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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容 阂 的 爱 国 道 路

刘 新 建

鸦片战争的炮声终于使某些中国人从沉睡中惊醒了
:

堂堂
,

的
“

天朝上国
”

居然被
“

红毛

小鬼
”

打败
,

素称礼义文 明之帮的
“

大清
”

疆土遭到蹂瞒
,

黄帝的子孙惨遭屠杀
。

痛苦的现

实逼迫人们去思考
,

去探索
,

去寻找救国的道路
。

先进的人们终于发现
,

要救国
, “

只有学

外国
。 ”

( 《 毛泽东选集 》合订木 1 3 6 5页 ) 容留就是最早向西方学习
,

并毕生为祖国命运奋

斗 的先进人物之一
。

容阴字纯甫 ( 1 0 2 8一 1 9 12 )
; 出身于广东省澳门西南方彼多罗岛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
。

1 84 7年随传教士去美国学习
,

1 8 54 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

次年回到祖国
。

他怀着满腔

爱国赤诚
,

为探求救国之路奋斗了一生
。

容阴的毕生的奋斗虽然总是 同失败联系在一起
,

但他却并不因一再失败而丧志
;
他为 中

国
“

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

而上下求索
,

也不因种种挫折而中止
。

他始终不渝地为 救 国 而 呼

喊
,

为中国的进步发展而奔走
。

他所走过的道路
,

尽管存在着探索过程中的曲折
,

但依然不

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条顺应时代步伐的爱国之路
。

(一 )

容阴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学 习的先进人物之一
。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
。

“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
,

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
. ”

( 《 毛泽东选集 》 第二

卷 5 08 页 ) 鸦片战争后
,

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不断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

丧权辱 国 的

现实揭示 了落后挨打的必然结局
,

也客观地规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
,

那就

是说
:

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
,

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
,

以有效地抵御列强的侵略
。

围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

容阴同抱残守缺的封建顽固派的所谓
“

爱国主义
”

形成了鲜明的对

l讯

侵略者的
“

船坚炮利
”

并没有使封建顽固派得到应有的教训
。

在几十年中
,

他们始终遵

本着老祖宗
“

贱商卑夷
”

的老传统
,

认为向
“

夷人
”

学习 有失华夏大国的体统
,

他们咒骂向

西方学习的人
: “

师事洋人
,

可耻孰甚
” ,

甚至是
“

廉耻丧尽
” 。

( 中国近代史 资料 丛 刊



《 洋务运动 》第一册 121 页 )
“

有讲求西学者
,

则斥为名教罪人
,

士林败类
” 。

( 《 中 国 近

代史资料丛刊 《 戊戍变法 》 第一川协 7页 ) 他们把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一概斥之 为
“

奇 技 淫

巧
” ,

攻击提倡西学是
“

习为技巧之事
” ,

是
“

重名利而轻气节
” 。

( 《 洋务运动 》 第六册

22 8页 ) 郑观应在 (( 盛世危言 》 中打 了个 比方
,

把当时之形势比作
“

君父之有危疾
” ,

守 旧

派既然自命为
“

忠 臣孝子
” ,

但他们既不求医
,

又不学医
,

相反却
“

痛低医之不可恃
,

不求

不学
,

誓以身殉
,

而坐视其死亡
” 。

( (( 戊戍变法 》 第一册 47 页 ) 这就是封建顽固派的
“

爱

国
”

观
。

在这面
“

爱国
”

大旗之下
,

他们竭立反对和扼杀一切向西方学习 的救国措施
。

同治五年

( 1 8 6 6年 )
,

有人建议清政府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班
,

著名理学家大学士俊仁首先大肆攻

击
,

说这是
“

求一技之末
,

而又奉洋人为师
” ,

违反了
“

立国之道
” 。

( 转引 自肖一山 《 清

代史 》 2 2 。页 ) 在他的煽 动下
,

封建士大夫们无人肯去天文算学班学 习
。

1 8 7 2年
,

在洋 务派

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
,

容阴等人带领 120 名留学生赴美
,

计划学习十五年
,

遭到顽固派 的 疯

狂反对
。

他们认为
,

让学生
“

久居美国
,

必致全失其爱国心
,

他 日纵学成回国
,

非特无益于

国家
,

亦且有害于社会
。 ”

