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教室安置大屏幕、电子书包进课堂，移动设备辅助教学
等，这些都可以说是教学模式方面的伟大变革。近年来的
“翻转课堂”、“跨越式课堂”等崭新的教学模式，更是我国

基础教育的新尝试，对探究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的
内部学习动机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2.3 永恒的轮回与终身教育
将尼采“永恒的轮回”观点迁移到教育中，使人不禁联

想到终身教育，教育也在轮回。我们小时候从老师长辈那
里接受教育，等我们成年，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后辈，如此
循环，生生不息。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所接受的教育。近年来，为了实现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践行终身教育的行动广泛展开。无论是开放大学教育还是
教育门户网站的建设，都为终身教育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终身教育便是对这句古训的最
好印证。除了学校教育，生活中的教育更是无处不在。每一
个当下，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事情，综合做出评判和选择，这
是一种学习。每一个瞬间，我们超越自我，勇于面对挑战，
这是一种追求。正是这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瞬间交织成了整
个生命长河，在这个长河中不断履新不断进步，不断学习
不断追求，将各种知识不断扩充到我们的认知体系中，用

它来教育后辈，用它来规范自己，用它来指导生活，用它来
学习工作，通过身体力行的践行终身教育，收获终身教育
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益处。

3 结束语

尼采是德国哲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他的很多哲学
观点在教育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不仅仅是尼采，很多
哲学家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仅是
思辨人生，更多的是用来指导人们更好的生活。历史的车
轮滚滚向前，生命的长河生生不息，哲学指导教育，教育践
行哲学，在哲学与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人们会更好的认清
自己，认真坚定的在生活中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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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实践教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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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容闳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

亥革命的全过程，容闳思想也随历史事件的不断出现而逐步发展。从
自幼爱国思想的萌芽到教育强国的规划，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情

到实施科教救国的留学生教育计划，从改良维新到参与革命，无不显

示出走向革命的容闳的思想轨迹。
关键词：容闳 革命 思想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 Yung
Wing，1828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南屏
村。1847 年留学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第
一个在海外获得学位的留学生。1855 年回到祖国后，他从
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并为之献策，到利用洋务运动实施教育
革新，再到参与维新、主持“国会”，最终参与革命、推动共
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1 容闳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容闳思想不断发展，最终形成革命救国思想，是与其
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

1.1 国内背景 容闳幼年时，正是满清王朝开始衰落
之时。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在 1830
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
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入。”而到 1840 年，“满族王朝
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
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
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同时，这个帝国的银
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中国从此
被迫进入了近代化的历程。但要唤醒愚昧状态的人民，达
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仅从“制器”、“制度”方面是解决不了

的，非从精神教育层面开始不可。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正
是这个时代主题的产物。

1.2 国际背景 在中国被迫进入近代化之后，世界资
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巨变。在 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资
本主义开始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由自由竞争的资
本主义阶段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转变。列宁指
出：“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帝
国主义无论在对外或对内政策中，都同样力求破坏民主，
实行反动。”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绝对不容许殖民地或半
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他们不仅要让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现存的剥削方式适合他们的需要，而且力求保
存和巩固它们。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之载体———留学生教
育计划的夭折，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并非是因洋
务派的阻挠。美帝国主义单方违背其 19 世纪六十年代与
中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是留学事务所撤回的主要原
因；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并无心阻挠留学生教育之事，“总
督复书，亦言美政府拒绝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实违背
一八六八年之条约”。正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力求保存腐
朽的封建统治，才使容闳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霸权与欺
压、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从而形成了革命救国思想，最
终走向革命。

2 容闳思想发展历程

容闳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历程，而爱国思想贯穿
始终，是容闳思想的核心。

2.1 爱国思想 容闳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
就养成了勤劳俭朴、尊老爱幼、热爱国家的优良品质。热爱

