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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现代化思想发展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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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国知名社会活动家容闳 , 一生历经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整个历史过程。他以 “西学

东渐”为职志 ,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谋求社会进步 ,积极投身于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 , 应时乘势地紧

贴了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借助其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 有助于认识容闳现代化思想生

成和演进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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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中国近代 “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是中国近代

化历程中颇具典型意义的重要人物。 《西学东渐记》作

为他生前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 , 反映了在 “古今中西大

交会”的历史条件下 ,一个努力为寻找民族出路 、探求救

国方略而交织矛盾 、困惑和变异的知识分子人生选择。

借以《西学东渐记》为视角 , 有助于认识容闳现代化思想

生成和演进的历程。容闳生活的时代 , 正当传统中国社

会发生剧烈变动 , 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跨入近代社会门

槛的历史转型时期。综其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 大体

可分为三个逐步递进的历史阶段。

一是由西学发蒙到爱国维新思想的生成期:

1828-1854
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容闳 , 本自贫寒农家。但

因地处沿海开埠通商的特殊环境 , 使他沾溉了欧风美雨

的最先影响 , 较早地接受了西学教育。 7岁时 ,他被父亲

送往澳门的西塾学堂读书。正如他在回忆父母当年的

做法时推测:“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 , 仕进显达 ,

赖八股为敲门砖 , 予兄为在旧塾读书 , 而父母独命予入

西塾 , 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 , 所谓洋务渐

趋重要 ,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得一翻

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 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 , 似为

时世所趋 , 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 1] (P42)13岁时容闳

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 , 1847年随校长勃朗到美国去留

学 , 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就读 , 1850年考上耶鲁

大学。 1854年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 , 成为近代中国

第一个留学生。为筹得生活费用 , 他在校内打零工 , 既

负责为同学提供伙食服务 , 又在图书馆兼任管理员。赖

以师友的帮助 , 更有秉持了一份自强自立的惊人毅力 ,

半工半读中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在美前后度过的 8年生活 , 容闳广泛而系统地涉猎

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 更亲眼目睹了西方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教育 、科技的成就。逐步酝酿并

抱定了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

富强之境” [ 1] (P62)的宏愿。在校期间 , 对比中西方社

会现实的强烈反差 , 容闳深感故土家园的落后和黑暗 ,

自觉意识到了肩负的历史重任。他说:“予当修业期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 , 辄

为之怏怏不乐 , 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 盖既受教

育 , 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

身负荷极重。” [ 1] (P61)因此 , 在容闳心中 , “以冀生平所

学 , 得以见诸实用 ” [ 1] (P62)的观念一直耿耿于怀。临

近大学毕业前一年 , 他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规画大略

于胸中矣 ” [ 1] (P62), 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作了筹谋。这

就是他在自传中所表述的:“予意以为 , 予之一身受此文

明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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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62)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少年 , 能像自己一样出国留

学 , 接受西方先进教育 ,掌握西方科学技术 , 从而以西学

改造中学 , 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 ,

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 , 已初步形成了致力于西学东

渐的教育理想。

[收稿日期 ] 　2008— 06— 15

[作者简介 ] 　沈　潜(1965—　),男 ,江苏昆山人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系副教授。

