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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始于容闳所倡导的留美幼童的派遣 ,其后派遣学生留欧 ,至清末又出现

留学日本潮。容闳的故乡今珠海地区是中国留学教育的主要发祥地 ,它对中国留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殊

多。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遭到列强侵略的国家 ,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整合在面向世界 、学习西方的同时 , 一

直怀有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突出

表征 , 始终显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而容闳和被称为 “容闳的`美国人 '的”留美幼童们 , 他们回国

后输入 “西洋之学术”, “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 为 “中国追求现代化”和 “复兴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实

际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所具特色的人格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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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文

化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内涵和必要动力 。容闳是近

代中国留学运动之父 ,珠海是中国留学教育的重

要发祥地。将容闳和珠海相关留学人士的思想和

业绩作为考察留学文化的一个学术窗口 ,当有助

于窥视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文化所赋有的开放性和

民族性兼具的特色 ,从而显现中国留学文化研究

的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开放性:面向世界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中西文化冲

撞和交汇的产物。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以

来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

格局 ,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某种一体化的趋势。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在人类文

明史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

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和文化观念茫昧保守 ,中国渐

渐落后于世界历史行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官

员和士人中的有识之士就深刻批评清廷上下 “无

人留心海外 ”, “徒知侈张中华 ,未睹瀛环之大”的

“茫昧 ”现象
[ 1] P530, [ 2] P499

。迨至鸦片战争失败 ,中

国被迫在屈辱和依附的状态下五口通商 ,踏上近

代化历程。但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 “雨过忘雷 ”,

“二十余载 ,事局如故 ”
[ 3] P529, [ 4]

。只是经过第二

次鸦片战争更惨痛的失败 ,清政府才采取一些政

策性的变动 ,开展了 “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

富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发生后 ,清政府于

19世纪 60年代为培养 “洋务 ”人才 ,先后创办了

同文馆 、广方言馆 、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洋务学

堂 ,后又采纳容闳提议 ,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1871年 ,在美国成立 “幼童出洋肄业局 ”。另在上

海成立 “幼童出洋肄业沪局 ”,作为挑选学生并施

以训练的 “预备学校” 。于 1872至 1875年每年派

20名幼童 ,分四批赴美留学 ,预定 “每批幼童驻洋

15年 ”, “通计首尾 20年 ”,用以作为 “采西学”的

进一步举措 , “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 ,然

后可以渐图自强”
[ 5] P153-163

。显然 ,留美幼童的派

遣是中国人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吸取西方科学和文

化的 “破冰之旅” 。它作为一种政府行为 ,在鸦片

战争打开国门 30多年后终于出现 ,实是对朝廷上

下曾经严重存在的茫昧虚骄的文化保守观念的重

要突破 。另外 ,留美幼童的派遣也标志着作为一

种跨国教育的中国留学教育的肇始 。它的兴起与

一批洋务学堂的举办 ,如同在中国传统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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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打入了两根楔子 ,逐渐使中国传统教育结构和

