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闳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以他的

教育救国计划和实业救国计划，推动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
的发生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他

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来体会他思想发生的变化。
一、思想的深刻性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 出生于广东省香山

县南屏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 岁时被父亲送到澳门马礼

逊学校学习， 后来该学校因经济困难和战争即将爆发停办，
容闳便返家做活补贴家用。 之后重返学校，并于 1847 年随布

朗夫妇赴美留学，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成为第一个毕业

于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次年回国。 八年 的 留 学 生 涯，他 的 所

学、所见、所闻使其思想大为开阔。
首先，我们来看容闳的爱国情怀。 1850 年中学学业完成

后，容闳选择在美国继续求学，但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老师们便想到为他申请有关学 校 为 勤 学 贫 苦 的 学 生 设 立 的

奖学金，前提是他毕业之后必须做传教士。 容闳谢绝了老师

们的建议，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 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

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1]（P28）“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

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 [1]（P29）这几句话道出了容闳期望将自

己所学的知识用于祖国的发展，不因经济利益的诱惑而改变

自己的志向，说明他拥有正直的爱国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之

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之 下，容 闳 顺 利 完 成 自

己的学业。 其次，对其责任担当进行分析。 容闳在外求学期

间，一直心系自己的祖国。 他在自传中写道：“予当修业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P55）由于家乡地

域的特殊环境， 他自幼目睹了入侵者在家乡的侵略罪行；生

活的艰辛，使他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到 美 国 后 又 亲 眼 看 到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文 明 富 强， 容 闳 深 感 祖 国 的 落

后，于是把在美国读书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当成是报国的一种

力量储备。 [2]（P291）由此可见，容闳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并且可以看出他对于教育、知识、国家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有

清醒的认识。“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

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 ”[1]（P40）容闳认为要强国

就必须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学习知识。 在当时以封建传统文

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容闳能够产 生 这 样 的 想 法，可 见

其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
最后，了解容闳的教育追求，来看他思想的深刻性。 回国

之后，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一方面在个人生活方

面附会于本土文化，如易装、学习国文等；另一方面他竭力在

政治生活方面寻求依附，如结识达官或被政府录用，便先后在

司法、海关、商界等处寻求机会，但都碰了壁。 1860 年，容闳造

访太平天国，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包括组织军队、建

立学校、完善制度等。 当时太平天国掌握大权的是洪秀全，他宣

扬拜上帝教，通过革命暴力来推翻清政府实现国家富强，其思

想中存在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因此他并不赞成和接受容闳的建

议。 此外，当时社会处在战乱动荡之中，太平天国内部也不稳

定，缺乏实施这些建议的条件。 这一建议虽未得到进一步落实，
但它应该是容闳教育救国强国和西学东渐思想的延伸。 [3]（P117）

容闳始终怀揣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并不断地探索，体现他

矢志不渝的精神。 1863 年，容闳接到曾国藩幕僚张世贵的一

封信， 信中提到曾国藩听闻容闳的情况， 知其为留学归来人

士，熟悉西方情况，欲请来安庆相见。此时的容闳，考虑到曾国

藩的湘军已攻陷安庆而自己之前又和太平天国有过联系，再

加上张世贵并非十分熟悉之人，遂不愿前往，便以商业繁忙为

理由委婉拒绝。 此后几经周折，容闳决定投奔曾国藩，以免错

失这次有可能帮助其实现教育计划的机会。安庆会晤之后，容

闳了解到曾国藩想要建立西式的机器厂， 其他方面的事宜暂

时没有提及。如果贸然提议自己的教育计划，可能会伤及友人

以及影响以后事业的开展，便将其暂时搁置。这让我们看到了

一方面容闳是个懂策略的人，知退而求进；另一方面，他是个

忠实守信的人，不会背叛朋友。他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为以后

他教育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见他的高识远见。之

后，容闳便受曾国藩之托出洋购买机器。这批机器的引进推动

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双方在

安庆的会见， 其内容表象似是规划了在中国建立西式机器厂

的步骤与方法， 实质则是关于未来中国近代化宏伟蓝图的总

体设计与构思， 他们共同构想了中国近代化的走势与整体架

构。 [4]（P81）容闳还建议设立兵工学校，招收国内学生，教授他们

相关的知识并进行实践，培养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工程师，从而

拥有独立的机械制造工业，“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

自造之机器,比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1]（P85）一百多年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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闳即有如此培养科技人才、掌握先进技术的真知灼见,可知其

