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闳（1828- 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人，中国近

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西式教

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自幼家贫，

没上过私塾。1841 年进入“马礼逊教育会”所创办的马礼逊学

堂学习，六年后跟随老师布朗赴美学习。1851 年考入耶鲁大

学，1854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

中国留学生。次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之志回到了祖国，

开始了漫长的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60 年容闳前往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进行实地考察，

希望施展其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提出了七点改革建议，内

容涉及军事、教育、政治、经济等方面，但是均未被采纳。容闳

只好满腔怅惘地离开了南京，继续寻求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
1863 年是容闳生命中的又一次转折点，命运之神再次垂

青于他。此时正逢筹办洋务的晚清明臣曾国藩招揽各方贤

才，其手下幕僚推荐了容闳。曾国藩遂命人三次致函敦请，如

此诚意令容闳动容感怀。同时，容闳也想借助曾国藩这样一

位在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救国计划。于是他满

怀希望投入曾府，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
容闳与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皆有交往。他

帮助洋务派采购机器设备，充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培

养洋务运动急需的科技人才，容闳多次向曾国藩提出选派幼

童赴美留学计划。在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等支

持下，清廷最终采纳了容闳的这一计划，于 1872 年派出第一

批 30 名幼童赴美留学，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出洋留学

的序幕，也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比

较有名的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

及海关监督蔡绍基等人。容闳的派遣留学生计划因曾、丁等

人鼎立支持而得以实施，不幸的是由于清廷内保守派的阻挠

而中途搁浅，清政府于 1881 年撤回所有留学生，容闳的教育

理想也就此告终。
遭受到第一次事业上打击之后，容闳并未因此而气馁，他

抖擞精神紧接着又投入到紧张的戊戌变法活动之中。容闳与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交往密切，赞同中国实行改革，他

的住所成了维新派主要人物秘密集会地。历时仅一百零三天

的变法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终以失

败收场。变法失败后，容闳又积极设法营救光绪皇帝。由于同

情和隐匿维新人士，容闳不得不逃离北京，隐居于上海租界。
在上海期间，容闳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配

合自立军起事，被推为会长。自立军起义失败，容闳被列为要

犯遭通缉，他只好再次逃亡。
离沪途中，恰与孙中山同船相遇。孙中山原打算回国联

络容闳、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以江苏及两广为根据地宣布独

立，并渐次地图谋推翻清王朝。不巧，时逢自立军起事失败，

上海方面正在严缉新党，无法开展活动，所以，孙中山也只得

乘船离沪。两人相见恨晚，畅谈至深夜。通过交谈，容闳理解

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放弃了改良思想，开始倾向以孙中山

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随后即与孙中山在东京、
神户相处了一段时间。

之后，容闳到了香港，支持孙中山等人策划的“壬寅广州

起义”又称“大明顺天国起义”。最后因机密泄露起义失败。
1902 年 6 月，容闳回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哈特福德市的

家。他在回复兴中会友人请求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合作与

支持的信中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力量来满

足世界彼端你的要求。”[1]此外，容闳还与美国军事学家荷马

李取得联系，要求荷马李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予以充分支持。
他说孙中山是中国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赖的，在广东力量也是

最大的，应协助孙实现其计划和理想。[2]

1909 年 12 月，容闳与来美访问的孙中山再次会面。容闳

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起义计划，准备筹集 500 万美元，10
万支枪和 1 亿发子弹。[3]终因美国资本家不肯借款而未实现

这一计划。容闳的思想并未因计划搁浅而停滞不前，而是紧

跟时代步伐。
此时，容闳已是 74 岁高龄，体力、精力大不如从前。在美

国家中，他写成了自传《西学东渐记》，书中表达了他对祖国

热爱之情。随着岁月流逝，他对祖国热爱与日俱增，无时无刻

不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注视着祖国每一个变化。
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越过万里重洋传到了大洋彼岸，容

闳兴奋难捺当即写信给彼岸的友人，祝贺共和国的诞生。信

中写道：“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 300
年深受压迫和抑制的人民———呼求一个共和国，为解除人民

的疾苦，去争取自由和独立。既然现在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

人推翻，那么，不管那些政治两面派多么能干和花言巧语，也

不能引诱你们离开坚定的初衷，即呼唤共和国的到来。”还呼

吁革命者“应当彼此团结得比亲兄弟还要亲密，内部纷争必

定会招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壮丽的国家，而英

明的上苍已把她留给中华民族，以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4]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卧病在床的容闳写信给谢缵泰，请

他“千万替我向他（孙中山）致以衷心祝贺”，并向孙转告“我的健

康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也许会到中国去，参观这个新共和国。”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容闳：“当比破坏后，民

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练达

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

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5]此时容闳已年届八十

四岁，而他的爱国之心丝毫不逊当年。正当他准备行装归国

时，旧病复发，遂不能成行。弥留之际，他不忘叮嘱儿子学成

回国报效祖国。
容闳一生，最初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继而转向洋务，由洋

务而维新，最终倾向革命，并首创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在中

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努力通过自己学识来改造中国，对祖国热爱始终如一，为祖

国富强殚精竭虑，无愧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美国人亦评价容

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注释：
[1]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4,第 102 页

[2]罗香林.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J].东方杂志，

95,台北,19751.1
[3]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4,第 102 页

[4]金维新.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4,第 104
[5]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 144 页

作者简介:周会会，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浙江省

图书馆馆员。

周会会

（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 杭州 310007）

近代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的政治活动略记

SHIZHIJIANYANJIU 史志鉴研究

【黑龙江史志 2009.03（总第 196 期）】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