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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

的中国人 , 他一生“志在维新中国”,“改革和复兴

中国”。[1] 39—140 通过对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

的议析 , 可以显现 他 作 为 近 代“新 中 国 运 动 ”①的

“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一、“天京之行”:“复兴中国”的一次探路

容闳是一位始终不渝的爱国者。他于1854年

从美国耶鲁大学即将毕业归国之际 , 即树立“复兴

中国”之志。他“意以为”, 自己是“被当作西方文明

表征的西方教育”的受益者,“当使后予之人 , 亦享

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

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 62容闳“复兴中国”思想

和活动主要有实施其“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两

个方面。他为实现既定目标, 在归国后的“初入社

会”阶段, 即努力寻求“复兴中国”之路。

1851年中国发生了以“诛妖救世”为号召的太

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 , 除少数像何

震川这样低层次士人附和运动外 , 大部分封建士

人、尤其是科举功名比较高的中上层士人 , 在起义

农民面前基本上是‘铁板一块’。”[2] 拿容闳与同时

代的中国士人相比, 他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

又能以较开放的态度对待政治改革和政治变革 ,

以致他能与众不同地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复兴

中国”的一种选项。如他所说 ,“予当修业期内 , 中

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尤甚”。1855年夏

他居广州, 适逢两广总督叶名琛“出极残暴之手

段”镇压天地会红巾军起义。他目睹“种种惨状”,

“乃深恶满人之无状 , 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

当”。他为解决头脑中对太平军“果胜任创造新政

府以代满洲乎”的悬念 , 至1860年秋冬间遂有天京

之行。[1] 61—88

容闳1856年在香港时认识洪仁玕。到天京后,

他“探 视 故 人 ”, 向 已 成 为 干 王 的 洪 仁 玕 提 出“七

事”, 即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设立

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建设海军学校;

建设善良政府, 聘用富有经营之人才为各部行政

顾问; 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颁定各级

学校教育制度, 以圣经为课程之一; 设立各种职业

学校等。[1] 94显然, 这份改革建议, 实际上是一幅包

涵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改革内容的早期

近代化蓝图。

容闳曾说,“南京之行 , 本希望遂予夙志 , 素所

主张之教育计划, 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 , 二者有所

藉手, 可以为中国福也”。[1] 99但结果, 他根据“观察

所及”, 断定“太平军之行为 , 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

力”, 从而使原先“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 , 庶几

此新政府能除旧布新”的愿望落空。[1] 100虽然如此,

这 次 超 越 时 人 的 访 问 仍 应 被 视 为 是 容 闳 对 寻 求

“造新中国”之路的一次大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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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 一场“循用

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的洋务运动接踵发生。

容闳通过“天京之行”“顿悟”太平军“不足恃”后 ,

遂把实现“夙志”的目光转向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1863年秋, 容闳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善兰等人荐

言“其人抱负不凡 , 常欲效力政府 , 使中国得致富

强”而“受知”于曾。[1] 106他在安庆向曾国藩提议建

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母厂”,“以立一切制造厂

之基础”。[1] 111旋奉命赴美采购机器, 使中国第一个

近代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于1865年顺利建成。

容闳的创议是启迪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很快形成

“觅制器之器”( 见清同治朝 《筹办夷务始末第25

卷》) 的“制器”思想的重要原由。1867年, 容闳趁曾

国藩“来沪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 ,“复劝其于厂旁

立一兵工学校, 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以机器工

厂上之理论与实验”,“不久遂得实行”。至清末已

“造就无数机器工程师”。[1] 1201867年 , 容闳向总理

衙门呈递《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 建议在上

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第二年, 他通过江苏巡抚丁

日昌转呈《条陈四则》, 重申组织一“纯粹之华股”

“合资汽船公司”的倡议。[1] 121—122这些建言实开1872

年轮船招商局创办的先声。此外, 容闳在洋务运动

中, 还在译书、购买枪炮、办报、代为选聘“洋匠”等

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和贡献。

容闳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创者。他在洋

务运动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首倡派遣幼童赴美留

学的“教育计划”, 他始终将之“视为最大事业 , 亦

报国之唯一政策”。[1] 135他在曾国藩准请“于江南制

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后 , 自度“向所怀之教育计

划, 可谓小试其锋”。遂进而向已升任江苏巡抚的

老友丁日昌多次“语以所谓教育计划, 丁大赞许。”

