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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留学之父”容闳:
容闳留美教育计划启动 140周年学术讨论会概述

郭 常 英　张 秀 丽

　　140年前 ,由容闳发起促成的幼童赴美留学

运动 ,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 ,推进了中国

人走向世界的进程。2010年 11月 16 ～ 19 日 ,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珠海市委

宣传部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澳门基金会联

合主办的“纪念容闳留美教育计划启动 140周年

暨容闳与留美幼童后裔联谊会”在广东珠海举

行 ,来自海内外的 30多位专家学者及 70多位幼

童后裔出席了会议 。会上 ,与会学者以“容闳留

美教育”为主题 ,提交大会的 40多篇论文以容闳

为中心 ,对留学生群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充分体现了学术的创新精神及与现实的紧密联

系 。本次会议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晚清留学生是一

个群体 ,他们不是孤立呆板的历史形象 ,而是有

血有肉的文化共同体。他们存在于当时社会之

中 ,与周围的一切发生着互动和联系 ,他们有喜

好 、有追求 、有情感 、有事业 ,是近代中国首先出

洋学习的知识分子群体 ,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

流砥柱 。留美幼童后裔梁赞勋在《我们为什么要

追寻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一文中指出 ,这批

留学生中的许多人被召回国后的一生 ,是当时求

变 、思变 、投身变革的社会精英的跌宕人生和思

想轨迹的有代表性的写照 。留学生群体 ,是近代

中国精英的主要发源地;留学生文化 ,是鸦片战

争以来精英文化的重要源泉;留学生的思想起伏

和理想追求 ,在总体上展示了百年以来精英和精

英文化的心路历程及发展轨迹 。南开大学李喜

所的《“气场”失调:解读晚清留学生“被边缘”的

命运———以容闳 、严复为例》一文 ,从留学生与晚

清社会的错位的角度 ,创新性地指出:晚清留学

生多有“气”无“场” ,即使像容闳 、严复那样的杰

出人才 ,也难以进入当时社会的核心地位 ,他们

总是处于“在野的地位” ,孤独地先行 。究其原因

种种 ,极其复杂 ,就其要害 ,在于“气场失调” ,是

晚清社会还没有形成接纳和培育留学生为主体

的精英文化的社会场域和文化生态 ,还没有升华

出一个有益于他们施展才华的“气场” ,即不是时

机 。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 ,催生了容闳促动幼

童留美的创举 ,对于幼童留美事业后来的夭折 ,

学界也有不少评论。广东省社科院王杰的《“中

体西用”视野下之陈兰彬与容闳关系》一文 , 从

“中体西用”的角度 ,阐释了幼童留美事业的夭

折 ,他认为 ,这并不是“保守派”陈兰彬个体的责

任 ,而是时代思潮 、传统体制作用的结果 。文章

指出 , “中体西用”理念的副作用 ,是导致幼童留

学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早期留学运动难以脱

离“中体西用”的藩篱 ,也扼制了留学事业的发

展 。

香港大学郑宏泰的《论大清留美幼童的人生

际遇与社会资本———以周寿辰为例》一文 ,从分

析留美幼童早年相识相知所组成的关系网入手 ,

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他指出 ,留

美幼童之间形成的关系紧密的网络 ,一方面与他

们背景相似 、年龄相若及共同的生活经历有关 ,

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结果。在那

个固步自封的年代 ,当中国正从“天朝上国”逐渐

沦为西方的世界的边陲之际 ,曾经放眼海外 、视

野开阔的幼童 ,在当时无数国民看来 ,他们无疑

属于举止洋化的一群异类 。他们在世俗的目光

或闲言碎语的压力之下 ,为了保护自己自觉或半

自觉地强化内部凝聚 ,当同窗书友碰到困难时 ,

大家施以援手 、扶上一把 ,这些实在不难理解 。

从这个角度看 ,晚清留美幼童所组成的关系网 ,

其实带有韦伯所指的以语言 、种族 、祖籍 、宗教 、

血统 ,甚至专业文凭和资格等为条件 ,组成社会

圈子 ,从而主导或占据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味道 。

日本东京大学谷垣真理子的《通过婚姻关系来看

的留美幼童 ———广东关元昌家族个案的启示》一

文 ,分析了留美幼童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 。

珠海 、澳门是中国留学教育史的重要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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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学院赵凤连的《留学

