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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一生以为“中国谋福利”，“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

之境”为其崇高人生目标，并以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意

志，执著的信念，去努力追求。人生价值观是容闳一生进行爱

国活动的指南,贯穿其活动的始终。然而，学术界在此方面甚

少有人涉及研究。故本文拟从容闳的人生经历入手，探寻他

的人生价值观的渊源、动力，以期有助于推动对容闳的研究。
一、容闳人生价值观的目标及其内涵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根本看法和评价。人为

什么而活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

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人生

价值观包括人生价值目标、内涵以及实现途径和动力。可以

说，崇高的人生价值观是正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集中

体现，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动力，也是为社会做出贡献

的前提条件。人生价值观的确立又总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

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容闳青年时代就把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定

位于为“中国谋福利”，“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终其一生努力拼搏。
1847 年 1 月至 1854 年 l1 月长达八年的留美生涯，是容

闳人生价值观逐渐确立和坚定的时期。此期间，他系统接受

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

荣和富强。但是，记忆中幼年生活的困窘和祖国的苦难时时

萦绕在他的脑际，令他不能释怀。再反观中国现实时，容闳明

显地感到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并为之黯然神伤。“予当修

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

及，辄为之怏怏不乐”。[1](p23)容闳在孟森学校学习两年后，由

于经济问题面临辍学。海门学校同意资助他，但须具结毕业

后充传教士之自愿书，容闳婉言谢绝了学校。容闳认为，传道

虽可救治人心，却“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况

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

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他已决定，“他日竟学，无

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p22)这是容闳人生目

标较早的定位，即不是只顾自己个人之幸福，而是要在将来

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效力。
大学期间，容闳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下，完全接

受了西方关于个人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观念。“盖

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

身负荷极重”。他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比思考，认识到中国的

腐败与压制在于文明之不昌。当他还身处异国他乡时，就心

忧故土，立下宏愿，誓以西学改造中国：“盖当第四学年中尚

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

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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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1](p23)他认定，“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

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

明我前进的方向”。“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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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爱国者，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时期

就确立了以教育救国和促进中国文明富强的社会理想。容闳回国后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先后与太平天国、
洋务官僚、维新领袖、革命党人等政治势力接触，观察和了解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宣扬和介绍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计划，并尽力去实现它。在每个阶段，容闳都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

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政治发展形势和现实面前，容闳始终以他确立的人生价值观去追求他的社会理想，密切

关注和积极推动各种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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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2]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这是容闳对西方社会的全面了解、对西学的深入学习、
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冷静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为中国

谋福利定下的终生事业。到此时，容闳的思想从早先的“择其

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的笼统报国想法和决心，经过多年思

考，而最终定位于“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大业。这个决

定影响了容闳的一生。
容闳的人生价值观定位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且从未有过动摇和放弃。但是

其内涵则是随时代之发展演变而变化：始则以教育救国为第

一要务，中则以改良政治为途径，终则以革命为手段。
观其一生，容闳始则以教育救国为第一要务，如他向太

平天国所献的“七条建议”，[1](p86—87)其中第二、三、六、七条专门

论及改革教育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和各类技术学校的重要

性，充分体现了容闳的教育救国宗旨。在洋务运动中不懈的

倡导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他将之“视为最大事

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1](p153)这是典型的“教育救国”论。“教

育救国”论是近代中国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是

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物，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

探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根源时，通过中西比较的深层

思考，意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真

正根源，而弥补这种落差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教育；只有通过

发展教育，将西方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才能从根

本上纾解民族危机。于是，“教育救国”论应运而生。但容闳教

育救国思想中还包含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如他积极协助曾国

藩创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并于厂旁立

一兵工学校。1867 年，容闳向总理衙门呈递《拟议联设新轮船

公司章程》，建议在上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第二年，他通过

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条陈四则》，重申组织一“纯粹之华股”
“合资汽船公司”的倡议。[1](p122)这些建言实开 1872 年轮船招商

局创办的先声。此外，容闳在洋务运动中,还在译书、购买枪

炮、办报、代为选聘“洋匠”等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和贡献。
甲午中日战争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时的容闳看到

