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

●沈荣国

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占据澳门， 约 在 3000年 前 ， 周 成 王 封 其 弟 叔 虞 于
[3]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成为最先灌输近 唐，后之子孙以地为姓称唐姓。 唐家唐

代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 氏有谱可查的最早始祖是居俊公，字绍

化走廊”。近代以后，“珠澳中西文化 尧 ， 生 于 宋 孝 宗 淳 熙 十 一 年 （ 1184

走廊”孕育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 年），原居于南雄珠玑巷。子英房乾隆

活动，引领近代中国百年留学潮，并孕 四十七年（1782年）修谱主持人十七世

育有南屏容氏、唐家唐氏、北岭徐氏、 祖唐圣霈的序文中说：

梅溪陈氏、南溪薛氏等闻名于世的留学 居俊公我之始祖也，乃宋宰相唐介

家族。其中，唐家湾地区的唐氏家族自 之九代孙……随帝昺播迁来沙涌村马南

19世纪70年代至今，世代皆有子弟留学 保家，居三日，乱益笃，帝昺赴崖门溺

海外，人数众多，影响了近代中国留学 水死，我祖遂留居新会焉。……兆七公

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生子康顺，及长游学东莞，数世以来，

堪称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 流离迁徙迄无定所，康顺公乃抚其子子

英公曰：‘今吾族之未蕃，良由所居之

一、唐家唐氏的历史渊源和澳门 无地，若图吉地莫如香山’，是以五世

祖子英公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影响
来居唐家乡，生六子，长广礼居鸡柏，

次广达居唐家一堡，五广通居唐家五唐家，即今珠海唐家湾，过去指后
[4]环至银坑海湾，今泛指六组至银坑一带 堡，六光润迁东莞，余二房无嗣。

海湾，其中以唐家村为中心。唐家古称 由上可知，咸淳七年（1205年），

“釜涌境”，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 唐族始祖居俊公曾在今唐家湾一带小

时代就有先民在该地区生活。北宋末 住，虽然因政治局势动荡没有留居，即

年，“距香山横山矶（今中山横门）偏 “为避胡妃之祸，有南雄珠巷迁居新
[5]南约百里之釜涌境，海隅有银矿，庶民 会” ，但唐家一带也给他们家族以很深

争赴开采，至有举家迁徙者，皆居于海 的印象，其孙康顺公以之为定居之吉
[1]

边之渍地” 而后人口日众，成为附近区 地，其玄孙子英公在明初来唐家乡，其

域的中心。1930年到1934年间，中山县 后代虽有迁徙变故，但广礼、广通、广

政府曾驻扎于此。建国初期，海岛管理 达三房最终定居在唐家。明嘉靖年间，

处、渔区人民政府、珠海县人民政府、 唐族另一支——由兆九公后人形成的森

珠海人民公社也先后设在唐家。至今， 轩房从外县迁回唐家村，与从新会迁回

唐家湾镇已有户籍人口三万多，其中唐 的兆八公后人组成的豪杰房及子英房汇
[2] [6]家人口近六千， 唐族是该区域的第一大 合，成为唐族三大房， 最终实现“合族

姓。 而居”。

据史载，唐姓是周王朝姬姓之后， 而后，唐家唐族不断发展，逐渐成

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大族。首先，人口益 位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北端的

众。到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单唐家、 唐家湾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家人成

鸡山两村的唐姓人数已经达到两千多 为接受西方文化的急先锋。一方面，唐
[7] 家人通过澳门纷纷出洋海外，在清朝中人。 由于唐族人口的日益增长，本地地

期，就有一些唐族人出洋而未归，实现名由原来的“釜涌境”、“塘家”被改

了由出洋经商到侨居海外的转变。“咸称为唐家。其次，日渐富庶。乾隆元年

丰元年后，唐家人源源而至”旧金山。（1736年），唐家唐氏捐银为始祖居俊

[]而后，唐家唐氏出洋移民的高潮迭公建祠堂，动员了全族的力量，才捐到

起，更多的人扎根海外，其中部分人在二十五两八分银子，一直拖了44年才能

华侨中崭露头角，成为很多地方的华侨建成。而近代之初，唐家唐氏“合族财

领袖。如唐廷植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成为气勃然，胜于前日百倍”。1855年再建

旧金山华人、华商领袖，被选为总董；祠堂时，其中豪富者“寥寥十余人，数

二十世纪出现的重要华侨社团上恭都集日间捐得银一千六百九十两……一人之

善堂的历任主席几乎都是唐家唐氏弟捐溢于昔日合族之捐，多寡悬殊几若霄
[0][8] 子。 另一方面，唐家弟子率先接受并肯壤”。 两相比较，唐家经济实力的增长

定西方新式教育。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不言而喻。而后，随着唐廷枢、唐廷

基督教会在澳门建立教会学校——马礼植、唐廷庚、唐纪常、唐翘卿等唐族买

逊学校，施行与中国传统儒学教育完全办的发迹，唐家唐族的经济实力得到再
[11]

次提升，族产、庙产急剧增长。第三， 不同的新式教育。 该校最初的六个学

人文气氛愈浓。据《唐家村村史》载， 生中有两个是唐家湾地区的人——黄宽

唐家唐族人在清朝以前，只有广礼房的 和唐族森轩房第二十代嫡孙唐廷枢，而

唐毓泰获得崇祯丙子科邑庠生，而近代 后黄胜和唐族森轩房第二十代嫡唐廷
[9] 植、唐廷庚等唐家子弟也陆续进入该校之初有名可查的举人就有五位， 这对于

学习。其中黄宽、黄胜二人于1847年和中国大陆偏远一隅的村落而言是难得

容闳一起随布朗牧师前往美国留学，成的。

为 近 代 中 国 最 早 留 学 美 国 的 学 子 。在唐族获得不断发展的同时，距唐

1850年，黄宽接受香港英商赞助转学苏家湾仅有几十里的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

格兰爱丁堡大学，开近代中国人留学欧据点，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

洲教育之先河。1857年，黄宽获得爱丁教等方面完全按照葡人的社会文化理念

堡大学病理学和解剖学博士学位，成为发生西式化的变革，成为远东第一个初

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博士。步实现近代化的飞地。在澳门社会潜移

长期移民的历史和率先接受新式教默化的影响下，附近的今珠海地区率先

育的经历，尤其是同乡黄宽成功的留学沐浴欧风美雨，得以直接接触天文、地

生涯，使唐家湾地区的人能比较早的彻理、数学、兵法、火器、物理、医学、

底打消对西方文化的疑虑，并涌动出前绘画、音乐、建筑艺术等西方新式事

往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意识，为唐物，并由此传入中国其他各地。这样，

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澳门及珠海地区形成了最先灌输近代西

的条件。正因如此，今唐家唐族豪杰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化走

第二十三代裔孙唐有淦先生在回答央视廊”。

<<<人杰风华 人杰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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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意识，为唐物，并由此传入中国其他各地。这样，

