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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容阂派遣留学生的
“

教育计划
”

范 立 军

【内容提要】 容阂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 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
。

他向清政府提出的派遗 留学生

的
“

教育计划
.,

首开 以派留学生的形式把西方文化翰入中国
,

从而开 中国学子出洋留学的先河
.

容

阂的派透 留学生
“
教育计 划

.

虽 因历史原因而流产
,

但首批出国学习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

的卓越人才
,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 向外国学习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 是向封建旧传统教育
提出的挑战

。

容阂 ( 1 8 2 8

—
1 9 1 2 年 )

.

广东省香山县人
,

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
,

也

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
,

我国近代

留学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

他 自少年时代起接

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
,

1 8 5 0 年考入美国著名的耶

鲁大学
.

1 8 5 4 年毕业 回国
.

他竭力主张并促成派

遗留学生到西方学习
,

后来又投入洋务运动和维

新变法运动
.

晚年
,

他又同情革命
,

拥护民主
.

后

因被清政府通辑
,

移居美国
.

著有 《西学东渐记 》

一书
。

综观容阂的一生
,

他始终顺应历史潮流不断

进步
,

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最早间清政府提出派

遣留学生的
“

教育计划
” .

本文拟对此作简要的述

评
.

这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
,

认识近代知识

分子
,

特别是留学生的作用
,

或不无助益
。

一
、

派遣 留学生
“

教育计划
”

的产生
、

实施及其夭折

容阂派遣留学生的
“

教育计划
” ,

最早形成于

留学美国之时
。

容阂从 1 8 4 7 年随美国传教士布朗

去美国学习
,

到 1 8 5 4 年回国为止
,

在美留学 8年
。

8 年的留美生活在容阂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

这不仅是 因为他在此期间掌握了先进的科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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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成长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
,

更重要的是他正值

19 岁到 26 岁
,

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

而此时

又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发展的时期
,

他所在

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早的工业区
,

各种工农业

生产的迅速发展
,

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
,

使容阂赞

叹不已
.

而此时的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
, “
国民身

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
对此容阂常常

“

侠侠不

乐
“ . ①美国的繁荣

,

中国的落后
,

两种客观现实印

于容阂脑中
。

他向往美国的富强
,

痛恨清政府的腐

败
。

他看到
: “

在国际关系中
,

在同外国民族的商

业和其他文往中
,

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

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
.

在许多至关重要
,

原应

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
,

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
,

假

手于客卿
,

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
.

中国的

要塞
、

军舰
、

军政
、

海关
,

大部分都大权旁落
。

呻

因此
,

他认为
,

要救国
,

只有维新
,

要维新
,

只有

向外国学 习
.

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切实体会到

西方教育制度的先进
,

回国以后
,

便大力促进留学

运动
.

1 8 6 8 年 l 月
,

他提出了以派遣留学生为主

要内容的
“

教育计划
” ,

在上清政府的呈文中
,

建

议清政府
“

选拔颖秀青年出洋留学
,

为国家储备人

才
” ,

并附上派遣办法
:

初次可先定 120 名以试行
,

分为 4 批
,

每年送 30 名
,

以 15 年为留学期限
。

学



生年龄以 12 至 14 岁为度
.

视第一
、

二批学有成

效
,

以后永定为例
,

每年派出此数
,

派出时须以汉

文教习同往
,

使幼年学生在美
,

仍可兼习汉文
。

学

生的膳宿入学等事
,

另设两名留学生监督以管理
.

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
,

提拨数成以充用
。

这

一方案因当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文祥丁优回乡而

被搁 ! 下来
。

1 8 7 0 年 6 月
,

发生了
“
天津教案

” ,

清政府派

曾国落
、

丁 日昌等人前去处理
,

由容阂任翻译
,

他

乘机向曾国落再次提出他的
“

教育计划
” ,

经过丁

日昌的游说
,

加上容阂的
“
西学东渐

”
主张符合曾

国落
“

求强
”

的意愿
,

而 《中美续增条约 》 也规定
,

“
用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

,

学 习各等文艺
,

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
.

呻所以
,

曾国藩

表示愿意联名向朝廷奏报
.

容阂用了两天时间
,

代

曾国落起草了一份奏折
,

这就是 1 87 1年 9 月 3 日

由曾国落等人上奏的著名的 《挑选幼童赴泰西肄

业章程 》
,

其中详细地规定了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

条件
,

回国后的待遇及遵守的规则等
.

1 8 7 2 年 2 月
,

曾国落再次上奏
,

促使官费派

遣留学生的计划具体落实
。

决定在上海成立
“

幼童

出洋肄业局
” ,

在美国成立
“

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 ”

任命陈兰彬和容阂为驻美留学生事务所的正
、

副

监督
。

当赴美留学的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

容阂

启程先行到美国作安贵工作
.