了清政府腐败至极，认为中国要想富强“非行一完全之新政

策”，于是他暂时放弃了教育救国计划，转向清廷进言，不仅要

借西方列强之势抵制日本的侵略，更需要全面改革国家的政

治经济体制，厉行变法维新。他的带有明显资产阶级色彩的变

法维新言论、计划，因顽固派的阻碍而未能实施。因此，当他的

同乡康有为携其弟子梁启超如异军突起发起戊戌维新运动

时，容闳也在北京就地参与，积极鼓吹变法维新，这时的容闳

的救国富国强国之思想，显然已经演变为“政治改良”。
维新变法失败后，容闳开始反省自己参与维新变法运动

的经历，重新思考自己社会理想实现的途径与方式，他否定

了失败后维新势力仍旧坚持的“排满勤王并举”的矛盾思想

和行为，深切感受到推翻清政府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家的重要性。于是，他积极的支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

动，如他向孙中山提出了酝酿已久的“中国红龙计划”，准备

筹集 500 万美元、l0 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资助反清武装起

义。尽管这一计划终因筹款未能到位而搁浅，但可看出已年

逾古稀的容闳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依然热情不减。武昌

起义成功后，容闳写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称赞这是一次“了

不起的革命”，欢呼并祝愿“成立一个共和国”，强调“新中国

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他请谢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

庆贺”，并表示自己如健康好转，或许回来“参观这个共和

国”。[3](p326)从中可以看到，容闳并没有因派遣留学生计划和改

良政治等努力的失败而丧失他“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的
信念，反而是其政治态度日趋强硬，逐渐由赞成变法转为革

命的积极支持者。所以，革命救国成为了他后期在中国活动

的思想信念。
二、容闳人生价值观的内在动力

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容闳都经历并参与其中：

从学成归国到密访太平天国，从参加洋务活动派遣留学生到

参加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他始终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探

索，不断进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容闳自

幼习西文，汉文基础差，他所留下的文字材料寥寥无几。他生

平重在实践，“他是实干家，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

倡的’多得多”。[4](p378)但我们依然能从容闳的人生经历中去探

析他人生价值观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1.强烈的爱国心。
容闳终生为造福中国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强烈的爱国

心是他人生价值观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容闳在给 1854 级同

学的留言册上写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赤子之心即是完全的爱国之心。他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

这句话。进入耶鲁大学之前，容闳拒绝了“毕业后做传教士”
的入学资助。在美留学期间，容闳为了储备报国之才识而废

寝忘食地学习一切新知识，常常“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

晷为游戏运动”。[1](p21)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言：“对于一个思想敏

锐、时刻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的青年人来说，化

学实验在玻璃仪器里向他显示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世界，微积

分可以激发起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雅典的民主政治史

也足以使他痛切感到专制制度的缺乏道德基础。”[1](p5)同时，

容闳将自己的学习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经常思考的问题

是到底该多学些什么样的知识为中国谋福利。他在 1852 年

给卫三畏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来说，

有那么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是那样具有价值，以致要想

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是太难了。”容闳以自己受惠于西学教

育的经历，提出通过西学教育使中国文明富强起来的主张，

即留学教育计划。毕业后，容闳放弃了美国优厚的条件，带着

为中国谋福利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他的好友特韦契耳曾说：

“容闳毕业时受到莫大的劝诱，……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

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

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1](p7)但容闳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

子之心促使他毅然回国。归国后的容闳，为实现其教育计划

做着不懈努力。几年中，他曾五易其职，探寻能“发挥其最大

作用”的职业。对此，容闳是这样解释的：“人到世界上来，不

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此就

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

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

为了试试看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

·127·



的人。”[2](p58)