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澳门及珠海地区形成了最先灌输近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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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劲草提问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 后只是接受了美国中等教育，只有唐绍

“在康熙朝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有人 仪和唐国安两人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哥

通过澳门，到外洋去谋生去，这些人到 伦比亚大学，不过也没有完成大学学

美国留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是 业。尽管如此，在留美幼童中也属少
[12] 见。很稀罕。” 。

（二）初步发展——早期唐家唐氏

华侨子弟的留学教育二、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历史轨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门托河迹

谷发现黄金，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淘金热

和移民潮，大量唐家唐氏子弟携妇带唐家唐氏的留学历程发端于唐氏留

子，远赴海外谋求生计，甚至定居在国美幼童派遣，继之以唐氏买办家庭子弟

外各地。他们的子女因地制宜，在所侨留学海外，他们共同构成第一代唐氏留

居地区接受教育。这些早期在海外接受学 人 的 主 体 。 20世 纪 以 后 ， 他 们 的 后

教育的唐氏华侨子弟以唐雄和唐球为代人，尤其是唐氏留美幼童后人的陆续出

表。国，推动唐氏留学大潮走向高涨。清末

1876年，即第四批留美幼童出国的少量的唐氏留日学人的出现则为这个大

第二年，唐家唐族子英房第二十三传裔潮推波助澜，共同书写唐家唐氏留学人

孙唐益善见本乡有人去金山淘金，便携的历史篇章。

带妻儿赴檀香山。在那里先是开垦了大（一）开端——唐氏幼童留美

片荒地，后来又经营农牧场和商业，渐近代之初，唐廷植、唐廷枢、唐廷

有 成 就 。 他 的 独 生 儿 子 唐 雄庚三兄弟在马礼逊教育会学校读书时，

(1865—1958，族名谦光)随之进入英国与南屏子弟容闳同学，且相善，其后在

教会在当地创立的“埃奥兰尼”学校学很长的时间内与容闳在事业上互相支
[13]

习。 六年后，即1882年，另一个唐家持，结为终生挚友。19世纪70年代，容闳

唐氏子弟、13岁的唐球(1869—1948，字的留学计划得到清王朝首肯准备实施

宗维)也随父来到檀香山，在圣蕾中学读时，唐氏兄弟已经成为名闻上海滩的买

书。但学业未竟便迫于生计与同乡卓海办，他们曾在多方面给容闳留学计划的

军开设雪茄店。后来，唐球与另一个同实施以极大的帮助。当容闳面对招生的

乡创办明伦中学，为当地华侨子弟求学困难时，他们利用自己在家乡的威望，
[14]

提供方便。先后推荐唐国安、唐元湛、唐致尧、唐

与官派留美幼童不同，早期唐家唐绍仪、唐荣俊、唐荣浩等6名唐族弟子随

氏华侨子弟接受海外教育的经费主要依容闳出洋，开启唐家唐氏的留学历程。

靠唐氏华侨家庭支持。因为当时唐氏华对于这些唐家唐氏幼童，从数量上

侨经济实力尚弱，这些唐氏子弟所接受说，占留美幼童总数的5%、珠海籍幼童

的教育水平较唐氏留美幼童偏低，多限的四分之一，创一时之神话。从时间上

于中等教育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与唐看，平均分布在后三批中，其中唐国安

氏留美幼童一道成为唐家唐氏留学的两和唐元湛是第二批幼童，唐绍仪和唐致

大源头，是唐家唐氏留学教育初步发展尧是第三批幼童，唐荣浩和唐荣俊是第

的表现。四批幼童。从质量上看，受留美幼童事

（三）持续发展——唐翘卿催生唐业中途夭折的影响，大多数唐氏幼童最

家唐氏自费留学教育的开端 童，是唐家唐氏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重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 要体现。

字国泰，是唐家唐族豪杰房二十二代裔 （四）高潮——世纪之交的百花齐

孙。幼年由于家境贫困，唐翘卿只读了 放

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少年时到上海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家唐氏子弟

茶庄当学徒，认识了当时在海关工作的 基本上参与当时所有官费留学教育活

同乡祖叔唐廷枢，在他那里学习英语和 动，唐氏幼童子女开始迈着父辈的足迹

日常商务活动的知识。而后经过十余年 自费留学国外，留学国度由美国一家发

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 展到美日欧三足鼎立，唐家唐氏留学教

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他不仅熟 育百花齐放，进入高潮阶段。

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被行内 19世纪末，中国在中日鸦片战争的

人称为“老行尊”。1919年，面对英国 惨败催动了中国留日教育的出现，清政

垄断中国市场，大量倾销茶叶的形势， 府主动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驻

唐翘卿将分散经营的传统茶栈合并，组 日公使裕庚采纳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

建“华茶有限公司”，使民族制茶叶不 的建议，派驻横滨领事吕贤笙赴上海、

仅击退英商的倾销，而且远销海外，基 苏州一带招募唐家唐族子弟唐宝锷等

本垄断了欧美市场，打了一场漂亮的商 13名学生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正式向

战，唐翘卿因此被誉为“中国茶商中的 日 本 派 遣 留 学 生 的 开 始 。 唐 宝 锷

拿破仑”。 (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锋（秀

唐翘卿特别重视唐家唐氏子弟的教 丰），唐族子英房第二十一传裔孙。唐

育问题，曾出资建立“翘卿私塾”，延 宝锷自幼享受传统的儒学教育，1896年

请名师宿儒教授经文，凡本房子弟，免 初回乡考取秀才。这时正值清廷总理各

交学杂费和书费。对于他自己的孩子， 国事务衙门应驻日公使裕庚的奏议，首

则鼓励并支持留学国外。唐翘卿先后有 次选派留日学生。18岁的唐宝锷应试入

子女16人，其中7人夭折，其余9人中有 选，于1896年农历三月派往日本，并顺

4人留学美国，皆有所成就。他们是：十 利通过日本外务省总理府的选拔考试，

一子唐叔璠、十二子唐叔平、十五子唐 成为中国官费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
[16]季瑚、十六子唐季珊。其中十二子唐叔 中最年轻的一位。 到日本后，唐宝锷

