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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留学生 , 他为了中国的自强与发展奔走呼号了一生。

但作为一个徘徊在中西边缘的人物 ,容闳与现实中的中国 , 总是在若即若离之间。尽管边缘人的境遇使容闳的救

亡道路颇为曲折 ,然而终其一生 , 容闳始终都能紧跟时代潮流 ,执著地探索救国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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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凭借其

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时 ,中国基本上还是一

个与外界隔绝 、闭关自守的封建古国。腐朽没落的满

清贵族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 ,英

法侵略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严重侵犯了中国主

权。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复杂 ,中华民族

正处在一种十分痛苦和艰难的境地。

1854年 11月 13日 ,容闳从纽约乘 “欧里加 ”号货

船回国。他 19岁离开中国 ,在美国 8年 ,回来已是 26

岁了。当容闳怀着赤子之心回到中国 ,踌躇满志欲改

造中国之时 ,却没想到他选择的是一条何其艰难的道

路。国内民众的卑劣 、封建官场的黑暗 、传统道德的保

守 ,使他无可奈何。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 ,容闳始终未

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他以一个徘徊在中西边际的

边缘人身份 ,先后投身于洋务运动 、变法维新和资产阶

级革命运动以探寻救国之道 ,由教育救国转向政治救

国 ,由参与温和改革转向反清革命阵营。虽然屡遭挫

折 ,但他百折不挠 ,在封建专制守旧的社会环境中 , —

直与时代共进 ,直到 84岁病逝于异国他乡。

一 、教育救国

刚回国的容闳把自己所受的先进教育和中国传统

文化比较 ,深感中国教育现状的落后 ,于是主张 “教育

救国 ” ,提出幼童出国留学计划 ,明确表示这一计划的

目的是为国家储蓄人才。他之所以把教育看得如此重

要 ,正是由于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 ,较早地意识到了

教育与知识 ,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也最早

认识到了新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

把西学与救国强国联系一起 ,认定只有引进 “西学 ” ,

发展教育 ,培养有用人才 ,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

路。容闳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

文明 ” [ 1] (P173)
的信念和决心 ,在当时普遍视西方科学

技术为奇技淫巧 ,对西方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 ,无疑是

难以实现的。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

留学生 ,中国最早的海归知识分子 ,归国后却并不为祖

国所接纳。他的美国一流大学文凭在国内远不如秀

才 、举人的 “功名 ”受重视 ,当时的官府衙门甚至不知

“大学生 ”为何物。他只能凭借洋人关系到洋人主事

的地方谋职。容闳先后在美国代理驻华公使手下任书

记官 ,为香港最高法院 、上海海关担任译员 ,之后又在

英国一家私茶公司任译员。职业多次变动都寄人篱

下 ,郁郁不得志 ,一度失业在家 ,以译文度日。

容闳归国初在广州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

压响应太平军的民众 ,对洪杨起义军深表同情 ,甚至

“几欲而为之响应 ”。 [ 1] (P43)
咸丰十年 (1860)年 11月

初 ,容闳在归国奔走数年毫无成效的情况下 ,秘密潜入

太平天国辖区深入察访。容闳此行既是他对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素怀同情心使然 ,也是他个人意欲有所作为

的主观动机使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去的目的是想

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 ,他们这批人是否有能力建立

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 ,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 ”。[ 1] (P44)

11月 19日得到干王洪仁 的接见 ,容闳当场向太平军

献策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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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以耶稣教 《圣经 》列为主

课;七 、设立各种实验学校。[ 1] (P70)这是容闳首次向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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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呈献他思考已久的救国方案。其中第二 、三 、六 、

七条专门论及改革教育制度 ,创办军事学校和各类技

术学校的重要性 ,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宗旨。

遗憾的是 ,尽管洪仁 见识颇广 ,对容闳所言七事也深

感重要 ,但洪仁 名为总理朝政的干王 ,其实并无实

权 ,他自己的心血 《资政新篇 》于一年前公布后 ,也不

过是一纸空文。此时的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 ,忙于

战事 ,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闳颇为怅然 ,他拒绝了洪仁 的

盛情挽留 ,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容

闳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托 ,专程赴美购买机器装备

江南制造总局。两年后 ,容闳不辱使命归国 ,受到曾国

藩信赖 ,专折保荐他为江苏候补同知 ,官五品。容闳以

此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作译员 ,至此可以说正式进入中

国官场。容闳深感曾国藩乃开明务实之士 ,恪守 “欲速

则不达”的古训 ,进而建议 “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 ,招中

国学生肄业其中 ,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践 ,以期中

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 ”。 [ 2] (P112)
这时

的容闳还没有直接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容闳好友兼上司江苏巡抚丁日昌深知容闳其意 ,

