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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晚清广东的留美教育
* ?

裴 艳

(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

摘 要: 晚清广东的留美教育按照经费来源可以分为官费、省费和自费。广东官费、自费留美表现

出积极参与、人数众多、举足轻重的特点，省费留学落后于同时期其他省份。晚清广东留美教育的

产生和推进遵循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广东留

美教育在晚清留学教育史上地位显著，影响深远。
关键词: 广东留学; 晚清; 幼童留美; 区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一

晚清广东的留美教育按照经费来源可以分为三

类: 官费留学、省费留学和自费留学。官费留学指的

是清政府、各洋务机构及高等学堂筹措经费组织的

留学。甲午战争前，官费留学是留学教育中的主流。
广东因为地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地和对外开放的

前沿阵地，较早具备出洋留学的心理基础，在官费留

学中表现出积极参与、人数众多、举足轻重的特点。
1872 年，清政府启动幼童官费留美计划，应考者“皆

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1］。幼童留美计划

连续实行四年，共有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 84
名为广东籍。1901 年，北洋大学陈锦涛、王宠惠、王
宠佑、张煌全、胡栋朝、陆耀庭、吴桂灵、严锦荣等八

人从上海出发，赴美留学，是该校首批留美生，此八

名学生均为广东籍人士。1907 年 8 月，京师大学堂

从师范旧班毕业生中挑选朱兆莘、曹冕、何焱森、程

祖彝等 4 人到美国留学，此四人均来自粤省，这批师

范生在 遣 派 留 学 时，即 被 告 知“兼 尽 华 侨 教 育 义

务”［2］，他们在美期间对华侨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1908 年庚款留美计划启动，晚清政府采取

公开考试的方式，从全国甄别选拔青年学生留美，

1909 － 1911 年，22 名广东籍青年通过甄拔考试被录

取赴美留学。
省费留学指由广东省地方政府筹措经费组织的

留学。1903 年两广学务处成立，两广总督岑春煊提

出:“兹当新政权舆，百端待举，欲广储材俊，应时世

之要需，若仅于现办之学堂求之，实恐缓不济急。且

学科不备，师范难求，欲猝然自跻于欧美学者之列，

亦必无之事”，只有“智识互换，而后进化乃速。互

换智识，实以出外游学为最易收效。”［3］ 1904 年，两

广学务处拟定留学招选章程十六条，选派学生到日

本和欧美学习。在其后的几年中，广东省还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发展留学，比如对报效田产充作留学经

费的寺僧给予褒奖，完善留学章程，出台《两广学务

处派游学规约》，使在外留学生的管理有法可依。
1905 年，岑春煊还在广东省城内设立游学预备科，

考选有一定根基的学生入堂学习两年预科，然后派

往国外学习高等师范，为广东省新式学校培养师资。
1905 年，两广学务委员带领十五名学生游学美国，

其中温诚、陈廷麒两人入纽约委士边武备大学，开华

人入该校的先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广东的留

学人数“大有增进”。
自费留学。广东是最早产生自费留美生的地

方，容闳就是第一个由教会资助的自费留美生。其

后的第二批官费幼童留美时，曾有 7 名自费留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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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追随; 在第四批幼童留美时，同行的有徐润三位本

家弟弟自费留学。1881 年清政府将留美幼童全部

撤回后，留美运动陷入低潮，以清政府名义选派留美

学生告一段落，但广东的自费留美并没有停止。比

如 1896 年，在纽约基督教长老会的资助下，许芹曾

带领 30 名少年乘船赴美国，他们中有李照松、曾锦

湘、谭锡金、曾捷恩、陈信宏、龚光显等。1903 年，梁

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载当时留美学生 50 名，

其中籍贯广东省的自费生有 11 人，梁启超所举为自

己的记忆，“其余漏略尚多”，实际的自费生远远超

过此数。1913 年，《留美学生年报》曾对当时在美的

留学生做过细致统计，在这份统计中，共收入在美大

学生人数 397 人，其中广东省籍学生共 151 人，自费

生 100 人［4］。

二

晚清广东留美教育的产生和推进遵循了中国近

代留学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广东作为一个在

“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 同质) 性社会诸要

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

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独特的自然、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特征使广东的留美教育呈现出明显

