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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19世纪 60年代 ,洋务派基于对洋务人才的迫切需求 , 萌发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的想法。美国政府为了加

强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商业渗透积极响应。在容闳的促动下 ,经曾国藩等人奏请清政府批准 ,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官派

留学计划付诸实施。尽管由于诸多历史原因 ,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 , 但它的实施 ,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 , 对推动中国

教育近代化转型 , 进而推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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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 1872年迄于 1881年的晚清幼童留美计

划 ,开近代中国官派留学之滥觞 。该计划虽然中途

夭折 ,但它培养了一批近代新式人才 ,对推动中国

教育近代化转型 ,进而推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艰难的早产:幼童留美计划的出台

(一)计划出台的国内背景

鸦片战争以降 ,近代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忧

患局面 。面对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和 “数千年

来未有之强敌”
[ 1] (P12017)

,奕訢等洋务派在兴办洋务

的过程中深谙人才匮乏之弊 ,培养造就洋务人才遂

成为当务之急 。自 1862年起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

京师同文馆 、上海广方言馆 、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

新式学校。这些新式学校的创办促进了西方先进

文明的传播 ,培养了不少了解西方的专业人才 。然

而 ,由于办学体制各异 、教学内容混乱 、生源素质较

差等原因 ,这些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不能令人满

意 。同时 ,学校的洋员聘用制度也弊端丛生 ,并非

良策。洋务派官僚意识到 , 只有主动派员前往西

方 ,才可真正学到西学的精髓 ,一些有识之士便提

出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的主张 。

早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 ,奕訢即指出:“伏思购

买外国炮船 ,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 ,若各督抚处置

不当 ,流弊原多 ,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

便 。”
[ 2] (P32)

薛福成提出:“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 ,

招后生之敏慧者 ,稗适各国 ,习其语言文字 ,考其学

问机器 。其杰出者 ,施以爵赏 。”
[ 3] (P23)

李鸿章也认

为 ,派人出国学习 “以理与势观之 ,亦为将来必有之

举 ”, “窃 谓 此 事 若 行 , 似 不 至 于 流 弊 太

多 ”
[ 4] (P18-20)

。由此可见 ,对洋务人才的渴求是遣

童留美的主要动因 ,这一举措在当时顺应了时代发

展的需要 ,因而其本身无疑是先进的。但幼童留美

“主要是迫于时势 、应救亡急需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

具有被迫性 ,并非是中国的主动积极之举”。清政

府 “对培养留学生这样的新式人才并没有充足的心

理准备 ”
[ 5] (P146)

。因此 ,留美幼童的诞生又是早产

的 ,其早产的艰难正好预兆了其日后夭折的痛苦 。

(二)计划出台的外部条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为了缓和与西方列

强的关系 ,于 1867年 11月 ,委派美国卸任驻华公

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赴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务 。

1868年 7月 ,蒲安臣与美国政府签定 《中美续增条

约 》(即《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嗣后中

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 ,须照相等最

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

学习各等文艺 , 亦照相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

待 。”
[ 6] (P25)

这就为中国留学生的派遣提供了条约

依据。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清廷派员赴美留学也非常

“热情”。伊里诺斯州大学校长詹姆士曾就此事向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献策 ,他指出:“哪一个国

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中国人 ,哪一个国家就

将由于在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 ,而在精神的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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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
[ 7] (P107)

此言非常清楚

地道出了美国加强对中国进行文化影响和商业渗

透的真实企图。但尽管如此 ,中美之间表面上的友

好氛围毕竟为留学生的派遣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容闳的开山之功

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发展 ,使派员出洋留学成为

可能 ,但幼童留美计划的最终促成 ,却是与 “中国留

学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 。

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 ,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浸染 ,形成了彻底开放的中西文化观 ,深感 “以西方

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

境 ”
[ 8] (P23)

的重要性。他认为 ,在 “学西”的诸多方

式和途径中 ,最主要的途径是选择优秀青年赴美留

学 ,造就人才 。在他看来 ,留学教育计划 “是予视为

最大事业 ,亦报国之唯一政策”
[ 8] (P23)

。

1868年 ,容闳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 ,劝其推行

新教育制度 ,得到赏识 ,在通过丁日昌给清政府的

呈文中 ,容闳提出了以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教

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送之出洋留学 ,以

为国家储蓄人才 。派遣之法 ,初次可以选定 120名

学额以试行之 。此 120人中 ,又分为四批 ,按年递

派 ,每年派送 30人 。留学期限定为 15年 ,学生年

龄 ,须以 12岁至 14岁为度。视第一批学生出洋留

学著有成效 , 以后永定为例 , 则以后每年派出此

数 。”
[ 9] (P185)