文化结构发生蜕变 ,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

和留学文化的前驱先路。

容闳所开创的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 ,从

一开始就具有走向世界 、学习西方的开放性特征。

容闳(1828 ～ 1912),字达萌 ,号纯甫 ,广东省香山

县(含今中山 、珠海和澳门)南屏村(今珠海市南

屏镇)人 。濒临南海的香山县 ,从明季葡萄牙进

入和租占澳门以来 ,就是西人东来中国和中国人

接触西方 、吸取西洋文化的前沿阵地 。近代香山

及其附近的穗 、港等粤海地区 ,得 “西学东渐 ”的

风气之先 ,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接触和交融。容

闳自幼出身贫寒 , 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

书 ,接受 “半日中文 ,半日英文 ”的习西学又兼及

中学的教育。 1842年 ,学堂迁到香港 。 1847年 ,

他与同学黄胜 、黄宽一起随校长布朗夫妇赴美国

学习 ,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松学校读书 。第二年秋 ,

黄胜因病回国 ,其余二人于 1849年完成学业 ,黄

宽于 1850年转赴英国学医 ,容闳则考入耶鲁大

学 ,于 185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成为首位 “毕业于

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中国人 。容闳欣以为是

“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 ”的受益者 ,他

于 1854年回国 ,决心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

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6] P61、39-40、62

。正

如容闳的学生后来评价容闳说:“他一生的宏愿

就是促成出洋局成立 ,派遣一些学生出洋留学 ,学

成后为祖国服务 , 以迎接千变万化的世界形

势 ”
[ 7] P4

。容闳经过长期的奔走和努力 ,藉洋务运

动兴起之机 ,在曾国藩 、李鸿章以及丁日昌等洋务

大员的支持下 ,终于使自己的创议得以实施。在

实现四批幼童赴美后 ,容闳深信这是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 “特开新纪元 ”的创举 ,对自己 “教育计划

告成 ,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感到无比喜悦 ,认为

“将来世界成为一家 , 不可谓非由此滥觞 ”
[ 6] P49

。

显然 ,富有世界眼光的容闳 ,始终把他开创的留美

教育看作是中国人决心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的伟大

开端。

先驱者的历史脚步会对后来人起指引和鼓舞

作用。容闳倡导的派遣留美计划因清政府内部保

守势力作梗于 1881年 7月猝然中止 ,借口 “外洋

风俗 ,流弊多端 ,各学生腹少儒书 ,德性未坚 ,尚未

究彼技能 ,实易沾其恶习 ,即使竭力整饬 ,亦觉防

范难周 ”,遂决定将 “幼童出洋肄业局 ”
[ 8] P165

撤销 ,

结果所派学生绝大部分未完成学业就被分三批撤

回 。虽然如此 ,但走向世界 、学习西方是中国求富

求强的必由之路;中途或有曲折 ,最终不可阻挡。

19世纪 70年代中期 ,得容闳倡导赴美留学的启

迪 ,加之受日本发动侵台战争的刺激 ,在福建船政

大臣沈葆桢以及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 ,清政府于

1877年派出首批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 ,分别赴

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制造;至 1881、1886年 ,又

派出第二 、第三批 , 前后共派出留欧学生 88

人
[ 9] P639 -640

。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海军指挥 、

驾驶和各项相关技术的骨干力量 ,而且其中还涌

现出像严复这样杰出的翻译家和维新思想家。

甲午中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而中

国留学运动的再起并迅猛发展成为民族觉醒的一

个重要表征 。甲午战后 、特别是 20世纪初 ,一方

面 ,中国留学欧美的潮流在持续 ,如 , 1896、1897

年又派出第四批福建船政留欧学生 46人
[ 10] P93

;

另外 ,中国留美学生也逐渐增多:1900年 10多

人;1905年 30多人;1910年增至 500多人
[ 9] P738

。

对此 ,时届耄耊之年的容闳十分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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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而枯株复生也。”
[ 6] P145

他对自己花毕生

精力培育起来的留美教育得以复苏并有新发展感

到无比欣慰 。另一方面 ,其时又出现了留学日本

和翻译日文西学书籍的新潮 。俗称 “吃一堑 ,长

一智” 。通过甲午战争 ,中国人总结了 “不察邻

国 ,误轻小邦 ”
[ 11] P223-224

的教训 ,对日本普遍投以

钦羡的目光 ,深感 “日本维新 ,仿效西法 ”,极有成

效 ,主张 “中华游学易成 ,必自日本始 ”
[ 11] P213、250

。

又认为 ,日本路近费省 ,东文易通晓 , “游学之国 ,

西洋不如东洋” , “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
[ 12]

