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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历程理论萌芽于 20 世纪 20 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

展，如今在国外已经发展相对成熟。我国关于生命历程的研

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其理论和方法才被介

绍到国内，之后，“国内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领域都相继涌

现出了不少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和著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带

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1]

珠海（原属于香山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

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

人物，比如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杨匏安等，他们的

生命历程仅仅嵌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但他们选

择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事件，又共同地塑造了中国人的

现代性品格和现代性的多重属性。

一、生命历程理论的内涵界定

在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 Jr.）所著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最为经典。
埃尔德通过对大萧条时代的考察，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

念和原则，他认为，人的成长与衰老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一个

人的生命历程嵌入在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和地理空

间之中；人的生命具有社会性，社会与历史对个人生命产生

重大影响；个人通过其对历史与社会环境的选择与行动来建

构其自己的生命历程[2]。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的原则，埃尔德概

括了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范式：首先，个体的生命事件影响

个体的生命历程；其次，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

和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再

次，个体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最后，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能

动性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3]。相应地，埃尔德归纳了生命

历程研究范式中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相

互联系的生活”“个人能动性”几个基本原理[4]。
国内李强、包蕾萍等人对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介绍了研究生命历程的“事件史分析”
方法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观点。李强认为：“生命历程大体是指

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

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

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

后顺序。一般而言，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

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4]包蕾萍则从

生命历程时间观的角度，将个体生命、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结

合起来，体现了生命个体在一定历史情境下和一定社会关系

中能动选择的一个过程[1]。当然，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从实证方

面对生命历程理论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立足于埃尔德关于

生命历程理论四个研究范式和四个核心原理以及李强和包

蕾萍观点的结合，来分析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进

而探析他们独特生命历程所塑造的中国人的现代性问题。

二、社会变迁与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

珠海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西南部，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

澳门相连，西临新会、台山市，北与中山市接壤。由于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珠海首当其冲地经历着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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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变迁。在历史洪流中，珠海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物，比如

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徐润、杨匏安、苏兆征等，他们

各自的生命历程以不同的经历和生命事件展现着。根据埃尔

德生命历程理论和基本原理，珠海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亦各

有其侧重点，呈现为：

其一，容闳年幼时的生命历程展现着生命事件对个体发

展的影响。1828 年 11 月 17 日，容闳出生在珠海南屏村。南屏

村与澳门只有二里宽的一水之隔，与澳门生意往来频繁。容

闳的父母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人能够结识外国

人，以便日后在洋行中谋一差事。容闳先后入郭夫人在澳门

成立的女子学校，以及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创办的学校。后来，

马礼逊学校教师要回国，决定把班中最好的学生带走，他们

是容闳、黄宽和黄胜，容闳之后入耶鲁大学。
容闳的父亲为容闳选择了一条结识外国人，接触洋务，进

而谋生的道路。当时能把 7 岁孩子送到澳门传教士学校读

书，是极少人能做到的。而对于容闳来说，年幼入读澳门女子

学校和香港马礼逊学校，是容闳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生命

事件，正是这个生命事件的发生，才得以使容闳书写后面的

人生，引领中国第一批留学高潮，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其二、容闳赴美留学及其后来发展以及唐廷枢、徐润、杨

匏安、苏兆征等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经历的事

件，同时亦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
容闳 1847 年赴美留学，七年之后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学位。当时，容闳看到祖国的落后，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

决定：回国倡导像他一样的青年出来学习，然后报效祖国。
1854 年，容闳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祖国，经过长

达十几年的努力，终于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促成了 120 个幼

童出国留学，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留学高潮。
唐廷枢，1832 年生于珠海唐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入

马礼逊学校学习。唐廷枢从马礼逊学校毕业时正值外国洋行充

斥中国的时候，1863 年，唐廷枢接替林钦出任怡和洋总买

办。为了与洋人争夺长江航运的利权，1873 年 1 月招商局在上

海成立。半年后李鸿章委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

局总办。入住轮船招商局对唐廷枢来讲是他人生的转折，他告

别了十年买办生涯，成了洋务运动的官员并且向民族资本转

化。徐润，1938 年生于珠海北岭村，年幼时入宝顺洋行当学徒，

很快地由学徒、上堂帮账，24 岁升任主账，以后又升至副买办，

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札委徐润为轮船招商局会

办，从此，徐润与唐廷枢开始了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的生涯。
从留学教育先驱容闳到香山买办商人的代表唐廷枢、徐

润，再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杨匏安、苏兆征，这些人物的人

生具体选择虽然不同，却着重从三个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

发展，具体情形详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但他们的生命历程

却都深处中国社会大变迁洪流中，而被大洪流深深影响。
其三，唐绍仪、唐国安的生命历程与容闳倡导 120 留美

幼童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影响通过网络呈现出来。
唐绍仪，1862 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年仅 14 岁的他被选

派为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他在美国留学了七年，回国后，他用

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思想。唐国安，1858 年出生于香

山县唐家鸡山村。1873 年，当时他 14 岁，被选送为第二批留

美幼童，随容闳赴美留学。归国后，唐国安曾任袁世凯家教，

并从此转入仕途，任外务部候补主事，从而结识了周自齐与

范源濂等人，因得颜惠庆推荐，与范源濂同时出任游美学务

处会办之职，对中国早期留美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绍仪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唐国安是第二批赴美留学

生，他们的生命历程都与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紧密相连，并

相互依赖。而且唐绍仪、唐国安归国后都对中国社会—历史

产生了深远影响。
珠海近代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中又

共同地体现了生命历程中的“人的能动性”原理，虽然他们的

生命经历和范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凭借自己的主动性，选

择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自己的人生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三、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关于人的现代性研究，以英克尔斯（Alex.Inkeles）为代表

