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官办留美教育初探
朱丽玲

收稿日期:2009-12-09

作者简介:朱丽玲 ( 1978-), 女, 江西赣州人, 浙江省舟山市舟山二中政史地组, 中教一级, 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

(舟山二中　浙江舟山　316000)

　　摘要: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 尤其是在官办留美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文章将容闳爱国维新思想的发展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阐述容闳 “教育

计划 ”的在官办留美教育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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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840年以降, 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 。在遭遇千古未遇之奇变的背景下, 以容

闳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

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教育, 进而形成了通过政府有

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 “教育计划”, 从

而实现 “教育救国” 的伟大理想 。

一 、容闳 “教育计划 ” 的形成

19世纪 40年代, 正当清朝统治者做着 “天

朝上国 ” 的美梦, “闭关锁国 ” 之时, 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实现了以机器制造机器, 完成了第一次

工业革命。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把中国东南沿

海地区沦为其通商口岸, 客观上也把一些西方先

进技术 、 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带到了这些地区 。

容闳 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 距澳门西南四

英里。身在广东沿海开埠通商的特殊地域环境,

使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最先影响 。

容闳从 7岁起接受西方教育。幼小的心灵特

别容易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 他既无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础, 又长期在充满基督教文明氛围的校园

中学习, 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对西方文化的汲纳

与倾慕因此与日俱增 。这是容闳思想产生变化的

根源。

1846年冬, 容闳追随勃朗先生来到美国, 开

始接受正统的西方留学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

容闳的爱国情感此时正逐渐形成, 孟松学校为勤

学寒士专设资助, 但毕业后要回国传道, 当时正

为经济问题而不知所措的容闳却决意不轻诺此等

条件 。这七年是年轻的容闳最容易接受西方教育

影响的时期, 也是他人生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

1854年, 容闳成为第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

中国人。容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没有

忘记学成以后报效自己的祖国。此时此刻的容闳

也树立起了坚定信念, 他毅然放弃留美工作享受

优裕生活的机会, 登上美国商船 “欧里加号 ”, 回

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以实现他伟大的 “教育计

划”。即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

趋文明富强之境 ”
[ 1]
。容闳 “教育计划 ” 的精髓

是希望通过政府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使祖

国文明富强, 此时容闳的 “教育计划 ” 思想初步

形成 。

容闳 “教育计划” 的形成, 是他向往西方资

本主义和不满中国日益破败的政治局面的产物。

在放眼世界 、 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 在探究中

国积贫积弱 、 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 容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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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民族危机。认为只

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才能达到 “然使予之教育

计划果得实行, 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

化, 必可使老大帝国,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
[ 2]
。

这是容闳推行 “教育计划” 的最终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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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育计划” 最初推行中的挫折

1855年, 容闳回到祖国后, 从而开始了他漫

长曲折的推行过程。容闳的 “教育计划 ” 是具有

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爱国行为, 从其产生到一步

一步的推行过程都需要容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

思想和坚忍不拔的品质。容闳回到祖国后, 同年

六月, 容闳通过友人的介绍去美驻华公使处任职,

但容闳发现 “与予之计划甚左”。于是三个月后自

行辞职 。

容闳又转赴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 但却遭

英籍律师全力排拒和当地报纸肆意攻击后深感无

以立足的情况, 因此他辞去译员的工作。这年后

期他北赴上海海关翻译处谋职, 但由于痛感于商

人与海关暗通声气, 更愤慨于海关总税务司一职

仅英国人充任, 中国人不得与英人享有同等权利,

为此决意辞职。

容闳在归国前曾立志通过政府选派留学生的

“教育计划 ”, 但他并不局限于清政府。于是他将

目标瞄准了当时与清政府对立的另一政权———太

平天国 。 1860年, 容闳与曾兰生及两传教士去南

京游历, 意在探访天平天国内幕, 途中颇受感触,

并与干王洪仁玕详言七事, 其中有四项与教育有

关 。如:设立武备学校,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设立海军学校;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并且告干

王曰:“无论何时, 太平军领袖诸君, 苟决计实行

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 则予必效奔走 ” 。

但是很快容闳就察觉到 “太平军之行为, 殆无有

造新中国之能力 ”。
[ 3]
因此, 他失望而返 。

容闳爱国维新思想的形成, 经历了一个长期

曲折的过程。他在中国国内教会学校和赴美国留

学所接受长期系统的西方教育, 使他广泛涉猎了

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并使他亲身接触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目睹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

