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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容阂的教育救国实践
、

教育近代化主张
,

尤其是其关于 留学教育的思想
,

反映了时
·

代发展 的趋势 ;对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不能苛求
。

其本迹启示致力于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的当代人 正确处理 中西文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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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容阂的教育救国实践

容 阂 ( 1 8 2 8一 1 9 1 2 )
,

字纯甫
,

号达 阴
,

广

东香山 (今中 ilJ 县人 )
。

1 8 3 5 年 (道光十九年 )

在澳门附读于郭士立夫人设立的女校
。

1 8 4 1

年起就学澳门和香港马礼逊纪念学校
,

为第

一 班 生
。

1 8 4 7 年 随 校 长 勃朗 ( :Re v
.

5
.

R
.

B r o w n ) 赴美
,

人麻省孟 松 中学 。 江o n s o n A
-

e a d e m y )肄业
。

1 8 5 0 年 (道光三+ 年 )考人美

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

并于 1 8 5 4 年 (
.

咸丰四年 )

毕业
,

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

在耶鲁大学求学期 间
,

容阂时时关注中

国的时局
。

他 自陈说
, “
予当修业期 内

,

中国之

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追末年而尤甚
,

每一念

及
,

辄为之快快不 乐
,

… …遂觉此 身负荷极

重
。 ”

容 阂认为
,

处于水深火热 中的中国百姓
“

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 ,,@
。

而要唤醒他

们
,

则只能将西方的学术灌输给他们
,

造就一

批从事改革和近代化的人才
。

他头脑中酝酿

着中国留学生计划
,

大学 四年级时
,

他将此思

想清晰表述为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 中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② 。

容阂一生经历了我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

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
,

还卷人了太平天

国运动
、

洋务运动
、

维新运动和某些反清的武

装斗争事件
。

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中
,

“

爱国
”
一直是其高扬的主旋律

。

容阂希望早

日学成归国
, “

他 日竟学
,

无论何业
,

将择其最

有益于中国为之
。

纵政府不录用
,

不必遂大有

为
,

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
,

以竟吾素志
” 。

回到

中国后
,

容阂的事业和理想经历 了无数的曲

折和坎坷
。

他先后做过香港审判厅译员
,

海关

通事
,

英商公 司职员
,

但是
,

容阂认为个人的

失意比起 国家与民族的困厄显得多么的微不

足道
。

萦绕容阂心中的理想一直是
“

欲谋全中

国之幸福也 ! ”

容阂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
。

1 8 6 0

年 n 月
,

他冒险到天京向干王洪仁开条陈七

事
,

内容是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

组织一 良

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

识军官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四

、

建 设善良政

府
,

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
、

创立银行制度
,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

、

颁

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以耶教圣经列为主课 ;

七
、

设立各种职业学校③ 。

容 阂的建议
,

涉及

2 0 6 2



政治
、

军事
、

经济及教育各方面
,

除了议会制 方努力
,

18 7 0 年
,

清政府终于批 准了容阂的

度未叙及外
,

这是一个完整的近代化纲领
。

其 教育计划
。

容阂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
“
于

中
,

涉及教育问题的就有四条
,

包括制定各级 中国二 千年历史
,

特开新纪元矣
。 ’ ,⑦从 18 7 2

学校教育制度
、

设立武备学校
、

海军学校和各 年到 1 8 7 5年
,

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突破夷夏

种实业学校
,

体现了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

但 之防
,

先后向美国派出了四批官费留学生
,

共

由于太平天国当时忙于战事
,

无暇顾及他的 一百二十人
。

这些幼童由小学到中学
,

几年之

计划
。

后考入专科或大学
,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他们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阂失望之极
,

他转而
“
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

,

且 习与美人交际
,

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
。

洋务派 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
” ⑧ 。

但是
,

这一重要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巨大差 举措
,

竟还是由于美国的反华风潮和封建守

距的认识和
“

自强
” 、 “

求富
”

的动机
,

也开始了 旧者的阻止而被破坏
。

1 8 8 1 年
,

清政府以
“

外

从
“
师夷长技

”
到走出国门的观念转变

,

对容 洋风俗
,

流弊多端
,

各学生腹少儒术
,

德性未

阂非常赏识
。

容阂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 坚
,

尚未究彼技能
,

先沾其恶习
,

即使竭力整

托
,

专程赴美购买机器
,

装备江南制造总局
,

顿
,

亦觉防范难周
”