似乎向西方学习同爱国心水火不容
。

在这些人看来
, “

欲为中国

国家谋幸福
” ,

必须
“

从速解散留学生事务所
,

撒回留美学生
,

能早一 日施行
,

即国家早获

一 日之福
” 。

( 《 西学东渐记 》第 1 03 页一 1 04 页
,

以下简称 《 西学 》 ) 由于他们的
“

爱国主

义
”

谬论
,

清政府竟然撒回了全部留学生
,

解散了留学生事务所
。

面对着列强 日益加剧的侵略活动
,

顽固派也谈
“

救国
” ,

但是
“

药方只贩古时丹
” ,

他

们依然求助于老祖宗
,

空谈什么
“

立国之道
,

尚礼 义 不 尚权谋
;
根本之图

,

在人心不在技

艺
” 。

( 转引 自肖一山 《清代史 》 2 2 0页 ) 只要讲
“

礼义
” ,

收拾
“

人心
”

就行了
。

还 有 人

说
,

中国要 自强
, “

莫如整纲纪
,

明政刑
,

严赏罚
,

求贤养民
,

练兵筹炯诸大端
。 ”

其余都

是歪门邪道
。

( 《 洋务运动 》第二册 29 页 ) 要抵御外来侵略固然离不开
“

练兵
” ,

但如有人

主张以西法练兵
,

又难免有离经叛道之嫌
。

在他们看来
,

只要按照老祖宗的办
,

便无往而不

胜
:

祖宗是以旗人兵力得天下的
,

他们还主张 练
“

旗 兵
” ;

甚 至 古 代 的 什 么
“

一 字

长蛇阵
’

之类
。

甚至还有人提议
,

用中国古代的火箭专打 敌 舰 的 烟 囱
,

便 可
“

制 敌 死

命
” .

很显然
,

落后的思想武器和物质武器抵挡不住先进的资本主义强盗
。

这些老古董一遇列

洋鬼子不是溃逃便是屈膝
口

正如梁启超所说
: “

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
、

学问经济
、

圣贤名

士
,

一齐化为洋奴而已 矣
。 ”

( 舒新城编 《 中国近代教育资料 》 下册 9 24 页 ) 第二次鸦 片 战

争中
,

那个 自命高贵
,

不屑与
“

夷人
”

打交道的两广总督叶名探
,

当英国人攻进广州后
,

他

竟当了俘虏
,

替侵略者赋诗作画去 了
; 义和团运动中

,

对洋鬼子
“

恨之入骨
” 、

表示要与他

们
“

一决雌雄
”

的那拉 氏
,

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
,

便仓惶逃跑
,

并无耻地向帝 国 主 义 献

媚
,

要
“

量中华之物力
,

结与国之欢心
” 。

这就为他们的
“

爱国
”

作了绝好的 注 脚
。

所 谓
“

爱国
” ,

其实是误国
、

卖国
。

容阴的爱国观与封建顽固派是尖锐对立的
。

他顺应 了激荡的历史潮流
,

力主 向 西 方 学

习
。



容阴主张向西 方学习
,

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现状
。

他在美国学习 期间
,

就时时感

到清政府的
“

腐败情形
” ,

随着知识的增长
,

他愈有深切的感受
。

对于中国国民
“

身受无限

痛苦
,

无限压制
” ,

他常常
“

快快不乐
” 。

( 《西学 》 22 页一 23 页 ) 回国后
,

他耳闻目睹的

事实进一步使他感到改变落后现状的必要
。

一方面
,

外国侵略势力不断侵入
, “

侵夺我治外

法权
” ,

任意侮辱我同胞
,

破坏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封建统治者妥协退让
,

同时

却认为
“

天朝上国
”