平毕业于美国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获 等人进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

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十六子唐季珊习 五郎为他们专门设立的特别班（又称亦

商科，后来出任“华茶有限公司”总经 乐书院，原为嘉纳的私塾）。1899年，

理，成为唐翘卿事业上的继承人，被后 唐宝锷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亦乐书
[15]

人成为茶叶大王。 院，获得嘉纳治五郎以私人身份颁发的
[17]唐翘卿的几个儿子的留学经费来自 毕业文凭。 而后两年，唐宝锷在长崎

国内他个人的资助支持，是唐家唐氏自 做代理副领事。1901年，唐宝锷与戢翼

费留学教育的开端。由于唐翘卿强烈的 翚、胡宗瀛二人进入东京早稻田专门学

教育热心和比较充裕的经济实力，唐氏 校邦交行政科学习国际法。1903年，唐

兄弟都完成了大学学业，甚至获得了硕 宝锷又进入新改制而成立的早稻田大学

士学位，其留学质量要远远高于早期唐 的政治经济部学习。1905年，唐宝锷获

家唐氏华侨子弟的留学教育和唐氏幼 得早稻田大学学士学位，成为最早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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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劲草提问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 后只是接受了美国中等教育，只有唐绍

“在康熙朝的时候，我们这里已经有人 仪和唐国安两人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哥

通过澳门，到外洋去谋生去，这些人到 伦比亚大学，不过也没有完成大学学

美国留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是 业。尽管如此，在留美幼童中也属少
[12] 见。很稀罕。” 。

（二）初步发展——早期唐家唐氏

华侨子弟的留学教育二、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历史轨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门托河迹

谷发现黄金，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淘金热

和移民潮，大量唐家唐氏子弟携妇带唐家唐氏的留学历程发端于唐氏留

子，远赴海外谋求生计，甚至定居在国美幼童派遣，继之以唐氏买办家庭子弟

外各地。他们的子女因地制宜，在所侨留学海外，他们共同构成第一代唐氏留

居地区接受教育。这些早期在海外接受学 人 的 主 体 。 20世 纪 以 后 ， 他 们 的 后

教育的唐氏华侨子弟以唐雄和唐球为代人，尤其是唐氏留美幼童后人的陆续出

表。国，推动唐氏留学大潮走向高涨。清末

1876年，即第四批留美幼童出国的少量的唐氏留日学人的出现则为这个大

第二年，唐家唐族子英房第二十三传裔潮推波助澜，共同书写唐家唐氏留学人

孙唐益善见本乡有人去金山淘金，便携的历史篇章。

带妻儿赴檀香山。在那里先是开垦了大（一）开端——唐氏幼童留美

片荒地，后来又经营农牧场和商业，渐近代之初，唐廷植、唐廷枢、唐廷

有 成 就 。 他 的 独 生 儿 子 唐 雄庚三兄弟在马礼逊教育会学校读书时，

(1865—1958，族名谦光)随之进入英国与南屏子弟容闳同学，且相善，其后在

教会在当地创立的“埃奥兰尼”学校学很长的时间内与容闳在事业上互相支
[13]

习。 六年后，即1882年，另一个唐家持，结为终生挚友。19世纪70年代，容闳

唐氏子弟、13岁的唐球(1869—1948，字的留学计划得到清王朝首肯准备实施

宗维)也随父来到檀香山，在圣蕾中学读时，唐氏兄弟已经成为名闻上海滩的买

书。但学业未竟便迫于生计与同乡卓海办，他们曾在多方面给容闳留学计划的

军开设雪茄店。后来，唐球与另一个同实施以极大的帮助。当容闳面对招生的

乡创办明伦中学，为当地华侨子弟求学困难时，他们利用自己在家乡的威望，
[14]

提供方便。先后推荐唐国安、唐元湛、唐致尧、唐

与官派留美幼童不同，早期唐家唐绍仪、唐荣俊、唐荣浩等6名唐族弟子随

氏华侨子弟接受海外教育的经费主要依容闳出洋，开启唐家唐氏的留学历程。

靠唐氏华侨家庭支持。因为当时唐氏华对于这些唐家唐氏幼童，从数量上

侨经济实力尚弱，这些唐氏子弟所接受说，占留美幼童总数的5%、珠海籍幼童

的教育水平较唐氏留美幼童偏低，多限的四分之一，创一时之神话。从时间上

于中等教育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与唐看，平均分布在后三批中，其中唐国安

氏留美幼童一道成为唐家唐氏留学的两和唐元湛是第二批幼童，唐绍仪和唐致

大源头，是唐家唐氏留学教育初步发展尧是第三批幼童，唐荣浩和唐荣俊是第

的表现。四批幼童。从质量上看，受留美幼童事

（三）持续发展——唐翘卿催生唐业中途夭折的影响，大多数唐氏幼童最

家唐氏自费留学教育的开端 童，是唐家唐氏留学教育持续发展的重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 要体现。

字国泰，是唐家唐族豪杰房二十二代裔 （四）高潮——世纪之交的百花齐

孙。幼年由于家境贫困，唐翘卿只读了 放

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少年时到上海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家唐氏子弟

