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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先驱者。他立志西学东渐，振兴国家。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随

即回国投入到实业强国、教育救国的艰难历程中。他与时俱进，与各派政治力量积极接触，为实现强国梦倾注

了毕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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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为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 (今属珠海市)

人，生于1828 年11 月，卒于1912 年4 月。关于容

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长

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国内学者对容闳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容闳阶级属性的讨论上。尽管当时也

出版了一些容闳的传记，但只是通俗读物。改革开

放后，对容闳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有关容闳研究

的成果表现在: 其一，有三部容闳的传记相继出

版，即顾长声的 《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李喜所的 《容闳

———中国留学生之父》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刘中国和黄晓东的《容闳传》 (珠海出版社，

2003 年)，并依次都有新突破; 其二，通过中国知

网搜索发现，关于容闳的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 其

三，1998 年和 2004 年，珠海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容闳与

科教兴国》论文集，对容闳的研究有了新进展、新

成果。容闳是近代华侨爱国典范，如何将容闳的爱

国思想研究引向深入，提升其学术水准，是笔者选

题的目的所在。

本文主要探讨容闳在留学事业有成的情境下毅

然回国推动祖国近代化进程的相关活动，及其内心

世界和精神品质，同时进一步论证容闳坚定践行

“强国梦”的思想基础和客观依据。选题与研究对

当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及对 “中国梦”的理解

和把握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祖国至上，“强国梦”支配着容闳

一生的行为方向

容闳是中国近代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首位留

学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我国“近代留学

生之父”。容闳在美国学习 8 年，经历了两个截然

不同的国度，其遭遇、感悟催生了他振兴祖国的

“强国梦”。1854 年回国后，自觉参与推动中国的

近代化进程，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

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

色，做出了积极贡献。

容闳从 7 岁入西塾起，先后将近 9 年在澳门和

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接着赴美国留学 8 年，接受

长达 17 年的西方教育。对于西方文明，容闳积极

学习和融入，如剪发易服、入美国籍、娶美国妻

等，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冲淡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

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曾这样吐露心声: “予当修

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

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

育之为愈。” “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

限压制。”［1］31
对于容闳的爱国行为，其美国友人特

韦契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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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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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2］15
梁启超在 1903 年访问美国时亲自拜访了容

闳，称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2］46

从封闭落后的中国走出去的容闳， “强国梦”

是他一生奋斗、前行的精神动力。

1847 年 1 月，容闳随布朗牧师一起从广州黄

埔港乘船远赴美国。在异国他乡，容闳对美国先进

的工业文明和光怪陆离的西方生活感到惊奇和钦

佩，与此同时，他时时记挂着被侵略的祖国及被西

方列强烧杀淫掠的同胞，常常夜不能寐，每念及祖

国与同胞的不幸遭遇，辄为之怏怏不乐。他说:

“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

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1］31
对比落后的祖

国，美国的生活犹如天堂，而这更激起容闳刻苦学

习先进知识、立志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决心。他

说: “尚忆在第一年级时，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

无余晷为游戏运动。”［2］21
在孟松中学毕业后，1850

年他报考耶鲁大学，但当时学校资助他学习的期限

已到，学校相关组织提出条件，如果他大学毕业后

从事传教士职业，校方可资助学费供他深造，并希

望他在合同上签字。毕业做传教士，这与容闳的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

富强之境”［2］23
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他断然拒绝

了。通过半工半读形式和朋友的帮助，容闳终于如

愿考上了耶鲁大学。容闳入大学时英语水平一般，

但他通过刻苦学习，到大学二年级时，他的英语作

文竟连续获得一等奖，博得师生们称赞。

在美国的学习岁月，可以说是艰苦奋斗的 8

年。异国的环境、文化、制度、教育等使容闳开阔

了视野，丰富了知识。经过博览群书的学习，他认

识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需要先进的工业文明，更需

要掌握这些文明知识的人才。1854 年耶鲁大学毕

业后，容闳舍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和发展的机会，

毅然回到祖国，决心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

二、西学东渐，设法推进祖国近代化

西学东渐，这是容闳构筑“强国梦”的重要

途径。容闳回国后，从实业和教育两方面开始拯救

国家。

(一) 忍辱负重，推动实业强国之策。容闳深

感祖国的落后在于工商文明的缺失，政府应当大力

促进实业发展。容闳于 1854 年学成归国。由于他

没有经过科举考试，没有获得功名，因而在社会上

没有地位，更没有什么影响力。但为实现报效祖国

的愿望，他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的海关、司法等机关

打过工，做过书记员、译员等职业。根据晚清社会

现状，他选择通过洋人影响政府官员的方式，试图

实现自己心中蕴藏的治国蓝图，但都未能如愿。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这

为容闳施展“西学东渐”志向提供了机会。经李

善兰等好友的引荐，容闳终于进入洋务派大臣曾国

藩的视野。1863 年，得知曾国藩拟设立一规模较

大的“西式机械厂”，容闳建议说:“中国今日欲建

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

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

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

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

厂之基础也。”［1］98。容闳的思路深合曾国藩之意，

他也因此受曾国藩托付前往美国购买机器。1865

年，他经过多重艰难把所订购的机器运到上海，作

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江南制造局是专门制造

枪炮、弹药、火轮等军工产品的工厂。该厂的选

址，起初也是容闳和华若汀、徐雪村等人共同研

究，选定在上海高昌庙建厂的。在容闳的建议下，

该厂附近还建立了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等机构。

1873 年，容闳又受托订购美国先进武器———格特林

炮 50 门运送回国。此外，洋务派代表郑观应创办

的中国第一家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是在

容闳的支持和帮助下而建成的。

对于水运发展，容闳也有着独到的思考。容闳

曾经乘船去茶区调查，通过途中对于长江水道的观

察，他提出了希望通过开发长江水道来促进交通发

展的设想: “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

使其主权，则扬子江开浚后，其利益实未可限量，

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3］1868

年，容阂还积极倡导组织—合资汽船公司，公司完

全由中国人和本国资本举办。建议虽未获清政府许

可，但 4 年后李鸿章按此思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不仅如此，容闳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和

修筑全国铁路等。1896 年，容阂提出应在北京设立

国家银行的设想。他为此草拟计划，制定章程，列

出政府为建设银行所预筹资本的数额以及用项。计

划内容详备，有可操作性。为更好地实施计划，他

还将美国 1875 年有关银行的各种法律译成中文，

以备参考。1898 年，容阂又向清政府提出修建天

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光绪帝也给以支持。但由于

清政府腐败，利益集团相互倾轧，最后这些计划都

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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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殚精竭虑，践行教育救国之志。容闳的

教育救国思想是他实现社会理想的重要内容和步

骤。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痛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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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此

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32
由此，容闳回国后，

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教育救国思想。

在广州，容闳亲眼目睹了清政府草菅人命、屠

杀无辜，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反清的太平天国农

民起义军。1860 年 11 月，容闳与曾兰生及两位美

国教士一道秘访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在天京，他

向接见他的干王洪仁玕进献了关于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发展的“七条建议”。［4］
在这些建议中，他

在第二、三、六、七条专门论及创办军事学校和各

类技术学校的重要性，体现了鲜明的教育救国思

想。但此时的太平天国已是强弩之末，正濒临于覆

灭之际，容闳的“七条建议”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幼童留美“教育计划”，是容闳教育救国活动