的一切尽善尽美
,

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
。

容阴对此痛恨不 已
。

他认为
,

正是守旧 的封建君 臣们
“

夜郎 自大
,

顽固成习
,

致有受人侮辱之结果
” 。

( 《 西学 》 39 页 ) 他

一反顽固派
“

振纲纪
” 、 “

用人心
”

的陈词滥调
,

主张
“

借西方之学术
,

以改 良东 方 之 文

化
” ,

只有这样
,

中国这个
“

老大帝国
”

才有可能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 。

( 《 西学 》 88

页 ) 早期改 良派郑观应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

也 曾揭露顽固派
“

泥古不化
” ,

把 西 学
“

低为异学
,

甘受固陋
,

以受制于人
”

的愚蠢行为
。

( 《 戊戌变法 》 第一册4 6 页 )
一

相
一

比 之

下
,

容阴首先指出封建统治者
“

夜郎 自大
”

的恶习 揭示了守旧误国的要害
,

力 主 以 西 学
“

改良
”

中国旧文化
,

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
,

他 应 是 觉 醒 更 早
,

头 脑 更 清醒 的 一

个人
。

容阴一生为传播西学奔走呼喊
,

正反映了他同顽固派截然不同的爱国观
。

他给太平天国

的七点建议
,

其中就有四条讲到教育问题
。

其后
,

他给曾国藩建议
,

力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学

习
。

他对西方学教育寄予莫大 的希望
,

其出发点就在于反抗外来侵略
。

他看到
, “

在国际关系

中
,

在同外国民族的商业和其它交往中
,

中国由于缺少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 而 深 蒙 不

利
。

在许多至关重要
、

原应由本 国人从事的岗位上
,

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
,

·

假手客卿
,

中国

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
。

中国的要塞
、

军舰
、

军队
、

海关
,

大部份都大权旁落
” 。

这就是

他普及西学教育
、

派遣留学生的
“

主要论据
” 。

( 《西学
。

代跋 》 11 页 ) 同时
,

他从切身体

会 中
,

感到外 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
, “

喧宾夺主
,

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
” ,

因此
,

他幻想通

过推广西学
,

使中国
“

人人咸解公权
、

私权之意义
” ,

这样
,

就个人而言
,

无论何人
, “

有

敢害其权 利者
,

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 。

大而言之
, “

外人之以强权蚕食我边疆
,

扩充其势

力
,

我国人亦岂能常听其 自由行动乎 ?
”

( (( 西学 》 4 9页 ) 容阴的
“

教育计划
”

字里行间都

饱含着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
。

在封建势力异常强大
、

守旧派当政的时代
,

他的理想无法

实现
,

是势所必然的
。

但从当时中国的需要来看
,

他的主张并不因不能实施而稍损其爱国意

义和时代意义
。

容阴反对闭 目塞听
、

夜郎自大的狭隘
“

爱国
”

观
,

力倡西学
,

但他并不像同时代的某些

思想家
、

政治家
,

仅仅着眼于船炮技术和先进武器
,

而是注目于西方的
“

学术思想
” ,

企图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 。

( 《 西学 》 23 页 ) 他已经朦胧地

意识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作用
,

并试图以这种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改造中国
,

这就

使容阴的爱国主义思想充溢着时代的气息
。



(二 )

8 1朽年
,

容阴从美国归来
。

在由此开始的探求救国之路的实践中
,

他
一

首先遇到 J
’

太平天

国革命
。

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

反映了他的进步历史观
。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志士
,

试图用火与剑来改造中国
,

建立一个
“

有田同耕
,

有饭

同食
,

有衣同穿
,

无处不均匀
,

无人不饱暖
”

的
“

太平一统
”

的理想社会
。

为 祖国的新生而

探索的容阴
,

对此不能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容阴通过深入观察和实地调查
,

对太平天国革命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

他首先肯定了这

次革命的必要性
,

认为
,

当时
“

即无洪秀全
,

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
。 ”

引起革命的根本原因

在于清政府的腐败
, “

政以贿成
,

上下官吏
,

即无人不 中贿赂之毒… …逐 以愚弄 人 民 为 能

事
.