。强调

中国 “苟要图存 ”, “苟求实学 , 则不如假途于

日 ”
[ 13] P151

,从而把东邻日本看成是中国吸取西学

的 “桥梁”和 “捷径” 。总计自 1896年至 1911年

间 ,中国留日公费自费生不下 2万人
[ 14] P109

,在规

模上远超过留学欧美学生。另据统计 , 1901至

1904年间 ,中国译西学书籍 533种 ,其中 321种

即约 60%是 “从日本重译过来的 ”
[ 15] P283

。可以

说 , 20世纪初 ,特别是日俄战争后 ,大批中国留学

生涌向日本 ,中国留学文化领域出现一种 “假途

于日” , “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 ”的新景观。当时

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吸取西学 ,谈 “维新 ”、谈 “革

命 ”的重要场所。 1905年 8月 ,中国同盟会在日

本东京成立 。其成员的大多数是留学日本学生 ,

他们对共和革命和民国肇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

珠海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重要发源地。容

2



闳和他的同学兼同乡黄胜 、黄宽开拓了中国人留

学美国之路 。黄胜(1827 ～ 1902),字平甫。他去

美国学习一年回国后 ,一直在香港等地从事西学

传播工作。 1849年 ,他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所

聘 ,任伦敦会所属香港英华书院印刷局监督。该

局在 1853至 1856年间办有新闻杂志 《遐迩贯

珍 》,其撰稿 、翻译 、总务等实际事务多由黄胜负

责 。该刊内容广泛 ,还介绍英 、美政治制度和西国

通商史 ,共出 33期 ,远销内地各省
[ 16] P145

。 1861

年 ,伍廷芳主持近代中国人第一份自办中文报刊

《中外新报》 ,与黄胜共同负责 。 1861年 ,黄胜又

担任《德臣西报》经理兼编辑 。 1862年秋 ,王韬由

沪来港 ,佐理雅各译 《尚书 》,黄胜与他结交。后

黄胜应洋务官员丁日昌之约 ,译著 《火器略说 》,

经王韬增润成书 , 影响很广 , 流传至日本 、越

南
[ 17] P124

。 1864年 10月至 1867年 3月 ,黄胜接替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上海广方言馆英文教习 ,造

就了包括曾任广方言馆英文教习和驻日使臣汪凤

藻在内的精通西学人才多人
[ 16] P340-343

。 1871年 ,

黄胜与王韬等合购伦敦会印刷局成立中华印务

局 ,由他主持局务 ,承印中西文活字版书籍 ,成为

中国人最早办的近代印刷企业 ,对近代中国新闻 、

出版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如一时影响很大的 《循

环日报 》自王韬 1874年创刊后 ,即由该局承印 ,并

长期得到黄胜的支持和帮助
[ 17] P168-169、172

。 1872

年 ,中国人自办的第二份中文日报 《华字日报》创

刊 ,黄胜也是主笔之一 。 1873年 ,黄胜亲自将北

京西法印书局向英华书院订购的两副大小铅字送

到北京 ,支持京师新式出版事业 ,旋就道任第二批

留美幼童领队 ,带领唐国安 、蔡廷干等 20名学生 ,

踏上他已阔别 20多年的美国国土。几年后 ,转任

驻华盛顿公使馆翻译官
[ 18] P236-237

。可以说 ,在以

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 ,黄胜声名不显 ,但

实际上他自美返国后的几十年间 ,在 “采西学”方

面做了许多实事 ,他也是开拓中国留学教育和开

创中国留学文化的先驱性人物 。

至于黄宽 (1829 ～ 1878),他 1850年转赴英

国留学后 ,又成为一位近代最早留学英国和欧洲

的中国人 ,比清政府正式派遣留英留法学生早 27

年 。黄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 5年 ,又在医院

实习 2年 ,获博士学位 。 1857年回国 ,终身服务

于西医业 ,先后任广州仁济医局 、博济医院医师 ,

又兼任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校教学 ,担任解剖学 、

生理学 、外科学等课程 。黄宽品行纯笃 ,擅长外

科 ,医术精湛 ,受到普遍好评。博济医院于 1859

年成立 ,院长为美国教士医生嘉约翰 。院长做手

术时 ,多由黄宽协助或主刀 。他们二人合作 ,共同

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师 ,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

