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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派留学历史，从 1872 年起拉开了清政府主动

向西方学习的大幕。

1.历史背景

1.1经济的迟缓发展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

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

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256

差距就在这短短二百年间拉大了。两次鸦片战争对外赔款和

因教案、商业纠纷而带来的地方性赔款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

极大影响，使整个国家陷入经济窘境。

恰逢其时，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师夷长技以制

夷”为口号的洋务派。“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掀动了资本主义

的发生、发展的绿灯的电钮”[2]11。洋务活动从一开始运作，就

出现技术、管理、外交人才的荒。由此,洋务教育应运而生。

1.2文化观念的改变与政治危机的加剧

“文明实际上是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而中国就是文明社

会的本身”[3]605。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物以

通有无”[4]767 这种封闭狂妄的心态下，中国于宋之后就处于埋

头酣睡之状。而西方诸国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打破中世纪的

宗教束缚，逐渐将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其大炮之精纯，字药

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5]46。派遣

留学———学习西方文化最直接有效的的途径被提上了日程。

1.3 容闳等人的努力

“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曾如斯之

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6]2 容闳自传中说

“盖即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

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抑，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

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

苦亦多，而快乐益少。”[7]27

他在大学毕业之前就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8]28 归国后，要做的就是将计划

实施。1868 年，容闳曾草拟四条计划,其中“此陈条之第一、

二、四。特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9]117

第二条的内容是“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

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 120 名学额以试行之。

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 30 人。此项

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10]117

1.4 中国出访使团的促成

1867 年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出访中认识到必须“选

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

学，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1]1531868 年签定了《中美续增条约》，

其中第七条为：“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

艺，亦照相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12]25。

1.5洋务派的推动

1871 年，曾、李拟就《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

《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得到了慈

禧的准许。

与保守派进行论战。倭仁的话最具代表性：“窃闻立国之

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数年之后，

不尽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13]30-31 奕䜣等就此进行了驳斥。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

船之利，互相师法，……独中国归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

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雪其耻

乎？”[14]25 最终 1872 年向西方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2.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学的基本过程

1872 年 8 月，第一批 30 名幼童从上海赴美留学。随后第

二、三、四批各 30 人于 1873 年、1874 年、1875 年相继赴美。

“此学校至少能容学生 30 人…时有久居曾督幕府之刘

开成者，奉派为该校校长……对于予之教育计划，尤报热心。

此后四批学生，预备期满，陆续派送，皆由刘君一手料量，始

终其事焉。”[15]124

幼童的家庭大多是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在曾国藩上

[摘 要]1872 年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学对中国近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政府对西方
文化主动吸取地尝试。本文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论述了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必然性以及从一些主客观条件阐
述了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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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奏折中有这么一条：“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但在这

120 名幼童中却没有一名是朝廷显贵子弟。容闳在其自传中

作了这样的表述：“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

验，方为合格。”[16]123

留学章程中有这条规定：“曾经读中国书数年，……资性

聪慧，并通晓中国文理者，”[17]156“当 1871 年之夏。予因所招学

生未满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之中，遴

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充其数。”[18]124

2.1幼童的美国生活

“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

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

习，做入学准备。”[19]114 这些留美的孩子们在督学“不及格者先

给予极严厉的训斥，若再无长进，即遣送回国”[20]81 的严格的

标准下个个学习用功。

2.2留美幼童的撤回

1876 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似为中

国‘守旧派’派来，拟对‘肄业局’有所行动的。”[21]35-47 他一到任

就对幼童严加训斥. 容闳根据国内急需军事人才的要求：“予

意欲送其入陆海军校肆业，乃致书美国国务院，求其允许。美

国国务院复书，则以极轻貌之词，简单拒绝予请。”[22]141 这成为

守旧派撤回留学生的重要借口。“吴监督子登闻之，遂又兴风

作浪，思设法以破坏此留学事务所。……遂乘机上封以奏,此

百二十之学生，遂皆于 1881 年凄然返国。”[23]142 吴子登借美国

反华浪潮的迭起，乘机向清廷上奏，请将留学生撤回。

美国为什么会掀起排华风潮呢? 美国在 1868 年同中国

签定了《中美续增条约》除了有关派遣留学生的规定外，鼓励

华工来美：“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

其自便，不得禁阻。”[24]342 这一不设禁阻的条约使得到美华工

激增。后美国资本家又感到中国工人过多，开始煽动起种族

主义的排华运动。

3.结语

纵观晚清官派留美幼童的始末，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中国

近代化探索的不成熟的产物，但这种探索对今天的教育仍

有一定的启示。它没有明确而具体的派遣目标，并且深受封

建思想因素制约影响严重。它的准备和实施都没有整体观

念和全局规划。无论是派遣留学生的机构设置还是选拔留学

生的要求都并没有明文规定的那样，带有上层统治人员的个

人色彩。

最后，晚清在封建社会末期盲目向西方仅仅学习技能，

只能解决最表面的问题，无力根本摆脱困境。所以，我们不仅

仅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生产力的发展，还要注重思想文

化层面的取长补短，向西方汲取开放先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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