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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容阂同曾国藩的关系

郭吾真

1 86 3年至 1 8 27 年 (同治 2 年至 H年 ) 间
,

由于容阂同曾国藩的合作
,

中国成就了两

项新型事业— 第一家新式大型兵工厂建成
,

第一批官派少年留学生出国
。

这些都是洋

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旧中国迈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重大步伐
。

对于二人合作的

原因
、

合作的性质和意义问题略作探索
,

当多少有助于近代史研究 的深入
。

容阂 ( 18 2 8~ 1 9 12) 同曾国藩 ( 1 8 n ~ 18 7 2) 成长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教育体制

之下
,

意识形态之迥不相作
,

不言而喻
。 “ 道不同不相为谋

” ,

他们 的合作共事似乎是

不可想象的
。

但他们毕竟是同一时代 的中国人
,

又同具有引进
“ 西学

”

改善现状 的迫切

愿望
,

不期然而然地走在一起
,

共同办成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开拓性事业
,

也在情

理之中
。

开始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深渊的鸦片战争以后
,

种种矛盾不断激化
。

整个中

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

各种社会势力都为解除自感切肤之痛的危机
,

苦心焦虑
,

摸索自救之道
。

于是
,

代表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利益的农民群众
,

自发走上彻底翻身的反清反封建

道路
,

掀起以太平天 国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风暴
,

将腐朽清统治推向灭顶 的边缘
。

代

表大地主统治阶级利益的
,

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派封建官僚群
,

因已确认西 方
“ 坚 船 利

炮
”

有助于扑灭革命烈火
,

稳定封建秩序
,

挽救清王朝
,

从而逐渐放弃传统的天朝至尊

和盲目排外政策
,

确定了一条借
“ 西法

”

办
“
自强新政

”
的政治路线

,

开展以
“
中体西

用
”

为纲领 的洋务运动
。

部分爱国知识分子
,

则在不同程度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科技
、

政治
、

文教知识以后
,

提出学习西方
,

发展工商业
,

改 良文教乃至政治军事的变法维新

要求
,

以导致中国走上独立富强文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
。

太平天国的洪仁开
,

封建

地主阶级出身的冯桂芬
、

王韬
,

当过洋行买办的郑观应
,

和完全成长于欧美资产阶级教

育下 的容阂
,

都是这一要求的杰出体现者
。

容阂同曾国藩建立合作关系
,

正是那种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产物
。

自然
,

他们是从完

全不 同的道路走到一起的
。

容阂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唯一未受封建传统教育 的爱国知识分子
,

也是早期留

洋学生中唯一保持民族自尊和爱国赤诚的优秀中华儿女
。

他虽然加入美国国籍
,

接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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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督教信仰
,

却始终以富强中国为己任
,

至死不渝
。

正如一位美国人特韦契耳所赞叹的那

样
: “

他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 ” ① 容阂的全部政治生涯— 从

效力洋务运动
,

而参加维新运动
,

而支持民主革命运动
,

乃至临终时恳切教诲两个生长

于美国的爱子一定要献身祖国等一系列与时俱进 的历史实践
,

已为之做出科学 的结论
。

容阂出身贫寒
,

家乡又密迩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集中的澳门与香港
。

这就决定 了

他长期与洋人杂居的未来命运
。

父母出于盼他学会英文
,

以便将来可在洋人手下谋一吠

饭之所的可悲求生欲望
,

在他七岁时就送他进入澳门英人所办小学
,

免费读书
。

1 8 3 9年 (道光 均年 )
,

在中国境内正式传播
“ 西学

”
的第一所西方教会学校— 英人

所办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张
。

鸦片战争以后该校迁香港
。

容阂在此校开始较系统地学 习

了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
,

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初步的启迪
。

1 8 4 6年 (道 光 26 年 ) 毕 业

时
,

他的
“
西学

`

造诣已为将来创业打下一定的基础
。

特别是英国哲人培根所谓
“
知识

就是力量
”