的一个象征
[ 17] P247-248、[ 18] P238-241

。黄宽 1878年 10

月 12日因病去世 ,他是近代中国吸取西医文化的

先驱。

另外 ,珠海学人也参与近代中国留学日本之

路的开拓。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始于 1896年 6月

15日 ,清政府派遣唐宝锷 、戢翼翚 、胡宗瀛 、金维

新等 13人首批留日。其中唐宝锷 ,即今珠海人。

这批留日学生由总理衙门从上海 、苏州一带选派 ,

赴日后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

照管 ,专为他们设立预备学校 , 1899年结束 。三

年间 ,先后退学 6人 ,共有 7人毕业。其中唐 、胡 、

戢 3人升入专门学校。唐宝锷从专门学校毕业

后 ,又升入早稻田大学攻读 , 1905年取得法学学

士学位 ,是最早在日本高等学校毕业并取得学士

学位的两名中国人之一
[ 10] P96-97、[ 17] P244

。

唐宝锷(1878 ～ 1953),字秀峰 。在他日留学

期间 ,翻译日文西书之风很盛。 1900年 ,东京留

日学生成立第一个译书机构译书汇编社 ,所出版

《译书汇编》杂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进步刊物 ,主

要成员有戢翼翚等。他们将日文书籍译出 ,先在

该杂志上连载 ,然后出单行本。唐宝锷所译 《日

本警察法令提要 》也是这样出版的。另外 ,唐宝

锷与戢翼翚合著有《东语正规》一书 ,这是中国首

部日汉词典 ,它一版再版 ,对留学生学习日语帮助

很大。唐 1905年回国 ,从事政法工作 。 1911年

曾为清政府起草陆军刑法。 1919年 ,南北举行和

会 ,唐宝锷任南方军政府代表唐绍仪的秘书长。

后任国会议员。 1925年退出政坛 ,在京 、津地区

从事律师工作 , 曾被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选为会

长
[ 16] P642、[ 18] P438

。唐宝锷是中国人 “假途于日”,通

过日本吸取西洋法律文化的一位代表人物 。他有

关于日本法律方面的著作和译著近 20种 ,对于清

季和民初的法制建设卓有贡献 。再之 ,受到清季

留日大潮洗刷的革命诗僧苏曼殊(1884 ～ 1918),

也是一位珠海学人。他短暂的一生充满跌宕 、传

奇色彩 。曾入世革命 ,又出世为僧。时而昂扬奔

放 ,时而郁闷低吟 。他能诗擅画 ,通晓日文 、英文 、

梵文。他亦僧亦俗 ,在诗歌 、小说以及译作中 ,洋

溢着浪漫主义呼唤人性尊严的高尚情怀 ,蜚声中

日 ,饮誉文坛 。他是一位身受 “假途于日 ”, “通过

日本学西洋文化 ”大潮熏陶 ,交融中 、日 、西文化

于一身的一位 “奇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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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始于 19世纪

70年代的留美幼童的派遣。至清末 ,先后出现过

留美 、留欧 、留日几股潮流 。而在近代历次留学潮

中 ,容闳的故乡今珠海地区贡献殊多 ,先后涌现了

许多引领风气的先驱性人物 ,他们与粤东和全国

明学之士一起 ,抱世界眼光 ,怀爱国衷情 ,不断地

拓展容闳所开创的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

的改良中国文化之路。这就表明 ,近代中国留学

教育历程或有起伏 ,但面向世界 ,学习西方 ,坚持

开放性 ,始终是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首要

特色。

民族性:复兴中国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 ,不

断遭受列强侵略和民族屈辱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

与变革始终包含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现代化

的双重性历史课题。为此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与

整合在坚持学习西方的同时 ,一直怀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诉求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

