ,也不是派遣

留学生出洋学习计划的首倡者 ,却被列为促成留学

的主要人物 ,可见丁日昌在清末第一批幼童出洋留

学中的作用与贡献。在幼童出洋留学活动中 ,容闳

首倡于先 ,曾国藩促成于后 ,而中间起桥梁和促进作

用者则为丁日昌 。

容闳对自己这项留学生计划充满信心的原因有

二。第一是他认为这项计划详细周密 ,基本上涉及

到留学过程中具体问题的方方面面 。第二是在他奏

请计划时主要依靠两个有实权且又热心的人物 ,一

个是曾国藩 , “曾文正者 ,于余有知己之感 ,而其识量

能力 ,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 , 当日政界重要人物” 。

另一个就是丁日昌 , “与余志同道合者 ,又有老友丁

日昌 。丁为人有血性 ,好任事 ,凡所措施 ,皆勇往不

缩” 。[ 3] (P121)

在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 ,容闳就到苏州公署

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 ,丁日昌对此也

大为赞许 ,并嘱容闳尽快起草一份详细材料。这个

草案就是日后中国派遣赴美留学生的蓝本。其基本

内容包括人数 、年龄 、计划批次 、留学年限等 ,学习内

容为自然科学或法律等专门知识;经费由上海海关

从税收款项中提成拨给;朝廷派出留学生监督负责

管理 。这个说贴由丁日昌以奏稿寄呈洋务派在朝廷

的主要代表人物 、时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

祥 ,请其具名上奏 。这样 ,在丁日昌的积极支持下 ,

一份开创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风气的文件产生了 。

丁日昌在留学计划酝酿过程中 ,多方筹措极力促成

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请求文祥代奏 。“文祥 ,满人 ,时方入相 ,

权力极伟也 。”
[ 3] (P121)

文祥在总理大臣之中开明且有

魄力 ,遗憾的是恰遇文祥丁忧 ,按照中国礼制 ,凡现

任官员遭父母之丧者 ,须退职居丧 3年 ,不得与闻政

事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守丧不到 3 月 ,文祥本人也

因病去世。

第二 ,极力向曾国藩建议。文祥去世后 ,容闳就

转而想借助清朝重臣曾国藩的支持 ,他请丁日昌“常

向曾督言此 ,以免日久淡忘” 。[ 3] (P123)丁日昌受容闳

之托 ,确实重又提及 ,但并未引起曾国藩的足够重

视 。直到 1870年 ,在丁日昌与曾国藩一起调停天津

教案时 ,丁日昌向曾国藩重又提及留学教育一事 ,才

最终有了成效。据容闳回忆说:“一夕 ,丁抚归甚晚 ,

予已寝 ,丁就予室 ,呼予起 ,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 ,将

四人联衔入奏。”
[ 3] (P125)

可见 ,丁日昌为此事出力甚

多 。另外 ,曾国藩之所以重视丁日昌之提议 ,情愿多

次代为上奏 ,除了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外 ,两人在长

久交往中他对丁日昌的了解也是一个因素 ,曾国藩

在统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 ,就知丁日昌之认识宏

远 ,是一位有真知灼见及很有条理之人。

第三 ,游说枢府诸臣 。同治八年(1869年)四 、

五月间 ,丁日昌利用进京陛见的机会多次拜见枢府

诸臣 ,推介出洋留学计划 ,但此时丁日昌所谈的一些

情况与容闳的计划有些出入 ,如留学之青年不少于

200名 ,而非 120 名 ,并定留学之去向为美国与欧

洲 ,而非仅留学美国。虽此计划并未上奏 ,但出洋留

学在京师大员中也已有了议论 ,影响渐至扩大。

第四 ,扩充所习内容。派人到国外学习工艺制

造一事 ,他早在同治四年(1965年)与李鸿章已有讨

论 。但当时所议只限于旗兵 ,学习偏重于军器 。丁

日昌在天津向曾国藩的建议中扩大了学习范围 ,“拟

选聪颖幼童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 、船政 、步

算 、制造诸学 ,约计十余年 ,业成而归 ,使西人擅长之

技中国皆能谙悉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 2] (P153)

第五 ,推荐负责人 。丁日昌密切关注留学计划

的进展 ,也为这一计划能早日实施而殚精竭虑 ,表现

之一就是对留学生监督的人选考虑。这一举动容闳

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说:“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 ,