茶庄当学徒，认识了当时在海关工作的 基本上参与当时所有官费留学教育活

同乡祖叔唐廷枢，在他那里学习英语和 动，唐氏幼童子女开始迈着父辈的足迹

日常商务活动的知识。而后经过十余年 自费留学国外，留学国度由美国一家发

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 展到美日欧三足鼎立，唐家唐氏留学教

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他不仅熟 育百花齐放，进入高潮阶段。

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被行内 19世纪末，中国在中日鸦片战争的

人称为“老行尊”。1919年，面对英国 惨败催动了中国留日教育的出现，清政

垄断中国市场，大量倾销茶叶的形势， 府主动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驻

唐翘卿将分散经营的传统茶栈合并，组 日公使裕庚采纳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

建“华茶有限公司”，使民族制茶叶不 的建议，派驻横滨领事吕贤笙赴上海、

仅击退英商的倾销，而且远销海外，基 苏州一带招募唐家唐族子弟唐宝锷等

本垄断了欧美市场，打了一场漂亮的商 13名学生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正式向

战，唐翘卿因此被誉为“中国茶商中的 日 本 派 遣 留 学 生 的 开 始 。 唐 宝 锷

拿破仑”。 (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锋（秀

唐翘卿特别重视唐家唐氏子弟的教 丰），唐族子英房第二十一传裔孙。唐

育问题，曾出资建立“翘卿私塾”，延 宝锷自幼享受传统的儒学教育，1896年

请名师宿儒教授经文，凡本房子弟，免 初回乡考取秀才。这时正值清廷总理各

交学杂费和书费。对于他自己的孩子， 国事务衙门应驻日公使裕庚的奏议，首

则鼓励并支持留学国外。唐翘卿先后有 次选派留日学生。18岁的唐宝锷应试入

子女16人，其中7人夭折，其余9人中有 选，于1896年农历三月派往日本，并顺

4人留学美国，皆有所成就。他们是：十 利通过日本外务省总理府的选拔考试，

一子唐叔璠、十二子唐叔平、十五子唐 成为中国官费派往日本的第一批留学生
[16]季瑚、十六子唐季珊。其中十二子唐叔 中最年轻的一位。 到日本后，唐宝锷

平毕业于美国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获 等人进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

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十六子唐季珊习 五郎为他们专门设立的特别班（又称亦

商科，后来出任“华茶有限公司”总经 乐书院，原为嘉纳的私塾）。1899年，

理，成为唐翘卿事业上的继承人，被后 唐宝锷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亦乐书
[15]

人成为茶叶大王。 院，获得嘉纳治五郎以私人身份颁发的
[17]唐翘卿的几个儿子的留学经费来自 毕业文凭。 而后两年，唐宝锷在长崎

国内他个人的资助支持，是唐家唐氏自 做代理副领事。1901年，唐宝锷与戢翼

费留学教育的开端。由于唐翘卿强烈的 翚、胡宗瀛二人进入东京早稻田专门学

教育热心和比较充裕的经济实力，唐氏 校邦交行政科学习国际法。1903年，唐

兄弟都完成了大学学业，甚至获得了硕 宝锷又进入新改制而成立的早稻田大学

士学位，其留学质量要远远高于早期唐 的政治经济部学习。1905年，唐宝锷获

家唐氏华侨子弟的留学教育和唐氏幼 得早稻田大学学士学位，成为最早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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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获得日本高校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 考试，并在晚清最后一次殿试中被赐为

一。同年，唐宝锷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第 “农业进士”，实授翰林院编修，以留

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取得了最好成 学生之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翰林进

绩，清政府“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 士。
[18] 清 朝 末 年 ， 庚 款 留 美 教 育 悄 然 兴院检讨” 。

起，当年的唐氏幼童唐绍仪和唐国安鼎20世纪初，唐宝锷的弟弟唐宝潮也

力支持，最终促成这种影响深远的留美前 赴 法 国 学 习 。 唐 宝 潮 ， 字 俊 夫 。

教育顺利成行，唐家唐氏弟子唐悦良也1903年，唐宝潮于上海广方言馆法文班

融汇于这特殊的留学教育中。唐悦良毕业后，在时任津海关道的堂叔唐绍仪

（ 1888—1956），祖 籍 唐 家 ， 生 于 上的引介下，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
[19] 海，幼年丧父，由叔叔唐瑞祺抚养成留学。 1905年7月，经中国公使馆介

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宣绍，由北洋海防局资助，唐宝潮和其他

统元年(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两位同学报考圣西尔军校。其中一人不

学额，以第24名的成绩与梅贻琦、金邦久被召回北京，另一人因学业程度过

正、秉志、王士杰, 胡刚复等人一道，作低，未能通过入学考试。只有唐宝潮被

为清华第一届47名庚款学生之一赴美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系录取，成为“中国留
[21]

留学。 到美国后，唐悦良先入耶鲁大学生之入法国陆军学校之第一人”，也

学 ， 习 教 育 政 治 ， 于 1913年 获 学 士 学是近代中国陆军留学第一人。这一事实

位。旋复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于对于近代留学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1915年获硕士学位。意义，当时也引起巨大影响，以至于
[20] 在唐家唐氏官费留学教育持续发展“法国武事报，曾登其肖像” 。

的同时，昔日唐氏幼童开始鼓动其子女新政期间，广东省招考派往国外的

留学国外，唐氏自费留学教育也获得一留学生，唐家唐氏弟子唐有恒获选被派

定发展。1901年，当年的留美幼童、唐往美国。唐有恒（1884—1958），字少

廷植的养子唐荣俊在长子唐康泰年仅珊，唐族豪杰房第二十二传裔孙。父佩

12岁时，就将他送到苏格兰的尚没有中珊，母黄氏，世代务农。1895年，唐有

国人的格拉斯哥。1904年，唐荣俊不幸恒11岁时他的父亲不幸过世，而后他的

病故，唐康泰为了学业的延续，也忍痛大哥和四哥也相继离世，家计日益贫

没有回国。直到1910年学成后，谢绝痴困。1899年，15岁的唐有恒随二哥一起

情英国女友挽留只身归国。1903年，另到 香 港 ， 进 入 皇 仁 书 院 学 习 英 文 。

一个唐氏幼童唐绍仪把唐荣祚等五个侄1904年 ， 唐 有 恒 考 取 广 东 官 费 留 美 学

子送到美国留学，住在他幼年寄居的哥额，初入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化学，结业

登尔家。这些幼童子女的留学活动是唐后又考入纽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

家唐氏家族留学传统初步形成的表现。1907年，获得农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

（五）成熟——家族留学传统最终该校研究院。1908年，唐有恒获得农科

形成硕士学位，并被选为科学会名誉会员

中华民国建立后，唐家唐氏第一代（博士），晋入“锡格玛·希”研究院

留学人逐渐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人成 为 正 式 会 员 。 1908年 秋 学 成 回 国 。
士，他们力主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1910年，唐有恒参加清朝主持的留学生