的社会心理学派进行得最为直接、充分。英克尔斯对人的现

代性的分析构成了我们研究现代人的一种分析模型，即现代

社会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好”的品格。但作为具有内在规定性

的人的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包含着

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多重关系

整合的角度来考察珠海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第一，唐廷枢、徐润独特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适应

商品经济的工业心态。工业时代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形成了效能感、利益观念、开放与竞争

意识等品格。这些普遍品格还需要整合，使之经过行动过程

对社会产生正向功能。
唐廷枢曾任英国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曾任英国宝顺

洋行的总买办。在任买办期间，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熟悉西

方企业的精英管理方式。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曾

先后扎委唐廷枢、徐润为总办和会办，至此，他们的身份经历

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上任后，两人办了几件大

事：第一件事就是选人。第二件事就是筹集资金。在有了人

才、有了资金以后的第三件事就是拓展市场。这两人上任后

的做法体现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唐廷枢、徐润的一生经历了从买办商人到民族资本家的

转化，其整个的生命历程恰好体现了现代人适应商品经济的

过程。一方面，个体首先适应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利益等

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个体努力使商品经济的现代观念适应

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二，唐绍仪、杨跑安、苏兆征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

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变迁的追求。人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

个人关系之中，还通过一定的社会系统反映出来。英格尔斯

说：“工厂之所以促使人的现代化，是因为它具体体现了现代

化的那些原则，加上工厂在组织和措施方面也完整具体地体

现了那些原则，所以工厂应是培养现代性最好的学校。”[5]这

里将英格尔斯工厂的概念扩大到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社
会制度等，个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对社会系统的角色进行整

合，使之更具规范性。
唐家村人唐绍仪归国后，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

思想。由于其留学海外的背景，不满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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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75 页）发挥每个部门的职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加强培训。定期对包括院领导和所有教职员工进行质

量管理知识培训，并将学习培训与日常的业务工作相联系，融

会贯通。使得职工真正了解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的作用和意

义，熟悉程序文件和三级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并贯彻执行，努力

实现学院的质量目标，只有持续不断地向职工宣传标准和文

件，把全员上下都培养成为了质量管理体系的明白人，才能

保证全院职工自觉地去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各项规定。
2.人力支持，加强质量管理干部队伍建设。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从建立到运行，有着巨大的工作量，要做好这项工作，

人力资源的保障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成立专门的机构专人负

责。只有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明确了部门职责和岗位职责，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才能按计划有序地进行，也才能

确保教育教学服务的全过程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测量。其次，加

强质量管理队伍建设。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单

靠一个部门的力量是不够，应该是全院各部门协同合作的结果，

因此高职院校应不断充实、定期培训质量管理人员和内部审核

员队伍，使其具备专业的质量管理知识，实现体系的持续改进。
3.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创新发展。首先，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建立时，建立符合高职院校实际的文件体系是关键，

因为文件指导实施，文件脱离实际，实施就会出现偏差，质量

文件必须在满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一是要文件本身符合实

际，二是如果发现与实际不符的应及时更新。其次，经常性的

监督检查。在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时，要组织定期监

督检查与随机监督抽查相结合，对教育教学各实施环节是否

符合标准和体系文件要求，是否出现把控不严的情况，及时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这样的话，既可以检查文件的符合性，

又可以检查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同时可以发现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与日常管理工作是否脱节，保证了高职院校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创新发展。
总之，在高职院校推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是跟随时

代的要求，是从根本上转变管理理念和服务意识，是争强竞

争能力和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尽管在建立和运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是存在一些困难，但是通过领导作用、
全员参与、资源管理、评价与测量；纠正与改进，让质量管理

思想蕴含的风险预防、过程控制、自我改进的三大科学管理

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让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更加规范、科
学和有效，从而全面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健康的发展。

终辞职，并与袁世凯进行公开斗争，这是非常宝贵的。尽管唐

绍仪内阁只存在了 3 个月的时间，但却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

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进程。
杨匏安、苏兆征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你争我夺爆发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正是先进的中国人苦闷彷徨寻求

救国救民之路的年代。1919 年巴黎和会粉碎了中国人的幻

想，看清了西方列强掠夺的真面目。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丢掉

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杨匏安就是

其中的一位。杨匏安当时在日本接触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其主要是通过对先进社会形态的介绍，进而达到改造旧的社

会制度的目的。苏兆征小时候的经历，海员的遭遇，使他慢慢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成长为中国工人

运动的杰出领袖，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杨

匏安和苏兆征的人生经历体现了现代人从理论与实践相统

一的角度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及其制度的努力。
第三，容闳、唐国安独特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追求社

会文化价值观整合的心态。现代生活本身具有多元性质，人

的现代性的发展也不是处在一个同质型的文化环境中，这就

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文化价值的整合表现为用社会认可的

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制约、校正个体现代性的发展。
容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率先感受到了西方文明

的强大，并通过自身努力使中国更多的年轻人能融入中西文

化交流的大潮中，其倡导、促成的 120 个留美幼童就是他努

力的结果。在容闳的带领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的留学高潮。
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唐国安，回国后，参与“庚款办学”问题

谈判，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考察和培

养。唐国安分两次共率领金邦正、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

任等 118 人赴美留学，促成了中国第二批的留学高潮。
容闳和唐国安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

方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整合的过程。容闳、唐国安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但是并没有一味地信奉西方文化，而

是在东西方多元文化价值整合中促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总之，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洪流中，在面临中西巨大冲击

的时候，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现代性的阐释选择的是用积极

的心态，将中国传统不断地转化，注入新鲜的活力，实现传统

在现代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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