最为出彩的一笔。早在他留美时，他心中就萌生了

教育救国的理念: “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

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

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中国耶? 一旦遇有机会，能

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

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5］
容闳为实现“教

育计划”愿望，前后奔走呼唤 16 年之久。在江苏

巡抚丁日昌的斡旋和游说下，曾国藩最终答应领衔

上奏容闳提出的 4 条计划。1871 年 8 月，清廷采纳

容闳派遣留美学生的建议。不仅如此，容闳还在家

乡积极倡导办学思想，并于 1873 年正式建成“容

氏甄贤学校”。

“留学计划”的实施也是不平坦的，幼童留学

时间原定以 15 年为期，但不久清政府中的顽固势

力以批评幼童“抛荒中学”、 “腹少儒书，德性未

坚”［6］
为借口，决定从 1881 年 8 月 21 日起全部撤回

官派留学生。此次留学计划最终破产，但这些早期

幼童留学生，日后也在不同的行业成为国家建设的

栋梁。“幼童留学计划”开创了近代中国留学的先

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开新纪元”的创举。

三、革故鼎新，探寻社会发展新途径

容闳回 国 后，积 极 推 行 他 的 引 进 “制 器 之

器”、“师夷长技”计划。但这些计划，无论是建

银行、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等，均以失败而告

终。在无情现实的刺痛下，容闳只得另辟蹊径，探

寻新的救国之路。

(一) 与时俱进，维新改良。清政府在甲午中

日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人开始图谋变法自强。早

在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容闳就曾通过多种方式与洋

务大臣张之洞取得联系，发表救国之策。1895 年

夏他抵达上海，先后提出“聘用外人”、 “设立银

行”、“修筑铁路”等建议，但这些意见都没有得

到政府当局的应有重视。无奈之下，他摒弃借助

“洋务”的“救助中国之心”［7］，改变“求知当道，

游说公卿”的救国途径。既然清政府无可挽救，只

有另谋出路，他认为“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才是

中国强国富民的应有之策。容闳的新政策内容带有

明显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色彩，得到了倡导维新变

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高度认同。对于容闳的新思

路，不仅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详细介绍其内

容，同时，湖南维新派创办的 《湘报》也全文登

载了容闳创办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容闳

也积极支持康、梁，在他们发起成立保国会的第一

天，容闳亲自到场支持。容闳赞扬光绪帝，称其为

中国自古以来未有之明士，同时还与维新派成员频

繁往来，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他的寓所几乎成了

康、梁会议活动的场所。由于维新变法触动了统治

阶级顽固派的利益，康、梁主持的变法运动仅坚持

了 103 天便被慈禧发动的政变扼杀了。危急关头，

容闳通过疏通多种关系，保护变法的同志，如他曾

致函英人李提摩太，请求营救康有为、梁启超。

(二) 大势所趋，走向革命。《辛丑条约》签

订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昭然若揭，这促使以孙

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高涨。在族弟容星

桥的介绍下，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开始关注

和理解革命党。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国

家处于危亡之际，维新派唐才常在上海邀集社会名

流，召开“张园国会”，组织新政府，成立自立

军，拥戴光绪皇帝执政。在会上容闳被推举为会

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容闳为此用

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表达了推翻专制统

治，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

主国家的愿望。但不久，容闳等参与建立的自立军

在武汉起义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被杀害，容闳遭

通缉逃至香港。这次起义成为容闳走向革命的

开始。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在逃往日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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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丸”船上，与化名为 “中山樵”的孙中山首次

相遇，容闳对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极为钦

佩。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继举行的起义，

1909 年二三月间，容闳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支持孙

中山革命的“中国红龙计划”，计划筹款 500 万美

元、购买 10 万支枪和 1 亿发子弹。1910 年 2 月容

闳致书孙中山，正式提出“红龙计划”的具体步

骤: (1) 向银行借贷 150 万到 200 万元作活动基

金; (2) 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之人，以

管理占领之城市; (3) 任用一个有能力之人以统率

军队; (4) 组训海军。［8］
容闳还多次安排孙中山与

他的美国朋友荷马李和布思见面、商谈，并写信督

促落实计划内容。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和借款

没有成功。

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在病中的容闳得到消

息，接连写下多封信寄给国内朋友，庆祝革命党推

翻封建帝制。在信中，他对新政府的施政提出了由

衷关切，如告诫革命者“互相之间应当比亲兄弟还

要密切，紧紧团结起来”，“不应该互相纠纷，陷入

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谴责袁世凯“难道可以

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指出“掠夺成性的列

强”并未放弃“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政策
［9］。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信容闳，称赞他

