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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阂的
“

教育救国
”

实践到现代留学事业的发展

韩 浩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

西安 71 以M g

摘 要 : 容阂从 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中亲身体会到东西方文 明的差异
,

认为当时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

想理念
、

科学技术
,

才能使中国强盛 经过多方努力
,

他促成了幼童赴美留学
,

开创了中国公派留学生之先河
」

容闺一 生的追求与实践时当今我国的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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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容阂其人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的容阂
,

1828 年出生于广东香

山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

184 7 年赴美留学
,

18 54 年获得了

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

他是中国最 早赴美留学生之

一
,

也是耶鲁大学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

是第一 个毕业于世界

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

1876 年
,

耶鲁授 予他法学博 上的

学位
。

由于长期系统接受西式教育
,

容阂成为一个较 旱具

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中国人
。

西方国家的强盛与当时清政府

的腐朽无能
、

国家的贫穷落后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

使他在

留学期间树立了
“

教育救国
”

的理想
。

回国后
,

为振兴中国
,

容阂开始 了
“

教育救国
”

的实践
,

并全力促成 r 幼童赴美留学
。

按当时的计划
,

这些年龄在

12 一 14 岁的幼童
,

分四批赴美留学
,

每批 30 名
,

共计 120 人
、

这些幼童在美国学习军政
、

船政
、

步算
、

制造等诸学
,

约计十

余年学成而归
,

从而使西人擅长之技
,

中国皆能谙习 然而

由于国内顽固派的反对
,

这 120 名幼童并未能完成原定的十

五年留学计划而于 1881 年中途回国
。

只有詹天佑
、

欧阳赓

两人从耶鲁大学毕业
。

尽管此次幼童留美一事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
,

但这

批留美幼童回国后
,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却是举足轻重

的
。

如詹天佑第一次不假外力于 1以)3 年独立负责设计并领

导修成了京张铁路
,

朱宝奎
、

黄开 甲
、

周万鹏等人 负责修建

了我国第一批电报线路
,

等等
。

二
、

容阂的
“
教育救国

”
实践及其意义

引进西学
,

使西学东用
,

是容阂留学教育的最终目的
。

在容阂看来
,

中国要复兴
,

就必须改革教育
,

必须学习西方

的思想理念以及科学文化
,

为此
,

就必须派遣留学生到西方

学习
。

容阂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
: “

我苦心孤冶地完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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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从事教育学研究

男
,

湖 北荆 州人
,

硕 士 研 究

遣留学生计划
.

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
,

也是我认为

改革和复兴中 ! f1z址切实可行的办法
”

他相信这
一

教育思想

被社会接纳井得以实施后
,

中国必将再次焕发青存
, “

必可

使此老大帝 {司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 {司
”

为 了实现自己
“

教育救国
”

的理想
.

归国后
,

容 lt] 不断子

找各种机会 他先后向洪仁歼
、

曾 l司藩
、

J
’

I !吕
、

张之洞和

太平军提出自己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和计划
,

)卜希望依铭太

平军的力量来实现自己
“

教育救国
”

的理想
、

容 lk] 全力促成 r 幼 食赴美留学
,

是其
“

教育救国
”

思想

的具体体现和币要组成部分
,

在我国近代史 1几有 !
·

分谊要

的怠义 具体体现在以下 JL个方面
:

第
· ,

容 &I] 在
`
!
,
ly] 第一次对两 千年来被读 朽人奉为 仁

桌的
“

学而优则仕
”

的教育目的提出 r 挑战
、

他第
一

次明确

提出了把教育
’丁当

`

言相分离的思想 ; 即读 1亏不是为 r 当
`

l丫

我闲漫长的封建社会是
一

个
“ `

l\’ 本位
”

的社会
, ·

个人
一
’
1

的价值只有通过读 1弓当官刁
一

能体现出来
,

封建社会
.

!
,

的科

举考试实际 卜就是当时的
“

公务员
”

选拔考试
(

人们读 1弓的

;j[ 的不是为 户货到 一技之长
,

也不足为 J’ 提高自身的素质

和修养
,

更不是为 r 国家富强
,

只 是为 r 有
一

天能升官发

财
.

出人失地
.

衣锦还乡
,

光宗耀祖 , 容闪提出教育的「l

的不是为 J
’

做官
,

而是为 r 培养和造就既有现代意识
、

又有

现代科学知识的囚家人 才时
,

无 异 f 对 “ I辛上会的教育思想

投 下 r
l

枚重磅炸弹
。

容&l] 指出
: “

他 11中 l闷教育普及
,

人

人咸解公权
、

私权之意义
,

尔时无沦何人
,

有敢侵害其利益

者
,

必有 )lJ !力起而自卫矣
”

公权
、

私权兴起之 l】即中囚振兴

之时
,

他说
: “

户虽贫
,

白1l[ 所固有
厂

。

他 I[ 竟学
,

无任何 4卜
,

将

择其最有益于中 l习者为之 ……
”

容阂毕业后
.