的著名格言
,

使他受益极大
。

他从 中窥测到西方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所在
,

因而产生了亲自到西方直接接受新知识
,

为将来报效祖国储备力量 的向往
。

翌年
,

他同另两位有志同学在美籍教师布朗的鼓励与支持下
,

毅然告别家乡
,

随布

朗前往美国
,

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 国真理 的苦学生涯
。

容阂留学美国七年
,

是勤奋攻读
,

勇于服务
,

战胜困难
,

和滋长教育救国思想的七

年
。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

由于他在入大学前断然拒绝了将来当传教士的诱惑
,

断绝了一

些 “
慈善性

”

资助学费的经济来源
, 生活陷入困境

。
1 8 50年至 1 8 5 4年 (道光 30 年至咸丰

4 年 )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
,

主要靠勤工俭学赚取学费
,

可谓历尽 了艰苦
。

他在严峻的

困难面前
,

毫不气馁
,

既突出地表现了乐于劳动服务的高尚品德
,

又获得因苦学不懈而

来的优良学习成绩
,

给全校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

当他以亚洲第一位留学生身份毕业

于耶鲁大学之时
,

几乎轰动了四周的整个社会
。

很多名流都为一睹其风采
,

纷纷参加该

校毕业典礼
。

一位名布什内耳的博士还特别 同他谈了话
。

当该博士获悉
:
经常在报纸上

读到关于中国问题
,

充满爱国精神的文章作者就是面前这位中国青年时
,

不 禁 肃 然 起

敬
,
发为 由衷的赞叹

。 ② 当他晚年回忆自己的生平时
,

曾慨乎言之
:

“ … …修业期内
,

中国之腐败情形
,

时触予怀
。

… …更念中国国民
,

身 受 无 限 痛

苦
,

无限压制
,

… …予之一身
,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

则 当使后予之人
,

亦享受此同等之

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③

由此可见
,

他长期为之呕心沥血而奋斗的爱国
“
教育计划

” ,

早已孕育于留学之时
。

他确信
,

西方的
“
文明教育

”
既可致欧美于文明富强之境

,

自然也可使中国 收 同 样 效

益
。

他渴望用
“
文明教育

”
提高中国

“
国民

”

的科学文化水平
,

改善
“ 国民

”
的素质

,

从而改善中国的现状
。

理想不可谓不高
,

也十分切中时弊
。

他自然还认识不到
,

致中国

于 “
腐败

”

和陷
“
国民

”

于
“
无限痛苦

”

的根源
,

是禁锢中华民族的顽强而悠久的封建

专制体制
,

还不 了解不铲除这个根源
,

他的美妙理想终不免于落空
。

正因为他信心十足
,

客观形势也有相应的需要
,

所以他一毕业就置个人的穷通于不

①②容阂
: 《 西学东渐记 》 ,

附录 《 代跋 》
。

③ 《 西学东渐记 》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 9 8 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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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

断然负渡归国
,

决心为实现其报国宿愿而奋斗
。

他在国内并无可 以攀附的显赫社会

关系
,

完全要靠一顺忠心
,

满腔热血
,

孤军作战
。

处境之坎坷可想而 知
。

因 此
,

他 在

18 6 3年会见曾国藩之前
,

傍徨妓路达八年之久
,

然而毫未挫折其摸索前进的进取精神和

蓬勃锐气
。

容阂布曲折道路上所尝的甘苦
,

是因血腥镇压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大官僚曾国藩所难

以想象于万一的
。

与容阂为振兴中华而引进
“
西学

”

为志趣不同
,

曾国藩是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

外反动势力开始正式合流
,

镇压革命人民
,

和中兴清封建统治的需要
,

以
a
中体西用

”

论为指导
,

开始其办洋务生涯的
。

他原 是传统封建教育塑造成的大官僚群体 的 重 要 成

员
,

儒学根底深厚
,

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十分顽强
,

但又能以儒学的一些积极 因 素 如
“
格物致知

” , “
即物穷理

” ,

反对空疏
,

讲求实学的哲理和精神
,

顺应大变革的时代

潮流
,

实事求是地因时制宜
,

大胆修改某些传统观念
,

在从政治军中取得一些经世致用

的实效
。

曾国藩带头修改清王朝传统的对外旧观念
,

将传统的对内维护三纲五常
,

对外保持

天朝至尊的政策
,

改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
,

对外讲究
“
忠信笃敬

”