和他们当年一样接受国外先进教育，唐 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获得机电学士学

家唐氏第二代留学人因此陆续出国，唐 位。此外，其他父辈没有留学经历的唐

家唐氏留学传统最终形成，唐家唐氏留 家唐氏子弟也跨出国门，到国外学习。

学教育进入稳定成熟期。 如唐立民于1948年8月，平津战役爆发前

唐家唐氏第二代留学人以唐氏留美 夕，远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土木系

幼童子女为主。第二批唐氏留美幼童唐 深造。1949年，唐立民获得结构力学硕

元湛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 士学位，次年又获数学系（数理统计）

潮的影响下，当儿子唐观翼、唐观爵幼 硕士学位，同时参加两项科研。

年时，就把他们送往英国伦敦，从小接

三、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特点受新式教育，而后兄弟两人都进入阿姆

斯特朗维克斯学院（ArmstrongVickersColleg
对于唐家唐氏百年留学教育所产生

e）,获得铁道工程师资格。
的众多唐族留学人，由于材料限制，笔

第三批唐氏留美幼童唐绍仪是唐氏
者无法全面列出，现整理出数十名主要

幼童中成就最大的一个，后来曾出任民
人物的基本情况表1：

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国内外知名的
由上表所显示的唐家唐氏留学人的基

近代闻人。唐绍仪对近代留学教育事业
本情况，可以看到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如

的发展特别热心，在自己子女的教育问
下特点：

题上更是大力支持他们留学海外，他一
首先，规模大。上表所列举的主要

共有4子8女长大成人，其中大多数都有留
唐家唐氏留学人有三十余名，这种规模

学经历。其中长子唐榴(1899-1969)，族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已是相当惊人的，在

名宗辰，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
国内是非常罕见的。何况，唐家唐氏留

外交；四子唐梁（1919-1969），20世纪
学人的实际数量远不只如此，如1903年

30年代由唐绍仪的好友、美国总统胡佛
留学美国的唐绍仪的五个侄子未计算入

资助赴美国留学；六子唐健留学英国，
内。

学习建筑；十二女唐宝珅，留学美国获
其次，支系宽。唐家唐族三房几乎

硕士学位；十三女唐宝珊留学英国受业
都有大量留学人。如唐绍仪是唐族第一

护理学。此外，长女唐宝珠夫婿褚昌年
大房子英房子弟，唐国安是子英房下属

曾由苏格兰籍姑父资助留学英国；五女
广礼房第二十代裔孙、唐宝锷是子英房

唐宝玥夫婿顾维钧于1904年留学美国哥
第二十一代裔孙、唐荣俊是唐族第二大

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后来
房森轩房子弟、唐有恒是唐族第三大房

获得博士学位。可谓满门留学人。
[25]

豪杰房第二十二代裔孙……
其他早期唐家唐氏留学人的后代也

再次，时间长。自19世纪70年代的唐
在父辈的支持或影响下，前往欧美等国

氏幼童开始，唐家唐氏留学教育源源不
学习。1917年，唐宝锷长子唐嘉装留学

断延续百余年。虽然有部分唐家唐族留
日本，后转学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

学后人定居海外成为侨民，但还是有大
最后获得应用化学硕士学位；几乎同 量唐族弟子留居中国。改革开放后，他
时，次子唐嘉袤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们的子孙又踏着他们过去的足迹，走出
1942年，唐悦良的儿子唐统一利用清华 国门，接续百余年的家族留学传统。如
大学休假机会，接受教育部的派遣，前 唐家唐氏唯一庚款留美学人唐悦良的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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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获得日本高校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 考试，并在晚清最后一次殿试中被赐为

一。同年，唐宝锷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第 “农业进士”，实授翰林院编修，以留

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取得了最好成 学生之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翰林进

绩，清政府“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 士。
[18] 清 朝 末 年 ， 庚 款 留 美 教 育 悄 然 兴院检讨” 。

起，当年的唐氏幼童唐绍仪和唐国安鼎20世纪初，唐宝锷的弟弟唐宝潮也

力支持，最终促成这种影响深远的留美前 赴 法 国 学 习 。 唐 宝 潮 ， 字 俊 夫 。

教育顺利成行，唐家唐氏弟子唐悦良也1903年，唐宝潮于上海广方言馆法文班

融汇于这特殊的留学教育中。唐悦良毕业后，在时任津海关道的堂叔唐绍仪

（ 1888—1956），祖 籍 唐 家 ， 生 于 上的引介下，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
[19] 海，幼年丧父，由叔叔唐瑞祺抚养成留学。 1905年7月，经中国公使馆介

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宣绍，由北洋海防局资助，唐宝潮和其他

统元年(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两位同学报考圣西尔军校。其中一人不

学额，以第24名的成绩与梅贻琦、金邦久被召回北京，另一人因学业程度过

正、秉志、王士杰, 胡刚复等人一道，作低，未能通过入学考试。只有唐宝潮被

为清华第一届47名庚款学生之一赴美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系录取，成为“中国留
[21]

留学。 到美国后，唐悦良先入耶鲁大学生之入法国陆军学校之第一人”，也

学 ， 习 教 育 政 治 ， 于 1913年 获 学 士 学是近代中国陆军留学第一人。这一事实

位。旋复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于对于近代留学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1915年获硕士学位。意义，当时也引起巨大影响，以至于
[20] 在唐家唐氏官费留学教育持续发展“法国武事报，曾登其肖像” 。