文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突出表

征 ,更显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色 。

容闳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开创

者 ,也是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驱。

他于 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即将归国之际 ,

即树立 “复兴中国 ”之志 。他回国后 ,一直从实施

其 “教育计划”和 “改良政治 ”两个方面进行。早

在 1860年秋冬 ,他为探求 “造新中国 ”之路访问

“天京” ,向洪仁玕提出 “为中国福 ”的 “七事 ”,这

实是一份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蓝图
[ 19] P225

,其中关于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和设立各种职业学校等主

张 ,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教育改革方案。迨

愿望落空 ,他便投身洋务运动 ,把自己倡导的派遣

幼童留美的 “教育计划 ”, “视为最大事业 ,亦报国

之唯一政策 ”
[ 6] P135

。这项计划后虽因被中止折损

了成效 ,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 , “选送幼童

留美学习”是近代中国留学教育肇兴的 “划时代

的创举 ”,对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起

到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 , 120名留美幼童除因故先回及在洋

病故和未回的 26名外 ,其余 94名学生分三批于

1882年抵国 , “头批学生 21名均送电局学传电

报 ,二 、三批学生有船政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留用

23名 ,其余 50名 ”, “分拨天津水师 、机器 、鱼雷 、

电报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 ”, “均能始终勤奋 ,日进

有功 ”
[ 20] P167

。后来 ,他们在长期的历练和进取

中 ,逐步成为各方面的杰出人才 。如电报输入中

国 ,是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一大建树 。至甲午战

争前后 ,电报总局的管理核心人才 ,多来自被分发

到 “北洋电报学堂 ”的留美幼童 。分发学传电报

的 20名幼童除另有派用者以外 ,大多终身在电报

局服务 。程大业曾被派往满洲里任局长 ,负责建

立北京与外蒙古的电报线 。周万鹏 1911年出任

全国电报局长 ,袁长坤曾任邮传部电政负责人。

陶廷赓献身中国电报业 48年 ,最后从湖北电报局

长任上离职 。留美幼童在使中国政府依靠自身力

量管理经营现代化的通讯事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 21] P99-101

。留美幼童回国后有吴仰曾 、邝荣

光 、陈荣贵 、陆锡贵 、唐国安 、梁普照 、邝景扬等七

人派往唐山 “路矿学堂 ”学习 ,后来他们成为中国

第一批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后经李鸿章安排 ,再

赴英国伦敦学矿冶 ,回国后历任热河银矿总工程

师 、开平矿务局副局长及主任验矿师 ,为中国工矿

技术奉献终身。邝荣光任河北临城煤矿总工程师

22年 , 1909年 ,他勘查了沈阳附近的本溪湖煤矿 ,

才有尔后的开采。这批服务于矿冶业的留美幼

童 , “他们开发了东自东北地区 ,西到甘肃各省的

宝 藏 ”, “为 中 国 矿 业 做 出 了 相 当 的 贡

献 ”
[ 21] P107-109

。

在铁路方面服务的留美幼童 ,都是从海军和

其他政府企业部门转来的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迅

速发挥才能 。如詹天佑 ,早年在海军服务 ,后全身

心投入铁路建设 , “完成一条重要的铁路 ———京

张铁路 ”, “国人念念不忘 ”, “被誉为中国最杰出

的铁路专家 ”。另外 ,梁如浩 、钟文耀 、黄仲良 、罗

国瑞 、沈嘉树 、林沛泉 、唐致尧 、吴焕荣 、周传谏等

人 ,都在铁路界担任过要职 。当时 ,清廷权臣巨卿

在铁路 、电报 、矿冶及其他新兴企业中高据官位 ,

而实际经营大计全靠这批留美幼童担挑。他们在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

色
[ 21] P117 -120

。

再者 ,有些幼童获有际遇 ,从进入要员幕府步

入政坛 。如梁如浩 、蔡绍基 、唐绍仪 、吴仲贤 、林沛

泉 、周寿臣 ,均曾随李鸿章的德国顾问穆德麟去朝

鲜 ,协助建立海关制度 ,后又随袁世凯办理朝鲜通

商事务 ,遂逐步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获得高位。梁

诚回国后考上总理衙门章京 。 1902年任出使美

国 、西班牙 、秘鲁三国大臣 , 1903年获美国安赫斯

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 1910至 1912年任驻

德国公使 ,后又任粤汉铁路(广东段)总办。梁诚

在出使美国期间 ,正有将美国多余庚子赔款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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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留美学生培养用费之议 ,经他多次交涉和