同年 8 月
,

第一批赴

美学童 (包括詹天佑
、

梁敦颇
、

蔡绍基
、

黄开甲

等 ) 由留学生监督陈兰彬率领启程赴美
.

随同前去

的还有翻译和汉语教师 3 人
.

自此到 1 8 7 5 年
,

先

后 4 批 12 0 名学生
,

全部赴美
.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

容阂为之努力了近 20 年的愿

望终于实现了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 “

至此
,

予之

教育计划
,

方成为确有之事实
,

将于中国两千年历

史中
,

特开新纪元矣
.

叼但是
,

容阂根本没有也不

可能想到
,

在不触动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的

情况下
,

即使此项计划能够实现
,

也不能使中国独

立富强
。

他也没有想到
,

在实施此项计划时会遇到

封建顽固势力多么大的阻力和破坏
.

因此
,

其
“

教

育计划
”

的夭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

容阂的
“

教育计划
”

是把 留学生从幼童时代就

送往 国外
,

而且把学习期限定为 15 年
,

其用意就

在于使这批学生能摆脱旧意识的影响和束缚
,

把

他们培养成为完全与旧式封建文人不同的新型知

识分子
,

使他们懂得世界知识和具备一定的科学

技术能力
。

曾国落虽然同意这项
“
教育计划

” ,

可

是洋务派心 目中的培养 目标
,

却与容阂不一样
.

他

们是要培养一批略懂洋务而效忠于 封建制度的知

识分子
,

回国后为洋务企事业效劳
,

以巩固清朝封

建皇朝
,

并不希望对中国实行真正的改革
.

至于清

朝政府中的封建顽固势力
,

不仅竭力反对青年出

洋留学
,

而且对留学生造谣中伤
,

捣乱破坏
,

胡说

留学外洋是
“

离经叛道之举
” , “

他 日纵能学成回

国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害于社会
.

峋这是导

致容阂
“

教育计划
”

夭折的内因 , 而 19 世纪七
、

八

十年代的美国不断发生经济危机
,

大资本家为了

转移视线
.

归之为华工的增加夺去了美国工人的

饭碗
,

于是出现了一股排华恶浪
,

留美学生也受到

他们的歧视
.

当时
,

许多中国留学生 已中学毕业
,

成绩优良
,

容阂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准备送他们进

陆海军专科学校深造
,

不料美国国务院复信给容

阂说
: “

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也 , ” 这种轻蔑之词

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污辱
,

也是对 《中美续增条约》

中关于派遣留学生条款的践踏
.

为了让留学生继

续学习下去
,

容阂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李鸿章
,

并希

望他出面与美国政府交涉
,

但李鸿章回信说毫无

办法
。

这样
,

内有封建顽固派的反对
,

外受美国政府

和大资本家的排斥
,

留美学生困难重重
。

但是
,

平

心而论
,

美国只是不许留学生进军事学校
,

并非驱

逐中国留学生 回国
。

如果清政府有坚持让留学生

学完 15 年的决心
,

敢于 和美国政府据理交涉是完

全可以坚持下去的
.

可是
,

李鸿章等人既不敢和美

国政府正面交锋
,

又惧怕留学生学异忘本
,

所以幼

童们的被撤回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其结果使容阂

筹划
、

实施多年的留学生
“
教育计划

”

遭 到摧残而

夭折
.

留美学生于 1 8 8 1 年分 3批 回国
,

留学生事

务所也同时撤销
。

容阂多年奔走
、

经营的有利于中

国进步的事业就这样毁于一旦
。

当时的维新思想

家郑观应对此极为感叹
,

他说
: “

全数遣回
,

甚为

可惜
,

既 已肄业八九年
,

算学文理极佳
,

当时就应

择其品学兼优者
,

分别入大学堂
,

各习一艺
,

不过

加四年功夫
,

必有可观
,

何至浅尝辄止
,

贻讥中

外
. ” ⑥ 事实也正是如此

,

从 1 8 7 2 年开始派送第一

批官 费留学生去美国
,

到 1 881 年仅 9 年时间
,

离

预定第一批留学生回国期限 15 年
,

尚差 6 年
.

在

一 4 9 一



这 ,年时间里
,

中途辍学或患病去世者共 25 名
,

尚有 32 名在中学读书
,

60 名在大学读书
,

大学毕

业的只有 2 名
,

他们是詹天佑和欧阳庚
。

因此
,

中

途将留美学生撤回
,

实在是可惜
。

显然
,

这是帝国

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人才的严重摧残
。

二
、

派遗留学生
“

教育计划
”
的评价

如前所述
,

容阂企图通过他的
“

教育计划
”

来

实现他
“

改造中国
”

的理想与抱负
,

结果成为一场

黄梁美梦而夭折
.

