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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容阂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泳吓宇 青

中国近代 史
,

是落后
、

挨打的历史
,

这在现代国人的心灵中还蒙着 阴影
。

然而
,

我

们还应该看到近代史的另一面
:

中国人在落后挨打中
,

不得不把那顶
“

天朝大国的帽子

摘掉
,

不得不向西方学习
,

引进西方的文化
,

并努力使 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

在 这个

过程中
,

涌现了一大批向西方学习并致州了于中国近代化的有识之
一

上
,

象龚 自珍
、

魏源
、

冯桂芬
、

王韬
、

薛福成
.

严
_

(乏
、

康有为
,

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
。

在我们谈到努力向西方

学 习
,

并努力使 巾国走向近代化的 人
’

勺 lJ
,

不应该忘记另一个人
,

那就是容阂
。

容阂
,

字纯甫
,

广东香山 ( 今中山 ) 人
,

15 25年生 于澳门
,

1 8 4 7年赴美留学
,

18 5 4

年以耶鲁大学毕业灼第一个 中国留学生 的身份 回国
,

怀抱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 输 于 中

国
,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引自 《 西学东渐记 》
,

以下 凡未注 明出处的引文
,

均见此书
。

) 的伟大理想
,

开始了他的改造 中国
,

使 中国走向近代化道路的艰难生涯
。

可以说
,

容闭 是近代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创始人
.

( 范文 澜 《 中 国 近 代 史 》 上

册 ) 他的一生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
,

卷 /
、

了太平天 国
、

洋务运

动
、

维新运动和某些反清武装斗争
.

19 0 2年因清政府严
一

令通辑
,

被迫逃往美 国避难
,

19

12 年客死美国
。

容氏作为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

始终没有突破改良主义境界
。

而清末中国的一切近代化

事业
,

却都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洋务派和改良派办过的种种
“

新政
”

中
,

几乎都

注有他作为设计师的心血
。

他的一生
,

是 第 一 代 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中国近

代化而努力的一生
,

值得后人纪念
。

太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容氏在推进 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

一
、

努力促成西学东渐

中国的近代化
,

并不等于西方化
,

但在刚一开始近代化的过程 中
,

却是与学习西方

文明紧密相关的
。

中国放弃
“

夜 郎自大
”

的观念和封闭的 内倾性质的民族性格
,

并走向

近代化的过程是与西学东渐的影响分不开的
.

而容 i习则是促成西学东渐的杰出代表
。

容阂在西学东渐中的历史地位是公认的
。

1 9 15 年
,

浑铁樵和徐凤石把容阂用英文写成

的回忆录 《 M y L i fe in C h i n a a n d A m e r i c a 》 节译成中文
,

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
,

取了个 《 西学东渐记 》 的书名
,

显然
,

这个书名并不忠实原 文
,

却一直没有什么 人提出异

议
,

就可说明问题
。



容田大力推进西学东渐
,

而其术身之所 以能于早年入学
,

井赴美留学
,

就是西学东

渐的结果
。

在努力推进中国近 代 化 的 i止程 中
,

容而五护
, L的限光是放在教育上

.

教育

是国家的根本大计
,

容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认识到
’

r 这一点
, “

知识就是力量
”

这句名

言
,

也在他脑中生根
。

他在 《 西学东渐记 》 中写道 : “ 止

卜意以为
,

子之一身既受此文明

之教育
,

则当使后予之人
, 。
丫享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中国 日趋

文 明富强教育之境
” .

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

使他立志要为发展中国近

代教育而努力
。

而容田在促成西学东渐方面的主要功绩
,

就是实施他的教育 计划
。

教育

计划的实施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性一步
。

他也认为
, “

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
,

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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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容田的教育计划是在他向清政府上的条陈中提出来 的
。

主要内容有
“

一
、

组织一合

资汽船公司
; 二

、

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
; 三

、

开发矿产
,

以尽地利
; 四

、

禁止外

国教会干涉中国的内政
。

这个条陈涉及到除教育以外的其它方面的一些主张
,

但容氏认

为
, “

此条之第一
、

三
、 、

四特假以为陪衬
,

眼光所注望其必成者
,

自在第二条
” 。

容

阂把选派青年出国留学
,

为政府
、

国家培育人才
,

作为主要的事情来对待
,

是 有 原 因

的
.