与
“
守定和约

” ①
。

在使西方侵略者确信清廷已放下天朝架子
,

乐于遵守不平等条约
,

因而给以消灭革命的

实力支持方面
,

就曾起了极大的作用
。

曾国落也曾受过林则徐和魏源等前辈爱国者
“
师

夷长技以制夷
” 主张的影响

。

但他在
“
新观念

”

支配下
,

将林
、

魏的 口号篡改为
“
师夷智

以造炮制船
” , ② 也表明他

“
实事求是

”

地承认了西方确有胜于中国的
“
长技

” ,

而公

然倡导借
“
西法

”

维护封建体制
。

于是
,

他同耻于
“
用夷变夏

”

和
“
师事夷人

”
的顽固

派之间
,

产生 了非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

并因此成了洋务派的魁首
。

相形之下
,

洋务派确

实比顽固派有所进步
。

因为他们毕竟敢于睁眼看世界
,

不论看得真确与否
,

终不失为顺

应时代潮流而行的
“
识时务者

” 。

`

1 8 6 0年 (咸丰 10 年 ) 在京师礼部大堂签订 《 北京条约 》 之时
,

是洋务派正式诞生之

l
一

l
。

清政府留京钦差奕诉等亲王大臣首先扮演了这等角色
,

粉基登场
,

为洋务运动拉开

了帷幕
。

曾国落则以
“
荆匪

’

首要统帅和两江总督身份
,

抱制了一整套指导洋务运动的

“
理论

“

原则
。

这些原则左右晚清政局三十余年
,

影响旧中国政局八九十年
,

对于中国

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深渊的沉沦
,

起了极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

曾国藩的
“
理论原则

”

同清廷正式向侵略者
“
借师助剿

”

的决策相辅相成
。

他在表

示 “
中国剿贼运遭

,

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
”

的冠冕堂皇意见之后
, ③ 赤裸裸地亮出了如

下一段肺腑之言
: “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

得舒一时之优
,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

尤可期永远之利
” 。 ④ 翌年再次陈情

,

发挥了前奏未竟之意
: “

购买外洋船炮
,

则为今

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

… …况今 日和议既成
,

中外贸易有无交通
,

购买外洋器物
,

尤属名

①王少普
: 《 曾国落洋务思想的形成

、

性质和作用 》
、

《 历史研究 》 19 83年第 2 期
。

⑧④曾国藩
: 《 复陈洋人助姗及采米运津折 》

,

《 曾国落全集 》 二
,

世界书局版
,

第 3 70 灭
。

③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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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顺
。

购成之后
,

访募覃思之士
,

钾巧之 匠
,

始而演习
,

继而试造
,

不过一二年
,

火

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

可 以剿发逆
,

可以勤远略
” 。

①

比两份奏议表明两大动向
,

一是为洋务运动确定了
“
中体西用

”

的大方向
,

二是肯

定了购买与制造
“
洋器物

”

为反革命战争的当务之急和
“
安内攘外

” ② 的最佳策略
。

不

言而喻
, “
攘外

”
的思想他也有

,

但必先
“
安内

” , “
安内

”

是
“
攘外

”

的先决条件
。

既购买而又制造
“ 洋器物

,

以加强
“
剿贼

”

的实力
,

自然显出异常的迫切性
。

拚命罗致

人才
,

招贤纳士
,

充实智囊
,

便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

从五十年代起
,

曾国藩已多次获得利用
“
洋器

”

克敌制胜的实效
。

上述意见
,

可以

说是他从事反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
。

1 8 6 1年 9 月 (咸丰 n 年 8 月 ) 湘军攻占太平夭国上

游重镇安庆之后
,

立即设立仿制洋兵器的安庆内军械所
,

招致华荡芳
、

徐寿
、

李善兰等

著名科技家为之出谋划策
。

于是
, “
候补之官员

,

怀才之士子
,

凡法律
、

算学
、

机器等

等专门家
” ,

大都受到曾国藩的垂青
。 “

全国人才之精华
” ,

几乎
“
无不毕集

”

