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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看中国的爱国者
———读 《西学东渐记 》札记

＊

杨锦銮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通过研读《西学东渐记》 ,对容闳在致力于探索救国之路过程中的重大表现 ,力图作出较细致的分析解读 。

从他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 、谋求 “教育救国 ”的方案及其实施以及契合近代历史演进脉络的人生轨迹等几方

面 , 论述了容闳凭藉自幼年开始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的留美经历所赋予他的世界视野和眼光 , 满

怀拯救祖国的热望 ,从世界反观中国 , 使得他的一生能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行 , 保持思想的前瞻性和实践的先进

性。容闳不愧为近代从世界看中国的杰出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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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学东渐记》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

留学生容闳(1828-1912)晚年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 ,

原名 MylifeinChinaandAmerica。因为容闳在近代西学东

渐运动中的卓越贡献 ,这本原用英文写成的回忆录在译成

中文时 , 被意译为 《西学东渐记》。容闳生活的时代 , 正值

中国社会风云激荡 , 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 、濒临崩解的近

代。如何探索解救中国的出路就成为仁人志士共同求解的

严峻课题。对此课题 , 不同的人交出了不同的答卷。这本

回忆录就是容闳的一份个性解答。 是故 , 通过阅读这本回

忆录 ,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位较早从世界看中国的近代先

贤不寻常的人生履历 ,特别是贯串其中的为西学东渐上下

求索 、屡挫屡起 、鞠躬尽瘁的那份执著;而且 , 透过他的个人

际遇 , 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知所折射出的近代波澜

壮阔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若干场景以及中国社会新陈代谢 、

步履蹒跚走向近代化的曲折艰辛。

一

从 1847年 1月至 1854年 11月 , 在长达八年的留美生

涯中 , 容闳系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 但是 ,记

忆中幼年生活的困窘和祖国的苦难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

令他不能释怀。在反观中国现实时 , 容闳明显地感到中国

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 并为之黯然神伤 , “予当修业期内 , 中国

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 , 辄为之

怏怏不乐” [ 1] (P22)。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下 , 个人对

社会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已经在容闳头脑中扎下根

基 , “盖既受教育 , 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 , 而道德之范围亦

广 , 遂觉此身负荷极重” [ 1] (P22)。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比思

考 , 容闳认识到中国的腐败与压制在于文明之不昌。当他

还身处异国他乡时 ,就心忧故土 , 立下宏愿 , 誓以西学改造

中国:“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 既受此文明之教

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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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后来之事业 ,

盖皆以此为标准 ,专心致志以为之” [ 1] (P23)。

欧风美雨的熏染浸润 , 使容闳具有了近代爱国知识分

子的责任感和明辨是非的正义感。自美归来 , 容闳受到的

第一次心灵的震撼是亲睹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的大屠

杀 , “场中流血成渠 ,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 “地上之土 ,

吸血既饱 ,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 , 汇为污地。空气中毒

菌之弥漫 ,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 1] (P30)的惨状 ,令他 “愤懑之

极 ,乃深恶满人之无状 , 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 “表

同情于太平军 ,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 [ 1] (P31)。 正是在正义

感和同情心的驱驰下 ,容闳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接触 ,迈出了

学成归国后探索救国道路的第一步。 1860年访问天京之

沿途所见 ,使他对太平军心生好感 , “太平军之对于人民 , 皆

甚和平 ,又能竭力保护 ,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 , 施

以极严之军法” [ 1] (P52), 因此不应把某些地区的残破 , 归罪

于太平军 , “殊不知官军之 残暴 , 实无以愈于 太平

军” [ 1] (P52)。他还与当年在香港结识的老友 、太平天国的干

王洪仁玕两次晤谈 ,正式提出了推行新政的七项建议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二 、设立武备学校 , 以

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 、建设海军学校;四 、建设善良政

府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五 、创立银行制

度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

教圣经为主课;七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1] (P56 -57)这七项建

议 ,是容闳凭藉在西方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体认 , 结合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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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实际 , 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系统方案 , 涉及现代军