经容闳委托 ,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设想。曾

国藩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特意召见了容闳 ,答应领衔

上奏 ,并商定四条:1.选派总额为 120人 ,分四年出洋 ,

每批 30人;2.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 ,培训幼童;3.筹

定留学费 ,确定留学期为 15年。

1870年 ,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教育计划 ,这在当

时被看成是开新纪元之事。留学计划的实施 ,顺应了

历史发展潮流 ,不仅开创了我国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先

河 ,而且对以后中国人出洋留学 ,走出国门看世界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对后人

乃至当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72年 ,中国近代史

上第一批 30名官费留学生 ,在监督陈兰彬率领下 ,在

上海登轮出洋前往美国 , 3年后第四批留学生抵美。

容闳以副监督的身份负责具体事务 ,他与留学生关系

情同父子 ,视办理官费留美一事为人生 “最大事业 ,亦

报国之惟一政策 ” [ 1] (P120),因而呕心沥血 ,任劳任怨。

在当时的中国 ,任何一种改革都有赖于权势人物

的推动。尽管容闳的思想与洋务派有着本质的区别 ,

但由于洋务派把持着中央至地方的权力 ,只有他们有

条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把社会改革思想付诸实践。

因此 ,洋务派就成为不可替代的勉为其难的人选 ,而曾

国藩 、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也是容闳推行教育

救国计划的最大政治保证。但是 ,洋务派心目中的培

养目标 ,是要培养一批略懂洋务而效忠于封建制度 ,为

大清王朝服务的知识分子。留美幼童深受美国教育和

社会的影响 ,逐渐形成自由独立 、民主平等的思想 ,很

快就 “美化 ”了。这显然与国内旧有的伦理道德观念

相违背 ,因此招致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守旧派批评幼

童 “抛荒中学 ”, “腹少儒书 ,德性未坚 ”[ 3] (P165), “适异

忘本 , 目无师长 ,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 ,即成亦不能为

中国用 ”。[ 4]连曾纪泽这样的开明人士也认为:“幼童

未读中国圣贤书 ……于国家无大益也。”[ 5]幼童回国

后 ,李鸿章的评语是 “洋气既深 ,华文太浅 ”。[ 6] (P24)1881

年 ,清政府撤销留洋肄业局 ,全体留学生被迫回国 ,标

志着容闳早期借西学拯救中国理想的破灭。

二 、维新救国

甲午战争失败后 ,全国人民群情激奋 ,掀起反对割

地求和 ,拒签马关条约的浪潮。容闳从教育救国计划

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再次向清廷进言要借西方列强

之势抵制日本的侵略 ,但又没有实现。这时的容闳看

到了清政府腐败至极 ,认为中国要想富强 “非行一完全

之新政策 ”。他的新政策的内容包括:

其一 ,政治方面。由政府聘请有经验的外国人担

任外交 、财政 、海军 、陆军等重要部门的顾问 ,将他们的

合理建议付诸实践 ,并借助他们培养有才华的中国学

生。容闳明确表明要效仿西方政体来对中国腐朽的政

治制度进行改造。

其二 ,经济方面。甲午战后 ,国家危机日深 ,为挽

救国家民族危亡 ,容闳又提出按照西方法律创办国家

银行 ,购买机器铸币 ,发行国债 ,以缓解经济危机。同

时还提出修筑津镇铁路计划。

这些带有明显资产阶级色彩的变法维新言论 、计

划 ,因顽固派的阻碍而未能实施。因此 ,当他的同乡康

有为携其弟子梁启超如异军突起发起戊戌维新运动

时 ,容闳也在北京就地参与 ,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他高

度赞扬光绪帝为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明士 ,同时与维

新派频繁往来 ,积极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 ,他在日记中

写道:“予之寓所 ,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所。”[ 1] (P135)无疑 ,这时的容闳已完成由洋务派向维新

派的转变。只是好景不长 , 9月 21日 ,慈禧发动政变 ,

囚禁光绪 ,捕杀维新派分子 ,这场曾经满载了希望的变

法运动仅坚持了 103天便告失败。容闳因庇护维新派

人士 ,亦在顽固派密令逮捕之列。他向美国公使求救

被拒绝 ,无奈只得化装潜逃到上海租界。

戊戌变法终告失败 ,容闳的救国理想又一次化为

泡影 ,使他异常痛心。容闳深感改革的异常艰难 ,一度

认为中国政治可能出现大的倒退。但是容闳并没有因

此而丧失救国的信念 ,其政治态度反而日趋强硬 ,逐渐

由赞成变法转为支持革命。

三 、革命救国

自 《辛丑条约 》签订后 ,清政府完全变成了 “洋人

的朝廷 ” ,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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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风起云涌。曾经贵为天朝的清政府已经陷入困

