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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容闺是
“

留学生之父
” 。

本文通过解读《西学东渐记 》
,

指 出其爱 国思想内容是西学救国
、

教育救国
、

实业救国
、

抵抗外侮

其爱 国思想特征是真诚的
、

实践的
、

与时俱进的
。

在留学教育发展的今天
,

容闺爱 国思想尤需提倡
。

关键词 容闺 《西学东渐记 》 爱 国思想

“

兼济天下
, '

是一种胸怀和抱负更是一种行动
。

一个半世纪之 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

故欲述留学之澜源 不可不先知容

前 国家不幸 同时 池造就了一批为中华之崛起而百折不挠的志 闲
” 团

一 。

尽管由于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冲突
、

容闲与洋

士
。

容闲 是其中佼佼可书者 他是
“

以中国人而毕业于 务派宗旨和立场的迥异注定了留学事务所的终局 但向西方求索救

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
, '

第一人 促成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学运动
,

国出路的风气已开 从此意义上讲 容闲所倡留学教育是大获成功

被誉为
“

留学生之父
, ' 。

容闲毕生
“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 的 不特当时人如唐绍仪
、

詹天佑
、

唐国安
、

梁敦彦等鼓舞于近代社

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隅 为最终事业
、

追求
,

以实际行动途释了 会 而于今日留学界亦可谓其
“

手植桃李
、

欣欣向荣
, '

叮气

“

达则兼济天下
”

这一人生哲学
。

此外 容闲还积极倡导设立专门学校以培养人才
。

在太平天国

《西学东渐记 》是容闲的自传 是解读其人的重要资料
。

其中记 考察时期 他向干王献言七事 其中四条即与教育相关 并坦言
“

倘

载了作者大部分经历及主要思想
。

为了使
“

老大中国
”

一跃为
“

少年 不以为迂缓 而采纳予言 愿为马前走卒
, ' 口州

。

足见教育救国思想在

新中国
”

他屡挫屡战 推究其奋发之根源 无外乎书中俯仰旨是的 容闲心中的分量
。

在筹划江南制造总局时 容闲劝曾国藩立兵工学

爱国思想
。

本文将从容闲爱国思想的内容
、

特点等方面进行探讨
。

校 幸得以实行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工程师
。

一
、

容闲爱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三 实业救国
。

相较教育救国思想 容闲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含

容闲对祖国赤诚的爱散布于 《西学东渐记 》的字里行间 可以暂 蓄的 段有明白提出 甚至他在从事茶叶贸易时曾言
“

仅仅贸迁有

将其归为如下四个方面
。

需要说明的是
“

西学救国
”

同
“

教育救国
”

是 无 事业终等于捞月
” 口脚 但从容闲的每次为国建言献策以及毕生

两个相互区别
、

有联系的提法 前者侧重的是改造国家的根本观念 的活动来看 他的实业救国思想又是无处不在的
。

无论是为清政府

而后者指的是人才培养方式
。

还是为太平天国 容闲提出的救国方略中旨有
“

设立银行
”

一条
。

当

第一 西学救国
。

晚清之际 肚会腐朽 万马齐暗而无新鲜活泼 时列强通过垄断中国的借货权益和海关控制权 掌握了中国的经济

之气
。

适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欣欣向荣
。

在政治
、

军事冲突中
,

命脉 从而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
。

容闲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慎重考虑
,

清政府屡遭败绩
。

中国有识之士 如林则徐
、

魏源等开眼看世界 欲 提出设立
“

国家银行
, '

其建议是切中要害的
。

可惜不是未逢时机便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 。

而第一个真正走出国门
,

以主动姿态迎接西方 是为封建势力所阻挠 最终流于失败
。

文明并致力于传播的正是容闲 他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 从同西方 另外 容闲在经商贩茶过程中认识到 西方机器的骤然输入
“

不

文明 率先打破华夷观念 倡导
“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 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 且于将来全国之经济
、

实业
、

政治上
,

旨有莫

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 。

所谓
“

学术
”

涵盖够多 涉及政治
、

经济
、

文 大影响也
, ' 口训

。

所以
,

当曾国藩询问中国
“

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
,

旧寸
,

化
、

制度诸领域 此提法标志着先进中国人已从对西方器物的追求 容闲除揣度其意外 胸中实早有谋划
。

此后 他曾赴美国购置机器
,

转为对意识形态变革的要求 突破了洋务派
“

中体西用
”