队建设 、学校教育 、政府组织 、经济制度改革等大政方针。

容闳希望太平天国能接受并施行它 ,从而在中国开拓出一

片文明的新天地。但令人不无费解的是 , 面对太平天国的

“义”王封爵 , 他终婉拒而去 ,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归向了曾

国藩。

容闳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何以会出现如此变化? 细察他

对太平天国的 “观感”, 我们不难找寻到其中的部分原因。

容闳认为 ,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席卷

大半个中国 , 宗教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 , 太平天

国所接受的耶稣教知识 , “皆甚浅陋简单。顾虽浅陋简单 ,

而宗教中真实之势力 ,则已甚大 , 足使一般无识愚民 , 皆成

为草野英雄 , 人人能冒危险 , 视死如归。而能所向无敌 ,逐

北追奔 , 如疾风之扫秋叶 , 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

之” [ 1] (P60)。在他看来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

清朝政治的腐败和黑暗 , “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 ,最

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 , 政以贿成 ”, 并断言在当时

“即无洪秀全 ,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 所以旨在推翻这

一腐败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正义性自不待言。但是 ,另

一方面 , 他从太平军领袖人物的 “行为品格与所筹划”中

“实未感信其必成” [ 1] (P57)。因为太平军主要来源于 “社会

中最无知识”之 “无业游民”。这种既无知识 、又无信仰的

军队 , “迨占据扬州 、苏州 、杭州等城”, 面对 “财产富有而多

美色” ,则经受不住诱惑 , 而 “道德则每下而愈况 ”。[ 1] (P62)这

样的农民运动 , 等待它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也是不言

自明的了。在当时 , 容闳能从历史局限上指出太平天国的

弊端所在 , 无疑是可贵的。因为有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一特

定的文化背景作为参照 , 因为用西学作解剖中国社会的手

术刀 , 所以他在当时能看清太平天国的弊端。因为能跳出

中国看中国 , 从世界反观中国 , 所以他的识见高人一筹。

在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犹如 “埃及石人首有两面” “含有

两种性质” [ 1] (P61)的同时 ,容闳充分肯定太平天国革命对唤

起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价值 , “天假此役 , 以破中国顽固之

积习 , 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 , 而有新国家之思

想” 。[ 1] (P62)容闳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是非得失的评价客观又

不乏深度。

既然已经看到太平天国难逃失败的命运 , 容闳当然不

会把实现其人生抱负的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 , 当然不会贸

然接受太平天国的 “义”王的荣衔。

容闳对太平天国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原因是 ,他的 “救

国希望之全部寄托”的七项建议在太平天国中应者寥寥 , 令

他感觉实现 “救国希望 ”的希望委实渺茫。虽然在太平天

国中不乏洪仁玕的支持 , 但在容闳看来 ,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

中是孤立的。容闳对形势的这种判断确有其合理之处。事

实上 , 由于前方军事吃紧 ,太平天国的确无暇顾及容闳的改

革建议。这时的容闳还是一个十足的教育救国论者 , 所以 ,

就在退还太平天国封爵印信时 , 他仍表示 “无论何时 , 太平

军领袖诸君 , 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 ,则予

必效奔走” [ 1] (P57 -58)。对容闳来说 , 当时的政治选择很大程

度上受制于其教育计划能否得到实施的机会。正是以此作

为权衡的关键 , 容闳最终在农民起义军和清王朝的某些封

疆大吏中选择了后者 。

此外 ,容闳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变化与他的阶级属性亦

相互关联。容闳同情太平军 , 甚至几欲响应 , 但 “响应 ”只

是一时的决定 , “及后深思静虑 ,乃觉此举卤莽 , 究非妥善之

策” [ 1] (P31)。他到天京也只是看看而已 , 一开始并无明确的

去留意向。他对太平天国虽有赞赏之辞 , 但随着对太平天

国接触的深入 , 最终还是视之为 “十五年夙患 ”、一场 “大

乱”。对太平天国得出这样的结论 , 归根到底与他的阶级倾

向不无关系。

二

容闳不仅以西方政治民主为参照 , 从世界的角度和高

度来反观太平天国革命 ,而且从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中 , 深感

中国要近代化 , 须从教育入手 , 兼以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改

革。教育救国思想特别是留学教育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容闳是我国教育救国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推动者。他之

所以认为教育乃行之有效的救国之道,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第一 ,容闳认为 , 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优秀的治