美国相关人士推动 ,到 1908年 ,美国政府通过了

把庚子赔款余款用作中国办学和培养派遣学生留

美方案 。接着才有清华学堂的设立。刘玉麟 、欧

阳庚也长期任驻外使领官员。刘 1910至 1914年

任驻英公使 ,欧阳 1928年从驻智利公使上离任。

梁敦彦 1884年起任两广 、湖广总督张之洞英文秘

书 , 1904年在汉阳 、天津任海关道。 1911年任外

务部尚书 ,获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梁敦彦在

天津任上 ,努力整顿 “北洋大学” ,并且鼓励该校

学生赴美留学 。他在外务部尚书任内 ,完成了与

美国公使柔克义就退还庚子赔款资送中国学生留

美的谈判达成协议
[ 21] P128-133、149-150

。应该肯定 ,梁

敦彦和梁诚对促成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重要

举措出了力 ,他们和唐国安对创办清华学堂也作

出了贡献。显然 ,许多返国幼童 “富有交涉才干 ,

而清廷倚重留美幼童来解决困局 ”。他们在内

政 、外交方面担任要职后 , “给中国官场输进了新

血 ”, “绝大多数 ,在中国现代化蜕变中 ,都作了相

当贡献 ”
[ 21] P136、43

。

还有一件事是永载史册的 ,即留美幼童先后

有 40多人在海军中服务并担任要职 ,许多人英勇

地参加了历次海战 ,其中薛有福 、杨兆南 、黄季良 、

邝咏钟 、沈寿昌 、陈金揆 、黄祖莲七人 ,在中法和中

日战争中壮烈捐躯 , “为保卫中国之海疆 ”, “为促

成一个现代中国的出现”作出了贡献
[ 21] P75、76、80

。

容闳故乡香山县是留美幼童的主要生源地。

所派 120名幼童中 ,香山籍 39人 ,占广东全省 83

人的近一半 ,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在这 39

名中 , 16名属今中山 , 23名属今珠海。珠海留美

幼童回国后的业绩 ,有的前已言及 ,下面再作些补

述 ,用以进一步说明留美幼童在追求国家富强和

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

蔡绍基 、唐国安都做过外事工作 ,但他们最大

的共同点是在创办高等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 。蔡早期在上海海关任译员 ,后随袁世凯赴朝

鲜办理通商事务 。 1903年任北洋洋务总办 ,职掌

直隶外事事务。次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 。 1907

年后先后任牛庄海关道 、天津海关道 ,曾继梁如浩

去辽南向日本谈判交还辽东半岛事宜 , “为维护

中国利益事 ,政绩特优 ”。 1910年后 ,致力慈善事

业并协助扩充北洋大学。他 “在天津颇有政声 ”,

1933年在天津逝世 , 天津英租界下半旗志

哀
[ 21] P134、123、135

。唐国安早先在开平煤矿 、京奉铁

路供职 ,后入外务部 ,参与就 “庚款办学 ”问题谈

判的筹画 ,倡议 “选送学生赴美留学 ”,旋任 “清华

学堂”副监督 、正监督。经他提议 , 1912年 10月

清华学堂更名为 “清华学校 ”(清华大学前身),被

任命为首任校长。当学校按他计划扩大时 ,他于

次年 8月病逝于任上 。他的建议与工作 ,无疑是

当年容闳 “教育计划”的继续
[ 18] P242-243、[ 21] P109

。

唐元湛和梁如浩 ,一位在电报扬名 ,一位由铁

路界显身。唐回国后长期服务于电报界 ,曾任上

海电报局长 , 1907年任邮传部左侍郎 。梁早年赴

朝鲜任穆德麟随员 ,做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袁世

凯幕僚 。后历任北宁铁路总办 、奉锦山海关道兼

关内铁路总办 ,主持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 “关内

铁路” (北京至山海关)。先后任牛庄 、天津和上

海的海关道 。官至外务部右丞和邮传部副大臣。

1912年民国建立 ,一度任外交总长 。 1921年出任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 。 1922年 ,与英

交涉收回威海卫租界地。晚年 ,任华洋义赈会会

长 。一般认为 ,留美幼童返国后 “成为铁路人

才 ”, “对中国现代化”贡献最大的除詹天佑外 ,当

数梁如浩最著名 。他曾是铁路界巨头。有四子二

女 ,两子留英 ,后均在天津成为名医。两子留美 ,

一位也是医生 , 一位是艺术家
[ 21] P134P[ 18] P244-245

。

可以说 ,梁家在吸取西学方面颇有家风。

徐振鹏和蔡廷干长期任职海军 ,并致高位。

徐回国后入福州船政学堂 ,甲午海战中任 “定远 ”

舰枪炮长 ,后随载洵出国考察欧美海军 。 1912年

任第二舰队司令 、练习舰队司令。 1918年任海军

次长 , 1924年一度代理海军总长
[ 22] P342

。而蔡回

国后 ,先后在福建船政学堂 、天津水雷学堂任职。

甲午海战中指挥鱼雷艇作战 。 1911年任海军军

制司司长。 1917年任税务学校校长。 1921年任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26年 7月署北