的同时，昔日唐氏幼童开始鼓动其子女新政期间，广东省招考派往国外的

留学国外，唐氏自费留学教育也获得一留学生，唐家唐氏弟子唐有恒获选被派

定发展。1901年，当年的留美幼童、唐往美国。唐有恒（1884—1958），字少

廷植的养子唐荣俊在长子唐康泰年仅珊，唐族豪杰房第二十二传裔孙。父佩

12岁时，就将他送到苏格兰的尚没有中珊，母黄氏，世代务农。1895年，唐有

国人的格拉斯哥。1904年，唐荣俊不幸恒11岁时他的父亲不幸过世，而后他的

病故，唐康泰为了学业的延续，也忍痛大哥和四哥也相继离世，家计日益贫

没有回国。直到1910年学成后，谢绝痴困。1899年，15岁的唐有恒随二哥一起

情英国女友挽留只身归国。1903年，另到 香 港 ， 进 入 皇 仁 书 院 学 习 英 文 。

一个唐氏幼童唐绍仪把唐荣祚等五个侄1904年 ， 唐 有 恒 考 取 广 东 官 费 留 美 学

子送到美国留学，住在他幼年寄居的哥额，初入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化学，结业

登尔家。这些幼童子女的留学活动是唐后又考入纽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

家唐氏家族留学传统初步形成的表现。1907年，获得农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

（五）成熟——家族留学传统最终该校研究院。1908年，唐有恒获得农科

形成硕士学位，并被选为科学会名誉会员

中华民国建立后，唐家唐氏第一代（博士），晋入“锡格玛·希”研究院

留学人逐渐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人成 为 正 式 会 员 。 1908年 秋 学 成 回 国 。
士，他们力主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1910年，唐有恒参加清朝主持的留学生

和他们当年一样接受国外先进教育，唐 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获得机电学士学

家唐氏第二代留学人因此陆续出国，唐 位。此外，其他父辈没有留学经历的唐

家唐氏留学传统最终形成，唐家唐氏留 家唐氏子弟也跨出国门，到国外学习。

学教育进入稳定成熟期。 如唐立民于1948年8月，平津战役爆发前

唐家唐氏第二代留学人以唐氏留美 夕，远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土木系

幼童子女为主。第二批唐氏留美幼童唐 深造。1949年，唐立民获得结构力学硕

元湛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 士学位，次年又获数学系（数理统计）

潮的影响下，当儿子唐观翼、唐观爵幼 硕士学位，同时参加两项科研。

年时，就把他们送往英国伦敦，从小接

三、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特点受新式教育，而后兄弟两人都进入阿姆

斯特朗维克斯学院（ArmstrongVickersColleg
对于唐家唐氏百年留学教育所产生

e）,获得铁道工程师资格。
的众多唐族留学人，由于材料限制，笔

第三批唐氏留美幼童唐绍仪是唐氏
者无法全面列出，现整理出数十名主要

幼童中成就最大的一个，后来曾出任民
人物的基本情况表1：

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国内外知名的
由上表所显示的唐家唐氏留学人的基

近代闻人。唐绍仪对近代留学教育事业
本情况，可以看到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如

的发展特别热心，在自己子女的教育问
下特点：

题上更是大力支持他们留学海外，他一
首先，规模大。上表所列举的主要

共有4子8女长大成人，其中大多数都有留
唐家唐氏留学人有三十余名，这种规模

学经历。其中长子唐榴(1899-1969)，族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已是相当惊人的，在

名宗辰，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
国内是非常罕见的。何况，唐家唐氏留

外交；四子唐梁（1919-1969），20世纪
学人的实际数量远不只如此，如1903年

30年代由唐绍仪的好友、美国总统胡佛
留学美国的唐绍仪的五个侄子未计算入

资助赴美国留学；六子唐健留学英国，
内。

学习建筑；十二女唐宝珅，留学美国获
其次，支系宽。唐家唐族三房几乎

硕士学位；十三女唐宝珊留学英国受业
都有大量留学人。如唐绍仪是唐族第一

护理学。此外，长女唐宝珠夫婿褚昌年
大房子英房子弟，唐国安是子英房下属

曾由苏格兰籍姑父资助留学英国；五女
广礼房第二十代裔孙、唐宝锷是子英房

唐宝玥夫婿顾维钧于1904年留学美国哥
第二十一代裔孙、唐荣俊是唐族第二大

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后来
房森轩房子弟、唐有恒是唐族第三大房

获得博士学位。可谓满门留学人。
[25]

豪杰房第二十二代裔孙……
其他早期唐家唐氏留学人的后代也

再次，时间长。自19世纪70年代的唐
在父辈的支持或影响下，前往欧美等国

氏幼童开始，唐家唐氏留学教育源源不
学习。1917年，唐宝锷长子唐嘉装留学

断延续百余年。虽然有部分唐家唐族留
日本，后转学美国，进入密西根大学，

学后人定居海外成为侨民，但还是有大
最后获得应用化学硕士学位；几乎同 量唐族弟子留居中国。改革开放后，他
时，次子唐嘉袤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 们的子孙又踏着他们过去的足迹，走出
1942年，唐悦良的儿子唐统一利用清华 国门，接续百余年的家族留学传统。如
大学休假机会，接受教育部的派遣，前 唐家唐氏唯一庚款留美学人唐悦良的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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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唐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远赴 自来水公司，第一次把自来水设备引进

加拿大，进入温莎大学，最后获得生理 中国；唐悦良在北京外交部长期历练，

学博士学位，今天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最后成为外交部常务次长、代部长，在

织副助理总干事。2004年，唐虔女儿唐 “济南惨案”期间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

宛枫又踏上前往加拿大的道路，进入麦 外交工作；唐君铂由黄埔军校走进剑桥

吉尔大学读书，将唐家唐氏留学教育传 大学，于1948年晋升为中将，1949年到

统传承至今。 美国学习火箭技术，成为台湾主要火箭

复次，区域广。笔者整理的三十余 科技专家之一，曾出任台湾国防部供应

名唐家唐氏留学人，分布在美国、欧洲 司令一职……他们的成就和声誉彰显着

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涵括了近代 唐家唐氏留学人良好的留学效益。

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留学区域。其中留学 罕见的规模、宽阔的家族支系、漫

美国的有22人次，留学英国的有5人次， 长的时间、广泛的区域、较好的质量、

留学法国的有1人次，留学日本的3个；此 良好的效益使珠海唐家唐氏教育成为近

外，还有留学加拿大的2人次。这对于单 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唐家

个家族来说是相当广泛的了。 唐氏家族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留学

第五，质量高。唐家唐氏弟子无论 家族。

留学哪个国家和地区，接受的都是系统

的正规西方教育，即便是留学法国和日 四、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历史地
本的唐宝锷、唐宝潮、唐嘉装、唐嘉袤 位
等人大都与留法勤工俭学、留日速成科