于是所谓政府者
,

乃完全成一极大的贪污机关矣
” 。

( 《西学 》 61 页 ) 推翻这样的政府

是理所当然的
。

容阴
“

深感满人之无状
,

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
” ,

并且
“

几欲起而为

之响应
” 。

( 《 西学 》 31 页 ) 基于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
,

他和太平天国志士的立场
、

感

情趋于一致
。

在调查过程中
,

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亲眼看到太平军竭力保护人民
, “

商不辍业
,

农不

辍耕
”

的景象
。

对太平军将领陈玉成
、

李秀成等人的个人品质以及军队纪律十分推宗
,

他对

太平天国革命的这种态度 同竭力维护旧制度的封建君臣
,

包括某些主张向西方学习
、

进行改

革的封建官僚是根本不同的
.

推翻旧王朝固然是必要的
,

但容阴更关心的是建设怎样的新政权
。

正就在 这个 问题上
,

他同太平天国分道扬镶了
。

太平天国革命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样
,

虽然
“

有过短时间的
、

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

动者专政
,

但是都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的政权
; 经过一个短时期

,

一切都又倒退了
。

所以倒

退
,

是因为农民
、

劳动者
、

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
,

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
,

终于要倒退

回去
。 ”

( 《 列宁选集 》第四卷 49 6页 ) 这正是没有新的生产力
、

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 下 农

民革命的必然结果
。

容筒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 尺
,

但他从 日睹的事实中已经见到了太平天国

的悲剧结局
。

过去
,

有人认为容阴在 18 6 0年底离开南京
,

是因为看到太平天国快要失败
。

这种说法实

际是附会
.

他在南京考察期间
,

曾想尽力对太平天国进行帮助
。

他给洪仁片提 出 了 七 点建

议
:

一
、

依正当之军事制度
,

组织一 良好军队
;
二

、

设立武备学校
,

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

三
、

建设海军学校
; 四

、

建设善良政府
,

聘用富有经验人才
,

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

、

创立银

行制度
,

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

、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
; 七

、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

就当时来

看
,

这些措施应 当是移植西方文明
,

发展民族资本
,

巩固太平天国政权的进步计划
。

容阴还

表示
: “

倘不 以迁缓而采纳予言
,

愿为马前走卒
” 。

( 《 西学 》 57 页 ) 然而
,

太平天国作为

一次农民起义
,

它不可能超越 自己的阶级立场
,

容阴关于发展 民族资本的建议
,

也不可能为

他们所采纳
。

几天之后
,

洪仁歼送给他一颗官印
,

封他为四等爵
,

这使容阴非常失望
,

他拒



绝 j
’

爵位
,

并进一步表示
: “

无论何时
,

太平军领袖诸君
” ,

如愿实行这七条建议
, “

则予

必效奔走
; 无功之赏

,

必不敢受
. ”

( 《 西学 》 58 页 ) 他怅然离开南京
,

感概地 说 他 过 去
“

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
,

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
,

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持
。

以予观察

所及
,

太平军之行为
,

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
,

可断
一

言也
” 。

( (( 西学 》 63 页 ) 可见
,

容阴

与太平军分手
,

主要是因为在能否
“

造就新中国
” ,

这个根本问题上有分歧
。

容阴离开了太平天国革命
,

是非得失
,

只能用时代的尺子来衡量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评

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
,

只能 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唯一的准绳
.