他在美留学期间
,

看到科技的发展与运用
,

给美国社会带来了 日新 月异的变化
,

认

为都是文明的力度 与作用
,

而改变巾国
“

国民身受无限痛苦
、

无 限压制
” ,

政 治
、

经

济
、

文化落后之状
,

只有一个办法
,

就是发展教育
,

造就千百个像 他那样留学知识分子
, “

以

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中国
,

使巾国 门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由他们担 当起改变中国落后

的运命
。

为此
,

他建议
:

先以一百 二十名留学生作为实验
,

舟年派三十人
,

四年完成
,

十二至十 四岁的男孩学习十五年
; 派几个汉语教习为学生教汉文

,

在美国设立留美事务所

设正 副隐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 从海关 收
/

)、 中指拨一定的经费
。

经过容阂颇费周折

的努力
,

这个计划终于实现了
.

从 18 7 2年到 18 7 5年
,

先 后四批百二十名学生
,

全 部 赴

美
。

这在我国教育史上
,

由政府正式向外派留学生
,

尚属首次
。

而
“

政有之所 以 有 此

举
,

则完全于容固一 人之力
” .

( 舒新城
: 《 近代中国留学史 》 第一章

。

)

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

学习西方科技
,

发展社会经济
,

对封建的传统旧学和根深蒂固

的封建愚昧统治是一次剧烈的冲击
,

这一举动也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 制 度 的 挑

战
.

清廷中的顽 固派
,

不仅竭力反对选派青年出国留学
,

而且对 留学生造谣 中伤
,

胡说

留学外 洋是
“

离经叛道之举
” , “

他 日纵能学 回国
,

非特无益于国家
,

亦且有 害 于 社

会
” 。

由于顽 固派的反对和破坏
,

容氏据理力争
,

也终无效
,

留学生于 18 8] 年分三批回

国
,

留学生的学业半途而废
.

留学事务所亦同时撤销
。

容 氏筹划
、

实施多年的留学计划

就此 天折
。

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在 当时对此发出感慨
:

全 数遣回
,

甚为可惜
,

既 已肄业

八九年
,

算学文理 极佳
,

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
,

分别入大学堂
,

各习一艺
,

不过加 四

年工夫
,

必有可观
,

何至浅尝辄止
,

贻讥中外
” 。

( 舒新城
:

公中国近代教育史 资料 》

下册
,

)

容旧促成的这项前所未有的留学生计划
,

级然天折
,

学生学业未竟
,

但他们毕竟受过

近代新教育
,

掌握
一

-J 一定的近代科学知识
,

成为不同于封 建主义书蠢的
“

可用之才
” .

因此
,

他们 回国后对推动我国的近代社会政治
、

经济生活的变动发挥 了一定作用
。

这一

百二十名留美学生 中
,

出现了一些著名人物
;
如中国铁路工程之父詹天 佑

,

第一次不假



外力
,

修成了京张铁路
;
吴应科在申午海战中表现英勇

,

获得了
“

巴图鲁
“

的 荣 誉 称

号
; 蔡廷干所译的唐诗

,

即 《 C h i n e s e p o e n : i n E n g l i s h R h y m e 》 一书
,

至今 仍

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
; 梁敦彦在清末 当了外务部尚书

;
唐绍仪在 民国初年 曾任国务总

李鸿章在 当时也认为
: “

中国选募学生
,

肄 习西学以图 自强
,

实为 目前 当务之急
,

值此

理 ; ……
。

李鸿章在 当时也认为
:

中国选幕学生
,

肄习西学以 国自强
,

实为目前 当务之急
,

值此风气初开
,

确有成效
” 。 “

选 募学生 出洋肄业西学
,

培养人才
,

实为中国 自 强 根

本
” .

( 《 洋务运动 》 )
。

后来清政府把派遣 留学生定为国策
,

作为挽救其腐朽政权的一种手段
.

爱 国青年
,

也把 留学 当做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途径
,

纷纷泛海远游
,

出国留学
,

成为不可抗拒的时

代潮流
,

掀起了向外国学习灼热潮
,

这对于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和理论
,

培养大批优秀人

才
,

促进中国近代化有着 巨大影响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留学热潮的蓬勃兴起
,

推 其

源
,

容阂首倡其例
,

当年披荆斩棘之功
,

自然应受到称颂
。

二
、

实业救国理想的实施

容田探索中国近代化的另一途径
,

就是走工业近代化的道路
.