·64·



　　二是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而历经曲折的磨

难期:1855-1895
大学毕业后 , 容闳怀着学以致用的心愿毅然回国 ,

开始为自己的教育计划能付诸实践而努力。但是 , 从广

州到香港到上海 , 归国后不到一年已三迁其业 , 也曾一

度以经商为业 , 严酷的现实使他无以施展救国理想 , 徒

为衣食奔走的他难免了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 容闳

对此深有所感:“若长此见异思迁 , 则所希望之事业 , 或

且如幻灯泡影 , 终无所成。 又非不自觉予之希望过奢 ,

志向过高 , 颇难见诸实行也。第念吾人竟存于世界 , 必

有一定之希望 , 方能造成真实之事业。 ……一旦遇有机

会 ,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 ,即多获一分效果 , 此岂为一人利

益计 , 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予于所事 ,屡次中辍 , 岂

好为变迁哉 ?” [ 1] (P74)于是 , 容闳审时度势 , 把目光投

向了当时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上。

早在留学期间 , 容闳就对国内太平军起事极度关

注。回国后不久 , 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粤中会党暴

动 , 造成血流成渠 、尸首遍地的惨状 , 使他 “既表同情于

太平军 , 乃几欲起而为之回应” [ 1] (P70)。当时 ,太平天

国因天京变乱而由盛转衰 ,容闳在香港结识的好友洪仁

玕 , 已被洪秀全加封干王 , 总理朝政。因此 , 抱着对太平

军的同情和理解 , 1860年容闳由上海去定都天京(今南

京)的太平天国辖区实地考察。寄望于太平天国革命而

跃跃欲试。容闳随即向洪仁玕提出了组织良好军队 、设

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 、建设善良政府 、创立银行制度 、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及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建

议。[ 1] (P94)内容涉及军事 、政治 、经济 、教育等领域 , 而

其中尤以建立新式教育为基本 ,试图借此模仿资本主义

进行改革。但在一个半月的考察之后 , 容闳深感太平军

领袖人物 “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 , 实未敢信其必成” [ 1]

(P95),只得怅然而去。事后他回忆:“南京之行 , 本希望

遂予夙志 , 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 , 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 ,

二者有所藉手 , 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 , 毫无

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 , 庶几此新政府者

能除旧布新 , 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 [ 1] (P99-100)