为由
,

下令将留学生一律

进而建议
“
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

,

招中国学生 遣送回国
。

原拟以 15 年为期的留学生
“

凄然

肆业其中
,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
,

以 返国
” 。

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 二
、

容阂的教育近代化主张

师
” 。

用容阂自己的话来说
, “
于江南制造局内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开创者

,

容阂不

附设兵工学校
,

向所怀教育计划
,

可谓小试其 仅身体力行
,

而且还提出一系列反映时代发

锋④ ” 。

他所倡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
,

展趋势的教育主张
。

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 (职业 )学校
。

(一 )近代中国教育的使命和主题
:

缔造

倡导留学教育在容阂的教育计划中占有 少年中国

特殊重要的地位
,

容闪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 在近代维新思潮中
,

容阂最早提出教育
“

最大事业
” 、 “
报国唯一政事

” ⑧ 。

1 8 6 8 年
,

由 救国思想
。

他主张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 中

丁 日昌转呈条陈
,

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
“

政府 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

借西方文

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国留学
,

以为国家储 明之学术以改东方之文化
,

必可使此老大帝

备人才
。 ”
他说

, “

派遣之法
,

初次可先定一百 国
,

一变而成少年新中国 ,,@
。

他的派遣 留学

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
,

此一百二十人中
,

又分 生的教育计划
,

目的在
“

为国家储备人才
”

气

四批
,

按年递派
,

每年派送三十人
,

留学期限 他一直把这一计划作为
“

对中国的永恒热爱

定为十五年
。

学生年龄
,

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 的表现
” ,

并认为是
“

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

为度
,

视第一
、

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
,

则 实可行的办法
” 。 ;直到晚年他还把各界留学

以后永定为例
,

每年派出此数
。

派出时必须以 生看作是建设新的民主国家的人才
。

他的办

汉文教习 同往
,

庶幼年 学生 在美
,

可兼习汉 兵工学校 的倡议
,

包含着教育要为独立 自主

文
。

至学生在外国膳宿人学等事
,

当另设留学 的实现工业现代化
,

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现代

生监督二人 以管理之
,

此项留学经费
,

可于上 科学技术人才服务的先进思想
。

他提出建立

海关税项下
,

提拨数成 以充之
。

,,@ 容阂在这 面向民众的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的主张
,

认为

里具体规划 了留学教育的 目的
、

年龄
、

计划
、 “

予意他 日中国教育普及— 必有胆力起而

教学和管理
、

经费等各个方面
。

经过容阂的多 自卫矣
” 。 ,

这里包含着实行普及教育
,

唤醒

2 0 6 3



民族和民主意识
,

保卫国家和个人权利的思

想
。

他还十分重视妇女教育
,

晚年在给友人的

信中仍告诫说
: “

吾国女学甫在荫芽
,

宜筹巨

款
” ,

而
“
选俊秀女子入学校受教育

,

养成种种

有用之人
” ,

认为这是
“

有关国家根本大计
” ,

而不能
“

迁远忽之
”
的L 。

这里他把妇女教育

与国家根本利益联系
,

是很有远见的
。

容阂的

教育思想始终贯穿着为祖国某福利的爱国思

想
,

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基本

要求
。

(二 )近代中国教育的出路和捷径
:

学习

西方
,

进行改革

容阂的教育思想是与学习西方教育密不

可分的
。

在要不要学习西方教育的问题
,

他批

评了封建教育使人
“
久处专制压力

.

之下
,

习于

服从 性质
,

故 绝无 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 思

想
” ,

驳斥了封建官僚对外国教育盲目排斥的

态度
,

认为他们
“

对外国教育之观念
,

实存一

极端鄙夷之思也
” L 。

他以西方教育为模式提

出的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
、

机械
、

铁路等实

业教育以及女子教育
,

他介绍的西方教育家

的思想
,

都逐步被 以后 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

或吸收
,

成为近代新学校新教育的先声
。

容阂

关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想
,

不失为一种代表

当时资产阶级发展新教育的先进思想
。

( 三 )近代新 教育的 目标
:

培养 德育
、

智

育
、

体育不可偏废的人才

与讲求功名仕途的封建教育观不 同
,

容

阂通过 自己受教育前后的对照深刻认识到
,

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修养
,

培养科学 的人

生观
、

世界观 ; 并前瞻性的认识到教育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一切
,

即知识就是力量
,

而力量重

于财富
。

他认为
, “

大学校所受之教育
,

实较金

钱尤为宝贵
。

盖人必受教育
,

然后乃有知识
,

知识即势力也
。

势力之效用
,

较金钱为大
” 。

容

阂还认为
,

教育的作用在
“

造就一种品格高尚

之人格
,

使其将来得有势力
,

以为他人之领袖

耳
” L 。

他 还 借美 国教 育 家 阿 那博 士 ( D .r

A m ol d ) 的话来表达 自己的看法
: “

善于教育

者
,

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
,

以养成其优美之

品格
。

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
,

自谓尽

其事
,

充乎其极
,

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

全书
,

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
’ ,。 。

这里他强

调了品格教育的重要性
。

容阂对 留学生参加

体育运动也非常支持
,

认为
:

青年人
“

好为种

种健身运动
,

跳掷驰骋
,

不复安行矩步
,

此皆

必然之势
” L 。

从 以上可以看出
,

容阂的教育

目的和理想人才
,

既要有丰富的学识
,

又要有

优美的品格
,

同时注意体育
,

反对封建教育所

施行 的思想控制
,

具有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

色彩
。

这种教育理念
,

与后人强调教育的德
、

智
、

体
、

美四育
,

意义正复相同
。

( 四 ) 近代新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

以实学

为主
,

理论与实践并重

容阂多次提出要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

以造就大批实用人才
。

他所倡导的兵工学校

也着重
“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 ,,@
。

他还提出把修建铁路与开办铁路学堂结合起

来
, “

凡测量
、

绘画
、

使车
、

制料等事均宜选聪

颖子弟
,

以为造就人才地步
” L 。

在留学教育

中
,

最早的留美学生所习的科目也着重军政
、

般政
、

制造等专业
,

学习方法是当时西方教育

中特别推崇的注重实际操作
。

着重实业教育
,

正是为了培养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

所需要的科技人才
。

更为重要的是
,

对 当时中

国士子
“
一心只读圣贤书

” 的社会风气产生了

强烈的冲击作用
。

三
、

留学教育
:

容阂教育思想与实践 的核

心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是指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

以后
,

通过学习
、

借鉴西方教育
,

改造
、

更新传

统教育
,

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

过程
。

就引进
“
西学

” ,

促进近代教育发展而

言
, “
不再有比留学更为彻底 的途径

” 。 。

正如

舒新城先生所说
: “

但无留学生
,

中国的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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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文化史不至有今日 ,,@
。 “

远适肆业
”

— 后来的留学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

为中国

留学生派遣
,

与
“

开馆教习
”

— 创办新式学 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积累了经验
。

为以后留学

堂
,

始终如车之两轮
、

鸟之两翼
,

共同驱动着 教育摸索了方法
,

探索了道路
。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

在中国教育史上
,

首 第三
,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看
,

还有着更深

倡留学教育的容阂对近代教育无疑是功不可 层次的影响
。

它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

没的
。 “

政府之所以有此举
,

则完全于容阂一 治学说和哲学思想开始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

人之力
”