他为工业近代化的努

力
,

主要表现在他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建成
,

这件事和他促成派遣百二十名学生 出国

并称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两件事
。

容田在国内并无显赫的社会地位
,

要实现他的改造中国的理想
,

在 当时十分顽 固保

守的中国社会
,

并非 一桩易事
.

他试图在中国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寻找最有利的和比较通

畅的途径
,

即
“

识达官
,

以行其志
” 、

《 西学东渐记 》 中记述了他与曾国藩
、

丁 日昌等洋

务派官僚相识的经衍
。

容阂能和洋务派官僚建立关系
,

是由于有李善兰
、

华衡芳等科技家

的推荐
。

在与 曾
、

丁等人接触后
,

容氏对洋务运动抱着积极态度
,

并为之作了一定程度

的努力
。

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途径
,

可以变贫穷落后之中国为

文明富强之新中国
。

虽然洋务派发功洋务运功实质上只是
“

盗取西法之虚声
,

而沿中土

之实弊
”

( 严复语
,

见 《 救亡决 沦 》 )
,

只是利用西方的一些技术皮毛
,

以维护封建专

制统治
,

根本无意于近代化
,

但在 客观上
,

中国近代化还是由此迈开了艰难的步履
,

这

与容闭的努力相关
.

1 8 6 3年
,

两江总督曾国藩计划建达一
“

西式 口L器 厂
”

(兵工厂 )
,

并向欧美购买大批

设备
,

此时
,

容田成为办理购买设备事宜的合适人选
。

容阂企图以此为契机
,

为 资本主义

近代化开辟道路
,

从而提出了建设中国
“

机械化体东
”

的方案
。

他认为
, “

中国今 日欲

建设机器厂
,

必以先立普遍基础为主
,

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 ( 指制造枪炮 )
。

所谓立

普遍基础者
,

无它
,

即由此厂可造出矛}
,

种分 j
一 ` ,

更由分 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 械
.

简 言

之
,

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

以 立一切制造厂之 基础也
。 ”

显然
,

客阂意图通过购

买西方的机器设备
,

为全面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打下底子
。

容了出 色地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任务
,

从而促成了近代 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兵工 J
一 ,

即

江南制造总局在 1 8 6 5一 1867 年的全部建成
.

此局还附设
“

兵工学校
” ,

专门培养本国工

程技术人员
,

以摆脱对于外国的依赖
; 又附设翻译馆

,

广延中外科技家
,

翻译西方科技



书籍
,

引进西方科技成果
,

以改进中国的生产技术
.

这些属于近代化范畴的措施
,

几乎都

是容田建议之下
,

由曾国藩
、

李鸿章等
“

达官
”

奏明清政府实行的
。

容旧对于近代化的

努力和推进
,

其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

我们能不能以容田和曾
、

李有关
,

参与洋务运动
,

就说他属于洋务派呢 ? 我认为
,

这是

不妥当的
,

因为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行动上看
,

容阂和洋务派格格不入
。

洋务派办洋务是本

着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
,

以维护飘摇于风雨中的清政府为 目的
。

而容田不仅

要以
“

西学
”

力用
,

而且还力图按照西方摸式来改造中国
,

他所提倡的西学并非仅 指物

质范围的先进技术
,

还涉及到资本主义的政治
、

经济
、

法律和文化思想
。

这突出地反映

出其思想的先 进性
,

其目的是把封建 的中国改造 成资木主义的中国
。

容田作为一个近代

的知识分子
,

经济 上的不独立
,

导致其人格上的依赖性
,

导致其对洋务派官僚的妥协性
。

“

为 了实现他个人改造中国的计划
,

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容而也不得不走
“

识达官行其
’

志
”

的一条曲折道路
,

但不能就此说容田属于洋务派
。

容阂在接受西方文明方面是 比较彻底的
,

美国的 《 人权宣言 》 和 《 黑 奴 解 放 宣

言 》 在他心 目中有着至 高 无 尚 的位置
.

然而
,

当他怀着赤子之心 回到中国
,

立志改造

中国之时
,

却是如是之艰
,

国民的劣根性
、

官场的黑暗
、

传统道德的封建性
,

使他无可

奈何
,

要改造 中国
,

只有妥协
,

于妥协之中求发展
.

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

在理想追求和现实努力中的困境而悲哀
.

