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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文化冲突对清代留美幼童的影响

□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陈琳静

中国留美幼童是指 1872年到 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四次派出的 120名赴美
留学生，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 12岁，最小的只有 10岁，所以史称“留美幼童”。当中国人近距离地走进美国人的生活，两种不
同背景的文化就会产生激烈的冲撞，即使是在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会产生强烈的冲突，这些冲突直接体现在对留美幼童的教育
中，并导致了清代留美幼童运动的失败。
中美文化冲突 留美幼童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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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美幼童是指 1872 年到 1875 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

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四次派出的 120 名

赴美留学生，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 12 岁，最小的只有 10 岁，

所以史称“留美幼童”。这次留美幼童事件，既是近代中美关系史

上的大事，也是近代留学史上的大事。在东西方文化相互浸透的

历史语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的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都在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派出人员到异国去“淘金”。清政府发

起的这起留美幼童事件，就是一次大型的、官方的“文化探险”活
动。在经历了数千年封闭生活的中国人眼里，金发蓝眼的“洋鬼

子”如同异类，浪漫的美国文化与民情，与中国人传统保守的价值

观格格不入。所以当中国人近距离地走进美国人的生活，两种不

同背景的文化就会产生激烈冲撞，即使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也会

产生强烈的文化冲突，这些冲突直接体现在对留美幼童的教育

中，并导致了清代留美幼童运动的失败。
一、产生留美幼童的社会背景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一直封闭着的国门在洋炮声中不

得不开启，即使清政府中的抱残守缺、拒绝向外国学习的封建顽

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但也产生了如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这样

的具有改良意识的洋务派官吏。曾国藩是清代鸦片战争之后，最

早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吏之一，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

中，曾国潘亲眼见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洋枪洋炮的威力以及中

国大刀长矛的落后，遂产生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办以军

事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的洋务思想。洋务运动者本着“自强”和
“求富”的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讯等理论，以及轮

船、火车、枪炮、机械制造技术，还有西方的报刊文化、金融管理、
学校教育等，所以洋务派要兴“西学”、创办军械工厂，生产新式武

器、利用现代通讯、建立新式军队和学堂。清同治十一年（1862）曾

国藩兴办了安庆军械所，实践制造洋枪洋炮的技术，他更加急切

地需要一些懂英语和西方科技的人协助采买机器，制造机械，而

留美归国的容闳正是曾国藩最合适的人选。1867 年，容闳建议曾

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附近设立兵工学校以培养相关技术人员，曾

国藩欣然同意。随后，容闳大胆地提出派遣幼童留美的教育计

划，也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1872 年 2 月 27 日曾国藩领衔上奏，

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

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在上海设

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任“总理沪局选送事宜”[1]6。具体

的实施留美计划的筹备工作这样分工：曾国藩、李鸿章二人负责

制定章程、筹措经费、组建留学领导机构，容闳负责招生和与美国

方面的各种交涉。但不幸的是，积极主张此举的曾国藩于 1872 年

3 月 20 日下午突然去世，所以他并没有看到 1872 年第一批留美

幼童的出洋。
号称中国留美之父的容闳，十几年里一直在为幼童留美教育

事业而奋斗，容闳作为一名亲身感受过高等美国教育、亲身领教

过美国科技力量的留学生，他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才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换句话说，容闳希望用美国

文化浸润中国文化，达到中美文化的融合与通贯，最后达到以西

方文化强化中国文明的目的。容闳发起的幼童留学运动是中国留

学史上的创举，从 1872 年 8 月 11 日至 1875 年 10 月 14 日，一共

四批 120 名留美幼童赴美，随行的管理者有容闳、陈兰彬、曾兰

生、叶绪东、黄胜、祁兆熙、邝其昭等。这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的目

的，是要培养成具有西方文明和科技科知识的新型人才，用他们

掌握的新型西方科学技术，用来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但让这次

活动的组织者容闳没有料到的是，因为近代中美文化的激烈冲

突，终会导致这次留美幼童教育的失败。
二、中美文化冲突在生活细节上的表现

清政府用公费派遣留美幼童出国的目的，只是想让幼童们

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技术，并不想让他们真正地融入美国人的

生活，更没有想让他们在思想上变成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用当时

的话来说，清政府是想用十五年的时间，只让这些留美幼童“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假洋鬼子之技术以克洋鬼子之强悍，但又要

求留美幼童在内心里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民族习惯，不可违背中

华民族的传统，死心塌地效忠清政府。为此，留学事务所还向幼

童发出明确的指示：“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

令尔等忘本规矩，是以功课要上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至

洋文汉文，更要融合贯通，方为有用。”[2]92 中国官员为留美幼童制

定下了一系列的规章：见到清官员必须行跪拜礼，每次上汉语课

时，首先要对着中国方向给清朝皇帝叩头，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

画像叩头，再给师长请安。留美幼童必须穿中国服饰、必须留长

辫子。从当年留美幼童出国时留下的老照片来看，照片上的幼童

一律都身穿清政府预备的紫红色上衣和蓝色马褂，头戴瓜皮小

帽，脚登黑色靴子，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活像一个个小人偶。据

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云：幼童初到美时，“受监督极严，须穿华

服，保存辫发，守孔礼之古礼。然虽有些等禁令，后仍嫌诸生中有

违背古训”[3]。
幼童们被分配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所邻近的 15 个小镇的 54