气
“

无容阂
,

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 来
,

促进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引进 了

学生
,

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且派遣的方式 科学和民主的观念
。

这一结果已远远超出了

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 。 。

容阉促成的留学教 留学教育或教育本身的意义
,

为后来的维新

育
,

通过解决国内某些领域急需人才的现实 运动
,

辛亥革命埋下了宝贵的火种
。

问题
,

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的旧教育观念和社 历史的发展证明
,

由容阂所率先倡导的

会心理
、

风俗时尚
,

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教育 近代中国留美教育
,

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近代化扫清了心理障碍
,

加速了封建教育的 的
,

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

解体
,

对近代教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

幼童们虽然学业未竟中途回国
,

然而他们在

首先
,

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 后来从事政府部门
、

铁路
、

煤矿
、

医务
、

教育
、

和科举制度的挑战
,

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改 海 关等工 作 中
, “
强 半列 身显 要

,

名 重 一

革影响很大
。

封建教育目的是培养尊从三纲 时 ,’@
。

据统计
,

在这批留学生中
,

后来从事外

五常的守旧士大夫
,

而留学教育的出现
,

一扫 交 (包括海关 )的有 32 人
,

从事海军和船业的

旧教育体制的陈旧腐朽
,

改变 了一些传统的 有 16 人
,

矿务 8 人
,

电报事业 玲 人
,

铁路事

教育内容
,

部分废除了旧教育体制的封建等 业有 16 人
,

商业 7 人
,

医业 5 人
,

教育 4 人
。

级等
,

择优选派人才出国留学
。

同时
,

留学教 在科学技术方面
,

他们中产生 了我国近代第

育为国内教育领域注人了新的血液
,

各学校 一批电业工程师
,

如方泊梁
、

朱宝奎
、

梁金荣
、

逐渐实行了分年排课
、

班级授课制及一套考 程大业等 ;第一批铁路工程师有罗国瑞
、

陆锡

核
、

升级制度
,

这对后来新的教育体制有着重 贵
,

卢祖华等
,

有著名的西医何廷梁
、

曹茂祥
、

要影响
。

李汉金
、

金大廷等
。

此外
,

邝文光是著名的开

其次
,

留学教育开通 了向西方学习的新 平煤矿总工程师
;
邝景阳是中国工程师学会

风气
。

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隔绝
,

风气守旧
,

一 及 中美工程师学会的会长 ;吴仰曾亦是当时

般人视远洋留学为畏途
, “
不知外国教育之价 著名的采矿工程师

,

他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为

值
,

多踌躇不愿报名
” 。 ; 一些达官贵人醉心 中国最大的煤矿企业

。

留学生 中最享盛名的

于科举
“

正途
” ,

反对
“

诱佳弟子拜异类为 是詹天佑
,

由他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
,

被李四

师
” 。 。

当 1 8 7 2 年第一批 留美幼童走出国门 光先生称赞为
“

为深受侮辱的当时的中国人

时
,

他们的父兄还要被迫在一份类似于卖身 民争发一口 大气
,

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

契的
“

志愿书
”
上签字画押

,

声明子弟
“

如有疾 神和智慧
。 ’ , 。 在政治方面

,

他们中也产 生 了

病死亡及 以外灾害
,

政府皆不负责
” 。 。

这反 很多人才
。

例如
,

唐绍仪是第一任 民国总理 ,

映了当时人们害怕出国的普遍社会心态
。

幼 梁教彦当过驻外大使
,

交通总长
。

蔡廷干是著

童们
“

远赴异 国学习语言
、

科学及文字
,

为 中 名的海军将领
。

钟文跃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沪

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
” 。 。

作为一批先驱 杭甫铁路总局局长
。

刘玉麟当过驻英使节
。

梁

者
,

赴美幼童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
,

对中国 诚在任驻美公使期间
,

力办庚款退回
,

并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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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创立今天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
,

而唐国

安正是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
。

此外
:

尚有北洋

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

尽管这些人的中国近现

代史上的作用不尽相同
,

有些还沦为反动官

僚政客
。

但是更应看到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

爱国的
,

是希望早 日富强并且为之付出心血
、

汗水乃至生命了的
。

从这个角度讲
. ,

容阂在推

动近代留美教育上的历史贡献也是
:
值得后人

缅怀的
。

四
、

结语

近代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内部进程
。

在

这一过程中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挥积极 的

历史作用
。

容阂
,

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改革家
,

主张全面学习西方
,

想通过
“
西学东渐

”

培养

资产阶级知识人才
,

对封建的旧 中国进行根

本的资本主义改造
。

于是
,

他就与主张
“

中体

西用
” ,

只希望学点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现

存封建制度的洋务派产生了矛盾
。

这表明
,

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改革的阻力是多么大 !

从小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和长期的美

国生活
,

使容阂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资产阶

级思想的消极影响
:

其一
,

对 中西文化关系处

理失当
。

他缺乏 中学根基
,

对中国文北缺乏深

刻认识
,

也就不能像转型期其他知识分子那

样
,

对西方的认识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或敌视
,

能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

他主
`

张学习西

方
,

却又流于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
。

因

此最终使他没能完成他的
“
西学东渐

”

计划
。

其二
,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

却又对西方资本

主义抱有严重的错误认识和幻想
。

他不明白
“

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
的道理

,

做着
“

中国人学

西方 的迷梦
’ ,

@
。

这些导致他的教育思想
,

提

出的方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
,

往往与

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
。

这些都

说明
,

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局限
,

它

缺乏力量
,

因而软弱 ; 它缺乏经验
,

因而幼稚
。

只是这些局 限反映在容阂身上 比较集 中
、

比

较严重罢了
。

当然
,

我们对容阂也不能过于苛

求
。

在一个
“

众人皆醉
,

唯我独醒
”
的特殊历史

阶段
,

容阂一生为他孜孜以求的 目标— 学

习西方
,

实现中国近代化而辛苦奔忙
,

无愧为

中国近代化 的先驱者
,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

级教育的开路人
。

同时
,

容阂的事迹也启示着

我们
:

今天
,

在中国与世界接触更加广泛的又

一关键时期
,

面临西方文化
、

教育的挑战
,

如

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
,

如何以不卑不亢的姿

态学习西方
,

不断缩小中西差距
,

以期中国能

以新的形象溶入国际化的大潮中
,

无疑成为

我们每一个人
,

尤其是致力于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的人们应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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