的区域性特色。
首先，广东的留美运动起步早，发展快，人数多，

在晚清各地方省份中表现突出。
近代留 学 教 育 作 为 官 方 的 正 式 行 动 肇 始 于

1872 年，但早在 25 年前，海禁初开之时，广东就有

容闳等三名青年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首途，之后广东

官费、自费留学不绝于缕，据统计，20 世纪之前，留

学美国者，广东人十之八九。新政以后，江浙人渐渐

增多，但总人数与广东相比，仍逊色很多。造成这种

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长期历

史发展中形成的开放融通的文化传统。广东地处东

南沿海，广东人素有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开拓进取的

创新意识，早在 1788 年，广东就有一批华人船工、木
工、金工和海员抵美，利用那里的森林木材造船。鸦

片战争以后，中美之间交往逐渐增多，广东出现了美

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中外文报刊、西式医院，

这些直接、间接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增进了当地人

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为广东人赴美留学提供了心理

基础和文化氛围。同时，岭南地区的知识分子、文化

精英也开眼看世界，通过编撰书籍介绍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如梁廷耼编的《四国

图说》对美国国情、民主体制、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德

行和能力做了专门介绍，郑观应在所撰《易言》中进

一步主张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秉信守礼，风

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利敦和

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借声援。”这说明，鸦

片战争前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已经或多或少的

了解了美国，而且这种了解还明显带有理想化的想

象成分。
第二，广东留学的繁盛主要靠个人和民间力量，

直接表现为自费留学颇具规模。晚清的自费留学没

有资历和学历的限制，只需要自备斧资即可成行，

“大富大贵”、“身家殷实”、“有财力之家”是当时社

会普遍认可的输送自费留学生的家庭。广东商贸经

济发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历两千年而不衰，

粤商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底蕴，更带有

浓厚的近代商业特质，尤其近代以来一批买办商人

在广东崛起，他们成为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常活

跃的群体，广东也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华侨众多，在

长期的商贸活动中，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财富，这

些因素都导致广东成为晚清自费留学生的主要来源

地。浏览自费留美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可以清楚的

看到华侨、买办、富商之家在其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如 19 世纪 60、70 年代到耶鲁大学留学的陈龙、陈席

儒兄弟是富商陈芳之子，跟随第三批幼童留美的徐

笏臣、徐辇臣是香山买办徐润的堂弟，之后，近代茶

叶巨子唐翘卿又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唐叔璠、唐叔平、
唐季瑚、唐季珊送往美国留学。梁启超在《新大陆游

记》中提到的程天斗是华侨子弟，自幼跟随父辈在海

外侨居，并在美国当地就学。类似的华侨自费留美

生还有: 孙中山、孙科、李树芬、李铁夫、宋嘉树、黄

骚、程天固、谭根、唐雄、唐球、陈永善、古桂芬等［5］。
这与晚清留学教育的大势趋同。留学教育在近

代中国的兴起是清政府在不断加重的殖民侵略和内

外危机下的应急反映，自始就表现出被动性和无计

划性。官方在整个留学运动中领导决策责任的缺

失，必然凸显出个人力量和民间力量的重要性。且

不说清政府的首次官派留学就是由容闳一手推动和

计划的，就是后来的庚款退还和庚款兴学也主要得

益于第四批幼童，后来任驻美公使的广东籍外交家

梁诚。
与官费留学的繁盛形成对比，广东省费留学落

后于同时期其他省份。这是因为广东“财力奇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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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主要的是广东缺乏强有力的留学推动者。张之

洞、端方、袁世凯等人是新政以来倡导留学教育最强

有力推动者，这些官员任职之地，比如福建、天津、两
湖、江浙一带，便是留学教育较为发达之处。广东显

然缺乏这样的支持者，以致“粤省通商最早，士气开

通，工商发达，而选派游学之举，除前督臣陶模派往

日本留学速成师范外，绝无所闻。”［6］这种情况到岑

春煊任两广总督之后才有所转变。

三

广东留美教育在晚清留学教育史上地位显著，

影响深远。
首先，广东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原发地，涌现

了众多近代留学的先锋。“海禁初开之时，广东值交

通之冲，故求新学最早”，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

是广东香山人，1847 年他赴美留学时，中美两国还

处于极不了解的状态，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容闳确立

了用西方文化振兴中国的政治追求，就是说服清政

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接受美国的教育。容闳不仅

为大洋两岸相互隔绝的两国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

且奠定了中美文化沟通的基础。容闳从美国回国

后，为振兴中国，全力促成了幼童留美。幼童留美是

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它开启了中国近代留

学教育的先河，为接下来的留学教育，尤其是间隔五

年后的留欧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交流史

上，幼童留美加强了中美文化交流，留美幼童在中西

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形成了不中不西的文化人格，

在此过程中，中美文化在相互选择、冲突与碰撞中，

实现着彼此的交流和传递。在对西学的吸收上，他

们是承受和集成者。在对中学的新建中，他们又是

先驱和开山者。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的烙印，又承载着先进资本主义文化的精华，所以或

多或少发挥着西学东渐使者的作用，为中国教育带

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对教育近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广东在这一开天辟地的留学活动中大放异

彩，四批留美幼童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创造了留学史

上的奇迹。尽管由于这一计划的中途夭折，幼童在

学业上留下了半途而废的遗憾，但他们都在近代中

国的时代变迁中找到了各自的人生位置，促进了自

然科学思想的高涨，推动了近代工业建设和科学技

术的发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美文化的沟通。
其次，广东留美生涌现了众多近代中国社会的

伟人和风云人物。孙中山是广东籍的历史人物中，

对中国、世界历史贡献最大的人，他是中国的民主共

和国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的共和国之父，亚洲的

共和国之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他制定的政纲是

全面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理论和方案，为建立一个独

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中国而献出了全部精力和智

慧，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的思想和

实践是中国人民宝贵的财富。唐绍仪是第三批留美

幼童，留美回国后，一度在封建宦海中随波逐流，辛

亥革命爆发后，他投身于创造共和的伟大事业中，担

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内阁总理，是民主共和的开

国功臣、反对专制复辟的护国志士，创造了人生最辉

煌的事业。还有内阁代总理蔡廷干、外交总长及交

通总长梁如浩、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高级顾问容星

桥、铁路总办钟文耀、外交官欧阳庚、大学校长唐国

安、蔡绍基、著名律师张康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金
融家宋子文、对 20 世纪中国具有不可思议影响力的

宋氏三姐妹、著名政治学家陈之迈、在近代学术界取

得卓越成就的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兄弟，中国

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公博等，形成了广东近代历史

上的人才群，他们无一不在各自的领域里，以出色的

成就诠释着站在时代前列的近代广东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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