京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会议全权代表 , 10月 ,授

海军上将。不久去职引退 。晚年力研中国传统文

化 。并在清华 、燕京等大学授课 ,著有 《老解老 》,

阐述古代经典对 “君子 ”观念的涵义;《唐诗英

韵 》,将 120首唐 、宋诗译成英文
[ 21] P78-79、[ 18] P431

,

表现了从政府大员向国学学者的回归。

容耀垣是留美幼童中唯一 “与辛亥革命关系

密切者 ” 。容耀垣 ,又名容开 ,号星桥 。容闳族

弟 ,第三批留美幼童。返国初入天津水师学堂 ,后

去香港经商 。 1895年参加兴中会。 1900年 ,得孙

中山书示 ,参加武汉唐才常自立军活动。失败后 ,

经日本返港 ,再入商界 。担任 《中国日报 》印刷事

务总理 。 1905年 ,转为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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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曾去南京参与民国政府建立 。后再返港 ,经营

航运 业 , 对 孙中 山 坚持 革命 斗 争 颇多 支

持
[ 23] P68 -72、[ 21] P140-141

。

唐绍仪在幼童中名位最显。他 “留美期间 ,

成绩名列前茅 ”。中法战争前后 ,在朝鲜随穆德

麟工作 ,又任袁世凯 “记室 ”。在清末十年 , “数度

奉命与外国政府周旋谈判” 。 1904年 “任赴藏钦

差大臣 ,与英国谈判中印边界悬案 ”。 1906年后 ,

续任外务部右侍郎 、奉天巡抚 、邮传部尚书 。辛亥

革命期间 ,他与伍廷芳代表北方与南方进行 “南

北议和 ”,在 “清帝逊位 ,改建共和 ”方面 , “意见大

致完全相同 ”。 1912年他出任民国首任总理。后

赞同护国 ,参与护法 ,追随孙中山 ,支持五四爱国

学生。他晚年不幸遇害 ,使其推动共和的功绩隐

而不彰 。应该说 ,他 “对中国现代化 ,对辛亥革命

后民国缔造 ,是有贡献的”
[ 21] P125、146、150[ 18] P329-336

。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体。留学教育是留学文

化的支柱和起点 ,留学文化的特质与留学人士的

素养和志气相关连。容闳倡行其 “教育计划 ”,一

直以 “复兴中国 ”为旨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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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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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最为切实的办法”
[ 6] P124、39