要实现工业近代化
,

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

单 单发展工业是不行的
,

要真正步入近代

化的轨道
,

还必须有发达的交通
、

雄厚的银行
。

所以容阂在 1 8 9 6年和 18 98 年
,

先后两次

向清政府提出创立国家银行和铁路公司
,

以及建造津镇铁路计划
。

他向清政 府 提 出 条

陈
,

论述修造津镇铁路的必要性
,

认为该铁路
“

为南北往来孔道
,

必宜专筑一路
,

以为

便 民 利 兴 之 图
” .

( 光绪朝 (( 东华录 》 ( 四 )
,

总 4 0 40 页
.

) 这两项计划均由于清廷

的腐败而没有任何结果
, “

尊至太后
,

贱及吏青
,

无一不贿赂
’ ` , “

吾人亡在中国
,

只

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
,

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
” .

容乏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应该 充 分 肯

定
,

但是从他的努力中
,

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

不 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
,

任何发展中

国经济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

三
、

政治上提出民主要求以维新中国

容田在政治上致力于近代民主
,

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

是在他的一系列改造

中国的实践失败之后
.

他介入了太平天国运动
,

介八 了洋务运动
,

实施了他 的 教 育 计

划
,

然而均未果
.

容 氏从这些实际经历中
,

尤其是教育计划的失败
,

认识到
,

要改变中

国落后现状
,

仅仅发展实业
,

改变枚育制度
,

是不可能使祖国达到繁荣富强之境的
,

因

此
, “

中国根本上的变革
,

认为不容稍缓之事
. ”

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
。

要建设近

代化国家
,

教育是重要的
,

发展工业及其抽助性产业是重要的
,

但是
,

若没有政治上的

民主化
,

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
,

改造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施行
,

即使施行了
,

也不可能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产生了劝清朝实行根木变革的想法
,

最后走上

维新道路是必然的结果
,

这一过程 也可认为是容 i习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
。



容田在美国留学期问
,

深受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
, “

颇有归国建造中华之想
” ,

并以

西方政治为标准
, “

专心致志以为之
” .

然而
,

1 8 5 5年他一入国门
,

就接触到两广总督

叶名深镇压天地会起义
,

残杀七万余人的罪恶现实
.

这激起他无比义愤
,

使他痛
一

切封建

专制统治的
、

黑暗
, “

深恶满人之无状
” ,

而
“

许太平天国之举为正 当
” ,

他一度产生
“

欲起

而为 之 ( 指太平天国 ) 响应
”

的念头
.

所以
,

1 8 60 年 1 1月
,

他利用为英商采购丝茶的机

会
,

访问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

借此机会他向千王提出了一个使中国近代化的全面改

革政 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
,

幻想中国及时走上资本王义道路
。

他

表示
, “

倘不以为迁缓
,

而采纳予言
,

愿为马前走卒
”

以遂他
“

维新中国
”

的宿愿
。

容阂此时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 国的领袖身上
。

然而
,

当时太平天国已

处于困难阶段
,

对敌武装斗争成为高于一切的 当务之急
,

也由于太平大国的阶级局限
,

致使容阂的建议不可能实行
.

由此
,

他对太平天国的前途严生怀疑
,

认为太平天 国
“

殆

无有造新 中国之能力
” , ”

实未敢信其必成
” .

容闭对太平天国的建议米能实行
,

而他依靠洋务派实现 中国近代化 的理想
一

也 随 着

教育计划的失败而破灭
。

中 日甲午海战强加 于中国的悲惨命运
,

虽然使他 幻想游说后期

洋务派首领张之洞
,

负责起挽救 民族危机的使命
,

但徒劳无功
。

这些都促使他认识到
,

“

中国根本上的变革
”

即实行政治上的革命
,

已成为
“

不容稍缓之事
” 。

为 了解决祖国

的存亡问题
,

使他加入到了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 当中
。

容阂对光绪帝寄予无穷的希望
,

期待这个年轻君主能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 主 义 改

革
,

以实现 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

他说
: “

光绪当亲政后
,

颇思革新庶政
,

其

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
,

足使京 内外人士 注意
,

如北斗之见于天空
,

人人咸为 引领
。

… …

其聪明睿智
,

洞悉治理
,

实为 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王也
。 ”