近代中国
,

用资本主义

代替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历史的要求
,

顺应这股潮流
,

则是进步的
。

对于容菌与太平天国

领袖之 间的分歧
,

也应当这样看待
。

容阴用新的历史观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分析
,

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

他认为
:

中国历史上的
“

所谓革命
,

类不过一姓之废兴
,

于国体及政治上
,

无重大改革之效果
” 。 “

以致中国二千

年历史
,

如其文化
,

则常常相因
,

乏新颖趣味
” 。

( 《西学 》 58 页 ) 当然
,

历代农民起义对

推动社会进步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

容阴的上述说法未必完全正确
.

但是
,

他认为 历 史 上 的
“

革故鼎新
”

只是一个封建王朝代替另一个封建王朝
,

并不能改变
“

国体
”

和政治制度
,

这

种见解是正确的
。

同时
,

也反映了他所追求的
“

文 明富强
”

的新中国正是
“

国体
”

和政治的
“

改革
” 。

应当说
,

他比太平天国的志士们理想更高
,

追求的目标更加清晰
,

其进步性也是

明显的
。

基于这种历史观
,

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
,

如同埃及金字塔下的狮身人面像
,

具 有 两 面

性
。

一方面
,

它要
“

除旧布新
” ,

幻想建立一个
“

新世界
” ,

它比较历代的
“

鼎革
” ,

还有

其
“

特异之点
” ,

即
“

含有宗教性质
”

— 遵奉着西方传来的
“

上帝
” 。

然而
,

他们向西方

所学习的似乎仅此而 已
,

其余几乎一仍旧观
,

这就反映出它的另一个侧面
,

它仍在走着历代

农 民起 义的老路
。

军队成份越来越复杂
, “

追占扬州
、

苏州
、

杭州等城
,

财产富而多美色
,

而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愈况
。

盖繁华富丽
,

固足 以销磨其壮志
,

而促其 灭 亡 也
” .

( 《 西

学 》 62 页 ) 这些看法反映了太平天 国的实际
。

据当时的反动文人记载
:

太平天国 建 都 南京

后
, “

为繁华迷惑
,

养尊处优
,

专务声色货利
。 ”

( 张德坚 《 贼情汇篡 》 ) 这正是旧代农民

革命的可悲结局
。

不过
,

容阴与封建士大夫不同的是
:

他是惋借太平天 国走回了老路
,

不能

实现建立
“

少年新中国
”

的 目标
。

其后
,

孙中山先生也说过
:

太平天国的失败
, “

完全是由

于大家想做皇帝
。 ”

他们都是站在先进阶级立场上的
。

历史已经证 明
:

近代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
,

旧式的农民革命己担当不起反抗外来侵

略
、

挽救民族危亡 的使命
。

容阴对太平天国的看法
,

真可谓慧眼独具
。

他的可贵就在于
,

对

这种农 民革命并不是以贵族老爷的态度
,

一概斥之为
“

匪
” ; 也不肯退到旧式农民革命的立

场上
,

去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
。

容阴持这种历史观始终如一
。

义和团运动后
,

他 曾对 友 人

说
: “

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 ? 此中国之民气也
” 。

对义和团予以充分肯定
.

同时
,

也承认其

落后
,

主张
“

纳民气于正轨
” 。

( 刘 禺生 《 世载堂杂忆 》 1 14 页 ) 这都是有识之见
.

具 体 到

太平天国运动
,

容阴与洪秀全都是向西方 寻求救国真理的
,

但由于各自处于不同 的 阶 级 地

位
,

追求的 IJ 标很不一致
。

如果 说
,

洪秀全等人不 自觉地陷进了历史的旋涡
,

而容阴则是清



醒地冲在历史潮流的前面
,

这些
,

他离开太平军就不足为怪了
。

( 三 )

容阴离开了农民起义
,

投身于洋务运动
,

但是
,

他和洋务派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
,

何处去寻找改革社会的力量 ? 容阴感 到茫然
。 “

于是不得不

变计
,

欲从贸易入手
” .