等不正规的留学教育无关，而是在世界 唐家唐氏仅以一村落家族之力，支
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和法国陆军学校注 撑着绵延百余年的家族留学教育，在中
册后苦读数年毕业的。除了初期的唐氏 国近代留学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化历程
幼童和早期唐氏华侨子弟没有进入或者 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完成大学学业外，而后的唐家唐氏弟子 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教育——
基本上都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 派遣幼童留美成为清王朝国家定策后，
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获得了硕士和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招生问题。当时的
博士等学位。这相对于近代中国留学教 古老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保守的
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而言是难能可贵 “中国人素重家庭，不愿见其子弟放洋
的。 万里，深入西方不熟之地”，而广大民

最后，效益好。唐家唐氏留学人完 众对“此次政府愿将士庶弟子送往外洋
成学业后，大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留学经 受教育，并且发予家属补助金”的安排
历造就的素质优势，在各自领域干出自 更是闻所未闻，“自不得不造成人民的

[27]己的一番事业，成为领域内的主将，乃 怀疑” ，一开始几乎没人报名。在这
至国内知名人士。如唐国安历经数年的 种情况下，唐家唐氏源源不断地输送6名
磨练后，于清朝末年顺应时代潮流，主 本家子弟到上海，预备留学美国。而且
持早期庚款生的派遣，开创清华基业， 在他们的影响下，唐家湾其他姓氏的少

[26]
“复活和延续”容闳留美教育计划 ， 年弟子梁如浩、蔡廷干、黄有章、卓志
为民初留美教育的高涨奠定了基础；唐 仁、邓桂廷、邓士聪、梁金荣、盛文扬
绍仪在政坛迅速成长，成为清廷对外重 等8人也纷纷随之前往。这样，小小唐家
要交涉首当其冲的要人，中华民国建立 湾派出14名留美幼童，占全部留美幼童
后出任首任国务总理；唐荣俊建立上海 的11%，无疑是最早官派留学教育招生问

[33]题之所以能顺利解决的重要因素。 留学法国，其中军事留学生有46名， 远

19世纪末，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 远超过了1900年前几十年的留法学生总

战败，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欧美教育基 数。

本结束，中国留学教育一时进入全面的 这时，当年的唐家唐氏留美幼童均

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唐家唐氏弟子纷 已走出初回国的困境，成为晚清政坛小

纷跨出国门，形成了一个家族留学高 有地位的人物。尤其是后来出任民国首

潮，对填补当时的留学低潮起到一定的 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不忘提携后人，

积极作用。其中唐宝锷于1896年随驻日 时刻关注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处境，催动

大使裕庚留学日本，实现了传统使馆留 中国留学教育的持续发展。1903年，唐

日教育的近代化转变，开近代中国公费 绍仪出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督

留日教育之先河。1905年，唐宝锷获得 办，与梁敦彦一道重建北洋大学堂，促

了早稻田大学学士学位，成为最早一批 成北洋大学堂留学教育计划的顺利实

正式获得日本高校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 施，引导着近代留美教育走出长期处于

一。随后又参加清王朝举办的第一次留 个位数的低潮，从1902年的8个人，增长

学生考试，取得最好成绩，获得当时留 到1904年的21人。而后，中国人留美总

学生能获得的最高功名——进士，刺激 数逐渐增长，且始终保持有上百人乃至
[34]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情，“为了跳 千余人的规模。 1909年，奉命出使美

‘龙门’”，“学子相互约集，一声 国的唐绍仪以卓越的超前意识和娴熟的
‘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 政治手腕，促使清政府接受美国建议，
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至上 使决定20世纪中国留美教育面貌的庚款

[28]
海，如潮涌来”， 1905年7、8两个月 留美教育正式提上日程，催动了近代中

中，仅自费留日生就新增两千多人， 国第二次留学高潮的到来。
[29] 在传统中国，家族或者宗族是封建几乎相当于1904年的总和，而1905年

[30] 社会的基本单位，族权是旧封建体制的全年的留日人数则达到了7285人， 近

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代中国人留学日本教育迅速走向空前绝

重要障碍。位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后的最高潮。

的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1903年，唐宝潮留学法国时，19世

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而纪下半叶的最后一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
[31] 且使唐绍仪、唐国安、唐荣俊、唐宝锷已于1900年应召回国 ，中央和湖北等

等众多唐家唐氏弟子成为学兼中西的新地方政府直到1904年才开始派遣新的留
型华人，率先现实了个体的近代化，进法学生，整个法国除了一个在茹安维尔
而在内部肢解了原本充满封建气息的家体操和击剑师范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
族，使整个唐氏家族彻底实现现代化转外，可能只有唐宝潮一人了。可以说，
变。这样，唐家唐氏以留学教育为媒唐宝潮是当时中国人留法教育没有完全
介，在微观领域彻底解决了中国走向现中断的关键因素。唐宝潮以自己的聪明
代化的关键问题，以别样的姿态延续了才智，顺利毕业，并在实习中获得优异
“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开启的学习西方成绩，使留法中国学生给大清要员留下

[32] 走向世界的路径，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在法国学习十分努力” 的印象，端
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方等大清要员藉此最终决定大力发展留

法军事教育，中国人留法教育活动也随
 注释：

之得到恢复，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从 [1]唐有淦编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镇人

1900年到清朝灭亡前，总共有144名学生 民政府编印，珠新出许字第98041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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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唐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远赴 自来水公司，第一次把自来水设备引进

加拿大，进入温莎大学，最后获得生理 中国；唐悦良在北京外交部长期历练，

学博士学位，今天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最后成为外交部常务次长、代部长，在

织副助理总干事。2004年，唐虔女儿唐 “济南惨案”期间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