从而又使他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 。因此, 当他回

国后, 深感祖国的落后和危机, 也深感肩负救国

救民的责任, 并把派遣留学生当作改革中国的一

种手段 。这种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他回国后三迁其

业上表现出来, 在天京提出七策时是其爱国维新

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 。只不过这种爱国维新思想

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妥

协性。

三 、 “教育计划” 的具体实施

1863年, 正当容闳在通过经商积累巨资推行

其计划时, 应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之邀赴安庆商

议西式机器厂问题 。在赴美成功购买机器后, 曾

国藩前往上海视察江南制造局, 容闳陪同他参观

各种机器运转并说明有关应用方法, 曾见之大乐,

趁此机会, 容闳劝其于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兵工

学校, 招收中国学生, 授之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

实验, 以期将来不用外国机械和工程师。这一想

法得到曾国藩的赞许, 并不久付诸实施, 这使容

闳倍受鼓舞。

1870年, 天津教案事发, 清政府派曾国藩 、

丁日昌 、 李鸿章等四人交涉处理此事, 丁日昌电

召容闳协助翻译, 容闳实现其 “教育计划 ” 的机

会来了。天津教案使曾 、 李深感国家富强的重要

性, 因此赞同容闳的 “教育计划 ” 即 “政府宜选

派颖秀青年, 送之出洋留学, 以为国家储蓄人

才”。
[ 4]
在 1870年冬上奏清廷, 并得到批准 。

曾国藩 、 李鸿章之所以赞同容闳的 “教育计

划” 是由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人才匮乏成为

棘手的问题, 曾 、 李二人把人才的培养看作是中

国自强的根本。考虑到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互派留

学生学习对方之所长, 归国后取长补短, 使本国

富强, 所以曾 、 李认为 “与其由派员前来教习,

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之便 ”。
[ 5]
曾 、 李在 1871年 8

月 16日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折 》 中写道

“拟选聪颖幼童,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 学习军政 、

船政 、 步算 、 制造诸学, 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使西人擅长之技术, 中国皆能堷习, 然后可以渐

图自强”
[ 9]
。

容闳的 “教育计划 ” 正好符合曾国藩 、 李鸿

章 “求强 ” 培养人才的目的, 加上蒲安臣代表清

政府与美国于 1866年签定了 《中美天津条约继增

条约 》, 规定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各等

文艺, 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 使留美

教育成为可能
[ 7]

, 这样一个历时 16年之久的教

育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 。其具体计划是:派送出

洋留学生之数额, 暂定 120人, 分四批, 每批 30

人, 按年分送出洋, 年龄在 12至 15岁之间;在

上海设立一预备学校, 由政府出资, 成立留学事

务所, 容闳被任命为留学副监督 。这样一来, 在

容闳的具体安排之下, 1872年夏季末, 第一批留

学生 30人从上海乘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国留学

了, 以后又有了第二批 、 第三批。至此, 容闳奔

走多年极力倡导的 “教育计划” 终于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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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至 1872年间容闳全身心地倾注于 “教

育计划 ” 的实施, 可以说容闳正是这种政治主张

的最早提出者, 也是第一个推动其实现的实践者 。

容闳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 在官办留美教育中

起着具体策划的重要作用 。由容闳大力促成的官

办留美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它对当时和现实社会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官办留美教育的产生从思

想上开创了中国步入近代化的新纪元, 也开创了

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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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0页 )理论支持 、新的制度空间和新的政

策保障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必定是更开放的中

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融入全球体

系,发展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安全性, 将日益成为未

来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这种发展逻

辑决定了党在未来的执政中, 必须具有更强的创造

力和领导智慧。

( 2)不断增强执政党的战略能力 。从执政的角

度讲, 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有三:即资源 、体制和战

略 。在资源和体制相对已定的条件下,战略就具有

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战略能力, 不仅体现在党

具有正确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而且体现在执政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从对人民 、对国家 、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发展, 以广阔的视野和战略的远见,从社

会发展的全局把握各地方 、各单位发展的合理战

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整个中国社会,局部的战

略能力和整体的战略能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

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在改革的实践中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 3)不断增强执政党保证国家协调和集中的能

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 十三多亿的人口, 使其成为

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 。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

大规模社会执政, 执政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个:

一是整体发展的挑战;二是集中统一的挑战 。前者

的关键是协调, 后者的关键在集中, 其中协调是集

中的基础,而集中是协调的保证。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展开,这两大挑战会变得更加突出。要应

对这两大挑战,除了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构筑有

效的调控体制之外,就是要增强执政党自身的集中

和统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这样超大规模的社

会执政,执政党自身保持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

中和统一是实现长期稳固执政的一大关键。

( 4)不断增强执政党联系社会 、服务人民的能

力。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执政党执政

的根本任务就是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 保障和实现

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执政党执政是否有效, 最

终的评判者不是执政党自身,而是广大人民 。

2.从机制 、体制和制度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

方式和执政方式。实践表明,仅仅从主体素质上去

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协调

自己与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能力问题, 从根本上来

说是一个机制 、体制和制度建设问题 。机制 、体制

和制度问题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诸

要素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有效的排列组合。在

党的执政活动中, 党 、国家和社会三大要素的排列

组合, 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要求。这样,党 、国家和

社会的关系才能理顺,党的执政能力才会有质的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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