借以太平军实现报国心愿的最初尝试受挫后 , 容闳

仍坚执初志 , 寻找着新的出路。稍后 , 际会于洋务运动

的倏然兴起 , 以曾国藩 、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少数地方实

力派开明官僚 , 以 “自强”、 “求富”为口号 , 开始了引进

西技西学的洋务事业。容闳正是他们视为办理洋务的

合适人选。 1863年经友人李善兰的推荐 , 容闳应曾国藩

之招赴安庆 , 从此入幕赞襄 , 并与洋务派建立了长达近

22年之久的因缘。

在先 , 容闳被委为出洋委员 , 赴美采购机器 ,筹建江

南制造局;后又出任江苏行政署译员 , 驻节上海 ,倡议设

立兵工学校以储备人才;同时译述了美国人哥尔顿的

《地文学》和派森的 《契约论》等著作;1873年在家乡出

资办学 , 创立 “容氏甄贤学校 ”;1874年在沪发起创办

《汇报》 ,竭力鼓吹西学;不久赴美转往秘鲁 , 调查当地华

工实况;1875年冬被任命为驻美国 、西班牙 、秘鲁三国钦

差副公使;并协助规划上海机器织布局。可见 , 来自他

此间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 ,热情倡

导办报办学等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 , 努力开展外交活动

捍卫民族利益。特别是 1868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

并请转呈总理衙门上奏 , 容闳以组建轮船公司 、开矿筑

路和限制教会权利为陪衬 , 重点提出了自己 “魂梦不忘

之教育计划” [ 1] (P105)。 1871年经曾国藩 、李鸿章专折

会奏 , 奉旨允行。翌年 , 容闳受命担任留美学生事务所

副监督 , 负责有关事宜。每年分派 30人 , 分 4批完成。

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由于顽固派

的反对 , 原定 15年学成回国的期限 ,到 1881年被全部遣

送回国。容闳依靠某些当朝权贵实现教育计划的用心 ,

就此半途而废。

凭实而论 , 从容闳参与洋务事业的思想主张和实践

活动来看 , 他与洋务派的宗旨迥然有别 , 前者以发展资

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强国为出发点 , 后者则从维护封建

统治而立足。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又是

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此前因为容闳 “西学东渐”的主张

与洋务派 “师夷长技”思想在谋求自强问题上达成共识

而得以连手将事 , 那么 ,随着洋务运动的渐次开展 , 思想

宗旨的不同势必导致两者之间的最终分离。明乎此 , 就

不难理解容闳与洋务派在留学生事务所的裁撤问题上

存在的矛盾冲突 , 不难理解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半途

而废的思想根源 , 也同样不难理解当全部留学生奉命提

前撤回后 , 容闳愤然退出洋务运动的自觉选择。如他事

后追忆:“学生既被召回国 , 以中国官场之待遇 , 代在美

时学校生活 , 脑中骤感变迁 , 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

心中咸谓东西文化 , 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 ,

认为不容稍缓之事。 此种观念 , 深入脑筋 , 无论身经若

何变迁 , 皆不能或忘也。” [ 1] (P144-145)可见 , 留学生计

划的夭折 , 既给了容闳沉重的打击 , 同时也让容闳对中

国的改革有了更进层面的感悟与认识。

此后寓居美国的十多年 , 正可视作他处于思想困境

中伺机再图振起的蛰伏时期。

三是从主张维新到倾向革命的思想蜕变期:

1896-1912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 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更

加感愤交加。他在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的同时 ,接连致

函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 , 提出向英国借款 、

购置铁舰 、雇佣洋兵等议项 , 呼吁坚持对日作战。 1895

年容闳奉命回国 , 在与张之洞会面时认为:中国不欲富

强则欲 , 苟其欲之 ,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 , 决不能恢复

其原有之荣誉。[ 1] (P150)为此建议政府应延聘客卿改

革新政 , 即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 、财政 、海军 、陆

军四部顾问 , 并选拔年轻有为的中国学生 “置于顾问之

下 , 以资练习。”容闳相信:“如是行之数年 , 则中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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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关 , 不难依欧西之成规 ,从新组织也。” [ 1] (P150)但

张之洞对此未置可否 。

此后两年里 , 容闳又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和

修筑全国铁路。为此 , 他先在上海翻译了有关美国银行

的一些法令法规 , 而后参照中国国情加以增改 , 草拟了

一份筹办国家银行计划条陈 ,方案在户部侍郎张荫桓和

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赞同下上奏批准 , 却最终被官僚买办

盛宣怀从中阻挠而失败。至于 1897年提出修筑天津至

镇江的铁路计划 , 虽有光绪帝的允准 , 但最后也在反对

势力的夹击下未能如愿。这时 ,容闳感叹:“予之种种政

策 , 既皆无效。 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 , 遂亦至此而止

矣。” [ 1] (P154)

伴随 19世纪末维新派的应时而起 , 标志着近代中

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转换 ,由此拉开了近代民族救亡运

动的新帷幕。在此情势下 , 容闳走上了与康有为 、梁启

超等人一起谋求变法自强复兴中国的新径 , 从而折入了

一个新的思想层次。在他提出设银行 、筑铁路的维新计

划均遭冷遇后 , 容闳决定留居北京 , 通过支持维新派来

实现他救国的宿愿。此间 , 他与维新志士频频来往 , 互

为推引 , 相启共发 , 所在寓所 , “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

之会议场” 。[ 1] (P156)容闳以他的爱国主张和计划 , 对

康 、梁等维新派领袖多有影响。证诸康有为上奏光绪帝

有关统筹大局的改革方案 ,诸如筹款筑路 、购铁甲船 、练

兵 、设立新式学堂 、创办银行等主张 , 与容闳所持想法多

有相似之处;康有为甚至还推荐由容闳赴美联系筹款等

事务。由于顽固派发动政变 , 风动一时的变法运动成为

瞬息即逝的 “百日维新”, 容闳的救国理想再度化为泡

影。迫于顽固派追捕的危急情势 , 他不得不托迹于上海

租界 , 不久转往香港。此后的事实表明 , 戊戌变法运动

的失败 , 并没有使容闳心灰意懒 , 反而促使他更加积极

地谋求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改革中国 , 继续在 19世

纪末多变的政治风雨中奔走呐喊。

转入世纪交替的 1900年 , 容闳及时调整自己 , 继续

寻求与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协助与合作 , 开始了自身思

想的新旧转型时期。从此间成立的中国国会的宗旨和

宣言中 , 不难看出容闳思想路径的变化。 由当时上海维

新派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的中国国会 , 主要宗旨

是:一 、保全中国自主之权 , 创造新自立国;二 、决定不承

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的权利;三 、请光绪皇帝复辟。

身为会长的容闳在为国会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中对此

明确表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 , 将欲

更始 , 以谋人民之乐利 ,因以声张乐利于全世界 ,端在复

起光绪帝 , 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 , 以立宪自由

之政治权于之人民 , 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 [ 2]