( 《西学 》 63 页 ) 正在这时
,

曾国藩以书相邀
,

他便转而寄希望于

某些通达时务的
“

政界中重要人物
” ,

’

幻想通过他们的倡导
,

以兴办实业来
“

谋 社 会 之 进

化
。 ”

近代中国
,

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
,

建立一个
“

文明富强
”

的新中国
,

无疑要以生产力

的发展为前提
。

因此
,

兴办实业
,

发展近代工业应当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
。

当时容阴虽然

不会明确地认识这个道理
,

但他把兴办实业 同
“

社会之进化
,

联系在一起
,

这是他比洋务派

的高明之处
。

表现在办实业的目的
、

方 向等方面
,

他同洋务饭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明显
。

首先从办洋务的月的看
,

容阴与洋务派截然不同
.

洋务派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

他们提倡
“

自强
”

也好
,

标榜
“

求

富
”

也好
;
他们搬来西方的军事技术

,

无论是 由于镇压农民起义还是为了抵御外 来 侵 略
,

都是要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

这是由其封建官僚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

容阴主张兴办近代工业
,

是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

谋求民族的进步 出发的
。

早在参与

洋务活动之前
,

容田在利用经商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
,

就目睹外国资本对中华 民 族 的 危

害
,

_

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
,

中国工商业者
“

生计事业 已十夺其九
” ,

殖民者输入机器
,

强迫中国订立商约
, “

中国劳动界之情势
,

乃为之一变
,

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
,

且于中

国将来之经济
、

实业
、

政治上皆有重大影响也
。 ”

( 《 西学 》 46 页 ) 在滔滔扬子江上
,

他看

到外国船只横行
,

便概然叹息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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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此幸福也
” .

( 《 西学 》

45 页 ) 他并不反对通商
,

也不反对引进外国机械设备
,

而主张这些措施应 由中国人 自己来推

行
,

这正是他从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
,

投身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
,

与维护封

建统治的洋务派 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

容阴与洋务派追求的 目标既不同
,

在具体的洋务活动中
,

二者的主张和行动也不免南辕

北辙
。

洋务派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
,

对内用
“

官督商办
” 、 “

官商合办
”

等形式限制民

族资本的发展
;
同时
,

对待外国资本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不能抵制
,

往往以
“

中外合资
”

等形

式
,

使外国侵略势力因利乘便
,

得以控制某些工矿企业
;
他们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

,

使一

些企业受其操纵
;
由于其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迫切需要

,

洋务派首先着眼于军事技术
,

一切依

赖于洋人
,

常常连钢材
、

木材
、

水泥
、

煤炭等都要从外国进口
,

以致受到外资的严重剥削
。

这样举办近代工业
,

无法收到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
、

拯救中华民族的效果
,

这是显而易见

的
。

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就是证明
。

容阴则相反
,

他始终把发展民族资本作为他所追求的
.

建

设
“

文明富强
”

新
`

}
,

国的主要内容
。



在曾国藩延请他筹办江南制造局时
,

他首先谋求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
,

主张先建立机器

李厂
,

然后建立各种子厂
;
不仅要制造枪炮

,

还重制作
“

农具
、

钟表以及其它种种有机械之

吻
” ,

这样
, “

以中国原料之廉
,

人工之贱
,

将来自造之机器
,

必较购之欧美者廉价多矣
” .

( 《 西学 》 75 页 ) 他还提议在江南制造局旁立一兵工学校
, “

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以机

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
,

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
” 。

( 《 西学 》 85 页 )

其后
,

他鉴于
“

外人势力之放态
,

已渐有越姐代危之象
” ,

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四条发展

民族资本的计划
:

其一
、 “

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

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
,

不许外人为股东
” ;

其二
、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出洋留学
,

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 ;

其三
、 “

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
儿 ;

其四
、 “

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
,

以防外力之侵入
” .