这里对
一

光绪帝的称赞有些

夸大
,

却可说明吝 氏希望通过光绪以 实现立宪的理想
。

戊戌政变时
,

容阂因 曾将其在京寓所供给维新人士作为会议场所
,

而被认为有
“

隐

匿维新党人之嫌
” ,

不得不逃出京城
,

先赴上海而后转香港避难
。

当在上海时
,

他仍热心

变法维新事业
,

慨然纠合同志
,

发展组织
“

中国强学会
” ,

并 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

1 9 0 0年
,

容阂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
“

张园国会
” ,

与会者有各地维新代表人物数百

人
,

公推容田为会长
。

他还为 自立会起 义
一

坦草了英文对 外宣言
,

其大意是
: “

决定不承

认满州政府有统治甲 国之权
,

政权必将史始
,

以谋人 民之乐利
,

以 伸张乐利于全世界
,

端

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
,

以立先自 出之政治权利与之人 民
。 ”

( 参见 《 唐才

常烈士年谱 》
,

中华书局 1 9阳年版
、

P 2 7 7
。

) 1 902 年他还 参与了
“

人明顺天 国
”

起 义

即
”

壬寅广州起义
”

前的秘密活动
。

这些都证明容阂 巳从竭力 于 中国近代化经济建 设转入

政 治斗争的行列
,

他的政治立场已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开始从思想
_

上和满清政府 决裂
。

容田的这种
“

叛逆
”

行 动
,

被清政府认为是
“

谋乱之头 目
” ,

应予就地
“

正 法
”

( 光绪朝 (( 东 华录 》 ` 四 )
,

总 4 5 7 4页
。

) 1 90 2年
,

容而不得不去美避难
,

以到终老
。

就是到了美国以后
,

他仍然关 注着祖国的一切变化
,

其爱 国之情未减
,

希望中国走

向一个政 治上 民主化
、

经济上现代化的理想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
。

一个被清政府抛弃 了

的爱 国知识分子
,

虽身在 国外
,

然而仍关心着国家
、

民族的命运
,

关心着国家
、

民族的

振兴
,

这种精神怎能不令人为之感动呢 ?



四
、

结语

容田的一生
,

是悲壮的一生
.

称其为悲
,

是 因为他怀抱改造中国的近代化理想
,

方

图报效祖 国
,

然而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现实
,

导致国民的盲 目排外心理
,

把西学

笼而统之地和殖民者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侵略混为一淡
,

清政府的封建性
、

腐朽性
,

也

为近代化的传播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
,

只能产生令这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失望的结果
:

他

一生满腔激情
,

最后却落个避难于美
,

并客死于美的悲惨结局 ; 称其为壮
,

因为他的一

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

上 书太平天国
、

参与洋务运动
、

实施教育计划
,

最后加入到

了维新派的行列
,

其思想的历程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提高
,

近代化蓝图的设计与实施无

处不有容氏的影响
。

这些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的变革
,

促进了人们对合理化

的民主政治的追求
,

痛恨违反人性的专制统治和伦理道德
,

为后来的社会革命起到了催

苗助长的作用
.

有人认为容阂一生一事无成的原因
,

就在于他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
,

而一味把

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当权者身上
。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

我们不能单纯地 因为容

阂认为人民群众的无知识
,

就简单地下脱离人 民群众的结论
。

当年容 阂 上 书 太 平军
,

是

他到天京一路上体察民情的结果
.

容阂确实有着
“

识达官
,

行其志
”

的思想
,

但在 当时

落后保守的氛围之下
,

向 当权者作出一定程度 上的妥协
,

是情有可原的
。

一 个近代知识

分子为了使中国近代化
,

却使自己的部分人格受到屈辱
,

仅这一点
,

我们就足 以仰视容

阂了
。

何况
,

我们 评价一个人也不能 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物
。

容泥所献身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
,

这在 当时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
。

近代知

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

在容闲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
:

改造中国
,

发展中国
,

使 ,卜仁花近代

化
,

使 中国走向世界
,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

在那样一 个过渡时期里
,

他充当了急先

锋
.

容阂和其他先进的近代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推 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

在今天
,

我们要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

同样需要干百万个急先锋涌现出来
,

抛弃一切陈旧 观念
,

以

现代人应有的全新姿态 汇 入 到 了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
.

容阂已矣
,

但其精神犹在
。

我觉得容闲为了推进中国近代化而奋斗不息的精神
,

可

以用龚 自珍的一句话来概括
: “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

孰若自改革
。 ”

我们是不是应该

有所启迪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