理国家和建设实业的人才。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

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 , 就必须有一

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的人才作为改革的倚靠力

量。

第二 ,在中西教育制度的对比中 , 容闳认识到 , 中国传

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人才的。

作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 由于广泛地学习了

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 容闳对此体会尤其

深刻。 1855、1860年 , 两次回国时 ,容闳就很自然地感到中

国的落后 ,尤其是教育的落后 , “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 ,

仕进显达 ,赖八股为敲门砖” [ 1] (P1),只允许把孔孟经书当作

教条不断摘抄 ,八股文成为读书人唯一的主课。 而美国学

校专业和课程设置则十分多样化 , 有拉丁希腊文化 、数学 、

生理学和哲学等课程 , 声光化电 、轮船 、铁路 、电报等专业。

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下 , 中国急需一批掌握近代科

技和西方政治学说的人才担当外交工作。 “在国际关系中 ,

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他交往中 , 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

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 甚至 “在许多至关重

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 , 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

手于客卿 ,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 、军

舰 、军队 、海关 ,大部分都大权旁落”, “在同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协商条约中 ,竟让美国蒲安臣(AnsonBurlingame)充

当中国的首席代表 , 那怎么会是合适的呢?” [ 1] (P11)派遣留

学生出国 ,不仅可以增进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 而且长远

来看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他非常自信地说:“然使

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 , 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

文化 ,必可使老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 1] (P32 -36)

第三 ,容闳深感封闭太久的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与世界

大势极不协调。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之后正迅

猛发展 ,中国的自我封闭已经使自己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的距离不断拉大。积贫积弱的国家的子民又怎能不受外人

轻视? 在香港学律师遭排挤和在海关谋职受歧视等经历使

他感触至深。要改变这种状况 , 就必须了解和学习先进于

我的西方。这是林则徐 、魏源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提出的

思想主张。但容闳超过他们的地方就在于认识到 , 派遣学

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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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而且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 是学习

西方的有效途径。

所以 , 在致力于幼童出洋留学的努力中 , 容闳可谓倾情

付出 , 竭尽全力。早在异国求学时代 , 他就认为 “舍此计划

(指教育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 ”。在 1860年向洪仁玕提

出的七项建议中 , 第二 、三 、六 、七等四条就是关于建立新式

教育的 , 诸如:设立武备学校 、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 ,颁

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 1865年筹建江南制造局时 ,他

就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 1868年 , 通过江苏巡抚

丁日昌 , 他正式向清政府 “条陈四则” , “此条陈之第一 、三 、

四 , 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即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储蓄人

材” [ 2] (P86 -87)。 1870年冬 , 由于办理天津教案的机缘 , 他为

之 “日夕怀思” [ 1] (P79)的留学计划终于盼来了实施的那一

天。在得知计划终获政府批准时 , 容闳 “乃喜而不寐 , 竟开

眼如夜鹰 , 觉此身飘然如凌云步虚 , 忘其为僵卧床第

间” [ 2] (P90)。当此之时 ,他满怀希望和自豪地视此计划的实

施为 “中国二千年历史中 ,特开新纪元矣” 。

但是 , 顽固派不能容忍留学生在外洋的自由发展。担

任留学事务所正监督的的陈兰彬思想顽固守旧 , 视学生参

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 ,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

矩 , 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陈 、容之间不断发

生矛盾乃至冲突。后任正监督吴子登较之陈的顽固性 ,更

有过之而无不及 , “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

之举” [ 1] (P101), “对于已定之成规 , 处处吹毛求疵 , 苛求其

短” [ 1] (P103), 他 肆 意 攻 击 容 闳 “纵 容 学 生 , 放 荡 淫

佚” [ 1] (P103), 说学生 “在美国 , 专好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 ,

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 ,入各种秘密社会……

对于新监督之训言 , 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稣

教” ,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 , “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 ,他

日纵能学成回国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害于社

会” 。[ 1] (P104)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遥相呼应 , 加上美国此时

