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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阂和中国近代首批官费留学生

关 威

1 8 7 2年清政府派遣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

留学生去美国学习
,

容朋正是 中国近代官费

留学生 出国学习的提倡者和实行者
。

容朋
,

字纯甫
, 1 8 2 8年生于广东省香山

县 (今中山县 ) 的南屏村
。

容阴家中共六 口

人
,

生活十分贫困
。

他七岁那年被父亲送进

澳门一家英国教士办的小学
。

1 8 4 7年
,

一个

名叫勃朗的美国教士离职回国
。

在征得容阴

家里同意后
,

勃朗将容朋以及他的另外两个

同学带到美国去学习
,

为的是让他们成为美

国在华传教的助手
。

容圈到美 国后
,

先入麻萨诸塞州的孟森

中学学习
。

1 8 4 9年中学毕业后
,

考入著名的

耶鲁大学
。

他学习非常努力
,

曾二次荣获英

文作文奖金
。

由于经济来源有限
,

他在课余

时间常做些杂活
,

挣点钱来补贴生活
。

后来

他入了美国国籍
,

信奉了基督教
,

还娶 了一

个美国妻子
。

这样
,

他成为中国近代一个最

早的较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

识分子
。

他去美国时还不到二十岁
,

头脑还比较

单纯
。

经过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亲身经

历后
,

他的思想已相当程度地
“ 西化

” 了
。

但他却从未忘记 自己的祖国
。

他目睹西方的

社会状况
,

联想到落后
、

衰弱的祖国
,

感触

颇深
。

他后来回忆说
: “ 予当修业期内

,

中

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子怀
,

造末年尤甚
,

每

一念及
,

则为之快快不乐
, … … 更念中国国

民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容 闲

: 《西学

东渐记》 )
。

他结合 自己的经历
,

逐 步 形 成

了一种思想
:

就是要把西方先进 的 科 学 技

术和思想文化传播到沉睡的中国
, “

借西方

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
,

必可使此老

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 ( 同上书 )

。

他大学毕业后
,

断然拒绝为美国传教服务
,

怀着爱国的热情和为祖国富强尽力的理想
,

于 1 8 5 5年回国
。

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高

潮时期
,

国内政局动荡
,

容团只好先在香港

和上海呆了一段时间
。

1 8 6 0年
,

他曾到过太

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

向干王洪仁环提出
“
富

强策
” 七条

。

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
,

作为资产阶级

改良派的容阴
,

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与洋务派

有分歧
,

但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
,

学

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加强清朝统治这些基本点

上
,

他们的认识是有相同之处的
,

因此他不

遗余力地为洋务
“
新政

”
而奔走

。

由于当时

风气初开
,

清政府中了解外国情况的人寥寥

无几
,

容朗便成 了洋务 活动 的活 跃人 物
。

1 8 6 3年洋务派头子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机

器
,

买回的机器装在江南制造总局
。

为此
,

曾国藩还专折为他请官
,

使他得到候补同知

的官衔
。

容朋在洋务活动过程中
,

始终在思考着

他的将西方学术输入中国的计划
。

1 8 7 0年
,

他作为译员随曾国藩等 人去 处理
“ 天 津教

案
” ,

借此机会
,

他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怀

之已久的
“
教育计 划

” 。

他 的 计划 共有四

点
,

其中第二点是中心
,

即 “
政府宜选派颖

秀青年
,

送之出 洋留 学
,

以 为国家储蓄人

材
” (同上 书 )

。

并提出具体作法是
:

初次以

一百二十名为额
,

分 四批派遣
,

留学时间为



历 史 教 学

十五年
。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

由于

封建的传统观念仍十分强大
,

清朝统治集团

中的顽固派一直视洋务为数典忘祖
,

派学生

出洋更是有碍旧学
,

自然受到非议
。

可是曾

国藩等人十分赞赏这个计划
。

曾国藩同李鸿

章一起两次上奏折
,

请求清廷批 准实行
,

并

推荐容阴负责 办理此 事
。

曾
、

李 在 奏折中

说
: “

伏查挑选幼童 出洋肄业
,

固属中华创

始之举
,

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

所有携带幼童

委员
,

联络中外
,

事体重大
,

拟之古人出使

绝域
,

虽时地不同
,

而 以数万里之遥
,

需之

二十年之久
,

非坚忍耐劳
,

志趣卓越者
,

不

足以膺是选
。

… …江苏侯补同知容朋
,

前在

花旗 (指美国— 笔者 ) 居处最久
,

而志趣

深远
,

不为习俗所囿
,

… …该员练习外洋风

土人情
,

美国尤熟游之地
,

足以联外交而窥

秘钥
。 ” ( 《 洋务运动》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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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对此寄一定希望
,