境 ,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1900年 7月 ,容闳在上海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

人士唐才常等人组织的 “张园国会 ” ,被选为会长 ,他

积极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计划。随后自立军起义

遭张之洞镇压 ,唐才常也被张之洞捕杀 ,容闳被迫逃往

日本避难。逃亡途中容闳在轮船上巧遇小自己 38岁

的孙中山 ,这是他们二人的初次见面。孙中山阐明了

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 ,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容闳很

受启发 ,多年的实践也使他认识到 ,自上而下的改革道

路 ,确实难以走通。可以说容闳这次与孙中山的会面 ,

是他的救国思想由改革向革命的转变。但他并没有真

正划清改革与革命的界限 ,还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

包括康梁的保皇派 ,共同推翻清王朝。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 ,康 、梁保皇派反对

和破坏革命愈加激烈。容闳逐渐觉悟 ,并开始同康 、梁

断绝关系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

党。 1909年月 1月 ,容闳揭露了康有为私吞华侨为支

援维新运动捐献的大笔捐款 ,指出康有为 “意在权势和

财富 ,而不是改造中国 ”[ 7] (P431-432) ,与康 、梁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 ,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革命 ,主动向资产阶级

革命派靠拢。他把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美国军事家

荷马 ·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介绍给孙中山 ,使这两位

美国友人由支持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09年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 ,按约定与容闳第

二次会晤。这是他们生平的第二次见面 ,也是最后—

次见面。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酝酿已久的 “中国红龙

计划 ” ,准备筹集 500万美元 、10万支枪和一亿发子

弹 ,为反清武装起义用。尽管这一计划终因筹款未能

到位而搁浅 ,但可看出已年逾古稀的容闳对孙中山革

命事业的支持依然热情不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 ,远在美国哈特

福德家里病榻上的容闳欢欣鼓舞。他给友人谢瓒泰写

信请其转达向孙中山的祝贺。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

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 ,诚挚邀请他归国共商

大计。容闳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祝愿 “中华民国

创立一完整政府 ,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 ” ,最后表示:

“诚挚地祝贺你 ! 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

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 !”[ 8] (P15)1912年 4月 21日 ,作为

一名孙中山及新生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 , 84岁高

龄的容闳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将自己在美国的两个儿

子介绍给孙中山回国服务 ,以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

对于晚清中国来说 ,容闳本是不可多得的近代型

人才。他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祖国 ,一生致力于在中

国建立西式的文明社会和先进制度。但是 ,在那仍然

重视传统科举功名的时代 ,作为 “洋学生 ”的容闳实在

难以介入晚清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容闳自小接受西

式教育长达 17年之久 ,他崇拜美国的文化教育和制

度 ,并且入了美国籍。但容闳一直怀着一颗赤诚的中

国心 ,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或外国政

府打交道的时候 ,容闳始终坚持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和

中国的利益。因此 ,尽管他入了美国籍 ,外国人也把他

当中国人看。 (1898年美国国务卿就曾训令美驻华公

使否认容闳的美国公民资格)。虽然容闳回国后也极

力找机会结交上层权势人物 ,把救国的理想寄托于达

官显贵 ,但是他终身引以为豪的 “耶鲁大学中国第一毕

业生 ”的洋学生身份 ,以及他信仰基督 ,入籍美国 ,迎娶

美妇的行为 ,恰恰妨碍了他的各种努力和效果 , “引起

了许多同胞的极强烈的责难和规劝 ”。[ 9] (P420)“非我族

类 ,其心必异 ” ,过于西化的容闳终归是中国社会的一

个 “边缘人 ”。

容闳从美国结束学业回国后 ,首先投身于洋务运

动。但洋务派官僚因循守旧 ,以 “中学为体 ,西学为

用 ”为方针 ,只学习西方的皮毛 ,结果被西方列强打得

落花流水 ,从此萎缩不前退出历史舞台。而容闳却能

够摆脱洋务阵营的羁绊 ,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维新变

法的鼓吹者。但是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

维新派发动的变法运动 ,喧嚣一时 ,昙花一现 ,即被封

建顽固派所镇压 ,成为隔岸呼喊的空谷回音。此后 ,

康 、梁组织保皇党顽固地反对革命 ,成为革命的绊脚

石。而容闳却又能脱离维新改良的营垒转而支持孙中

山领导的革命 ,最终完成了由维新向革命的转变 ,临终

之前 ,迎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10]作为一个一

生徘徊在中西边缘的爱国者 ,容闳的救国思想由教育

救国向维新救国转变 ,最后向革命救国转变 ,经历了两

次伟大的转变。因此 ,容闳思想最大的特点 ,是能够随

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 ,这是他的伟大和闪光之处。

这种极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品质 ,连同他向西方学习

的精神 ,他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 ,将永远值

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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