于其魔

下
。

一如历代奸雄故事
,

他对于博学多才之士
,

尤加敬礼
,

乐与交游
” , ⑧ 极尽礼贤下

士之能事
。

从谋士们劝告他另
“
设一西式机器厂

” ④ 以仿造高效能新兵器一事而论
,

可

知已设之安庆内军械厂远不能满足其需要
。

所以他欣然接受这一建议
,

并做出照办的决

定
。

但要付诸实施
,

首先须具备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
,

又熟悉洋情的人才
,

以供驱驰
。

然而
,

无论是他的智囊团
,

还是新兴京师同文馆之类培养洋务人员的洋学堂
,

都难以提

供如此理想的通才
。

正在
“
踏破铁鞋无觅处

` ,

的关键时刻
,

通过得力幕僚的保荐
,

容阂这位中国第一个

美国大学毕业生
,

成为最合格的天选
。

容阂同曾国藩建交于 1 8 6 3年 (同治 4 年 )
。

当时的容阂
,

正以满腔热血
,

报国无门

的矛盾心情
,

在译书生涯中继续摸索前进
。

他于 1 8 5 5年 (丰咸丰 5 年 ) 回国以后
,

也曾有过结识清朝
“
达官

” 以行其富强中国

素志的幻想
,

但很快就 自我否定了
。

徘徊四五年之后
,

他决定前往太平天国首都碰碰运

气
。

达个决定并非出于偶然
,
而确有其逻辑的根据

。

第一
,

他回国之初
,

曾目睹两广总

督叶名深一次就滥杀广州群众七八万人的邢场惨剧
,

加深 了他对满清暴政的僧恶
,

因而

寄同情于太平革命
。

他甚至产生过投身革命的念头
。

第二
,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开是他在

香港结识的好友
,

也有志于效法西方振兴中华
,

当时正在天京执掌朝政
,

似育助于他救

国计划的实行
。

基于这两个原因
,

容乃有访问天京之行
。

时在 1 8 6 0年 1] 月 (咸丰 10 年

1 0月 )
。

容阂到天京后
,

受到老朋友的热情接待和许多革命者的礼遇
。

他逗留天京一个月
,

同洪仁开交换了关于如何富强中国的意见
,

受到很大的鼓舞
,

因而起草了著名的富强中

国意见书
,

呈请洪仁开玉成其事
。

他表示
,

其计划如被采纳试行
,

情愿 以一 名 革 命 军

①②曾国落
: 《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

,

《 曾国落全集 》 二
,

第 4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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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前走卒

” ,

贡献全力
。

①

他的包括七项主要内容的意见书是建设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所必需的政冶
、

军

事
、

财经
、

文教等全面革新的基本措施
,

但完全脱离太平天国
、

乃至 当时全 中 国 的 实

际
,

所以虽然充满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
,

却丝毫没有可行性
,

以致虽博得赞扬
,

却只能

被束之高阁
,

一如上年洪仁开所提革新方案 《 资政新篇 》 的命运
。

容阂失望之余
,

凄然

谢绝革命朋友的盛情挽留
,

告别天京
,

重新陷于茫然摸索之中
。

容阂怀着百折不挠的爱国锐志
,

到上海选择了翻译西书以传播
“ 西学

”
的道路

。

当

时上海译西书的空气已颇活跃
,

他认为也不失为报效国家的一个途径
。

在译书活动中
,

他又结识了不少科技界的中外新朋友
。

精研西学
,

译著卓越的名算学家李善兰
,

是他新

交中最重要的一员
。

就由于这位李善兰的热心摄合
,

容阂同曾国藩的合作关系才奇迹般

地建立
,

为实行其爱国
“
教育计划

”

架起了桥梁
。

容
、

曾合作的历史是很短暂的
,

但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划时代意义
,

历史影响十分深

远
。

兹分两个阶段以阐明之
。

第一阶段
, .

1 8 6 3年至 1 8 6 8年 (同治 2 年至同治 7 年 )
。

这是以引进成套西方机器用

以装备江南制造总局为主
,

和容阂理想初步实现的时期
。

1 8 6 3年 8 月
,

容阂经过深思熟虑
,

接受了李善兰等友人的诚恳介绍和曾国藩的两次

函邀
,

从上海到达安庆的湘军司令部
,

同曾国落开始会见
。

老于世故和善于礼贤的大官

僚曾国落
,

初次相逢
,

就给容阂留下终身难忘的良好印象
。

两次会谈之后
,

曾国藩就在

谋士们的斡旋下
,

迅速做出派遣容阂出洋
, “ 全权

”