。事实上 ,容闳一

生 “志在维新中国 ”。他在置身洋务运动期间 ,均

以 “国士 ”自重 ,在从事 “购办机器 ”、倡行 “教育计

划 ”、“经理留学事务所 ”、作 “秘鲁华工之调查”等

洋务活动中 ,竭尽 “报国 ”之诚。 1883年夏后在美

卜居期间 ,尽管 “教育计划 ”夭折和家庭又遭妻丧

的不幸 ,但他仍时刻不忘报效祖国 。甲午战争爆

发后 ,他愤 “日人 ” “借此兴戎 ”, “爱国心油然而

生 ”,遂奉张之洞电召 “立归中国 ” ,探寻 “再作一

番事业 ”的救国道路。在经过一再周折后 ,他收

起长期以来寄希望于 “洋务 ”的 “救助中国之心 ”,

跟随维新变法历史新潮前行 。迨戊戌维新失败 ,

他 “出北京 , 赴上海 , 托迹租界中 ”
[ 6] P146-149、156

。

1900年 7月下旬 ,他参加在上海愚园召开的 “中

国国会 ”,被选为会长 。他在起草的英文宣言中

明确宣布 , “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我辈之责任也 ,

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 ,而创立宪之帝国 ”
[ 24] P480

。

1902年 6月 , 他被迫逃亡返美后 ,与时偕行 , 于

1908年后 ,把自己的 “复兴中国 ”的理想与共和革

命完全联系起来。他至诚地 “热爱中国 , 信赖中

国 ,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配得上它的壮丽山

河和伟大的历史 ”
[ 6] 173

。 1911年武昌起义后 ,他

称赞这是一次 “了不起的革命 ”,向孙中山 “致以

衷心的庆贺 ”,强调 “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

管理”
[ 25] P326

。虽然 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他就去

世 ,但他的两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长子容

觐彤 ,次子容觐槐),后来 “均回到中国 ,并同娶华

妇 。容觐彤于 1934年在北京去世。容觐槐后来

定居上海 ,为著名工程师 ”
[ 6] P37、54

。由上可见 ,在

容闳的生平思想和业绩中 ,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 ,

他一生坚贞不渝地为 “复兴中国”奋斗 。他逝世

后 ,美国康州 《哈城日报 》称评他为 “今日新中国

运动的先驱者”
[ 6] P3

。

应该认为 ,新中国运动实际上就是追求中国

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运动 。终生憧憬 “以西方之

学术 ,灌输于中国 ”改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容闳 ,

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运动的先驱 , 而曾被称为

“容闳的 美̀国人 ' ”的留美幼童们 ,他们回国后 ,

努力 “介绍西方科技到中国 ”, “默默地工作 ”, “脱

颖而出 ”,不少人曾 “位居领导地位 ” ,也堪称为

“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先驱者 ”
[ 21] P143

。显然 ,容闳

和他的学生们的上述历史作为 ,也实是中国留学

教育和留学文化所具民族性的人格化的表现。

余论:把握历史机遇 ,建设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是近代

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与整合的重要内涵和必要动

力 。自容闳开创中国留学教育以来 ,近代中国留

学教育的生长虽经历留美 、留欧 、留日等几股潮

流 ,但总体上都表现出开放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特

色 ,对推动近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步 ,推动晚清社

会沿着洋务 ———维新 ———共和革命的发展起了巨

大的作用。

“时之义大矣 ”。从 1912年中国留学教育开

创者容闳逝世的近一百年来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

史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 ,这一百年来 ,

中国历史实现了共和肇建 、人民解放和走上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三大历史变革。而一百年

来的中国留学教育 ,也与时偕行 ,多姿多彩的留英

美 、留苏俄 、留法欧和留学其他各国的留学潮流和

留学文化 ,对实现 20世纪中国的三大历史变革 ,

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 ,

20世纪的世界历史 ,也经历了 “战争与革命” 、“冷

战 ”和 “冷战后 ”的巨大变化 。当今世界 ,和平与

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当今中国 ,已走出了长期

的历史动荡 ,正在 “渐进”的形式下倾全力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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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小康的和谐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

人正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并逐步融入世界。中

国已有一百多万学生到世界各国留学 ,他们正在

构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新型文化桥梁 。这些中国

留学生 ,在 2008年 3、4月以来的 “爱中国 ,迎奥

运 ”的潮流中所表现出的文明 、正义和理性 ,令世

人瞩目 ,令国人感动 ,显现出他们是容闳所开创的

中国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者。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体。蕴涵着经济全球化时代

气息 、又继承中华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当代中国

留学教育和留学文化 ,必能在建设中国和谐社会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铸立历史功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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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ofStudyingAbroadfromRongHongandZhuhai
LIUXue-zhao

(ResearchCentreofStudentAbroadandModernChina, XuzhouNormalUniversity, Xuzhou221009, China;

DepartmentofHistory,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China)

KeyWords:RongHong;Zhuhai;China'scultureofstudyingabroad

Abstract:ModernChina'soverseaseducationwasstartedbythefirstgroupofchildrenstudyinginAmericaproposedbyRong

Hong.AsthemainbirthplaceofChina'soverseaseducation, RongHong'shometownZhuhaimadegreatcontributionstothedevel-

opmentofChina'scultureofstudyingabroad.BecausemodernChinawasinvadedbyforeignpowersfrequently, therealwayswere

thehistoricaldemandsofChinesenation'srevivalinthedevelopmentandintegrationofmodernChina'sculturewhilefacingthe

worldandlearningfromtheWest.Astheimportantcontentandoutstandingindication, modernchina'seducationandcultureof

studyingabroadhadbothcharacteristicsofopeningandnationality.RongHongandthechildrenstudyinginAmericacontributed

tobringingwesternknowledge, introducingsciencesandtechnologies, pursuingmodernizationandnationalrevivalaftertheyre-

turntoChina.Itdidappearthepersonalizationofabove-mentioned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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