认为留学生们
“ 虽

未必皆成伟器
,

而人才既众
,

当有瑰异者出

乎其中
” (同上 书

,

第 1 54 页 )
。

为防学生们忘

掉封建伦理纲常
,

清政府特地规定留学生们

随行带去汉文教 习
,

专为教授儒家经典
,

并

规定了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 日期
,

更可笑的

是还要带上理发匠
,

为学生剃头梳辫
。

同时

还特地派了一个翰林
、

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

学生监督
,

而任容阴为副监督
。

实际上
,

陈

兰彬对于洋务外交一窍不通
,

一切有关的事

情都要靠容阴办理
。

1 8 7 2年 8 月 1 1 日
,

经过考试遴选的第一

批留学生三十名启程赴美
。

随后
, 1 8 7 3年 6

月
、

1 8 7 4年n 月和 1 8 7 5年 10 月又有三批各三

十名学生先后赴美
。

这些学生 当中最大的十

六岁
,

最小的只有十岁
,

大都是东南沿海一

带人
,

广东省的最多
。

留学生刚到美国时
,

住在新 英 格 兰 的

斯林非尔
。

留学监督事务所也设此
。

学生们

补习了英语后
,

入当地学校学习
。

几年后陆

续考入各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
。

后来
,

留学

监督事务所迁到康纳特克州的哈特福德城
,

并于 1 8 7 4年在城中的克林街建起一幢可容七

十多人 的三层楼房作为留学基地
。

在整个留学期间
,

容朗对学生们的学习

和生活都照顾得十分周到
。

正如他 自己所说

的
: “ 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

,

感情之亲
,

不

音家人父子
。 ” ( 《 西学东渐记》 ) 学生们 接

受了西方教育
,

知识丰富了
,

思想也逐渐开

化起来
。

有的经常参加些社会活动
、

宗教仪

式和体育运动
,
有的并且改穿西服

。

为这些

事
,

陈兰彬同容朋曾多次争吵
。

其他几个顽

固分子也对学生们和容阴的行为表示不满和

责备
。

但容阴坚持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

1 8 7 5年底
,

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和容阴为

中国驻美国正副公使
。

这对于容朋来说无疑

是很难得的
。

但是他出于强烈的事业心和对

学生们的深厚感情
,

对此不以为喜
,

反以为

忧
。

他担心
“ 一旦舍之他去

,

则继予后者
,

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 福 耶 ? ” (同

上 书 ) 于是他上书李鸿章
,

请求让他继 续 留

在留学监督事务所
。

清政府批准他任驻美副

公使兼管 留学监督事务所
,

这使容阴十分欣

慰
。

但是时隔不久
,

新的风波又起
,

而且是

不可平息 了
。

1 8 7 6年
,

由陈老彬推荐
, 、

猜政府任命一

个翰林吴子登为新的学生监督
。

他历来认为

学生出洋是离经叛道
,

一到任就对学生们的

言谈举止十分恼火
,

处处训斥
。

他并造谣诬

告容阴纵容学生荒废中学
,

任其放荡淫佚
。

他认为这样的学生
“
他 日纵能学成回国

,

非

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 害于 社 会
” ( 同上

书 )
。

于是吴子登奏请撤掉留 学 监 督 事 务

所
,

召 回留学生
。

其他一些顽固分子也鼓噪

附合
,

推波助澜
。

容阴虽竭力 申辩
,

终是势

孤力单
,

无法挽回局面
。

1 8 8 1年
,

清政府决定

撤消留学监督事务所
。

所有的留学生于同年

分三批先后回国
。

他们当中仅有欧阴赓和詹

天佑二人 已大学毕业
,

其余皆被迫中途辍学
。

容朋的轰动一时的留学计划就这样被顽

固势力半途扼杀了
。

但 容朋的 努力也 没白

废
,

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国最早的近

代科技人员及其它方面的专门人材
。

这次派

遣留学生有助于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输

入中国
,

有助于国内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

发展
,

对中国的封建旧教育给以较大的冲击
,

也对 以后的留学运动的兴起有所促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