购买成套机器的决定
。

这种果断的

作风和敢于用人的气度
,

使容阂对曾国藩其人曾存有的戒心
,

涣然冰释
。

曾国落坚决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决心引进
“ 西法

”

以制炮造船的既定方针
,

并无碍于

他倾听容阂杨谈其理想的和谐气氛
。

容阂直抒胸臆
,

倾吐了他对引进
、

学习和消化
“
西

法
” ,

以促进中国独立自主地实行工业化的见解
。

他坦率地阐述了中国应 当
“ 以先立普

通基础为主
” ,

建立一个能制造各种
“
有用

”

工具的
“
机器母厂

” ,

不可以专造兵器为

宗旨的意见
。

这明确地表示他是从促进全 国社会生产机械化从而富强中国的动机出发
,

向曾国落所献的一个近代化基本建设的总体规划
。

他企图充分发挥中国固 有 之 各 种优

势
,

如资源丰富
,

人工价廉等等条件
,

借用
“
西学

” ,

以 自力更生
,

达到摆脱依赖外国

的枷锁
,

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理想境界
。

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主义追

求
。

弦外之音
,

也饱含有他对完全依赖购买外国机器的一些自发批判性意味
。

这种出 自

一百二十多年前一位并未专攻经济学和机械工程学的留洋学生之 口的意见
,

不论如何脱

离实际
,

可行性多么渺茫
,

终不失为感人至深
、

富国利民的慷慨陈词
。

他本能地感到曾

国落不能理解
、

更不能接受他的遐想
,

所以又违心地强调说
, “ 而 以今日之时势言之

,

枪炮之于中国 (实际是指清王 朝 )
,

较他物尤为重要
” , ② 以表示对曾国落尊重

。

可以

断言
,

不能轻易错过大可利用的机会
,

是他的本意所在
。

在他姑妄言之
,

曾国藩姑妄听

之的场合中
,

他欣然接受了曾国藩授予的
“ 出洋委员

”

官衔和六万八千两纹银的巨额现

款
, “

全权
”

办妥向美国大规模订造机器的种种手续
,

然后束装就道
。

这一切
,

都反映

①⑧ 《 西学东渐记 》 第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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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容
、

曾二人已建立互相信赖
,

密切配合的不寻常关系
。

1 8 6 5年 ( 同治 4 年 )
,

容阂圆满完成订购机器的任务
,

把一百数十种机器安全地运

回上海
,

并 由官方用以装备了新建的江南制造总局
。

曾国藩设想
“
设立西式机器厂

”

的

计划
,

至此实现
。

这个
“ 局

”

是中国第一所大规模引进全套西方先进机器设备创建的新

式兵工厂
,

也是洋务运动的第一项大型建设
。

它首先生产洋式兵器
,

后又兼造轮船
,

在

清政府继续镇压反清势力
,

维护其反动统治方面起了为虎作怅的反动作用
,

但也在更新

国防力量
,

特别是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和分解封建经济结构方面
,

直接间接

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江南制造总局不仅全由引进的西方机器设备而建成
,

而且多赖引进的西方工程技术

人员而存在
,

管理生产制造的大权
,

几乎都操诸洋人之手
。

清政府只是委派
“ 总办

”

等

经管官员
,

和提取专供官军用的洋式枪炮等制造成品而已
。

这种 现 状 是 容阂十分反感

的
。

那 已是太平天 国政权被颠覆的第二年
。

曾国落仍然为镇压起义人 民的战争
,

和李鸿

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共同效命疆场
。

江南制造局为他们追求的
“
自强

” 、 “
中兴

”

大业提

供了新的力量源泉
。

对此
,

容阂显然立了大功
。

曾国落及时 以 《 出 洋 委 员 容 阂 请 奖

片 》 ① ,

请清廷授予容阂
“
五品候补同知

,

指省江苏
,

尽先候补
,

以 示 优 异
,

而 励其

功
” 。

②容阂旋被任命为江苏省布政司衙门的译员
,

驻上海办公
,

享受远过于一般四品

衔候补道的优厚待遇
,

表明他在曾国藩心 目中的非凡地位
。

但他并未 以此为满足
,

而仍

梦寐以求其救国之道
,

特别是爱国
“
教育计划

”
的实现

。

曾国藩 1 8 6 7年复任两江总督
,

和丁 日昌 1 8 6 8年升任江苏巡抚
,

给他带来两个曙光在望的良好机会
。

第一
, “

教育救国
”