这一方案因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

丁忧回乡而被搁置下来。

1870年 6月 ,天津教案发生后 ,清政府派曾国

藩 、丁日昌等人前去处理 ,由容闳任翻译 ,容闳乘机

向曾国藩提出他的 “教育计划 ”,经过丁日昌的游

说 ,曾国藩欣然同意。 1871年 9月 3日曾国藩与李

鸿章等人联衔会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

折 》, 9月 15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请
[ 10] (P556)

,下

令在上海成立 “幼童出洋肄业局” ,在美国成立 “中

国留学生事务所 ”(又称 “出洋肄业局 ”),留学所需

经费库平银 120万两 , “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

拨 ”
[ 11] (P90)

。同时任命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和容闳为

正副监督 ,负责赴美留学工作 ,准许在沿海各省挑

选幼童 。

1872年 8月 ,经过容闳的苦心挑选和准备 ,第

一批 30名幼童由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 ,自此到

1875年 ,先后有 4批 120名学生 ,全部抵美 。这是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容闳为之努力了

近 20年的愿望终得实现 。正如其本人所言:“至

此 ,予之教育计划 ,方成为确有之事实 ,将于中国两

千年历史中 ,特开新纪元矣 。”
[ 8] (P91)

就促成幼童留

美本身而言 ,容闳的开山导路之功是毋庸置疑的 。

二 、痛苦的夭折:幼童留美计划的终止

赴美的 120名留学幼童 ,当时最大的 16岁 ,最

小的只有 10岁 ,他们以幼稚之年 ,远离父母和家

国 ,飘洋过海三万二千里 ,历尽艰辛 ,来到异国他

乡 ,但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而且个个学习用

功 ,成绩优良 。 “不仅西学学得神速 ,汉文学习也一

直在教习的严格指导下进行 。”
[ 5] (P133)

他们因为用

功过度 ,加之身体单薄 ,常常病倒 。还有 3人积劳

成疾 ,客死美国。到 1880年 ,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

学毕业 ,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 ,还

有 60多人正在读大学 ,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

大学毕业。大多数人开始了专门训练 ,五年后将成

为各种专门人才。

但是 ,正当幼童们学业日进 ,大有收获之际 ,清

政府却于 1881年暑假突然下诏 ,决定解散留学生

事务所 ,撤回在美留学生。留美幼童中大多数再过

一两年即可毕业 ,成才在望 ,中途荒废学业 ,实为可

惜 。容闳更为悲愤 ,为使留学事业不致毁于一旦 ,

他代表幼童向清政府据理力争 ,又在美国四处奔

走 ,动员各种力量力挽败局 ,美国许多友好人士也

竭尽全力挽留 , 然而所有的努力最后均告徒劳 。

1881年 7月 ,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 ,当年赴美

的 120名幼童 ,除因病因事中途撤回和这次不愿回

国者共 26名外 ,其余 94人都先后回国。留美近十

载 、耗资数十万的幼童留学计划就此不幸夭折。

幼童留美计划功亏一篑 ,对当时这一震惊世界

的留学事件 ,中外不少有识之士皆为之痛加惋惜 ,

有些人更是愕然不解 。然而 ,就 19世纪 80年代的

中国来说 ,这一事件的发生 ,却又是必然的 。

(一)“中学”与 “西学”的严重冲突

近代以前 ,中国人长期奉行 “华夏中心” 、“天

朝大国 ”的文化中心观 ,形成了牢固的 “天下 ”观念

和封闭的文化心态 ,统治阶级蒙昧无知 ,盲目自大 ,

知识分子群体则长期陶醉在华夏文明的优越感之

中 ,对外来异质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拒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侵略的加剧和西

学东渐的加快 ,统治阶级被迫掀起洋务运动以自

救 ,而遣童留美正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

鸿章曾明确指出:“挑选幼童赴美肄业 ,以求洋人擅

长之技 ,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 12] (P4)

因而 ,留学教

育同其他洋务事业一样 ,必然要以 “中学为体 ,西学

为用”为圭臬 ,但这一指导思想在实际运用中 ,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 “西学”和 “中学”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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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几年间 , 接受的是西方教