但是
,

这一计划在中国历史上毕

竟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

首先
,

我们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 习的演变

历史去考察
,

就会发现
,

容阂这种利用 留学教育将

西方文化输入中国
,

使中国进入文明富强之境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开一代风气之

先的开拓作用
.

18 4。 年鸦片战争前后的 30 年间
,

是中国人

重新认识世界并开始走向世界的序幕时期
,

在西

方资本主义的血雨腥风面前
,

先进的知识分子和

开明的思想政治家对传统开始了反思
,

一向以
“

天

朝大国
”

自居的士大夫们不得不面对西方的
“

船坚

炮利
” ,

思考如何向
“

蛮夷小邦
”
学习

,

使中华民

族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立于不败之地
。

于是

思想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火花
,

使旧

观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缓慢地更新
。

以对乾嘉学

派的怀疑和批评为契机
,

今文经学派蔚然兴起
,

龚

自珍和魏源成为两面旗帜
,

使经世致用思想逐步

推而广之
,

人们开始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政治问

题
。

魏源的思想较龚 自珍开放得多
,

又具有一定的

世界知识
,

他在宜传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的同时
,

曾建议清廷在福建
、

广州等沿海地方设立考
“

洋

学
”
的专点

,

以培育新式人才
.

然而曲高和寡
,

未

能变为现实
,

仅作为一种光辉的思想资料保存了

下来
.

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 由经世致用思想发

展到 向西方学习的
“

师夷长技
”

主张的同时
,

已触

及到了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
,

也是向西方学 习的一种尝试
,

但农民

阶级的思想决定了只能提出 《天朝 田亩制度 》的治

国方案
,

不可能出现 容阂那样的使中国变成美国

式的新社会那种设想
.

太平天国后期
,

洪仁开曾提

出过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纲领—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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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新篇》
,

但和容阂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
,

没有提

出以
“

西学培养新式人才
”

这个在近代中国带全局

性的问题
.

在此期间
,

还有一位冯桂芬
,

在上海较

早接触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

呼吁改革现状

和向西方学习
.

但从总体来观察
,

冯的资本主义思

想和政治主张是支离破碎
,

难成体系的
.

和洪仁

开
、

冯桂芬几乎同时的
,

另有一位蒋教复
,

流落上

海期间接触了来华的传教士和西方文化
,

是近代

较完整地描述西方政体的第一人
。

但他们是隔岸

观火
,

只是接触到了一点皮毛的东西
.

总之
,

魏像
、

洪仁开
、

冯桂芬
、

蒋敦复等人的言行
,

反映了 19

世纪 50 年代前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轨迹
.

但

是
,

这些人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
,

对西方的了解是

片面的
,

许多论述也是不成体系的
.

容阂则由于有

赴美留学的特殊机遇
,

又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

教育
,

他的世界知识和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

是上述

诸位学者
、

思想政治家无法比拟的
。

可以说在 19

世纪 50 年代
,

容阂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

中国人
,

是中国近代富有开拓精神的第一位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者
.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

他在
“

西学

东渐
”

中高人一等
,

没有简单的把这项工作归结为

译几本书
,

介绍一些知识
,

而是想到和具体做到了

从培养人才着手
。

因此
,

容阂派遣留学生的
“

教育

计划
”
对于中国来说

,

确实是破天荒的一个创举
.

其次
,

这一
“

教育计划
”
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

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挑战
.

中国封建教育的目

的
,

所谓教忠教孝
,

完全是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

服务的
.

教育内容离不开四书五经的死教条
,

还加

上适应科举需要的八股试贴之类的东西
。

教育方

法完全是灌输教条和籍制思想
。

这种教育到清代

末世仍居统治地位
.

但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向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

西方思想逐渐输入
,

封建教

育的弊病暴露无遗
.

接着洋务派推行洋务教育
,

如

开办学堂
,

聘请洋人教习等
,

为他们的洋务事业培

养工具
.

但他们的教育方针
,

仍然坚持
“

道不可

变
”
的主张

,

封建性非常明显
。

张之洞说
: “
不可

变者
,

伦纪也
,

非法制也… … 夫所谓道
、

本者
,

三

纲四维是也
.

若并此而弃之
,

法未行而大乱作

矣
.

心他同时攻击维新派提倡新学为
“

不知本
” ,

说什么
“

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 ” 。所以

,

洋务

教育归根结底只能是封建教育的小兄弟
,

对它不

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

而容阂规划的留学生教育
,

其



培养目标是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
,

而 不是封建专

制的奴仆
.

因此
,

尽管容阂派遣留学生的
“
教育计

划
”
没有完全成功

,

学生未能完成学业
,

但他们毕

竟受过若千年的新教育
,

掌握了一定的近代科学

知识
.

他们在我国近代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

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这批留学生由于在美国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科

学技术
,

他们一到国内就大显身手
.