又“恳其常向曾督言此”。[1] 121—125及至1870年间, 经

丁日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往返相商 , 容闳所提

出的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终于获得奏准

和实施。[3] 153—174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

端。容闳所倡导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作为中国人

有组织的走出国门吸取西方科学和文化的“破冰

之旅”, 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

举。虽然, 由于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攻击和作

梗, 留美计划于1881年被猝然中止 , 大部分学生

“未能受有完全教育”而“凄然返国”, 因此严重折

损了这项计划的成效。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

看 , 容闳“教育计划”对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所发生

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

历史表明 , 1872年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120名

幼童留美 ,“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26名外 , 其

余94名”, 均于1882年分三批回国 ,“头批学生21名

均送电局学传电报, 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

海机器局留用23名, 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

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均

能始终勤奋, 日进有功”。[3] 167他们不仅很快从归国

之初所曾受到的某种猜忌和冷漠中振作起来 , 而

且在以后长期的历练中, 通过自身的努力 , 逐步成

为各方面的杰出英才 , 对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现

代化事业作出了特出贡献。如以詹天佑为代表, 在

铁路、矿冶、航运等科学技术和实业方面做出了众

多成绩 ; 以唐绍仪以及梁诚为代表 , 在内政、外交

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唐国安、蔡绍基为代

表, 在创立高等学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外 ,

还有一项重要业绩, 那就是留美幼童撤回后 , 先后

有四十多人在海军中服务并担任要职 , 有沈寿昌、

陈金揆等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 , 他们

的英名永垂史册。[4]总的来说, 在洋务运动和清末

社会变革潮流中, 昔日留美幼童们始终站在前沿

的位置 , 这也显现和深化了容闳的“教育计划”的

历史意义。

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是会伴随着历史潮流的发

展而增色的。容闳派遣学生留美计划虽被中止, 但

“走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

的。甲午中日战争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而留学

运动的再起成为民族觉醒的一种表征。随着清季

留学运动的蓬勃发展 , 留美学生也逐渐增多: 1900

年 , 10人; 1905年 , 30多人; 1910年 , 增至500多人。

1910年《留美学生年报》欣称:“中国留学生满布于

美国”。[5] 时届耄耋之年的容闳也感慨地写道:“自

中日、日俄两次战争 , 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 ,

已达数百人。是1870年曾文正所植桃李 , 虽经蹂

躏, 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株复生也。”他还满怀深

情地说, 当年“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

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 , 也是我认为

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1] 145, 39—40

应该认为, 近代中国复兴之路是一个长期、艰难而

曲折的历程, 它最初是从吸取西方科学文化开始

31



鄂 州 大 学 学 报 第 13 卷

的 , 而且“科教兴国”始终是中国复兴历史内涵的

一个重要层面。容闳首倡留学运动成为近代中国

“科教兴国”和“复兴中国”的“前驱先路”, 其功厥

伟。

三、“改良政治”: 与晚清历史潮流同步

容闳“志在维新中国”, 他从“抵安庆”“初登政

治舞台”开始, 对“改良政治”一直寄予企盼。迨留

美“教育计划”夭折, 他深切地感到“中国根本上之

