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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容闳强国富民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分析 ,

指出其一生积极进取 ,奋斗不息 ,始终以祖国文明富

强为己任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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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是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人 ,

他一生致力于 “西学东渐 ”事业 ,为祖国带回了一个

影响深远的梦 ,一个 “以西方之文明学术 ,灌输于中

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的强国梦。本文以

容闳一生奋斗爱国为视角 ,探讨他立志振兴中华 、强

国富民的思想与实践 ,以期得到新的思考 。

一 、强国维新思想的形成

容闳 ,字达萌 ,号纯甫 , 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847年学习刻苦的容闳随传

教士勃朗先生赴美国学习 , 1850年他有幸考入美国

名校耶鲁大学 ,他常常读书至深夜 ,努力吸收一切新

知充实自己 ,经过不懈努力 ,连续两年他获得学校英

文作文第一名 ,深得校中师生器重 , 他以自己的品

行 、勤勉与进取心赢得了美国师生的敬爱 。

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

过程 ,然而近代中国也充满着希望 ,中华民族奋起反

抗列强侵略 ,无数仁人志士探求救亡图存 ,独立富强

的现代化国家道路。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在耶鲁期

间容闳并未忘了他是中国人 ,他深深热爱自己的故

土 ,希望学成之后报效自己的祖国。他说:“中国之

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而尤甚。 ……更念中国

国民 ,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以西方之学

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予后来

之事业 ,皆以此为标准 ,专心致志以为之。”
[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加上西方现代文明的熏

陶 ,年轻容闳的心中已产生了使自己的同胞同样享

有西方文明教育的规划 。正是对祖国的热爱和那份

深厚的历史责任感 , 1854年容闳耶鲁大学毕业后毅

然放弃美国舒适生活 , 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 ,立志

于西学东渐事业 ,以期中国走上文明富强之路。

二 、寄革新希望于太平天国

1855年容闳学成归国 ,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政府

并没有给容闳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干的机会。社会现

实让容闳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之真因 ,他说:“恶根

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 ,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

腐败 ,政以贿成。上下官吏 ,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

……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 ,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

事。于是所谓政府者 ,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

矣。”
[ 2]
面对历史兴衰 ,他目光敏锐 ,一针见血地揭

示了晚清政府衰亡的根本原因 。 1860年有两美传

教士拟探太平军内幕 ,容闳欣然前往。到达南京后 ,

他热情地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 1.依正当之

军事制度 ,组织一良好军队;…… 5.创立银行制度 ,

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7.建立各种实业学校 。”
[ 3]

这是一个力图促使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革新方案 ,

是一个涉及政治 、军事 、经济 、文教的资本主义建设

计划 , 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革新思想 ,然而当时太

平天国运动正处于危险时期 ,加上农民阶级自身的

局限性 ,就像洪仁玕所提出的 《资政新篇 》一样 ,曲

高和寡 ,此计划在当时很难实行 。太平天国后期内

讧 、腐化 ,兵力减弱后 ,容闳观察认为太平天国所招

抚的游民 , “既无军人纪律 ,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

之以刑 ,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恶。锐气既挫 , ……迨

占据扬州 ,苏州 ,杭州等城 ,财产富而多美色 ,而太平

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 。盖繁华富丽 ,足以消磨壮

志 ,而促其灭亡也。”
[ 4]
容闳对太平天国抱着积极希

望 ,以期能除旧布新 ,但现实使他认识到太平天国无

力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 ,故此对太平天国所授官职



坚辞未受。历史证明他对太平天国分析是客观 、实

事求是和有远见的 ,引人深思。封建思想的侵蚀 ,中

外联合力量的镇压 ,太平军最后确实没能肩负起中

国走向现代化的重任 。

三 、参与洋务运动

1863年经友人张斯桂 、李善兰介绍 ,容闳到安

庆见曾国藩另寻革新希望 。他认为曾国藩 “其才大

而谦 ,气宏而凝 , ……年逾花甲 ,精神奕然 , ……文正

将才 ,殆非由于天生 ,而为经验所养成者 。”
[ 5]
知遇

之恩 ,他对曾国藩评价甚高 。曾国藩与容闳谈论建

造机器厂之事宜 ,容闳认为应先立一母机器厂 ,再由

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 ,他的想法受到曾国藩

赞许 ,并委派他购办机器筹办机器总厂。 1865年他

将采购机器运回国 ,在上海设立机器厂 ,即后来江南

制造局 。同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机器厂旁设一兵

工学校 ,招收中国学生 ,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

践 ,以期中国拥有自己的工程师 。曾国藩极赞许 ,不

久就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这为中国培养了

最早一批机械技术人才 ,容闳甚感欣慰 ,他改良中国

的教育计划 、强国梦想 ,总算小试其锋 。

四 、倡导并组织中国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生平最大的愿望和理想是办教育 、开民智 、

育人才 ,以维新中国 ,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 。现实的

真实感受使容闳认识到要改良中国 ,使中国富强起

来 ,必须把更多的中国青年造就成接受西方先进文

化教育的现代人才 。在结识曾国藩 、丁日昌等洋务

派人物后 ,容闳终于等来了他用西方教育使中国走

上富强道路的机会。洋务派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

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指导下 ,最终

接受了容闳的留学建议 。曾国藩等上奏清廷 “选聪

颖幼童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 、船政 ,步算制

造等约计十余年 ,业成而归 ,使西人擅长之技 ,中国

皆能谙悉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
[ 6]
。不久曾国藩又

上奏说:“幼童出洋留学 ,固属中华创始之举 ,抑亦

古来未有之事……需之二十年之久 ,非坚忍耐劳 ,志

趣卓越者 ,不足以应是选……容闳 ,前在花旗 ,居处

最久 ,而志趣深远 ,不为习俗所囿 ,同治二年曾派令

出洋购买机器 ,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 ,美国尤熟游

之地 ,足以联外交 。”
[ 7]