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 [ 3] (P12 6)同时 ,

丁日昌还具体陈述了在当时环境中这样选择的原

因:陈兰彬身为翰林 ,是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推荐

陈兰彬也是为了减少留学成行过程中的阻力。

留学之事 , “固属中华创始之举 ,抑亦古来未有

之事” 。
[ 2] (P157)

在筹办过程中的困难也较多 ,其中的

选材及筹费之难尚好解决 ,而传统体制与保守心态

的阻挠相当棘手。反对力量大 ,真心支持者少 ,传统

的束缚无形中就形成了留学计划实施中的障碍 。正

是考虑到传统体制下守旧心态的抵制 ,容闳所提四

则条陈中列留学于第二 ,本来容闳眼光所注而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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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成者为留学一款 ,而置此于其他陪衬之条款中 ,当

有避嫌之意。按容闳的解释:“予友谓予 ,官厅批誉

公事 ,例有准驳 ,吾与以可驳者 ,而欲得者乃批准矣 ,

且目的 所在 , 列之事二 , 乃不显有偏重 之意

也。”[ 3] (P123)同样 ,丁日昌举荐有翰林资格时任刑部

主事之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 ,也是顾及到这层阻力 。

丁日昌曾对容闳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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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P126)

三

中国首批留学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八月

十一日由容闳等率领 ,从上海乘船赴美。这是中国

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 。

丁日昌在困难较多 、阻力较大的情况下 ,仍对留学一

事倾力支持 ,原因有三。

第一 ,丁日昌与容闳有深厚的个人友谊 。容闳

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的留学生 ,

对西方文化了解颇深 。归国后 ,一度成为丁日昌之

智囊 。他以其海外亲身经历向丁日昌介绍了西方世

界的一些实际情况 ,对帮助丁日昌了解和认识美国

等西方国家颇有裨益 。容闳向丁日昌多有建言 ,内

容涉及轮船公司 、派遣留学生 、开矿 、筑路 、教会等问

题 ,引起了丁日昌的重视。特别是其留学教育计划

尤为丁日昌赞同 ,竭力予以促成。因而 ,容闳为丁日

昌坚定认知西方文化的决心和信念 ,提供了师友之

间难得的激励作用。

第二 ,容闳的留学建议 ,正符合丁日昌以培训实

用济世人才为目的 ,以研习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

思想 。丁日昌认为 ,在外来势力渗入中国的时势中 ,

单纯的儒家道统是于事 、于时无补的 ,因此 ,在其教

育思想中也就始终偏重于西人之长技的西学。“船

坚炮利 ,外人长技在此 ,中国受制亦在此。”[ 4] (P50)为

摆脱受制于人以自强 ,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吸纳西

学 ,是先进的中国人面向世界 、研究现实后的冷静选

择。丁日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 ,内容涉及“船坚炮

利” 、人才培养 、外交理念 、富强之术(包括铁路 、矿业

等物质文明)等方面 ,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基于

此 ,他大胆实践 ,从而为晚清近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

献 ,在晚清思想文化演进历程中功不可没。一批守

旧之士如王家璧 、于凌辰等人则对丁日昌多方诋毁 ,

大骂他“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
[ 5] (P130)

且斥其为“丁

鬼奴” ,
[ 5] (P121)

甚至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还有人上奏清

廷“请戮郭嵩焘 、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 6] (P855-856)

第三 ,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感。丁日昌对凡有益

于时务者 ,均主张实心研究。这就决定了他热心支

持走出国门 、出洋学习的留学计划。作为一个开明

且有远见卓识的洋务官僚 ,丁日昌在实践中自觉或

不自觉地履行着这一有强烈时代性和饱含民族情感

的神圣使命 。留学成行 ,不仅有利于西学的学习与

传播 ,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之举也把救亡与启蒙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也暗合了须图自强之历史趋

势 ,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应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

因此 ,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历史意义 ,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直击“夷夏大防” ,突破传统技艺观。“夷

夏大防” 、“夷夏之辩”是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 ,传统

技艺观一直都视技艺为奇技淫巧 ,这些观念无疑是

通向近代化的严重思想障碍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

展 ,就必须突破“夷夏大防”和传统技艺观的思想观

念 ,这种突破具体体现在师夷和开放的认识与行动

上 。时局的变化使洋务官员认识到师夷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 ,也更为理直气壮:“若