理想初步实现
。

1 8 6 3年曾国播特意到上海对其
“
亲创 的 江 南 制

造局
”

进行视察
。

当他目睹机器神速地运转
,

和枪炮被奇妙地造出时
,

不禁惊喜若狂
。

陪同视察的容 阂
,

乘机提出一个
“ 厂旁立一兵工学校

,

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
,

授以机器

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
,

以期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
”
的建议

, ⑧请曾采纳

照办
。

他保证这个学校必可给中国人提供最好的学习与实习操纵机器的机会
。

被引进的

技术也将会很好地被消化吸收
,

变为 己有
。

江南制造局将可不再依赖外国人
,

而完全成

为由中国人独立地经营管理的国有企业
。

操纵与维修乃至制造机器
,

都可以 自力更生
。

那时就可不再仰外国工程师的鼻息
。

曾国藩正在陶醉于 自己
“
自强

”

措施的兴头上
,

欣

然接受了容阂的建议
。

兵工学校不久开办就绪
,

着手进行培训工程技术人 员的活动
。

很

快它就为洋务派
,

实际也是为旧中国塔荞出一批早期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能人
,

为中国

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积蓄了一定数量的新兴生产力因素
。

容阂教育为中国独立 自主服务

的理想初见成效
。

容阂因其
“
文明教育

”

维新中国的宿愿匆步得偿
,

深感欣慰
,

争取完全实现其
“
教

育计划
”

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

① 《 曾国藩全集 》 二
,

第了” 页
。

②顾长声: 《 容阂— 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 ,

第 3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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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

教育计划
”
正式诞生

。

曾国藩
、

李鸿章办洋务的重要助手丁日昌
,

是容阂
“
教育计划

”

决定性的积极催生者
。

丁对提倡引进
“
西学

”

以 “
御侮

” 、 “
自强

”

的洋

务极为热心
,

因此
,

在任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总局总办时
,

同容阂建成
“
莫逆

`

,

之交
。

1 8 6 8年丁升任江苏巡抚
,

容阂正因兵工学校的顺利建成而大受鼓舞
,

要求丁 日昌以巡抚

身份向朝廷进言
,

希望将他的
“
教育计划

”

付诸实施
。

这个计划大体上是要求清政府派

遣众多幼童出洋留学
,

幼童们学成归国
,

可更有效地利用
“
西学

”

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

境界
。

丁 日昌对这个计划
,

很感兴趣
,

敦促他写成书面
,

并及时代为上奏
。

该计划由如

下四项内容组成
:

一
、

组织一个由中国人集资经营的轮船公司
,

从事普通运输
,

兼营潜运
。

每年由政

府拨付一定补贴
,

以保证营业旺盛
,

与外商在中国经营的航运业作有效竞争
,

从而维护

民族利益 ,

二
、

政府以官费选派十二至十四岁的优秀男性青少年出洋留学
,

为国家培养有用的

人才
。

先试行招收一百二十名
,

每年选派三十名
,

分四批派完
。

经费可由上海海关税收

中拨付 ,

三
、

开采矿藏以尽地力
,

修筑铁路
,

以利交通运输
,

主要以直接运输所开矿产为务
,

四
、

严厉禁止外国侵犯中国的独立与主权
,

禁止外国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
,

包庇教

民
,

和插手民事与刑事诉讼案件
。

①

全部建议的重点在第二项
,

所以统称为
“
教育计划

” 。 “
教育计划

”

凝聚了他积之

已久的爱国主义赤诚
,

但在当时的中国
,

能理解他这一片爱国赤诚的人
,

可 谓 容 若 晨

星
。

丁 日昌积极予他以支持
,

要求有交情的总理衙门大臣
、

满族洋务派大官 僚文 祥 予

以成全
。

不料文祥
“ 丁忱

”

离职
,

旋即病故
, “

教育计划
”

从 此 如 泥 牛入海
,

杳无消

息
。

但到此为止
,

容阂毕竟已从同曾国藩的合作中取得相 当成就
,

他的
“
教育计划

”