(P37)这个既不承认清政府统治 , 又要光绪帝复辟的政

治立场 , 实质上表达了旨在推翻慈禧专制统治后建立一

个排除民族压迫 , 独立自主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

主国家的愿望。可以说 , 与同时期不少政治人物一样 ,

容闳主张排满勤王并举的矛盾行为选择 ,真实地反映了

当时的思想实际。但是应当注意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不

久 , 面对世纪初急剧嬗递的历史风潮 , 痛切于中国社会

岌岌乎不可终日的现实境地 , 结合自己屡遭挫败的救国

实践 , 容闳逐步认清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 对于腐败

的清政府表示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由此 , 在随后的几

年里 , 与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梁分道扬镳 , 进而转向赞同

和支援孙中山反清革命 、创建民国的事业 , 成为他晚年

思想的重要转折。

事实上 , 始自参与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 , 直到

1908年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 容闳曾一度竭力坚持联合

各派力量共同推翻清政府的主张。基此认识 , 他一方面

与康梁保持联系 , 另一方面则与革命派多有交往 , 寻求

携手合作的途径。应该说 , 这种试图联合各派改革力量

的想法 , 正与孙中山最初的意向不谋而合 , 以致两人未

曾谋面前的 1900年 8月 , 孙中山就在日本表示:“在中

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 , 尽管分成多派 , 但我相信今

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 , 照理不致争执不

休 , 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 3] (P198)并认

为 “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当推容闳 ,他曾任驻美公使 ,

在国内也颇孚人望。” [ 3] (P198)可见他们联合的意图在

于以改革中国为共同目标。

时隔不久 , 容闳在登轮赴日途中与孙中山邂逅相

遇 , 两人一路纵论天下大事 ,畅谈救国理想 , 使他更趋于

同情 、支持革命。但无可否认 , 此时容闳正介乎于康有

为 、孙中山两派之间周旋 ,看似矛盾的背后 , 真切地表明

了他希望把主张改革或革命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共创

反清救国大业的良苦用心。 到他决定离开香港赴美定

居前夕与来访青年就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一番谈话 ,

指出:“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 此中国之民气也 ,民无气

则死 , 民有气则动 , 动为生气 , 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

纳民气于正轨 ,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并特别称誉孙中山

“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 , 予勖以华盛顿 、弗兰克林之心

志。”勉励年轻人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更满怀信心地

认为:“东亚主人 , 终在中国。” [ 4] (P114 -115)可见他

思想上已明显倾向革命。

随后 , 伴着革命风潮如狂飙卷地高涨的形势 ,尤其

是 1905-1907年革命派同改良派展开的大论战 , 促使爱

国的人们冲破君主立宪的思想束缚 , 划清了革命与改良

的界限。身处异域的容闳 , 对腐败的清政府表示了越来

越强烈的不满 , 对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也多有不满 ,

认为他 “并非一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 ” [ 5] (P332), 从

此毅然与康梁决裂 , 站到了孙中山革命派的一边。 在生

命的最后两年里 , 容闳先是在美努力为孙中山进行宣

传 , 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孙中山实现其革命理想和推翻清

政府的计划;又向孙中山介绍美国友人军事学家荷马

李 、西部财界人士布恩 ,促成他们共同商议筹集巨款 、训

练军官 、发动武装起义 、筹组临时政府等计划 , 以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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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成功。虽然不切实际 , 但所有这一切无不说明了他

对革命派寄予的厚望和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关注。

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 ,年至耄耋的

容闳随即多次寄函国内友人 ,表达了对孙中山和革命党

人的无限敬意和衷心祝贺 ,同时阐明他对共和国安定民

生和培养人才等问题的见解。至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宣告诞生 , 孙中山随后致函于他 , 盛赞他 “谋覆