户美国家庭里，由 15 位美国教师管理他们的生活与学习，幼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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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儿童一起进入当地的小学学习，实践当地学生的生活，学

习英语口语。在与美国民众近距离接触中，中国留美幼童的怪异

装扮其与美国民众形成极大的反差，特别是他们的长袍与大辫

子，常常被人当成是女性，这使留美幼童感到非常难堪。在幼童进

入美国的小学、中学学习的这段日子里，幼童身后的大辫子和长

袍马褂确实带来了许多不便。比如在课外活动时，留美幼童的长

辫常常妨碍他们在操场上正常的跑与跳，还有许多激烈的运动如

球类、自行车运动等，长辫都会带来危险，所以在剪辫子还是留辫

子、穿清朝服装还是穿西装的问题上，幼童与其领队的清朝官员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带队的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辫子是中华民族传

统的标志，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一条辫子所代表的封建

内涵极为丰富。所以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二者之间的冲突

甚至达到因为某幼童剪去了辫子，就要被取消留学官费，强制性

遣送回国的程度。
美国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国家，美国民众讲究平等博爱，

对人权给予高度的重视与尊重。而中华民族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

封建制度的国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历代统治者的信条。为

了使这个等级制度更加具像化，各种礼仪与音乐制度就是等级制

度的具象化。所以，在设于康涅狄格州的哈佛柯林斯街的留学事

务所里，留美幼童要向官员行跪拜礼，向孔子的画像行跪拜礼，这

些都被中国官员们当成是维护封建传统的大事。当接受了美国的

自由民主思想的留美幼童不愿意向长官行跪拜礼时，官员们大惊

失色，认为?“目无师长，因无论其学难成其材，既成而不能为中国

用。”[4]211 更令清官员所不能容忍的是，留美幼童开始像美国民众

那样信奉基督教。在留美之初，清政府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

堂，不许信洋教，但因为大多数幼童居住在美国人家中，自然会受

到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幼童们与美国的家人一起进入教堂祈

祷，美国宗教文化对中国幼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自然而

然的事。在美国这个崇尚爱情的国度里，已渐渐长大的留美幼童

还和美国女孩开始了暗中的自由恋爱，从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

写的情书上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炽热情感和大胆的追求，已有了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这种现象对于保守派的清官员来说，也

是匪夷所思，大逆不道。
三、近代中美文化在教育方式上的冲突

正如容闳所言：“此多数青年之学生，……其一切言行举止，

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

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

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踏驰

骋，不复安行矩步。”[5]137 在美国，留美幼童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

是完全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使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阅读的也

都是美国的书刊。这些留美幼童不但学到了许多全新的自然科

学，也接触到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他

们渐渐对研习枯燥的《四书》、《五经》失去了兴趣，向往着纯粹的

美国式的理想，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比

如在学习内容上，留美幼童接触到的是崭新而系统的数学、天

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土木工程等理论科目，再加上电报、
军事、商业等实用技术，这些知识既新鲜又有魅力，比《四书》、
《五经》生动得多。再加上大量的美国的哲学、经济学、法律知识、
军事知识，以及大量的进步文学作品，更对留美幼童的世界观产

生巨大冲击。如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马克吐温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等，都是幼童们喜爱的文学作品，他们中间甚

至有人想把其译成中文，带回祖国去让更多的人享用。因此随李

圭赴美的一位翻译看到幼童所学的科目，哀叹在清代的中国根

本学不到这么丰富的自然科学，因而高度评价留美幼童的意义。
而留美幼童这些思想上的变化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也是毫无

精神准备的。
正值青春期的留美幼童们特别容易接受新事务，他们在学

校里像美国少年那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运动场上。
如詹天佑等人组织了棒球队，并在不少的棒球比赛中取得好成

绩；同时还有一些幼童对自行车运动、冰上运动、篮球运动都极

其喜爱，他们经常身着美式运动服装，在运动场上龙腾虎跃，这

等行为，都与中国传统的循规蹈矩、举止端庄的士子形像大相径

庭。故当时的带队官员吴子登认为：“学生在美，专好学美国人的

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

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

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

过耳。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

纵能学成回国，非待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

家谋幸福时，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5]138 封建

保守的教习区谔良也向奕诉“条陈局中利弊，颇为详尽”，教习容

增祥也指认容闳有“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的倾向。李鸿章

根据容增样的反映，写下了留美幼童“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
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反对声中，1879 年，当初积极支持幼童留

学的李鸿章也对留美幼童失去了信心，在致函陈兰彬时称：“幼童

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中国士大夫议者纷纷。”1880 年，

监察御史李士彬在奏折中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至抛荒本

业，纷纷入教”，要求清政府将幼童“撤令回华”。最终清政府在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

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伤，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的奏议之下，1881 年 6 月，就连最坚定的洋务派、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大臣奕诉也上奏，认为留美幼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

浇风早经习染，……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于是一场长达 8 年的

幼童留美运动终因中美文化的激烈冲突、清政府保守派的阻挠而

中途夭折。
即使如此，清代留美幼童运动仍是中国留学史上的创举，它

在留学生的选派与管理、如何处理与美国政府、美国学校的关系

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其后的留美运动做好了理论和实践铺垫。
当多数人的走向世界的脚步犹豫不决之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

已率先迈出了走向进步国家的步伐，让封闭的中国人见识了先进

的西方文明，也照亮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长期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造成了国民对于外界的极度无知，

而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固执又加深了对新事物的敌对心理，所以，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是缓慢的，但同时也是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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