的局限
。

尽 中国最早的军工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即建立在此基础上
。

同

管其中不乏全盘西化的意味 但在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 时 他对国家海运情形亦十分关注 从为
“

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

情境下 其思想是积极进步的
。

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亦在很大程 涉 得完全行使其主权 则扬子江开浚后 其利益实未可限量 矛敢

度上因循此路
。

即便是在今天 西学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

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
, ' 口哪

。

鉴于中国遭运业的落

第二 敷育救国
。

容闲在西学救国思想中 提出其实现途径为 后现实 容闲在
“

条陈四则
”

中建议纯粹用华股
“

组织一合资汽船公
“

灌输
, '

也就是指
“

留学计划
” 。

他认为
“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
,

司
”

以为改革 其后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总局即施用此法
。

则当使后予之人
,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 ' ,

并为此积极奔走于社会各 在其他方面 如矿业和铁路业 容闲亦积极谋划并为之奔走 但

界 终获当权洋务派信任
。

自 年始清政府派出四批共计 名 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腐朽和触及德国等列强的利益而终究无法实

幼童陆续赴美就学 容闲于其中备尝艰辛 劝不可没
。

舒新城评价 行
。

虽然容闲的实业救国计划多数未能实现 但其远见卓识和热心
“

无容闲 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
,

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而且 祖国实业之心 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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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抵抗外侮
。

容闲在西方所接受的是自由平等的教育 回国

之后却遭遇了惨痛的现实—
国人缺乏反抗意识 在侵略者面前饱

受欺凌
。

不平则鸣 容闲抵抗外侮之心是坚定的
。

他曾奋不顾身以

拳头回击一身高六尺的无礼苏格兰人
,

其恼怒的原因并非仅为个

人 他认为
“

中国人秉性柔和 … …无意识外人之骄态 暄宾夺主 不

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
”

他坚信 持他日国人咸受教育
“

必有胆力起

而自卫
”
叮气

在调查秘鲁拐卖华工一事上 面对秘鲁专使的虚伪狡辩 容

闲指斥
“

贩卖华工 在澳门为一极寻常之事 矛以数见不鲜
。

此多

数同胞受人凌虐 矛固常目击其惨状
” ,

明白告知
“

予今明白告君
,

君幸毋希望予能助君订此野蛮之条约
二

不惟不能助君 沮 当力阻

总督 劝其勿与秘鲁订约
” 。

容闲秘密拍摄华工背部受鞭答
、

烙印

之影像二十四张
,

以为确凿证据
。

此后 汪凭秘使花言巧语 政府

仍以华工出洋著为禁令
。

甲午海战中国失利 容闲于国外连发两书上陈清廷 规划战事
,

指出要与日本抗战到底 河惜其建议未被清政府采纳
。

年 容

闲至台湾 见总督
、

日人儿玉子爵 儿玉将中国政府指名通缉的恶讯

告知容闲 容闲殊不惊慌 并表示
“

予亦愿为中国而死 死固得其

所
”

儿玉又追问与日本作战的条陈为何人所献 容闲拍胸以告知
“

设将来中国再有类似于此之事实发生 矛仍抱定此宗旨 止类似于

此条陈于中国政府
,

以与日本抵抗也
”

此气节亦令敌人动容 不忍

加害
。

容闲引此为
“

一生最可纪念之事
, '

叮 足见其抵抗外侮的决心

与拳拳爱国之心
。

二
、

容闲爱国思想的特点

纵观 《西学东渐记 》容闲爱国思想的鲜明特征有如下几点
。

第一 从思想的产生上看 容闲的爱国思想是真诚的
。

容闲自幼

家贫 , 岁失估 , 岁辞母远赴大洋彼岸求学
,

身处异域的容闲自

然感受到了文化冲突
。

金钱
、

学业和思想上的压力使他日无余暑
。

每

每在孤灯下 容闲思念母亲 而母亲
、

亲人们却在遥远的中国 厂念

及此 扩
`

中国
”