( (( 西学 》 86 页一 87 页 )

当时的中国
,

从社会的进步看
,

急需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
从反侵略的立场看

,

需要维

护 自己独立 自主的政治权利
,

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材
,

容阴的四项建议正反映 了 这 种 需

要
。

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者
,

包括身居要职的洋务派官僚
,

由于其阶级的短视
,

太平天国被镇

压下去后
,

他们沉醉在
“

同治中兴
”

的美梦中
,

容阴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

他在封建主义的堡

垒面前又一次碰了壁
,

感概万分地说
: “

予之目的怀之十年
,

不得 一 试… … 亦 安能无快快

哉 !
”

他甚至觉得
“

心意都灰
” ,

( 《 西学 》 88 页 ) 这是对洋务派的更大失望
。

他 报 国 无

路
,

又值妻子新丧
,

便去美国凄然闲住了十余年
。

容阴对洋务派的失望
,

本身也恰恰反映了他与洋务派之间的界限
,

这就是为中华民族的

强盛
,

谋求社会进步与维护封建统治的界限
;
是近代中国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

阶级之间的界限
。

过去
,

人们在评述容阴时
,

往往认为他从赞颂太平天国革命到参与洋务运动
、

置身曾国

藩幕府是一种倒退
,

这其实是以农 民革命作为权衡历史人物的标尺
。

我认为
,

容阴不管是支

持太平天国还是寄希望于洋务运动
,

他一直是站在先进阶级 的立场上 的
,

他寻找中华民族进

步发展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
,

他力图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心是前后一致的
。

在封建势力异

常强大的时代
,

池壮志难酬
,

这是历史的不幸
。

容阴作为勇往直前
,

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

物
,

他并无所谓倒退
。

( 四 )

寓居海外的容阴
,

其爱国心并未停止搏动
。

晚年
,

他作为眷怀祖国的海外赤子
,

时时在

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

1 8 9 4年
,

中 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

祖国在召唤他
, “

爱国之心油然而生
” ,

连发两封信给国

内的朋友
, “

每 朽皆有条陈
,

规划战争
” 。

( 《 西学 》 1 14 页 ) 但是
,

腐朽的清王朝如 大 厦

将倾
,

注定 了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
.

他因为
“

中国之败
,

概然作积极进行之想
” ,

认为
,

要

挽救 n1I 运
,

必须改变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
。

以前
,

他一直幻想着建立一个
“

文明富强
”

的新中国
,



但却企图通过办教育
、

办实业等途径来实现其理想
,

结果一事无成
。

以往失败的教训
,

终于使

他认识到要从改变 旧制度着手
,

这是他思想上 的一个 巨大转变变
,

也反映了当时新兴 的民族资

产阶级的要求
。

怀抱着这个宏愿
,

1 8 5 9年他回到祖国的怀抱
,

又一次投身于救国的实践
.

进步的要求
,

错误的方式
,

使容阴回国后第一步就碰了壁
。

他先后给两湖总督张之洞和

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
:
中国要富强

, “

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
,

决不能恢复原有之声誉
” 。

“

中国各行政机关
” ,

必须
“

按欧西之成规
,

重新组织
” , “

舍此计划
,

实无救亡 良策
。

( 《西学 》 1 16 一 1 17 页 ) 中 日甲午战争的惨败
,

正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

国内的资产阶

级改 良派正在积极宣传改革
,

主张学习 日本和俄国
,

改 良政治
, “

制宪法
” 、 “

开议院
” ,

实行
“

君民共主
”

的君主立宪政体
,

以
“

公车上书
”

为标志
,

形成了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运

动
,

这无疑是一次进步的爱国运动
。

容阴
“

重新组织
”

政府的主张顺应了这股潮流
。

但是
,

一个致命的弱点是
,

他幻想依靠张之洞等封建官僚来推行这种
“

新政策
” ,

这无异于与虎谋

皮
,

自然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
。

他毅然辞去了张之洞
、

刘坤一等人赐给他的冷板登
,

转向资

产阶级维新运动
.