也

已定型
。

这就为下一阶段更有成效的容
、

曾合作奠定可靠的基础
。

第二阶段
, 1 8 6 8年至 1 8 7 2年 (同治 7 年至 11 年 )

。

这是
“
教育计划

”
开始实行的时

期
。

1 8 6 8年丁 日昌代呈中央的
“
教育计划

”

被搁浅后
,

容阂虽极端苦恼而毫未消沉
。

他

仍不时利用办公的机会
,

恳请丁 日昌鼎力相助
,

求丁代向曾国藩进言
,

成全 其 报 国之

志
。

就在如此磋跄岁月之际
,

容阂所忱虑的外国教会不法行为果真愈演愈烈
,

终于酿成

展动中外的 1 8 7 0年 (同治 9 年 ) 天津教案
。

此案由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落负责处理
。

曾国落遵照清政府以
“
委曲求全

”

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

以辱国丧权的条件草草结案
,

却

意外地为容阂
“
教育计划

”

的实行开了绿灯
。

曾国落处理天津教案时
,

由包括丁 日昌在内的几个大员共同参与
。

为了 翻 译 的 需

要
,

丁日昌在中法
“ 谈判

”

行将结束之时
,

邀请容阂北上协助
。

容阂抵天津后
,

向丁日

昌重申前请
。

丁便于教案结束后及时将容阂的
“
计划

”

向曾国藩作了详细介绍
,

请曾出

面促成之
。

曾国落出于培养高质量
“
自强

”

洋务人员的迫切需要
,

不仅表示首肯
,

而且

① 《 西学东渐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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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即联合诸大员
,

由他领衔
,

奏请北京清中央批准官派留洋学童出国学习的要求
。

容阂

为此兴奋到夜不成寐
。

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
,

不从根本上铲除封 建 清 统 治
,

即使
“
教育计划

”
完全实现

,

也难以致中国于真正独立富强之境
。

他更未料到
,

在
“
计划

”

开始实行时
,

封建顽固势力已设置重重障碍
,

肆行阻挠破坏
。

1 8 7 1年 9 月 3 日 (同治 10 年 7 月 19 月 )
,

复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领衔会 同直隶李

鸿章以选派幼童赴泰西
“
学习军政

、

船政
、

步算
、

制造诸学
” , “

渐图自强
`

,

为由
,

拟

定 《 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 》 十二条
, ①奏请清廷及时审批执行

。

对于幼童出国留

学的条件和管理办法
, 《 章程 》 都做了具体规定

。

这份奏折由容阂代为起草
, 《 章程 》

几乎全是容阂的设计
。

这反映了曾国藩高度信赖容阂和二人合作的密切关系
。

1 8 7 2年 2月 27 日 (同治 n 年正月 1 9 日 )
,

曾国藩又奏请清廷从速落实选派留学幼童

的计划
,

并奏明委派一个守旧官员陈兰彬与容阂为留学生正副监督
,

对于容阂如何熟悉

洋情
,

如何可以信任
,

特别向清廷作了介绍
,

表明他对容阂的极端依重
。

于是由容阂负

责招生和同美国具体联系学生抵美后入学等一切有关事宜
,

并在上海设立
“
总理幼童出

洋肄业沪局
”

即留美预备学校
,

对出洋幼童先施以一定的训练
,

作为出洋准备
。

容阂招

足原定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后
,

先期赴美
,

从事安排幼童们抵美后的食宿学习诸事
。

三十

名幼童经过几个月的必要训练
,

于是年夏季由陈兰彬等率领集体赴美
。

中国官派留洋学

生的新纪元 自此开始
。

这在封闭型的中国教育史上
,

无疑树立 了一块里程碑
。

迄 18 7 5年 (光绪元年 ) 止
,

全部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依原定计划分批派道完毕
。

一

年前
,

容阂已在美国建成一个留学生事务所
,

将作为
“
永久办公之地

” , ②他已下定毕

生为留学事务献身的决心
。

他对曾国藩感激知遇的心情
,

此时也升华 到 无 以 复加的境

界
。

曾国藩已于 1 8 7 2年 3 月亡故
,

未能目睹幼童们乘风破浪出洋留学的盛况
。

容阂深以

为憾
,

立志用培植一批批国家栋梁的辉煌业绩
,

酬答曾国藩玉成其事的情谊
。

当以陈兰

彬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中伤诬陷的恶浪滚滚袭来
,

特别是 1 8 8 1年 (光绪 7 年 ) 清廷突然下

令撤回全部留美学生
,

解散留学生事务所
,

把他
“
视为最大事业

,

亦报国之唯一政策
”