改革”已“不容稍缓”。[1] 144不久, 他作为驻美、西、秘

副公使也任满, 离美回国。1883年夏 , 他因妻病返

美 , 三年后妻丧 , 为抚育两个年幼的儿子 , 在美卜

居。尽管事业和生活双遭不幸, 仍时刻不忘报效祖

国。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在历史潮流影响下, 容闳探索“改良政治”的

路程也在发生转折。甲午战争爆发后 , 容闳愤“日

人”“借此兴戎”,“爱国心油然而生”。他通过昔日

驻美公使馆参赞蔡尔康向张之洞“条陈”战事“规

划”。旋奉张电召“立归中国”。1895年初夏抵上海,

探寻“再作一番事业”的政治道路。[1] 146—149他先后提

议“聘用外人”,“重新组织”“中国行政机关”;“于

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1] 151—154准美商筹款“造成”中

国“全境铁道”[6]; 修筑“天津直达镇江”铁路[1] 154等。

在这些献策中, 爱国之心清晰可鉴。但有些因列强

之间的矛盾和清政府官员的派系斗争而未果 ; 有

些因他对脱离已久的中国的国情缺乏充分了解而

难于实行。从此, 他收起寄希望于“洋务”的“救助

中国之心”[1] 154, 放弃从“受知”于曾国藩以来一直

沿用的“求知当道, 游说公卿”的求索政治模式 , 而

跟随维新潮流前进。

容闳1896年在上海时结识梁启超。1898年, 容

闳有感于在“中国政治上存亡危急之秋 , 适维新潮

流澎湃而来”,“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 , 遂奋

起提倡维新之事业”, 他“目睹此状 , 乃决意留居北

京”。 [1] 155—156他“在北京时 , 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

人”。他参加康有为宣传变法的活动。据记载, 保国

会“开会第一日 , 南海演讲俄罗斯问题”, 容闳“在

场”。[7] 112容闳所在金顶庙“寓所”, 一时几变为维新

领袖之会议场。[1] 156百日维新失败 , 容闳函请李提

摩太营救梁启超。康有为逃离北京时, 致密函于李

提摩太 , 请求将所附致容闳信“代为密交 , 各情并

告知, 此函亦并示之”。[8]正因为容闳与康梁等维新

派关系比较密切 , 政变发生后 , 他“不得不迁徙以

逃生。乃出北京, 赴上海, 托迹租界中”。[1] 156

戊戌政变后 , 容闳在上海与唐才常、汪康年、

经元善等人颇多交往, 与海外的康有为等人仍互

通声气。1899年底, 容闳秘密去香港。1900年1月下

旬, 发生清廷立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上海经

元善联名一千多在沪绅商通电反对。后遭清廷缉

捕, 逃居澳门。容闳致函经元善,“感触”他“电争之

事 ”, 称 誉 他“保 君 大 节 ”, 并 自 称“仆 与 公 异 流 同

源”。另外 , 又致函港督 , 请求允许让经转移到香

港。[9] 1900年3月底, 容闳到新加坡, 与康有为以及

新加坡侨商邱菽园等商议起兵勤王事宜。参与会

见的丘逢甲在《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 , 即送西行》

诗中, 有“艰危天下局, 慷慨老成谋”、“南华楼上

话, 一夕定千秋”、“柬之原未老 , 终仗力回天”

等句[10] 将容闳比喻为趁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帮中

宗复位的张柬之 , 称咏容闳在这次“勤王”密谋中

居有领袖群伦的地位。

1900年6月 , 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 , 八国

联军侵略中国。为挽救时局 , 在唐才常等人策划

下 , 维新派人士于7月下旬在上海愚园召集“中国

议会”, 亦名“中国国会”。会上, 容闳与严复被选举

为正、副会长。容闳“向大众宣讲宗旨, 声如洪钟。

在会人意气奋发, 鼓掌雷动”。[7] 243容闳又负责起草

英文宣言, 严复译成汉文 , 此文即成为唐才常自立

军起义时的《汉口自立会宣言》, 其中说 :“变旧中

国为新中国, 我辈之责任也 , 我辈宜亟谋皇帝复

辟, 而创立立宪帝国”。[11]可见, 容闳与自立会的政

治目标是通过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 , 从而使旧

中国变为新中国。

传统的旧中国演变为现代的新中国是一个客

观的历史进程, 又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运动。作为历

史进程从鸦片战争已经开始, 但在社会主体层面

得到较自觉的反映则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应该说,

被梁启超自评为“新中国史第一章”的戊戌维新和

宣称以“建设新中 国 ”为“无 上 之 宗 旨 ”的 共 和 革

命, 同属于清末新中国运动的不同的层次。自立军

起义失败后, 新中国运动中的保皇立宪和共和革

命这两股潮流开始急速分化 , 向以“维新中国”为

职志的容闳, 逐渐使自己与共和革命潮流连接起

来。

事实上, 容闳1899年底抵香港后 , 通过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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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会总部参与办理《中国日报》的堂弟 ( 1882年