育 ,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 ,而且也接

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 ,很

多幼童对《四书》《五经 》和儒学伦理渐失兴趣 ,对

个人权力 、自由 、民主等观念却十分迷恋 。在生活

方式上 ,这些幼童也表现出明显的 “西化 ”倾向 ,他

们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 ,个别人甚至还剪掉了脑后

的长辫子 ,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 ,

开始信奉基督教。这些变化使驻洋肄业局的官员

无法接受 ,洋务官僚吴嘉善就指出:“此等学生 ,若

更令其久居美国 ,必致其全失爱国之心 ,他日纵学

成回国 ,非特无益于国家 ,亦贻害于社会 ,欲为中国

国家谋幸福计 ,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 ,撤回留美

学生 , 能 早一 日 施行 , 即 国 家早 获 一 日 之

福 。”
[ 8] (P103 -104)

清政府更是把剪发和入教看成是对

清廷和祖先的背叛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遂决定撤

回幼童 。

(二)容闳与陈兰彬等人的个人矛盾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为容闳所首倡 ,这项事业

花费了他的毕生心血 ,蕴涵着容闳革新祖国的最大

希望 ,但容闳常年留学海外 ,被国人视为 “洋人 ”,

翁同龢在日记中曾说:“江苏候补容闳 ,号纯甫 ,久

居美国 ,居然洋人矣 !”
[ 13] (P28)

李鸿章也认为容闳

“汉文未深 ,又不甚知大体 ,亦是一病 ”
[ 14] (P18)

。基

于这种考虑 ,容闳仅被委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 ,

同时选派一位曾在曾国藩手下任事的翰林陈兰彬

为正委员 。对于这种任命 , 李鸿章还专门作出解

释:“从前曾文正公创办之初 ,奏派陈荔秋(陈兰

彬)、容纯甫(容闳)为正副总办 ,盖以容纯甫熟谙

西事 ,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 ,中学较深 ,欲使相

济为公也。”
[ 15] (P7)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 陈 、容二

人的搭配组合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陈兰彬饱读中

学 ,思想相当守旧 ,而容闳多年接受西学 ,思想较为

开放 ,二人在观念和志趣方面相差迥异 ,在幼童的

培养目标上更是大相径庭。容闳是想通过派遣幼

童出国留学 ,让中国学生经过美国社会环境的长期

陶冶 ,完全接受西方文明教育 ,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

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一变而为

少年新中国 ”
[ 8] (P88)

。陈兰彬则代表清政府和洋务

官僚 ,要求学生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又

不能脱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 。二人在指导

思想上的这些差别 ,必然导致在学生管理等方面的

激烈冲突和矛盾。继陈兰彬之后继任出洋肄业局

监督的区谔良 、容增祥 、吴嘉善等人也对幼童的美

国化表示不满 ,清廷最终以 “容闳纵恿学生荒废中

学 ,剪辫入教 ”为口舌 ,将全部幼童中途撤回 。

(三)美国的排华风潮

南北战争后 ,美国百废待举 ,国内劳动力需求

极大 ,特别是为了开发西部 ,迫切需要大量劳动力 。

华工不仅勤苦耐劳 ,安分守己 ,而且工资远低于白

种人 ,故华工在美极受欢迎。为此 , 《蒲安臣条约 》

除了有关派遣留学生的规定外 ,还为华工赴美大开

绿灯 ,到美谋生人数激增。但好景不长 ,随着 1873

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大批工厂倒闭 ,大量工人

失业 ,华工问题便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敏感问题 ,种

族主义者乘机掀起排华运动。 1880年 ,中美修订

《北京续修条约》 ,开始限制中国移民的数额。而

此时 ,大部分幼童已中学毕业 ,容闳出于为国内培

养军事人才的考虑 ,根据有关协议 ,向美国国务院

提出接收幼童进入 “陆海军学校 ”学习的要求 ,但

美国政府置协议于不顾 ,断然加以拒绝 。出洋肆业

局监督吴嘉善上书清政府 , “谓学生居美己久 ,在理

亦当招回”
[ 8] (P106 -107)

