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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探微
张雅琨

(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 十九世纪末，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中西文化发生强烈碰撞时，口岸知识分子极力鼓吹现代性教育思想并开展实践

活动，建立近代学校，推介西学，倡导留学西方和兴女学，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起到了“开风气之先，得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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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帝国没落、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近代
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对西方社会
逐步形成新认识，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通商口岸
是西方人活动最频繁，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冲击最大的地方，上海、
广州、南京等口岸城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口岸知识分子”。“口
岸知识分子”由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他们代表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
社会现象，指在与西方文化发生密切接触且在中外文化关系的思考
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国人士，如王韬、郑观应、洪仁玕、李善兰、沈毓
桂、管嗣复等人。“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
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是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
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1］ 他们以西方文化为镜，反思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为近代中国设计了一幅幅社会改革的蓝
图，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思想变革和文化变革中，这些人担负了
前驱先路的角色，值得我们关注和论析。

一、口岸知识分子自身的教育背景

口岸知识分子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都有着中学传统和西
学背景。他们都受过儒家文化的教育，在口岸城市一带生活，因此
由于口岸这个地缘因素与西方人接触甚多，体会到中西文化的差
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变革的思路。

以王韬为例，他大约从七八岁开始到十几岁止，一直在其父的
严教下接受正式教育。十八岁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十八岁，以
第一入县学，督学使者为秦中张筱坡侍郎，称老民文有奇气。”［2］但
在之后的考试中，王韬连连失败，也让他对科举制有了新的认识，他
开始“攻击”科举制。随后他来到上海，由麦都思聘请成为墨海书
馆的执笔，在这里他通过和外国人合作、译书以及结识有识之士，对
西学了解渐渐深入。到 1865 年，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类西化的城
市已居住了 16 年，并一直与传教士密切共事，影响自然是明显的。
他远远站在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的挑战在中国是史
无前例的，他开始寻求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应对挑战。之后，王韬又
开始游历欧洲，对欧洲的生活和文化现实有了具体感受。郑观应早
年所受的“八股”教育只是为了应试科举，十七岁时他应乡试不第，

才去上海经商。在上海他于时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处从事工役，

并开始学习英语，1860 年在上海宝顺洋行开始买办生涯。在与外
国人的频繁接触、学习中他切实地感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他
在《易言》中说到:“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
相接。沪上为江海通律，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
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发
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
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这一点最能说明口岸知识分
子的文化见识。［3］冯桂芬在 1840 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多年，他
的治学兴趣很广泛，包括各种不同学科如语言科、数学、政治和外国
事务，大约于 1860 年，他写了著作《校分庐抗议》，李鸿章的许多大
胆的改革尝试都是冯桂芬推动的直接结果，包括 1863 年在上海设
立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的学校。而如容闳、买办唐廷枢等人早年就
读于教会学校，他们的西学观念则更加深刻，以至于后来他们要求
革新的观念更加彻底、行为更加激进。

在这种背景下，口岸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相似的经历和世界观
念，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的高度相似。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几乎都愿
意大胆创新、大胆开拓。口岸知识分子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西方文

化的精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这就为他们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二、现代教育思想及实践

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多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民
族自决的反应。在其教育思想中，比较典型的内容应属建立近代学
校、派遣留学生计划、兴女学。

首先，在“教育救国”的思想下，口岸知识分子们开始了他们的
实践活动———建立近代学校，推介西学。以王韬为例，1886 年王韬
受聘为上海格致书院掌院，毕乃德形容它“虽不很成功却十分有
趣，是善意的外国人和进步的中国人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艰
难尝试”。［4］王韬作为掌院做得最成功或者贡献较大的是举办中国
有奖征文竞赛，竞赛的方法是先由著名官员出题目，然后评选提交
的文章，并且少附部分奖金，获奖名单在报刊中登出。这项举措开
启了学生的新思路，不再局限于旧式学堂的死记硬背，学生开始以
新视角尝试评论国家之事。“《北华捷报》的社论指出，一些获奖文
章具有极高的水平，并称赞这项活动是格致书院在中国启蒙的最有
力的工具。”［5］王韬对书院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筹集资金、聘请教
员，并且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总理衙门注意到上海格致书院培
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 1887 年的著名奏折中主张修改国家考试制
度，让应试者考数学。”［6］无疑，上海格致书院影响到了之后的科学
团体。另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教育家马相伯也进行了教育实
践，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毁家兴学”的基础上，于 1902 年建立中国
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震旦学院以“培养译才”宗旨，以
“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为信条，学院课程分为文学、质学
两科。文学即人文学科包括拉丁文、英吉利文、哲学、历史、政治等，

质学即自然学科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等。由此可见，这一近代意义
的课程分类摒弃了传统的教学体系，体现了一种新学精神。但是，