1870年清政府终于批准了留

学教育计划。这番事业的组织工作主要委派给容

闳 。坚持梦想 ,终有所成 。他立即在上海开办了留

学预备学校 ,通过考试选拔幼童。 1872年夏 ,容闳

组织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 30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国 。

民国学者陈青之认为 “中国有留学教育 ,始于曾国

藩的幕宾容闳之建议……同治十一年 ,第一批学生

遂乘长风过海洋而西渡 ,是为中国学生留学外国之

始”
[ 8]
。中国近代史上官方正式派青年出国留学的

纪元自此开始 。

容闳热心关怀学生 ,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 ,他

们慢慢开始挣脱封建主义的枷锁 ,像美国学生一样

游戏 、运动 、改装。这些在顽固守旧派看来是大逆不

道 、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因此清政府多次派人检查

学生言行 ,严令容闳管教。此时美国政府中出现了

反华浪潮 ,封建守旧者的阻止 、派系斗争挑唆和美国

反华逆流 ,总理衙门在 1881年想撤回留学生 ,李鸿

章对这一意见做了妥协 。

这 120名学生没有能够完成原定 15年留学计

划 , 1881年中途返回祖国 ,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两

人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 。后来这些留学生改造中国

之观念 ,已深入脑中 ,大部分都成了中国现代化宝贵

人才 ,如独立修建京张铁路为中国争得了世界荣誉

的詹天佑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清华首任校

长唐国安 ,他们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为

重要的是容闳奠定了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基础 ,对

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深深影响了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赴美留学教育计划被清政府取消 , “容闳毕生

为之奋斗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
[ 9]
。容闳认

为这是他一生最不幸的事情 。容闳参与洋务运动的

目的是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 ,以西学改良中国 ,使

中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强国 。正如范文澜先生说:

“容闳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洋务派创

办新政多与容闳有关。”
[ 10]
而现实中洋务派的目的

却是为了维护风雨飘摇清王朝的统治。由于思想观

念与宗旨不同 ,两者矛盾分歧越来越大 。

容闳在从事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

靠新式炮舰和洋务企业 ,并不能使中国富强 ,他进而

请求清政府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进行

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

业。事实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不能

充分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 ,求强求富的愿望很难

实现 。

五 、参与戊戌变法和支持辛亥革命

在中国内忧外患 、民族危机存亡的时候 ,容闳在

北京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 ,并积极参

与了戊戌变法 。他的北京寓所 ,成为维新派领袖的

会议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避难于上海租界。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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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容闳迁居香港后开始与兴中会人员交往 , 1900年

唐才常改正气会为自立会 , “在上海召开国会 ,到容

闳 ,严复 , 章炳麟等翰林八十余人 , 举容闳为正会

长 ”,容闳 “向大众宣讲宗旨 ,声如洪钟 ,在会人意气

风发 ,鼓掌雷动 ”
[ 11]
。当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拟运动

以容闳为会长的国会及其它力量联合反清时 ,曾说:

“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 , 当推容闳 ,他曾任驻美公

使 ,在国内也颇孚人望。”
[ 12]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 ,容

闳遭清政府通缉 ,再度赴美 。

救亡图存的爱国使命 ,现实的打击 ,使他对清政

府的改良幻想走向破灭 ,温和开明的容闳最后倾向

革命 ,意图中国之根本变革。 1901年容闳曾对进步

青年刘成禺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 此中国之

民气也 ,民无气则死 ,民有气则动 ,动为生气 ,从此中

国可免瓜分之局。 ……孙逸仙自伦敦释回 ,访予谈

数日……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 ,予勖以华盛顿 ,弗兰

克林之心志 。他日见面 ,汝当助其成功。”
[ 13]
他以世

界眼光评价了义和团运动的积极影响 ,对孙中山赞

赏之至 , 寄予厚望 , 这时革命的思想已在他心中

萌芽。

世界在变化 ,历史在前进 ,人的思想和行动也要

随之而变。壮心不已的容闳最后全力支持以孙中山

为代表的革命派 。 1909年孙中山访美约见容闳 ,容

闳 “提出了一个名叫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 ,准备募

集 500万美元 、10万支枪和 1亿发子弹 ,举行武装

起义 ,推翻清朝”
[ 14]

。这给了孙中山以巨大鼓舞 ,这

个计划虽因贷款未成而没能实现 ,但却显现了容闳

志在强国 、死而后已的爱国之心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 ,曾致函容闳 , “素

仰盛名 ,播震环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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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

俯允所请 ,则他日吾人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 ,悉自先

生所赐矣。”
[ 15]
孙中山充分肯定他的革命功绩 ,并邀

请他归国共商大计。遗憾的是 ,信函达到时 ,容闳已

卧床不起。

容闳始终牵挂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美国人评

价容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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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

容闳的爱国精神 、强国梦想和对同胞的热爱都

不曾因国家内忧外患而衰减 ,他投身于祖国伟大的

振兴事业 ,由于时代环境制约 、性格经历和自身局限

性 ,容闳有时也会过于理想化 ,他寄改良希望于当权

者身上 ,脱离了当时的中国实际 。但他后来顺应大

势 ,倾心支持民主共和 ,充分说明爱国强国是他人生

最大之梦想与追求 。

容闳一生积极进取 ,与时俱进 ,以祖国富强为己

任。他走在社会变革和时代前沿 ,为祖国的文明富

强奋斗不息 , 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

献 ,赢得了历史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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