。国内顽固派以此为借口 ,强

烈要求解散留学事务所 ,撤回留美幼童 。由此可

见 ,美国的排华风潮是幼童留美计划夭折的一个重

要原因 。

三 、迟到的回应:幼童留美计划的影响

留美幼童归国后 ,被视为 “洋鬼子 ”和危险分

子 ,倍受冷遇和排斥 ,当局每月只向他们发放俸银

四两 ,以使解决温饱问题 ,原来留学章程中 “俟学成

回国 ,听候派用 ,分别赏顶戴官阶”的规定 ,则成为

一纸空文。

留美幼童虽然不受清廷倚重 ,但他们回国后身

体力行 ,勇于任事 ,在所从事的行业中崭露头角 ,出

类拔萃 ,经过多年努力 ,最终实现了在传统社会中

先卑后尊的历史转变 ,受到世人的瞩目 ,清政府也

开始后悔当初的撤局之举。这迟到的回应 ,从一个

侧面彰显了幼童留美的意义和影响。

(一)幼童留美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幼童留美计划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 “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上的一次远航 ,是长期闭关

自守的中国在教育 、文化领域打开窗户 ,走向世界 ,

救国图强的一声号角 ”
[ 16] (P37)

。它打破了 1300年

来科举取士制度的垄断地位 ,突破了传统教育体制

的藩篱 ,使国内各学堂开始接受分年排课 、班级授

课等西方现代教育体制 ,促进了教育制度的近代

化 。此外 ,幼童留美在教育内容 、课程体系 、教学方

法等教育的微观层面为近代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注

入了新的血液 ,促使清政府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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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的教学 ,使教育内

容和课程设置更趋多样化和实用化 ,从而为中国教

育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二)幼童留美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积累了宝

贵经验

幼童留美的最大成就 ,在于开创了中国留学教

育的先河 ,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此后中

国学生留洋热情日渐高涨 , 外出留学之士源源不

断 ,使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 ,其意义

十分深远。而且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初次尝

试 ,幼童留美计划虽然中途夭折 ,但它从招生办法 、

派遣方式 、留学目标 、留学年限到课程安排 、经费使

用 、行政管理等方面 ,做了有益的探索 ,为以后的庚

款留美 、留欧 、留日及其他近代留学教育摸索了方

法 ,探索了道路 ,提供了经验 。如留欧学生派遣时 ,

吸取幼童留美教训 ,留学年限大为缩短 ,学生年龄

更加成熟 ,中文功底更加深厚 ,专业选择上也更具

针对性 , 这也是船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的重要

原因。

(三)幼童留美为中国近代化造就了各种新式

实用人才

中国近代化 ,最关键 、最根本的就是要有近代

化的人才。容闳策划 、领导的幼童留美计划 ,造就

了近代第一批有别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型各类人才 ,

他们归国后虽然最初不被清廷重用 ,但凭借学到的

近代科学知识 ,很快成为洋务机构的骨干。据统

计 ,回国的 94名幼童中 ,从事工矿 、铁路 、电报业者

30人 ,其中工矿企业负责人 9人 ,工程师 6人 ,铁路

局局长 3人;从事新式教育者 5人 ,其中大学校长 2

人;从事外交 、行政公务者 24人 ,其中领事 、代办以

上外交官 12人 ,外交次长与公使 2人 ,外交总长 1

人 ,内阁总理 1人;投身海军建设者 20人 ,其中海

军将领 14人 ,海军元帅 2人;从事商业活动者 7

人
[ 17] (P311)

。除早亡或埋没故里者外 , 大都在不同

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容闳看到自己培养出来

的留学生 ,归国后身居要职 ,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

大贡献 ,在中国近代化起步和初步发展方面创造了

辉煌的业绩 ,甚为欣慰 。他说:“今此百十名学生 ,

强半列身显要 ,名重一时 。而今日政府 ,亦似稍醒

悟 ,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非计 。此则余所用以

自慰者 。”
[ 8] (P110)

十九世纪七 、八十年代 ,西方资本主义大潮已

汹涌澎湃 ,但处在晚清浓厚的封建社会氛围中 ,绝

大多数士子仍然将参加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仕途的

不二法门。留美幼童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和他们

社会地位的迅速升迁 ,显示出新式教育的潜在力

量 ,为传统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进身道路 ,提

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机遇 ,促使人们从千年不易的科

举取士制度下解放出来 ,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 、

投向西方 ,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启蒙和传

播 。正如李鸿章所言 ,幼童留美实为 “中华创始之

举 ,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
[ 18] (P871)

, 是 “收远大之

效 ”
[ 11] (P87)

的事业。从这个角度说 ,容闳倡导和实

践的幼童留美计划并没有真正失败 ,它在中国走向

世界的历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对中国社会的近

代化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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