李鸿章都承认

这些学生
“

分派各处当差
,

均能始终勒奋
,

日进有

功
,

迭经面加校试
,

考其所学
· ·

一均能深明窍要
,

质诸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官兵
,

咸谓该学生

等造诣有得
,

足供任使
。

礴李鸿章因此得出结论

说
: “
中国选蓦学生

,

肆习西学以图自强
,

实为目

前当务之急
” , “

选蓦学生出洋肄业西学
,

培养人

才
,

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

哑可见这批留学生在传

播西方科学技术上是有很大贡献的
,

至于詹天佑

对中国铁路的卓越贡献
,

邝荣光发现湘潭煤矿
.

许

多人为中国海军的建设贡献了青春
,

有的还在对

外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不少人成为著名的

外交家
,

教育家和铁路
、

电报
、

开矿等方面的专家
,

那就更值得肯定了
.

据有人统计
,

这批留学生后来

在中国从事海军者 20 人
,

其中吴应科是舰队司

令
,

徐振鹅为海军次长
,

其他海军将领 14 人
,

其

中有 7 人牺牲于中法
、

中日战争
.

从事教育者 5

人
,

其中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清华学堂负贵人

唐国安
;
从事铁路

、

电报事业者 30 人
,

其中有 6

人是工程师
、

3 人是铁路局长
、

9 人是工矿企业的

负贵人
;
从事行政

、

外交者 24 人
,

其中唐绍仪是

内阁总理
,

梁敦彦
、

梁如浩
、

蔡廷千都任过外交总

长
,

还有外交次长 1 人
,

驻外公使 2 人
,

领事
、

代

办以上外交官 12 人
.

从事金融商业者 7 人
,

其中

钟文翅是上海华商银行行长
,

吴仲贤是江海关监

督
. 0 总的看来

,

这批留学生除早亡和埋没故里者

外
,

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
,

或为政界知名人士
,

或

为军
、

学
、

商界要人
,

或为重要科技人才
.

其中除

个别人和反动势力结合在了一起
,

绝大多数都千

方百计地为中国近代化作贡献
。

第三
,

容阂
“

教育计划
”
某种程度的实施和中

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的派出
,

对当时弥漫于中国

的顽固守旧风气是一次沉重打击
,

对西学在中国

的传播起到 了启蒙作用
,

开 中国近代留学运 动的

先河
.

此后
,

1 8 7 5 年有人赴法国留学
,

1 8 7 6年人

有赴德 国学习
,

1 8 7 7 年福建船政局又派 30 名学

生往法国学习船政
,

1 8 9 6 年又开始了向日本派遣

留学生
。

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学运

动
。

留学生从灾难深重的半殖 民地的中国到欧美
、

日本这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
,

不仅学

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

而且痛感 自己祖国的衰败和清朝封建专制的腐朽

反动
,

许多人出国留学的结果不是变为清政府的

奴仆
,

而是成为反清革命的战士
。

近代的许多革命

家
、

政治家
、

思想家
、

文学家
、

科学家都是从 留学

生当中成长起来的
,

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近

代留学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从这种

意义上讲
,

容宏的
“

教育计划
”
并没有完全失败

。

但是
,

容阂的留学生
“

教育计划
”
也有它的局

限性
。

其一
,

它具有空想性
。

容阂
“
教育计划

”
的目

的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
,

使中国强盛起来
.

但是
,

在当时中国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外有资

本主义列强的蚕食晾吞
,

内有封建专制的严密控

制
,

单靠兴办新式的留学教育是不可能达到民族

独立
、

民主自由和祖国腾飞的
。

因而
,

这一
“
教育

计划
”
具有空想性

。

其二
,

对西学与中学的矛盾关系处理失当
.

我

们知道
,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很大的自身继承性和

很大的稳定性
,

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
。

容阂由于 自少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

育
,

又长期在美国生活
,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

少
,

所以他没有把西学与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很

好地有机结合起来
.

这样
,

西学枪入中国
,

其影响

也必然有限
。

然而
,

瑕不掩瑜
,

容阂的
“

教育计划
”
虽然有

它的局限性
,

并且中途夭折了
,

但无论如何
,

近代

中国的留学 生教育
,

是由容阂披荆斩棘开创出来

的
.

正如 《近代中国 留学史 》一书的作者舒新城所

指出的
: “

无容阂
,

虽不能说一定无留学生
,

即有
,

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且 派遣的方式
,

也许是另一个

样子
,

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
,

不可不先知容阂
. ”

事

实确实是这 样
,

容阂在一百多年前为
“

改造和复兴

中国
” ,

敢于冲击封建统治者长期延续的思想上的

闭关政策
,

主张通过派遣留学生
,

学习西方
,

培养

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文化科技 人才
,

这是难能

可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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