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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教育制度，

留学制度的形成是中国

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它的实现是无数怀抱强

国富民梦想的人们艰辛

努力的结果，并对近百年

来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

说，“对中国近代化来说，

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

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

功绩是永存的”，这生动

地概括了留学生在中国

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独

特作用。

一、“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容闳是中国

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人物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检索字

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

称，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

拓荒者。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屈辱与磨难，仁

人志士走上了救亡图存的艰难历程，清政府

也面临着如何应对西方强大冲击的选择。

1847 年 1 月 4 日，一个未满 19 岁的中国青

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享特利

思”（Hunt re s 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

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这位青年名容闳，当

时，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1854

年冬，26 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

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七年

的充满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他不仅带回

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带回了一

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

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选派幼童

留学美国，造就人才，救亡图存。为了实现这

个梦想，容闳做了种种努力。后来，他通过江

苏巡抚丁日昌代上条陈，并争取到时任直隶

总督的曾国藩的支持。直到 1870 年，调任两

江总督的曾国藩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

务大臣李鸿章联名将幼童留美之事上奏清

廷批准，终得开启中国近代留学的帷幕。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

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容闳是一个

异数，他绕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塑造和

清王朝的科举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

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

二、第一批“幼童留美”影响了中国的历

史进程

清王朝只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

一个更加专制和集权的封建王朝。一边依赖

汉文化，一边以极端荒谬的逻辑演绎出各种

不可思议的文字狱。无论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怎样式微，有一点却是越来越高涨的，那就是

它对世界的无知和对“天朝大国”的自恋。这

个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辉煌贡献的古国，这个

被李约瑟称赞为长期领先世界的技术“输出

国”（16 世纪以前），这个被马可·波罗描述成

远胜于世界各地的美好国度（13 世纪以前），

已经病入膏肓。而欧洲各国却创造了崭新的

资本主义文明，资本正在寻求扩张，它们已经

选中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但是，很快就要

遭殃的清王朝和她的子民，却对此一无所知。

巨变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在外国列强坚船利

炮的沉重打击下，昏沉沉的农业帝国不得不

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朝”，并且已经远

远落后于世界，从而结束了妄想，被动地承认

和接受了强大的外部世界。天朝梦断的过程

痛苦而漫长，充满了人民的牺牲、国家的灾难

和朝廷的屈辱。在这个异常悲情的底色下，中

国开始了“师夷制夷”及“中体西用”的“洋务

运动”，以应对时局，挽救国运。中国历史也就

以这样的姿势跌跌撞撞地栽进近现代。而留

学生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从此与中国近

现代历史相伴。

1872 年夏，容闳组织了第一批留美幼

童 30 人渡洋赴美，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

是中国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学生。整个留学

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 30 名 12 岁到 15

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 120 名，留学期

限为 15 年。15 年后，每年分 30 名回国。容

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

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

如同探险，生死难料，而且当时人们对外界

了解很少，观念保守，更有人热衷科举，对留

洋不屑一顾，因此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不得

已，容闳来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

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 30 名幼童中就有

25 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要具结，保

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招生完毕，

幼童先到设立在上海的出洋预备学校进行

大约半年的训练，学习一些简单的英文和基

本知识。而容闳则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

美国的生活和学习。1872 年 8 月 11 日，第

一批 30 名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

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这就是历史上有

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

历史奇迹。此后，1873 年 6 月 12 日、1874 年

9 月 19 日和 1875 年 10 月 14 日，后三批幼

童全部按计划赴美留学。这些聪明的、头脑

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

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们被分配

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

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助长着他们的求

知欲。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

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

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划船和骑脚踏车，有

人甚至敢用拳头和人较量。当然，他们也接

受了正规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学习了数

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

电报、军事、商业等大多中国还没有的科目，

至于哲学、经济学、法律等社会科学，甚至是

莎士比亚、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也

成了幼童们的最爱。他们的价值观由此发生

了潜移默化的改变。1881 年 8月 21 日，对留

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

的日子。奉清廷之命，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

全数分三批陆续“遣送回国”，首批在这天启

程。其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60 多人中断

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120

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中

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

了。“留美幼童”计划的中辍，表明清王朝的

短见和面对近代社会的张皇与犹豫。但它开

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近现

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早期留学生派遣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

建守旧局面，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

重大变化，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

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

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

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

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在中

国从封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

中，留学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和

先锋。 （责编：杨宗鸣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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