(华学)尚不足以制敌 ,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 ,择善而

从 ,又何嫌乎 ?” [ 7] (卷15 , P4)可见洋务官员已经对“夷夏

大防”观念有了突破。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

大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洋务官员已经认识

到泰西各国的强大在于他们重技艺 ,因此 ,他们仿西

法 、重西学 、研究技艺 、激励人才 ,大有“不极其精不

止”
[ 5] (P83)

之势。传统教育一直将科举仕途视为正

道 ,而派遣留学生赴美 ,则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

河 ,这一“创始之举”是“古来未有之事” ,[ 8] (卷19 , P7)突

破了“夷夏大防”和传统技艺观 ,对开启风气 ,思想启

蒙 ,吸纳西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自此以后 ,中国

出洋留学者渐多 。1875-1881年 ,沈葆桢 、李鸿章

等又先后派出几批人赴法 、德 、美等国留学;1896

年 ,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送留学生 , 20 世纪初赴日

留学遂成为一种热潮。如果将选派留学生置于近代

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大潮中去考察 ,那么 ,丁

日昌对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伟大创举的促成 ,其

意义就更深远。

第二 ,为我国培养了急需人才。为国育才 ,为洋

务运动育才 ,是派遣留学生的首要目的 。尽管由于

国内顽固派与曾为留美学生监督 、后改派为中国驻

美公使的陈兰彬和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吴子登等的破

坏 ,中国留美学生 100多人于光绪七年(1881年)被

遣送回国 ,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夭折了。这

些分 4批到达美国的学生归国之后 , “分派各处为

差 ,均能始终勤奋 ,日进有功” 。[ 2] (P167)据统计 ,除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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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早夭 、1人不详外 ,其余 102 人留美归国后的职业

分布是:政府官员 4 人 ,铁路工程师 5 人 ,医生 、教

师 、记者 、编辑 10人 ,经商 、银行 、海关 12人 ,煤矿工

程师 13人 ,铁路官员 14人 ,外交人员 17人 ,电报工

作 17人 ,海军军官 18人(统计时略有交叉重复)。[ 9]

可见 ,这批人绝大多数成了近代中国的有用人才 ,而

其中又有卓越超群 ,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的 ,

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民国政府首任国务总理 、

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 ,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 ,

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 、教育家 、翻译家严

复等 。另外 ,黄耀昌 、陈荣贵 、唐国安 、梁普照 、邝荣

光 、邝景扬 、陆锡贵等 ,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

奎 、周万鹏 、袁长坤 、程大业 、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社会的

近代化 ,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 ,对广东等省的人才培养影响深远 。由于

世俗的偏见和传统的积习 ,也由于当时“中国尚无报

纸以传播新闻 ,北方人民多未知中国政府有此教育

计划 ,故预备学校招考时 ,北人应者极少” 。当年首

批留美学生在 4年中分 4 批共 120人的选派 ,在偌

大的中国居然很难满额 ,因此广东成了生源的重要

省份 。因为丁日昌 、容闳都是广东人 ,他们在招生任

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 ,自然把目光放在广东或毗邻

澳门的香山县 ,甚至港澳地区外国人所办的学校 ,从

这些地方招集幼童赴美。120名留学生 , “南人十居

八九” ,“来者皆粤人 ,粤人中又多为香山籍” 。
[ 3] (P128)

这批留学生中 ,来自广东的 83人 ,江苏的 22 人 ,浙

江的 8 人 ,安徽的 4 人 ,福建的 2 人 ,山东的 1人 。

如上所说 ,尽管这批学生学业未完便被迫回国 ,但他

们经努力后仍大多数学有所成 ,并且因为这批人开

风气之先 ,其对家乡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这应该是近

代广东人出国求学多 、人才多乃至观念较新的一个

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 ,广东 、江浙人士在中国政治 、

外交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 大概与此均有较大关

系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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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ng Richang's Function in the First Children Studying Abroad in Late Qing Dynasty

GAO Ru-min

(Department of Uni ted Front , HenanUniversity , K ai f eng 475001 , Henan ,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 esternization movement , Ding Richang activ ely took par t in the educa tion of studying

abroad and carefully plo t in some specific affair s.I t is clear that without Ding Richang's understanding , suppo r ting and

promo ting , Rong Hong's plan fo r the educa tion of studying abr oad can't be adopted by Zeng Guo fan and Li Hong zhang , no t to

mention be sanctioned by Q ing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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