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 , 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

福”的革命业绩 ,表示 “民国建设 ,在在需才。素仰盛名 ,

播震环宇 , 加以才智学识 ,达练过人 ,用敢备极欢迎 , ” [ 6]

(P143-144)热诚邀请他重返祖国共商建国大计。无

奈 84岁高龄的容闳已卧病不起。 不久 , 在弥留之际殷

殷嘱咐他的儿子容觐彤 、容觐槐 “弃所营业 , 回助祖

国” [ 7]之后 ,是年 4月走完了他艰难坎坷的人生旅程。

可见 , 从积极参与康 、梁等维新变法活动 , 到支持孙

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 ,容闳的思想最终实现了从维

新向革命的再一次飞跃。

应当说 , 作为中国近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 容闳一

生所走的道路颇具典型意义。

阅读《西学东渐记》, 分明能揣摸容闳身处急遄的政

治潮流中焦虑 、忧患的心魂 , 从他先后尝试与太平军 、洋

务派 、维新派等的合作意向和行动 , 委实不是简单地投

机附会 , 随缘而遇。每一次转折性的人生抉择 , 无不起

因于他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密切关注 , 起因于他对当时急

遽兴替的政治力量的认真观察与比较。 由上述容闳现

代化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 ,贯穿始终的是他矢志不

渝的救国心愿。以往 , 论者对容闳与太平天国关系上从

最初同情到失望而别的举动不无指斥 , 认为他对农民革

命缺乏起码的了解 , 与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结合 《西学

东渐记》中对太平军的观感 , 不难看出容闳的离开太平

天国 , 是他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角度对太平天国深

入认识的结果。 有论者通过比较容闳和洪仁玕的近代

化方案及其遭遇 , 指出在曾国藩与其它洋务大员们展开

自强运动之前 , 容闳与洪仁玕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

案 , 并寄情于农民领袖洪秀全 , 但正是洪秀全领导的太

平天国粉碎了他们的近代化之梦 , 这充分说明了农民政

治与知识分子及其近代化理想的复杂关系 , 揭示了农民

政治并不能为近代型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广阔的政治舞

台 , 农民政治也不能将中国导向近代化的国家。事实表

明 , “洪仁玕以《资治新篇》贡献于农民政治的祭坛 , 得到

的是其政治理想的实际幻灭与自身回归于传统政治文

化的结局;容闳在对天国失望之后 , 奔向在中国近代史

上具有显著开创意义的人物———曾国藩身上 , 使其抱负

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 。” [ 8] (P54 -68)至于容闳转而

投入曾国藩幕府并从事洋务事业 ,应当看作是他为实现

现代化理想而继续努力的行为选择。留意他此间显形

跃姿的种种践行 , 无不折射出试图借助较为开明的当朝

权贵来改革中国政治 、力求祖国富强的苦心孤旨。 有见

于此 , 当洋务派劬劬于 “中体西用 ”的窠臼而却步不前

时 , 容闳又异趣而去 , 并在新的时势驱使下开始了与新

的社会变革力量的主动结合 , 以创办国家银行和修筑全

国铁路的主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及至革命浪潮明起

暗涌 , 愈演愈烈 ,他先是倡导改革派的协作 , 终在失败与

挫折中基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反省 ,把爱国与革命

结合起来 , 实现了一生中最光辉的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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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developmentofRongHong′smodernized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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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ngHong, whowasthefamoussocialactivistinmodernChina, inwhoselife, heexperiencedthewholehistorical

processfromOpiumWartotheRevolutionof1911.Heaimedat"EastwardSpreadofWesternCulture", tosavethenation

fromdangerandpromotesocietydevelopment.Heplayedanimportantroleonthechangeablehistoricalstage, closelyfollowing

thehistoricalprocessofmodernsociety.Itcanhelpustoknow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RongHong'smoderized

thoughtbyhisoutobiographicalmemoirtheRecordofEastwardSpreadofWestern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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