对国家的贡献，并邀其回国共商国是。但容闳已昏

迷不醒，于 1912 年 4 月病逝。他临终前还嘱咐两

个儿子放弃美国的事业，回国参与建设。

容闳自留美归国后，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

的过程中，为践行“强国梦”做了多种尝试和努

力。纵观容闳的人生历程，充满着颠沛流离，坎坷

崎岖。他本可拥有和谐、幸福、安稳生活和工作机

遇，但为实现人生梦想，他宁愿舍弃。容闳回国

后，因参与洋务活动不辞劳苦地来回穿梭于中美之

间，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在上海、香港等租借地商讨

维新、革命大计; 他还成功解救了大批惨遭迫害的

海外无辜华工，维护了华人尊严。这些都凝结着容

闳的“祖国情”、“强国梦”。在屡遭挫折时，他的

祖国至上爱国理念和行动是坚定不移的，也是不可

西化和被撼动的。欲知大道，必先治史。容闳西学

东渐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主要归因于清政府的封

闭、腐败，但与他不能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思考问

题也有一定关系。容闳的爱国精神为历史留下了一

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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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Qichao’s“Ｒural Governance”Theory and Its Ｒevelation (by YU Ｒong － gen)

Abstract: In 1925，Liang Qichao affectionately recollected his native village Chakeng’s“rural governance”status and left a his-
torical record of rural governance tradition in South China． Villagers’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 and ChaKeng’s rural governance record can still provide lessons to current China’s villagers’autonomy． Liang’s
Chakeng rural governance record is a valuable document for researching and exploring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nd Chaking as a village name under Liang’s pen can be made into a cultural calling card．
Key words: Liang Qichao;rural governance at Chakeng;villagers’autonomy;“ural governance”culture calling cards

On Liang Qichao’s“Destruction”Ideology (by XI Zhi － wu)

Abstract: Liang Qichao’s“Destruction”ideology contains his thought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his strat-
egies for transforming old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and his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A study of his“destruction”thought is signifi-
cant to understanding Liang’s whole ideology and its impact on histor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destruction; patriotism; new citizens

A Ｒeview of and Prospects for Ｒesearch on He Ganzhi’s Historical Studies (by KANG Gui － ying，LU Guang － shan)

Abstract: He Ganzhi gradually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Marxist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time of the debate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1930s and made numerous achievements and thus became famous as a Marxist historian of modern China．
After his rehabilitation in 1979，promoted by his wife Liu Lian，numerous memorial articles，research papers，essays and biographies
on him were published，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weak links in the research on his historical stud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we
need to set about in a macroscopic way and adopt a comparative method so as to widen the study pat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e’s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HE Ganzhi’s historical research;study;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On Ｒong Hong’s Value Concept on Introducing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and His Practice (by MA Bo)

Abstract: Ｒong Hong was a pioneer in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e determined to introduce western
learning to reinvigorate China．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American Yale University，he returned to China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cause of saving and strengthening China through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e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actively engaged with differ-
ent political forces，and made life － long painstaking efforts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a powerful China．
Key words: Ｒong Hong;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strengthening China through developing industry;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reforms;the dream of a strong nation

Wu Guangjian，Modern China’s Translation Innovator and Pioneer (by DENG Shi － huan)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Wu Guangjian made huge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ith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lassic works in literature，philosophy，history and biography，totaling nearly 100 million
characters and left us a precious cultural legacy． His originalit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chiefly lie in his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elf － cultiv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Hi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s still of historic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day．
Key words: Wu Guangjian; translation methods; the subject’s accomplishment; creation

Additions to and Corrections of Li Zhen’s Biographical Sketch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ing Period Ci
(by SUN Ming － cai)

Abstract: Additions to and Corrections of the profile of the lyric ci poet Li Zhen，a Xinhui native who was exiled to the Northeas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Shu Po，Li Zhen’s styles include Kuang Ke (Wild Man) of Lingnan，Tao Tao Sheng (Hap-
py Man)，Qiao (Woodcutter) at Guifeng Mountain，Jia Dun ( rightful hermit)，? and Shu Ke (Literary Man) of Canton; exiled to
Liaodong for 13 years instead of 18 years; exiled because he tried to solve disputes between his fellow villagers; went to Korea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with Xi Ansun; freed and returned to South China; sang songs and recited poetry before knocking the door to his
home; born between the 17th (1357) and 19th (1359) year of the Zhizheng reign period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died between
the 13th year (1415) and 15th year (1417) during the Yongle reign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in eight
volumes ( three volumes of poetry，four volumes of essays and one volume of ci) ．
Key words:Complete Collection of Ming Ci Lyrics; Li Zhen;profile;addictions and cor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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