容曲的思想与维新派不谋而合
,

他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康有为
、

梁启超
.

他的寓所
, “

一

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
” .

( 《 西学 》 1 12 页 ) 对于主持变法的光绪帝
,

他寄予 了 无

限希望
,

认为他是
“

爱国之君
,

且为爱国之维新党
” 、 “

中国革新之先导
” ,

于是
,

便通过

帝党官僚张荫桓
、

翁同和给光绪帝上条陈
,

建议开铁路
、

办银行
.

但因顽固派破坏
,

无一实

行
。

不久
,

那拉氏发动政变
,

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

容阴遂去上海
,

托迹租界
.

在租界中
,

他

依然在继续维新事业
, “

组织一会
,

名为中国强学会
,

以讨论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

旨
” 。

他被推为第一任会长 ( 《 西学 》 1 2 3页 ) ( 按
:

据汤志均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所 载
:

19 00 年
,

容阴等以
“

保种救国
”

为辞
,

参加上海张园国会
,

容为第一任会长 ) 后因清政府指

名通辑
,

他不得不逃往香港
,

后去美国
。

他企图通过改良政治来改变中国封建制度的主张又

一次遭到失败
。

历史证 明
,

戊戍维新运动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爱国运动
,

这个运动 虽 然 失败

了
,

但容阴作为维新党人
,

不失为一个寻求真理的爱国志士
。

远避异国
,

容阴依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
。
1 9 0 3年

,

梁启超亡命美国
,

会见了容 阴
。

容时

国家年七十六岁
。

在梁启超眼里
,

他
“

舍忧国外无他思想
,

无他事业
” 。

他同梁启超促膝谈

心
, “

策之将来
,

示党论之方针
,

条理秩然
,

使人钦佩
” 。

( 梁启超 《 新大陆游记 》 54 页 ) 但

此时
,

他虽然爱国之心如昔
,

但因脱离了实践
,

特别是国内革命形势已发生了急剧转变
,

坚

持改良道路的梁启超已不是戊戍时期的梁任公了
。

容团与他
“

示党论之方针
”

等清谈
,

不能

不象他的年龄一样显得苍老
。

然而
,

容阴与梁启超不同的是
:

他并没有继续沿着改 良的旧路走下去
。

1 91 1年
,

孙中山

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

他对
“

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地注视
” ,

对革命党人 推 翻 清 王

朝
、

建立中华民国的壮举表示赞许和欣慰
。

次年
,

他的大儿子回到他理想中的
“

新中国
”

被孙中山先生等任命为广东制造局总工程师兼总理
,

被授予少将军衔
.

孙中山先生还不远万

里
,

送给容阴一张照片
,

表示对这位海外赤子的关怀
。

可 以认为
,

容曲在他生命 的 最 后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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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它的历史命运两个方面
,

即
:

一
,

就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
,

无产阶级的收入和

生活状况 与资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较而言
,

无产阶级是贫困的
。

二
,

就无产阶级的历

史命运而言
,

随着资本主义的积累
,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 富鸿沟愈来愈深
.

无产阶

级贫困化规律的具体内容应包括
:

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的经常存在和增加
;

在国民

收入中工人所得到的份额愈来愈小或在业工人相对工资的下降
;
税收加重

,

物价上涨
,

实际

工资有时下降
: 一部分赤贫者生活状况恶化和无产阶级生活状况有时恶化等

。

弄清楚这 些理

论问题
,

对正确认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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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己离开 了改 良道路
,

支持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
.

容阴的一生
,

虽然经过很多曲折
,

在具体主张方面
,

也 曾有过某些错误
.

但是
,

他始终

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的真理
,

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尽了自己的力量
。

他的一生是爱国主义的一

生
,

以往
,

有人把他贬斥为
“

买办
”

之类
,

似乎很不公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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