马相伯并不主张完全舍弃或者改变中学，他也不盲目地引进西学，

在他的现代教育思想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办学过程中，他规
定“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或中文优而西文差，或西
文优而中文差，或于各种科学有所长者，临时亦可酌量录取，唯中文
差者，须自认于卒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
录取亦随时摈斥。”［7］另外，马相伯还主张教育独立，所谓教育独立
即包括了教育事务独立、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脱离政治宗教，学术独
立。在震旦学院时，马相伯就明确提出“不谈教理”的原则，还有
“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

唯以文化为己任”［8］，即不谈政治原则。总之，在马相伯的教育思
想中，始终坚持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立场，并且继承发扬先进的教育
理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其次，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则以口岸知识分子容闳最为典型。
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他最著名的活动就
是由他发起和推进的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十九世纪末在他第二次
回国之后，他便向曾国藩、李鸿章明确提出了“教育计划”，“政府宜
选派颖秀青年，选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9］。他规定，选
定百二十人，年龄在十二到十四岁间，分四批留美，并派有汉文教习
同往，以兼习汉文。他说:“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
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为少年
新中国。”［10］显然这是他教育计划的核心，具有超前的意义。1870
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留学生计划开始实施，由容闳经理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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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事务所，并在上海设立一所预备学校，选中的学生要在此校学习
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赴美留学，留学生之费用由国家摊付。在
经过严格的挑选之下，1872 年至 1875 年分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

远渡太平洋赴美，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到这项开拓性的
教育事业停止时，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在各种技术领域接受了实际
训练。”［11］就连清朝的一些高官也说到“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
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2］容闳组织第一批幼童留学美
国，培养了近代各条战线各种行业急需的各种人才，如我们熟知的
詹天佑、唐国安等人。可以说，他开创了我国近代的留美教育制度，

在经费投入、留学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也为以后留日、留欧的留学制度奠定了基础。
最后，口岸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兴女学的新教育思想。郑观应则

提出增设女塾，提倡女学。他在《盛世危言》中的《女教》篇，批评了
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观点，揭露了摧残妇女的残忍。
他认为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中国应该为妇女广筹经费，增设女塾。
他痛陈“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
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13］。他主张，“增设女塾，参仿
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
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室继之。”［14］他认为女子要是能接受良
好的教育，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重大，甚至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
素质都会起巨大的作用。王韬也同样提倡女学，特别是在他游历西
欧，提出了教育普及化和创立女校的主张。在西欧，他考察了英国
和法国的女子教育状况，提出中国应模仿西方，给予妇女广泛接受
教育的机会和权力，他在《救时刍议上》中写到，“又西国重女教，立
女书院。中国宜仿其意，以收内助”“各省立女学校，延女师教之，

习六经六学。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15］。其中“六经”指的是传
统的儒家经典，“六学”指物理、化学、几何学等西学。由此可见，王
韬主张让女子接受“中西结合”的教育，培养出色的女才。容闳也
特别强调女子平等教育，他在美国留学时目睹在教育上的男女平
等，对女子能在各级各类的学校上学甚为赞赏。他在一次与清廷高
官的对话中说到，“如果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
胎教开始，来好好的教育他们”［16］。容闳批判了轻视女子教育的封
建传统教育观，论述了女子在搞好家庭教育、提高儿女素质乃至整
个民族文化素质方面的重要性。虽然在兴女学方面，郑观应、王韬
等人的思想还有不完备之处，他们大都以为女学的目的是“能佐子
相夫，为贤内助”，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兴女学的提倡还是具
有开创性的。

三、口岸知识分子现代性教育思想的意义
首先，从长期角度来说，他们的现代性教育思想从理论到些许

实践挑战了当时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可谓“开风气之先，得风气
之先”，人们开始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思考，对于传播新思想掀起新
思潮，推翻清政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今后新学制的兴起奠定
基础，为后世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从短期
影响的角度来说，在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许
多有眼界的人士或者是清政府开始变革教育方式，引进新学制，推
介西学，为“混乱”的近代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各尽其事，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
化进程。在他们教育思想开创性和前瞻性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郑观应就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九十年代，

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试图按照西方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来改造
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提出中国近代学制的设想。而王韬突破了原
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将西学地位大大提高，提倡中学
与西学并重，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
而西学者，续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故浅而用之，

西学皆日用寻常之事，扩而精之，西学即身心性命之源。”［17］此皆为
口岸知识分子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开创性、前瞻性的体现，对于社会
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口岸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毕竟
这只是一小部分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在大范围内引起波动。比
如王韬主办的上海格致书院，其影响仅仅局限在上海周围地区，并
且办学时间很短，留下的作用多是为后世的参考。马相伯一方面力
图实现教育独立，却因天主教信仰而受制于教会，此举直接导致初
具成效的震旦学院成为法国的“囊中之物”。容闳的实践活动———
留学生计划，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晚清的保守主义者为了不使中
国人美国化，加之清政府内部的明争暗斗，这份计划始终都受着保
守主义者的控制。

最后，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他们为何没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
只说明他们如何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开拓者。他们在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开拓者，从封闭的封建国家走
向世界，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做出了笺注。如今我们如何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保留自己的特色、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中，如何继承和发扬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求新求
实精神，晚清口岸知识分子的现代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仍具有十分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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