从马列主义视角看容闳思想发展历程
贾伟杰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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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就如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不需要任何理由，正如容
闳留学美国八年后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时对母亲所说：“儿
在校肄业，常思籍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
此宗旨，八年如一日。”又如容闳到美国后，拒绝了以“毕业
后归国传道”为条件的资助，而说：“他日竟学，无论何业，
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容闳的爱国思想是其思想
的核心，贯穿于其一生所主要从事之事业。

2.2 教育救国思想 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在其留学美
国时已初步形成。容闳回忆说：“盖当第四年中尚未毕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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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闳此时之教育救国思想尚显粗浅，没有具体计划和实践。

2.3 同情太平天国革命思想 容闳归国之前已对满清
王朝的腐败有所不满，当容闳归国后，看到清廷官吏镇压暴
动之残暴，即生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之思想。先是“愤懑之极，
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
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后来又亲自入太平军
中访察，谒见太平军之干王洪仁玕，欲寄希望于太平天国革
命而跃跃一试，提出了七项建议，试图对农民革命政权进行
资本主义改革。但终因“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
有造新中国之能力”而离去。容闳虽然没有参加太平天国革
命，但其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思想成为其晚年革命救国思
想的基础。容闳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天假此
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
新国家之思想。”容闳此思想认识竟与当时马克思对中国革
命的认识惊人的相似，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
文中指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
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2.4 科教、实业救国思想 容闳既然认识到太平天国
革命不能实现其教育救国思想，“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
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藉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
已有实业救国之思想。后又恰逢洋务运动倏然兴起，使其
产生了利用办洋务实现自己爱国的教育计划之思想。因
此，他开始积极引进美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建
议办兵工学校，翻译书籍，并在丁日昌的支持下转奏满清
朝廷四项条陈，提出组织中国合资汽船公司、选派颖秀青
年出洋留学、开矿修铁路、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等，尤其
致力于促成其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之教育计划，欲“藉
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倡导其科教、实业救国思想。

2.5 改良维新思想 美帝国主义践踏其与中国签订的
蒲安臣条约，拒绝中国留学生入美国陆海军学校肄业，最
终导致留学生教育计划夭折，使容闳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
霸道，也认为“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
事。”此时，容闳思想已从改良东方之文化向进行中国根本
上之改革迈进。而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事，使远在
美国的容闳“爱国心油然而生，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

君，……时蔡为湖广总督张文襄幕府，得书后以予策译为
汉文，上之张督。”而后回国又向张之洞建议新策，“予谓中
国不欲富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
恢复其原有之荣誉。所谓新政策，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
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则中国行政各
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当受到张之洞冷
遇后，便又向满清政府提议设国家银行与修筑铁路的维新
计划，而其修筑铁路之计划却因德国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
而流产，容闳忿而斥之：“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
法律或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当容闳获知光
绪帝提倡维新之事业时，“乃决意留居北京，一觇其究竟。
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戊戌政变
后，容闳托迹于上海租界中，又参与组织中国国会且被选
为会长。自此，容闳思想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

2.6 革命救国思想“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
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
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
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容闳长期留
学或居住国外，身上本来就没有封建的、陈旧的肮脏东西，
其爱国、强国思想不能依靠满清政府实现时，渐生革命救
国思想，其为国会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就体现了由改良向
革命转型的迹象。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进一步认清了
中国之问题的根源，逐渐放弃支持保皇立场的康、梁，而赞
同并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建立民国的革命事业，形成
了革命救国的思想。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
成立，孙中山随后信邀容闳回国共商建国大计，并且盛赞
容闳“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
等之幸福”的革命伟绩。

3 容闳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
创造。”纵观容闳的一生，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
全过程。容闳十八岁前生活在中国，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
其爱国思想已基本形成。容闳留学美国时，接受了当时西
方先进的科学、民主、平等思想，并使其把爱国与留学生教
育联系起来，形成了其教育救国思想。当其教育计划失败
后，认识到了在腐朽的、半殖民化的封建王朝实现科学、民
主、平等、富强等理想实属空想，开始产生改良思想，并且
逐渐形成革命救国思想，最终走向革命。容闳思想及实践
引领了中国近代化发展方向，揭示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主
题。容闳，无愧于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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