正掀起排华浪潮 , 吴子登力主解散留学事务所 , 撤回留学

生。 1881年下半年 , 留美幼童被迫中断学业 , 悉数 “凄然返

国” 。容闳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留学计划遂半途而废。

历史的风云际会 ,使出身寒微的容闳自幼年开始与西

方资本主义教育结缘 ,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惯常中国人

的人生道路。西方教育的经历尤其是八年的留美经历赋予

了他与传统文人迥然不同的视野和眼光。在相当一段时间

内 , 容闳把改造中国的立足点放在新式人才的培养上 ,应该

说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把培养近代化的人才作为革除

弊政 、振兴中国的手段 ,与洋务派致力于培养为巩固封建统

治而效劳的人才的教育观自不可作等量观。正是这种不同

导致他们合作下的幼童留学的千秋事业最后无疾而终。

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令人痛惜地夭折了 , 但这批留学

生归国后 , 把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新

知识 、新思想带回到中国 , 扩大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

解 , 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 ,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开辟

了道路。同时 , 新知识新思想的渗入对因循守旧的封建思

想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这些留学生

虽然绝大多数未能如愿学成 , 但他们凭借学到的 “长技 ”,

回国后服务于各行各业 , 仍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随着时势的转移 ,后来清政府也认识到留学的重要 , “似亦

稍稍醒悟 ,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 [ 1] (P110), 并陆续

派学生出洋。于是 ,官派或自费留学蔚然成风 , 不可遏止。

所以《近代中国留学史》的作者 、中国教育史专家舒新城先

生说:“无容闳 , 虽不能说一定无留学 , 即有 , 也不会如斯之

早　故欲述留学之渊源 ,不可不先知容闳。” [ 2] (P2)

容闳以其教育救国的实践 , 推动了近代西学东渐的进

程。但是也应该看到 ,容闳的教育计划毕竟是一种改良社

会的方策 ,其教育救国思想终究还是改良思想的范畴。在

风气尚未大开的近代中国 , 其实现的希望又是何其渺茫。

当然 ,此时的容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三

满怀对祖国趋于文明富强的热望 , 在倡导留学和办洋

务宣告失败后 , 容闳痛定思痛 , 进而意识到 “于中国根本上

之改变”乃 “不容稍缓之事” [ 1] (P110), 于是投身维新大潮 , 与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等维新领袖频繁往还 , 寄望于通过

变法谋求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 一时之间 , 他在北京的寓

所 “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但那拉氏等发动的一

场政变 ,使他们怀抱的革新中国的美好希望再次化为泡影。

但容闳并没有因此停下求索救国道路的脚步。当唐才常在

上海以 “自立军”为核心组织 “中国议会”时 , 他又以积极的

姿态参与进去 ,并被推选为会长。之后 , 容闳在思想上逐步

由 “君主立宪”转向 “民主共和”, 在政治上由依靠清政府进

行维新 ,转向支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在生命

的旅程行将走到尽头之时 ,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君主制 、建立

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 , 僵卧病榻的他为之心潮难

抚 ,即嘱咐两个已在美国立业的儿子回国为刚成立的中华

民国效力 ,完成其未竞之业。

综观容闳的一生 , 大体上是沿着洋务———维新———革

命的路向不断实现跨越的。令人不能不感佩的是 , 在每个

历史的转折关头 ,他都能透过迷雾 , 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 ,

触摸到时代发展的脉动 ,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前行。容闳 , 近

代这位最早从世界看中国的杰出的爱国者 , 其不懈求索的

光辉一生 ,竟神奇地契合了近代百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

容闳的一生象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浓缩版!

近代中国危难迭起 ,外患日亟。抗御外侮 , 救亡图存成

为中国人面临的迫切任务。但是 ,国人在探求救国出路时 ,

往往因为过分沉湎于反抗侵略而对师法先进于我的西方的

必要性缺乏理性认识。而容闳以其超越侪辈的卓识 , 清醒

地认识到反对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的辨证关系 , 并且身体

力行 ,在坚决抗御外侮的同时 , 积极倡导以西学改造中国 ,

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致力于近代化运动的推进 。

而这一切正根源于他的世界眼光 , 容闳不愧为近代从

世界看中国的爱国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生命不息 、追求不

止的不平凡经历及其寄寓的心忧家国的赤子情怀 , 注定会

为后人无限崇敬和景仰。容闳的名字将与其终其一生孜孜

以求的西学东渐事业一起载于史册中。他的自传被译为

《西学东渐记》也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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