容闳的爱国之心还表现在他对祖国同胞的关心上。1873

年，容闳因事到天津，恰逢秘鲁专使来华招募华工。专使历数

在秘鲁待遇之优厚，巧言哄骗。容闳根据自己对华工悲惨遭

遇的见闻，对秘鲁专使提出质疑，并力阻政府不与秘鲁签约。
其后，容闳奉命奔赴秘鲁调查，费时三月，向政府递交了一份

详细的报告书。他在报告中客观地描述了秘鲁华工的非人待

遇，并附上 24 张华工非人遭遇的照片做左证。面对确凿证

据，秘鲁专使哑口无言。因为这份报告书，清政府下令禁止华

工到秘国。
晚年虽身在美国，容闳依然关注着祖国。武昌起义爆发

后，容闳接连写了五封信，衷心表达了他对新生共和国的祝

愿，对袁世凯等人的警觉，以及他渴望回国效力的爱国之心。
乃至临终前，他嘱咐两个儿子放弃美国的事业，回国效力。对
容闳强烈的报国心，其友人特韦契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

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

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1](p15)美国友人的评价，容闳当之无愧。梁启超在 1903 年访问

美国时亲自拜访了容闳，称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

也！”[5](p46)

2.顽强的意志，执著的信念。
容闳在实现其报国宏愿的道路上遭遇了许多的艰难挫

折，但他总是以顽强的意志，执著的信念不懈地追求着他救

国、强国之人生目标。钟叔河先生说“他整整的一生是爱国的

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地上下求索的一

生。”[1](p2)

容闳回到中国，坚定不移的探索、寻求机会报国，这其中

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容闳的教育计划从孕育到付诸实施可谓

一波三折，但他始终盯住目标不放松。容闳曾任美国代公使

伯驾的秘书，试图通过伯驾结识中国权贵以实现他的教育计

划，遭到冷遇。他又利用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中国海关任翻译

之时机，接识清政府官员以实现其计划，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其间他还密访太平天国，希望通过太平天国来推行自己的救

国方案，但他的方案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容闳没有灰心，他又

决心从经商入手，积聚雄厚资财以图教育救国之目标，“于是

不得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未

必不可图成。”[1](p63)几经周折，容闳通过朋友结识了晚清重臣

曾国藩，并通过顺利完成赴美购办机器而赢得了曾的信任和

赏识。容闳的教育计划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支持，丁日昌

让容闳将计划写成条文，由他送呈军机大臣文祥，不料文祥

不久就病世了，容闳的计划也就被束之高阁。容闳很是失望，

整日怏怏不乐，但他仍在等待时机，因为他坚信“然使予之教

育计划果得实习，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

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1](p90)机会终于到来，

1870 年天津教案爆发，容闳再次请丁日昌向曾国藩呈奏教

育计划。随后，以曾国藩为首的四大臣联名上奏，得到朝廷批

准。容闳获此消息，“喜不能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

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1](p88)当留学计划因封建

顽固势力阻挠而夭折后，容闳倍受打击，心灰意冷，但当他看

到留学生回国后做出的功绩，他又倍感欣慰。甲午惨败后，容

闳再次向清廷献策，未被采纳，这一度使他消沉。民族危机日

益加深，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容闳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彻底失

望，转向支持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深感痛心，但

他并没有停止救国活动，其思想逐渐由改良转向支持孙中山

领导的革命，并在临终之前获知祖国已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胜

利喜讯，并一再为中国的新生而欢呼。
上述可知，容闳的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始终顺应着

历史的潮流。而这种顺变是在他饱受挫折却能始终坚持他的

人生价值目标———救国、强国———的过程中完成的，靠的就

是对目标执著追求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
三、结语

容闳一生学在美国，用在中国，一直在为振兴祖国奔走。
从领航“破冰之旅”，立志教育救国，引入“制器之器”，到同情

太平起义，参与变法维新，促进辛亥革命，容闳以他一生与时

俱进的光辉行为来践行着他为“中国谋福利”，“使中国日趋

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崇高人生目标。“爱国思想是贯穿容闳一

生的主线，是不变的旋律；学习西方、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是他

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6](p50)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早期向

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的爱国主

义已超越了一切政治集团或个人，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

将永远值得后人肯定和学习。

参考文献：

[1]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 1 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4]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6.

[6]丁旭光.容闳思想述论[A].吴文莱.容闳与中国近代

化[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周 刚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