放弃 r 美好前

程等着他的美闪的 [ 作
,

而毅然决然地选择 r 回 l司
,

以实现

其
’ `

教育救国
”

的理想
。

第 三
,

容 &lJ 具有强烈的爱 l月之心 和报效祖 l司的赤 户隋
J

怀
_

“
以西学之术灌输于中 l司

,

使
`

}
,
!闷日趋 f 文明富强之

境
” 。

他不仅参与
、

领导
、

组织 J’ 留学教育活动
,

还影响和感

染 J’ 成千 上万的中国近代留货
’
1 出囚留学

,
l
:

如果没有强

烈的求知欲望
,

执著的爱国心 和报【闷热忱
,

不但才
、

能学以致



用
,

回报祖国
,

反而会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代言人
。

一些西

方国家表现出积极主动支持中国的留学教育
,

其真实 目的

就是通过此举来培养亲西方的上层人物
,

最终使中国成为

他们的附庸
,

用现代的话来讲
,

使中国
“
和平演变

” 。

因此每

个留学生必须心系祖国
,

这样才能不被西方国家所奴化
,

才

能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

容阂在这方面为我国的留学生做出

了表率
。

正如特韦契尔牧师所说
: “

他从头到脚
,

身上的每

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 ”

第三
,

离开政治改革
, “

教育救国
”

无法实现
。

没有适宜

的政治环境
, “

教育救国
”

将是一条行不通的兴国之路
。

留

美幼童计划失败后
,

学生被迫回国
。

容阂及留学生们认识

到为了祖国的强盛
,

教育固然重要
,

但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

主化
,

教育计划也不能认真实施
,

培养出来的人也不能真正

发挥其作用
。

容阂强烈地感受到仅依靠
“

教育发展
” ,

不能

实现他的救国理想
,

在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
。

认

识到这点之后
,

容阂开始和康有为
、

谭嗣同等一道走上了维

新
、

变法的道路
。

由上所述
,

容阂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留学生
,

不仅在于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
,

更体现在他的精

神上
,

即他为中国留学生开创了一种可贵的传统
,

这是我国

海外学子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

三
、

对现代留学观的再思考

历史证明
,

留学生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

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

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变革十分剧烈的时

代
,

变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
,

使

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

在留学生中怎样正确处理好中西关

系
、

古今关系
,

怎样才能培养出学贯中西的高级人才
,

是摆

在我国政府和每一 个留学生面前的重要问题
。

社会越发

展
,

改革越深人
,

对学贯中西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就越大
。

而既懂中学又懂西学的海归派就成了这类人才的一个主要

来源
,

理应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

而且从容 l’q 第一代留学

生到现在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留学生的多少成了社会变

革力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

20 世纪初叶清末实行
“

新

政
” ,

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

留学生

因此大批涌现
,

成为清廷变革的一个耀眼成果
。

五 四运动

时期是留学生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
,

留法
、

留美
、

留俄
、

留日

都高潮迭起
,

归国学生成了推动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

20 世纪 即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

现代化的建设热潮催生了几

十万留学大军
,

留学生又成为社会变革的宠儿
。

20 世纪留

学生发展的历史表明
,

社会的现代化变革
,

成为孕育留学生

发展的母体
,

也是吸纳留学生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

在留

学大潮的推动下
,

留学不再是政府和少数人的权利
,

而是成

为了一种群众运动
,

成为千家万户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

早已

和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
。

这虽然是中华民族走

向世界
、

融于世界的一种具体体现
,

但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

新的课题
,

即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问题
。

传统的中国留学理念是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理论
、

技术
,

学成归国后为我所用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

在很长的一

段时间里
,

留学生们都采用急功近利的急用先学方式
,

缺什

么学什么
,

学了就用
,

以填补国内的空白
。

所以他们经过短

短几年的学习
,

学有所成后
,

就马上 回国以报效国家
。

但现

在的社会不同了
,

整个世界经济都朝着
“`

一体化
”

发展
。

现

代科技的发展
,

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

以致出现了
“

地球村
”

的说法
。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

早已没有了
“

国界
” 。

在新形势下
,

容阂的教育思想也需要

有新的发展
。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
,

我以为仅仅把中l园本

土作为生存的空间是不现实的
,

也是不够科学的 ; 只有回国

才能报效祖国
,

才是爱国的表现
,

这种思想观念也 不适应当

今社会发展对特殊科技人才的需求
,

也束缚了
一

些特殊人

才报效祖国的空间
。

因此
,

在经济和科技日趋
“

全球化
”

的进程中
,

我们必须

以整个世界为依托
,

开拓市场
,

扩大中国的就业空间和生存

空间
。

那些正在走向世界和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应

该把单纯的留学学习新知识
、

新技术以报效祖 l习的观念
,

同

求生存
、

求发展结合起来
,

把留学作为一种寻求新的生存空

间的一种手段
,

通过留学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

提高自己

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
,

以求为祖国为人民和全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
。

最近我国开始考虑出台新的留学政策
,

可能

在将来对那些学有特长的愿报效祖国的外籍华人给 千双重

国籍的承认
。

其目的就是鼓励学子把立足国外
t丁亿足 1司内

相结合
,

鼓励留学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的现代化服

务
。

中国只有拥有成千上万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人才
,

才能

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

历史的经验证明
,

中国的留学事

业发展越积极
,

对中华民族的崛起越有利
,

对世界的贡献也

就越大
。

因此我们必须克服那种留学生只能归国才能报效

祖国的狭隘思想
,

中国人应有这样的远见和气魄
。

目前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加起来已达四五十万人
,

这是

一个不小的数目
。

出国留学
、

工作作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已对我国的经济建设
、

教育
、

科技进步和社会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今后
,

党和政府应继续支持
、

鼓励留

学人员回国创业
,

同时以
“

支持留学
,

鼓励回国
,

来去自由
”

为方针
,

为留学人员报效祖国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

我们

欢迎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 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

献
,

国家的各项事业 日益兴旺发达不仅为广大留学人员服

务祖国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

也为留学人员发挥聪明才智
、

报

效祖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

如今
, “

科教兴国
”

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

当年容 l’q 的美

好愿望已经实现
。

当我们满怀信心
,

迎来 21 世纪之际
,

我们

更不可忘记正是由于一代一代像容阂这样的先贤们不断探

索救国兴国之路
,

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

山容

阂肇始的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
、

走向世界的步伐
,

山小

变大
,

绵延至今
,

已成滚滚洪流
。

容阂
,

中国留学生之父

—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

怀念和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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