教育先驱与珠海历史文化》一文指出 ,珠海出现

了像容闳 、徐润 、唐廷枢等一批近代留学教育先

驱 ,是与珠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 。安

宇 、沈荣国的《明清时期珠澳留学现象刍议》一文

指出 ,珠澳在明清时期的留学教育 ,是与晚清的

留学教育彼此紧密相连 、先后相续的整体 。

关于留美幼童个案的研究。留美幼童是近

代中国因缘际会的杰出人才群体 ,他们各自怀有

高远的抱负和出色的才干 ,120名留美幼童每一

个都是值得研究的个案。在这次会议上 ,研究留

学生个案的文章较多 ,并且角度新颖 ,向人们展

示了当时的留学生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情态。南

京大学黄鸿钊的《留美学童梁如浩的人生》一文 ,

分析了留学生活对梁如浩的影响及其回国后在

中国政坛的表现 ,表现出梁如浩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爱国者。徐州师范大学周棉的《近代中国留学

教育史上的唐绍仪》一文指出 ,作为留学生出身

的政治家 、外交家 ,唐绍仪并不是以留学教育家

而闻名的 ,但他润物无声的影响和实际推动 ,使

其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

位 。珠海市博物馆肖一亭的《唐绍仪研究现状浅

识》一文 ,对近年来有关唐绍仪的研究状况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 ,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此文对

研究现状所有了解。

蔡廷干是在晚清从珠海走向了世界 ,并在清

末民初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跃的人物。中山大学

赵立彬的《清末民初变局中的蔡廷干》一文认为 ,

自幼留学美国的蔡廷干 ,受到过西方思想和社会

风气的熏陶 ,因而对外部世界有较深的了解。他

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远的人生抱负 ,并能够顺

应新潮流 ,但他内心深处也有强烈的受朝廷培

育 ,受当权者个人知遇 、提拔的感恩情结。唐国

安是第二批官费留美生 ,他归国后为祖国的留学

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唐绍明的《早期清华主要创建人———唐国安校

长》一文指出 ,唐国安见证了清华(学堂)的孕育 、

诞生 、关闭 、重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并为之付出了

不懈的努力 。他为清华后来的发展 、壮大和辉

煌 ,铺上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 ,是晚清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赛会活动 ,无论在当时还是以

后都对中国社会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上海图书

馆黄薇《困境与无奈:“留美幼童”黄开甲的世博

之旅》一文 ,通过黄开甲的视角 ,重新审视了多方

利益在世博会平台上的角力 ,以及中美两国间的

微妙关系。

黄宽是第一位留学欧洲并获得西医资格的

中国人 ,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关

注的人物。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张娟的《黄宽

留学英国考论》一文 ,结合 19世纪英国医学教育

制度 ,分析了黄宽留学英国期间在校所受教育的

真实情况 ,勾勒出了这位中西医史及中西文化交

流史之先驱的早年求学生涯 。

关于留美幼童史料的挖掘与史料考证　研

究历史 ,史料是最基本的条件。留学史料的收集

与整理是留学生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的重要基

础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亮点 ,是新史料挖掘与

考证不断深入 ,新的重要史料纷纷出现。尤其是

幼童后裔提供的家族史料 ,更是弥足珍贵 。如唐

国安后裔唐绍明的《唐国安年谱》 ,尤其是后裔唐

越翻译的唐国安的《游美始末与收获》 ,对促进唐

国安的研究大有裨益。主要有黄开甲后裔黄兴

的《黄开甲生平事略》 ,潘斯炽后裔毛观岱的《潘

斯炽简历》 ,钟文耀后裔陈肇基的《钟文耀(1861

～ 1945)生平事略》 ,唐元湛后裔邓捷的《留美幼

童唐元湛》 ,温秉忠后裔李鸿捷的《“留美幼童”温

秉忠》 ,等等 。

对留美幼童家族史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 ,本

次会议也有许多有关家族方面的史料文章 ,如留

美幼童欧阳庚后裔欧阳乐的《百年沧桑〈庆余

坊〉———欧阳庆余家族简况》 ,留美幼童丁崇吉后

裔丁志华的《我们这支丁氏家族的史料点滴》 、

《丁崇吉的后人们》 、《介绍丁崇吉的几位后裔》三

篇文章 ,对研究丁崇吉及留美幼童提供了比较有

价值的史料 。黄孝全的《追忆祖父黄仲良生平事

迹二三事》 、黄志航的《黄开甲生平与其家族后裔

二三事》 ,留美幼童沈德耀后裔沈炜明的《先遣家

史》等。

在留学生之父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中 ,有一

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 120 名留学生之外 ,还有

五位小留学生与他们先后同行 。他们一起参加

了留美幼童学习的全过程 ,当清政府召回留学生

时 ,他们又一起回国。徐笏臣后裔乔松都的《留

美幼童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文 ,对这一段历

史提供了全新的史料 。

日本亚细亚大学容应萸的《容闳和留美幼童

在新英伦的足迹———寻访资料旅行的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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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对促进留学研究 、留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广州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胡文中