目光之远大,思虑之深邃! [5]（P50）除此之外，他还积极筹办轮船公

司，翻译外国书籍等等，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倾尽自己的力量。
购买机器创办工厂之事结束后，容闳等待时机，于 1868 年向

丁日昌提出自己的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为：“一、中国宜组织一

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

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

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1]（P120-121）其中，最重要的

是第二条。丁日昌将这四条则陈转呈朝廷，但因文祥“丁忧”而

被暂时搁浅。 1870 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使中国蒙受极大羞辱,
也使曾国藩等人意识到学西人之技以自强的重要性。趁此“天

赐”良机，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正式提出了自己怀揣多年

的“留学教育计划”。 [6]（P167）于是便开始落实留学教育计划。 曾

国藩等人先后向朝廷上折请奏派遣留学生，终于在 1872 年 8
月首批幼童出洋留学。 后来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以及美

国正掀起排华恶浪等原因，留美学生被迫全部撤回，至此容闳

的“教育救国”理想破灭。虽然如此，该计划也为国家培养了一

批优秀的人才，如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著名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荃等，他们对于国家近代化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从容闳的教育计划，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培养近

代化的人才作为革除弊政、振兴中国的手段，将培养新式人才

的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样的教育观、人生

观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进一步显示出他思想之深刻。
二、思想的局限性

容闳思想的局限性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思

想的矛盾性。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一直以来接受的

是系统而纯粹的西方教育，推崇的是西方的文化观，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却相当疏远。 回国之后，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但并未

真正融入其中。 容闳对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始终

没办法认识到其优势何在， 所以也无法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来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兼通中西文化方面还有待加强，尤其

难在改造固有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上有所建树。 [7]（P36）此外，容闳

回国后也始终缺乏一种群体感， 他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利用

时机，依靠体制内的关系和人物，向掌握权力的人建议主张。
他虽然目睹了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以及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但是他为了留学计划，先后与他们进行密切交往。如造访太平

天国，向干王洪仁玕提出振兴太平天国的建议，但是没有被采

纳。 直到遇见曾国藩，理想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是，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只是看重容闳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打算重用他。容

闳的这种成长和留学经历， 决定了他走的是一条与传统中国

人截然不同的路，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想努力挤进

自己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而自身的文化背景却又不被接受，这

也导致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性。
其次，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由于容闳独特的成长以及留学

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完全照搬西方模

式来改造中国，忽略了国内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从他关于振

兴太平天国的几条建议未被采纳的原因来进行简单说明。 一

方面，容闳的建议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文化色彩，这对于农民

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来说，未免过于激烈。农民

阶 级 的 局 限 性 和 落 后 性 使 他 们 排 斥 西 方 的 资 本 主 义 文 化 。
1859 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外交等方面，也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同样未被采纳。
这说明容闳并未深刻了解太平天国的性质， 没有充分意识到

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 另一方面，1856 年爆发的天京事件，使

太平天国的内部力量大为削弱，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 到

1860 年，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

义军，使其面临着中外势力的双重压迫。战争削弱了太平天国

的实力，也导致国内社会一片混乱，根本没有实施该建议的社

会条件。容闳对于国情还是缺乏充分的认识，其救国的理想固

然美好，但却与现实脱节。
最后，识人之道的偏见。 论起识人之道，恐怕无人能及曾

国藩。 曾国藩和容闳的初次见面情形“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

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 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

顶及踵，仔细掂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 最后乃双眸炯

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 [1]（P98-99）曾国藩每次

接见幕客，注视很长时间，后记其优劣，从没有差错。相比曾国

藩，容闳在识人之道上主观感情色彩比较浓厚。在派遣幼童出

洋留学这件事情上，除了曾国藩的努力之外，李鸿章也有很大

的贡献，但对于他们的评价却不尽相同。如关于曾国藩，他说：
“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1]（P98）对于李鸿章，
他说：“其为人感情用事， 喜怒无常； 行事好变迁， 无一定宗

旨”。 [3]（P13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容闳对于曾国藩充满了崇拜

之情，而对于李鸿章只看到了他性格中的缺陷，忽略了他在落

实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上所做出的努力， 也没有看到李鸿章

在推动中国晚晴社会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 容闳在评价相关

人物上的自我偏见，显示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容闳思想的深刻性与局限性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它

们共同构成了其完整而复杂的思想体系， 从而使我们更加客

观地去看待和认识容闳。 我们既要肯定他努力实践幼童留学

教育计划以及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发展， 又要敢于正视他

思想中存在的缺陷，还原真实的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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