的
“
教育计划

”

毁于一旦 的不幸时刻
,

更加倍深化了他对曾国藩的敬佩与怀念之情
,

以

致做出曾虽死而精神不朽
,

后来众多中国青年
“
得受文明教育

’

全属曾的
“
遗泽

” ③ 云

云的不恰当结论
。

容阂做梦也未想 到
,

当年丁 日昌向他介绍曾国藩推荐陈兰彬充任留学生正监督的用

意
,

正是防范他将来放手办事的一个重大措施
。

丁曾直言不讳地对 他 指 出
,

他 的
“
新

学
”
思想为顽固守 旧派所深瑟

,

他的势力又不足 以同守旧派的势力相抗衡
。

所以曾国藩

特意指派陈兰彬这个 t’I 日学派
` ,

同他共事
,

保持平衡
, “ 可以稍杀阻力

`

, , ④ 实际是对

他的一种牵制
。

容阂不明真相
,

竟认为曾的措施是善意的折冲
,

和对他的爱护
,

以致感

激不已
。

曾深知
,

如果听任容阂的热情一往无前
,

不加阻遏
,

必致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

规范遭受致命的冲击
。

这决非他这种旨在维护封建统治体制的洋务派大官僚所能容忍
。

① 《 洋务运动 》 (资料 ) ,

二
,

第 153 ~ 159 页
。

②③④ 《 西学东渐记 》
,

第 95 页
,

93 页
,

91 页
。



容阂反而引曾国藩为他在清朝官僚界的唯一知音
,

只能证明他相当的无知与天真
。

容阂的
“
教育计划

”

具体地说是夭折了
,

宏观地看
,

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社会

效益
,

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很大无形的分解作用
。

例如
,

留学生中涌现了卓

越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
,

对振兴 中华做出杰出贡献
,

永垂青史
,

固然尽人皆知
。

其它有造诣

的各种人才
,

在资本主义近代化工作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影响
,

也几乎有 口皆碑
,

都在不

同程度上起了历史性促进作用
。 “

西方学术
” ,

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
,

无形中日益

广泛传播
,

官派或自费留学外国的活动
,

不久也蔚然成风
。

这些
,

固然不能否认为中国

资本主义逐渐发展的趋势所促成
,

但也决不能排除容阂
“
教育计划

”

在同曾国藩合作中

所起的先导作用
。

容 阂晚年每引以为莫大安慰
,

是不无根据的
。

这却非曾国落始料所能

及
。

由此可见
,

对于容
、

曾合作第二阶段的成果
,

也应实事求是地给以积极的评价
。

根据以上的论证
,

可以断言
:

第一
,

容阂和曾国落共 同成就的事业
,

对于开始突破中国封闭状态和促进社会生产

力发展
,

无疑具有大格椎轮式的开拓性意义
,

决不能因某人动机不纯或某事起过反动作

用而加以贬值或否定
。

第二
,

容阂和曾国落的关系是互相利用对方优势和互相依存的对等合作关系
。

缺少

一方
,

他方便一筹莫展
。

因此
,

决不能因一方是手握发号施令权的大官僚
,

另一方是奉

命办事的小角色
,

而形式主义地把他们看作上下级或主从的关系
。

第三
,

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对立的
,

一方是资产阶级维新主义先驱者
,

另一方是地主

阶级洋务派大官僚
。

他们各自追求
“ 西学

”

的不同政治目的
,

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阶级

矛盾性
。

但他们都缺乏阶级学说的理论知识
,

而只有强烈的自发阶级意识
,

都是本能地

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

第四
,

容阂并未因同曾国落的相契而成为洋务派的一员
,

曾国落也未因祟尚
“
西学

”

转变其封建地主立场
。

容阂之所以无限怀念和过分尊祟曾国落
,

完全是他的资产阶级唯

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

以及他从未同曾国藩切实相处而无由识其真面 目所使

然
,

决非后世所谓的阶级调和或阶级合作
。

这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中国特

有历史现象
,

却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