在容闲的心里就等同于至亲
。

是以 他在身受西方自

由
、

平等教育的同时 深切地为祖国同胞所受的压制而痛苦 在未毕

业之前 容阂便立下西学救国的宏愿
。

回国后 容阂面对的是与所受

文明教育迥然相异的封建社会 两广总督叶铭深的暴行使容闲愤怒

之余更坚定了救国思想—
为全中国谋幸福

,

而非为
“

一姓之兴

废
” 。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容闲为中国的诸项事业弹精竭虑
。

正如吐

伊曲尔氏概括的那样 厂他从头到脚
、

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

的
。

他热爱中国 信赖中国 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 配得上它的

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 ” 即

第二 从思想的存在方式上看 容闲的爱国思想是始终实践的
。

如容闲所言
“

予之生于斯世 月叫卜为喃暇而来 矛之受此教育 尤非

易易
。

则含辛茹苦所得者 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 一旦遇有机

会 能多用我一分学问
,

即多获一分效果 此岂为一人利益计 抑欲

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
即

。

自 年归国至 年第一批幼童派出

之前 容闲一直不辍不馁地奋斗着 他几次调换工作试图进入上流

社会
,

以期留学计划得以实施
。

在等待时机的同时 他曾为太平天国

建言献策 其主张在洪仁环的 《资政新篇 》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

映
。

他又曾试图以经商救国 经遭遇匪徒后 告一段落
。

后得遇曾国

藩 受其委派赴美购置机器
。

在此期间 他还翻译了哥尔弥的 《地文

学 》
、

派森的 《契约论 》
,

以为
“

此书与中国甚有用也
” 口俩

。

其后 容闲

终于获得了洋务派支持 窟派留学得以施行
。

与此同时 容闲的救国

实践仍在继续 他不仅尽心尽力地经理留学事务所
,

同时又赴秘鲁

调查华工事件 保护国人免受欺侮
。

他从美国购置加林炮以期加强

中国军备
。

在留学事务所被裁撒以后 容闲依然实践着他的救国思

想 他上书给清政府请求禁断鸦片 维护国人身心健康
。

在未遇理睬

之后 适逢丧妻之痛 容闲灰心回到美国抚育幼子
。

而即便在国外
,

他依旧为祖国心忧
,

甲午战争中国败绩令 岁的容闲奋不顾身回

国向张之洞面陈维新之法 可又一次遭受冷遇
。

此后 他支持康
、

梁

的戊戌变法 庆败以后 汉担任中国国会议长 发表对外 《宣言 》称
“

中华民族依托政治权力源于人民
、

民声乃天声之通则 谨此不再承

认满洲政府为合宜主宰中国之政权
” 团 ,

再后支持孙中山等革命派

…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依旧实践着对祖国的爱 嘱咐两个

儿子回国 为祖国效命
。

第三 从思想的发展上看 容闲的爱国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

纵观

容闲一生 支持或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几次重要变革 他审时度势 总

是主动抛弃守旧势力与当时中国先进的革命力量相联系
。

太平天国

运动时期 他身入内部考察 虽建言七事 但拒绝了环王所赐的
“

义
”

爵 他认为 中国爆发农民革命的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汰平

军上层道德趋于败坏 不层官兵多为流民 无法成事
。

继而 他转向

了清政府当权的洋务派并与之打了二十余年的交道 其间他曾购买

机器支持洋务 也曾依靠洋务派实现了官派留学计划 最终因两者

观念和目的不同而分道扬镶
。

在戊戌变法时期 容闲居所几乎成为

维新派的会所 厂时间仿照日本建立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

国声音响彻人心 终究 戌戌变法在封建势力的阻挠下失败
。

作者的

自传戛然于此
。

变法失败以后 容闲通过接触孙中山 逐渐认同革命

并与倒退为保皇党的康
、

梁决裂
。

每一次 在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抉

择时 容闲总能准确把握其方向
。

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同他的留学

经历有关 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和平等观念 焙养了容闲卓越的见

识
。

当然其
“

想法
“

因过于
`

超前
'

而影响不大 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

低估 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
”

叽

容闲曾预言
“

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 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 充类

至义之尽 将来世界成为一家 … …
” 口饰 历史不负所望 冷日之世界

已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而中国终至于
“

富强之境
, ' 。

今日中华

大地 思想自由
、

百花齐放 中华传统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 西方文

明正源源不断地引入
。

今天的留学教育正在蓬勃发展 留学生们身

负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集撷西方文化的精髓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

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实在是得惠于
“

留学教育之父
”

开拓性的贡

献
。

容闲身上熠熠生辉的爱国思想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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