的《詹天佑史料考证与补遗》一文 ,列出了一些重

要的史料考证与补遗 ,对研究詹天佑有较重要的

参考价值。

本次会议加强了学术研讨 ,促进了容闳与留

美幼童后裔的联系和交流 ,把海内外学者和“幼

童”后裔的力量与成果凝聚在了一起 。“幼童”后

裔与史学界的研究人员就留美幼童的研究进行

深层次的合作 ,加强了留学生相关史料的整理 、

挖掘工作 ,从而把留美幼童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

新的高度。

纵观本次会议 ,则呈现出四个新特点:一 、学

术与联谊相结合 。参加会议的既有重量级的学

术专家代表 ,又有留学幼童的后裔 ,使得会议在

突出学术讨论的同时 ,又与联络友情相结合 ,这

是会议模式的创新;二 、史料的推陈出新。史料

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史料的丰富和充实有助于留

学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本次会议中 ,许多代

表提交了较多资料性的文章 ,这成为本次会议的

一大亮点。幼童后裔提供的家谱 、家族沿革等内

容 ,除了文字资料之外 ,还有图片等 ,都为进一步

深入研究清末留美幼童的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三 、研究方法上的重要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多种学科方法的引进方面 。如留学生研究与家

庭史 、家族史相结合 ,留学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

的研究相结合 ,传统史料研究与口述史的调查研

究相结合 ,这些学科方法的运用和交叉 ,使得会

议在留学研究方面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 ,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会议的学术价值;四 、严

谨的学风在本次会议上有较充分的体现。专家

学者们脚踏实地从史料出发 ,对史实进行深入研

究;幼童后裔积极搜集历史资料 ,查找历史档案 ,

为自己的先人———留美幼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10 —12 —06

作者郭常英 ,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张秀丽 ,周口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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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30 页)理 ,采取了多方面的限制措施 ,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 ,国民

政府在限制教会租地方面颇受束缚 ,相关政策难

以发挥更大的效力。

印度独立后 ,原来隐藏在深处的中印矛盾开

始凸显 ,印度的主权意识空前膨胀 ,在外交上刻

意继承英帝国所得的利益及边界 ,中印之间关于

设领问题的交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探讨了

1948年中印设领交涉 ,指出葛伦堡设领由发端

到交涉 ,印度始终未予明确表态支持 ,而是不断

寻找理由与借口 ,企图借机拖延或回避。

八　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 ,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

但对西方各国的态度并不是一刀切 ,而是分别情

况区别对待 。浙江农林大学程珂指出 ,在 1950

年接收美 、英驻北京兵营地产的活动中 ,美 、英采

取了不同的态度 ,而新中国政府也实施了不同的

对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迅则关

注新中国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政治宣传 ,从社会

文化史角度 ,研究了中共政治宣传制度的建立 ,

探讨了运动过程中塑造出来的诸多美国形象 ,并

分析其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认

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中共成功地建立起了庞大

的宣传组织和制度 ,并发动社会各阶层力量 ,以

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 把美国塑造成“战争贩

子” 、“野兽” 、“纸老虎”等一系列丑恶形象 ,成功

将民众对社会的不满引导到反美运动中去 。

美国对华援助始于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退

守台湾后美国军援和经援政策均发生了变化 。

中国社会科学院杜继东系统地探讨了 1950年后

的 15年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情形 ,认为美国对

台军援有两个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 ,二是军援

金额大于经援金额;并指出 ,美台之间虽然存在

诸多分歧 ,但是由于有比较多的利益重合点 ,美

国军援的成效明显。在美国的帮助下 ,台湾军队

实现了现代化 ,使台湾当局在军事上获得了与中

国大陆隔峡相峙的资本。

收稿日期　2011 —03 —20

作者侯中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婉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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