回国的第三批留美幼童) 容星桥 , 与兴中会员谢缵

泰结识并建立了较密切的友谊。时兴中会与康、梁

谋求合作。谢多次主张推选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

主席, 以容闳为未来的临时政府总统。容闳从谢缵

泰那里开始了解孙中山, 并同意谢向他提出的与

孙联合和合作的主张。[12] 1900年8月22日 , 孙中山

自日本横滨秘密赴上海 , 拟运动以容闳为会长的

国会( 原名自立会) 及其他力量联合反清。孙中山

临 行 前 在 一 次 谈 话 中 称 赞 容 闳 在 国 内 “颇 孚 人

望”, 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各派联合的“众望所归

的领袖”。[13] 198 孙中山抵上海 , 得知自立军起义已

失败, 旋即于9月1日返回日本。而容闳和容星桥也

正因逃避缉捕于同船去日。经容星桥介绍, 孙中山

在船上与容闳相识。两人抵日本横滨后, 孙中山一

再与容闳“密议”、“面谈”。[14] 孙中山后来计划在惠

州起义得手后于华南“先立一暂时政府”, 而拟选

择容闳和何启“各 当 一 面 ”地 负 责 对“外 国 ”的 工

作。[13] 202容闳于1902年6月返抵美国后, 一面与革命

派人物谢缵泰和孙中山等建立联系, 一面与康、梁

等继续交往。在一段时期内力图利用自己与双方

的关系, 把两股变革势力联合起来。1905年8月同

盟会成立, 共和革命潮流日益澎湃。随着“革命论

盛行于国中”, 从1908年起 , 容闳日益对康有为不

满, 于是加强了对革命派的支持与联系。1909年

底, 容闳邀请孙中山到纽约 , 共同商讨他与美国军

事学家咸马李和财界人士布思等人拟就的《中国

红龙计划》, 拟募集巨款和枪械援助孙中山进行革

命活动。1910年2月, 容闳书面提出此项计划的步

骤。3月, 孙中山函告容闳关于自己至洛杉矶长堤

与咸马李、布思举行会议的结果。[15] 容闳的这一计

划最后虽未能实现, 但他与孙中山的联系仍持续

不断。武昌起义后, 容闳写信给谢缵泰 , 称赞这是

一次“了不起的革命”, 欢呼并祝愿“成立一个共和

国”, 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 请

谢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庆贺”, 表示自己如健

康好转, 或许回来“参观这个共和国”。[13] 326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后 , 孙中山致函容闳 , 称他为“太平洋

对岸”“老同志”,“恳请”他回国参加“民国建设”。[16]

孙 中 山 还“赠 送 他 一 张 照 片 ”, 信 寄 送 到 时 , 容 闳

“早已昏迷不醒”, 当天就逝世了。次日 , 容闳所在

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的《哈城日报》称评容闳为

“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1] 31

四、尾论: 德兼中西和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 , 容闳“复兴中国”的思想和活动主

要有实施“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这两个相辅相

成的方面。他1860年对“太平军中之访察”就是“希

望”使“二者有所藉手, 可以为中国福”。这次探路

失望后 , 便想通过“效 力 ”清 政 府“使 中 国 得 致 富

强”。他在洋务运动中倡导的派遣学生留美的“教

育计划”, 旨在“改良文化”, 即“藉西方之学术 , 以

改良东方文化”, 使“老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

国”。[1] 124它是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开端, 也是容闳

“教育救国”思想的凸显。1881年这项计划夭折后,

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不容稍缓”,

从而使他“复兴中国”思想中的“改良政治”层面有

更多凸显。甲午战争爆发激发了他的爱国衷情。他

结 束 了 因 事 业 和 家 庭 双 遭 不 幸 而 在 美 卜 居 的 生

活, 毅然奉召回国。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再作一

番事业”的探索后 , 他最后收起“求知当道”的“救

助中国之心”, 跟随甲午战后兴起的“学习外国改

革政治”的历史潮流前进。先是参加维新派活动 ,

憧憬通过“创立立宪帝国”,“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1902年因逃避清廷缉捕返居美国 , 加强了与革命

派联系。1908年后, 他将自己的“复兴中国”思想和

活动完全与共和革命连接起来。容闳是一位“心中

之理想既高 ,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的爱国者 , 他从

早年的求学、择业、“入世”到后来为“改革和复兴

中国”的长期奔走中, 事事“视道德为重”, 以“欲谋

全中国之幸福”为标准。他忧时感事 , 在早年即感

触清廷腐败 , 关“念中国国民”, [1] 74, 61具有中国传统

士人的“赤子之心”。②同时也具有从长期所受西方

教育中养成的“自由所固有”的自由理念和“独立

自主精神”。[1] 58, 163他是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 以“西

学东渐”, 改良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德兼中西的爱国

者。他强烈的“热爱中国, 信赖中国, 确信中国会有

灿烂的前程”。[1] 173近代新中国运动是一个长期的

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 , 容闳自学成归国后的五十

多年间, 始终为“维新中国”、“改革和复兴中国”上

下求索, 与时偕行。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位迎

着“诛妖救世”、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共和革命等

社会思潮全程拾级而上、与历史潮流同步的“复兴

中国”志士。因此 , 称容闳为“新中国运动的先驱

者”, 既是时人的称评, 也是历史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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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新中国运动”一语为1912年4月21日容闳所居地美国康州《哈城日报》所首用。笔者在近代史研究中 , 将“新中国运动”作为

一个历史命题和历史概念进行解读。见拙文 :《简论近代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 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版) , 1999年第5期) 、《孙中山是新中国运动的开创者》( 载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馆刊》第11期) 。

②容闳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 他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向同学赠言中写有“大人者 , 不失其赤子之心”英文诗。参见章开

沅:《先驱者的足迹》, 吴文莱、高德民、梁振兴等编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 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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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ong Hong' s idea and activity of China Renaissance
LIU Xue- zhao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who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patriot as well as a forerunner of "New China Movement" at modern

times. He had lofty moral and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He advocated to send young students to study in foreign countries. This was

a creation in Sino-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and a trial approach of "Prospering State by Mean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

China Renaissance".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political reform and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surely enjoyed a bright future. He was

a solider at modern times who fought against enemies, learn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kept pace with the world.

Key words: Rong Hong; China Renaissance; idea;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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