宛枫又踏上前往加拿大的道路，进入麦 外交工作；唐君铂由黄埔军校走进剑桥

吉尔大学读书，将唐家唐氏留学教育传 大学，于1948年晋升为中将，1949年到

统传承至今。 美国学习火箭技术，成为台湾主要火箭

复次，区域广。笔者整理的三十余 科技专家之一，曾出任台湾国防部供应

名唐家唐氏留学人，分布在美国、欧洲 司令一职……他们的成就和声誉彰显着

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涵括了近代 唐家唐氏留学人良好的留学效益。

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留学区域。其中留学 罕见的规模、宽阔的家族支系、漫

美国的有22人次，留学英国的有5人次， 长的时间、广泛的区域、较好的质量、

留学法国的有1人次，留学日本的3个；此 良好的效益使珠海唐家唐氏教育成为近

外，还有留学加拿大的2人次。这对于单 代中国留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唐家

个家族来说是相当广泛的了。 唐氏家族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留学

第五，质量高。唐家唐氏弟子无论 家族。

留学哪个国家和地区，接受的都是系统

的正规西方教育，即便是留学法国和日 四、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历史地
本的唐宝锷、唐宝潮、唐嘉装、唐嘉袤 位
等人大都与留法勤工俭学、留日速成科

等不正规的留学教育无关，而是在世界 唐家唐氏仅以一村落家族之力，支
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和法国陆军学校注 撑着绵延百余年的家族留学教育，在中
册后苦读数年毕业的。除了初期的唐氏 国近代留学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化历程
幼童和早期唐氏华侨子弟没有进入或者 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完成大学学业外，而后的唐家唐氏弟子 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教育——
基本上都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 派遣幼童留美成为清王朝国家定策后，
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获得了硕士和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招生问题。当时的
博士等学位。这相对于近代中国留学教 古老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保守的
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而言是难能可贵 “中国人素重家庭，不愿见其子弟放洋
的。 万里，深入西方不熟之地”，而广大民

最后，效益好。唐家唐氏留学人完 众对“此次政府愿将士庶弟子送往外洋
成学业后，大都能充分利用自己留学经 受教育，并且发予家属补助金”的安排
历造就的素质优势，在各自领域干出自 更是闻所未闻，“自不得不造成人民的

[27]己的一番事业，成为领域内的主将，乃 怀疑” ，一开始几乎没人报名。在这
至国内知名人士。如唐国安历经数年的 种情况下，唐家唐氏源源不断地输送6名
磨练后，于清朝末年顺应时代潮流，主 本家子弟到上海，预备留学美国。而且
持早期庚款生的派遣，开创清华基业， 在他们的影响下，唐家湾其他姓氏的少

[26]
“复活和延续”容闳留美教育计划 ， 年弟子梁如浩、蔡廷干、黄有章、卓志
为民初留美教育的高涨奠定了基础；唐 仁、邓桂廷、邓士聪、梁金荣、盛文扬
绍仪在政坛迅速成长，成为清廷对外重 等8人也纷纷随之前往。这样，小小唐家
要交涉首当其冲的要人，中华民国建立 湾派出14名留美幼童，占全部留美幼童
后出任首任国务总理；唐荣俊建立上海 的11%，无疑是最早官派留学教育招生问

[33]题之所以能顺利解决的重要因素。 留学法国，其中军事留学生有46名， 远

19世纪末，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 远超过了1900年前几十年的留法学生总

战败，洋务运动期间的留学欧美教育基 数。

本结束，中国留学教育一时进入全面的 这时，当年的唐家唐氏留美幼童均

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唐家唐氏弟子纷 已走出初回国的困境，成为晚清政坛小

纷跨出国门，形成了一个家族留学高 有地位的人物。尤其是后来出任民国首

潮，对填补当时的留学低潮起到一定的 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不忘提携后人，

积极作用。其中唐宝锷于1896年随驻日 时刻关注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处境，催动

大使裕庚留学日本，实现了传统使馆留 中国留学教育的持续发展。1903年，唐

日教育的近代化转变，开近代中国公费 绍仪出任津海关道，兼北洋大学堂督

留日教育之先河。1905年，唐宝锷获得 办，与梁敦彦一道重建北洋大学堂，促

了早稻田大学学士学位，成为最早一批 成北洋大学堂留学教育计划的顺利实

正式获得日本高校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 施，引导着近代留美教育走出长期处于

一。随后又参加清王朝举办的第一次留 个位数的低潮，从1902年的8个人，增长

学生考试，取得最好成绩，获得当时留 到1904年的21人。而后，中国人留美总

学生能获得的最高功名——进士，刺激 数逐渐增长，且始终保持有上百人乃至
[34]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情，“为了跳 千余人的规模。 1909年，奉命出使美

‘龙门’”，“学子相互约集，一声 国的唐绍仪以卓越的超前意识和娴熟的
‘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 政治手腕，促使清政府接受美国建议，
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至上 使决定20世纪中国留美教育面貌的庚款

[28]
海，如潮涌来”， 1905年7、8两个月 留美教育正式提上日程，催动了近代中

中，仅自费留日生就新增两千多人， 国第二次留学高潮的到来。
[29] 在传统中国，家族或者宗族是封建几乎相当于1904年的总和，而1905年

[30] 社会的基本单位，族权是旧封建体制的全年的留日人数则达到了7285人， 近

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代中国人留学日本教育迅速走向空前绝

重要障碍。位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后的最高潮。

的唐家唐氏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1903年，唐宝潮留学法国时，19世

仅影响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而纪下半叶的最后一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
[31] 且使唐绍仪、唐国安、唐荣俊、唐宝锷已于1900年应召回国 ，中央和湖北等

等众多唐家唐氏弟子成为学兼中西的新地方政府直到1904年才开始派遣新的留
型华人，率先现实了个体的近代化，进法学生，整个法国除了一个在茹安维尔
而在内部肢解了原本充满封建气息的家体操和击剑师范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
族，使整个唐氏家族彻底实现现代化转外，可能只有唐宝潮一人了。可以说，
变。这样，唐家唐氏以留学教育为媒唐宝潮是当时中国人留法教育没有完全
介，在微观领域彻底解决了中国走向现中断的关键因素。唐宝潮以自己的聪明
代化的关键问题，以别样的姿态延续了才智，顺利毕业，并在实习中获得优异
“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开启的学习西方成绩，使留法中国学生给大清要员留下

[32] 走向世界的路径，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在法国学习十分努力” 的印象，端
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方等大清要员藉此最终决定大力发展留

法军事教育，中国人留法教育活动也随
 注释：

之得到恢复，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从 [1]唐有淦编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镇人

1900年到清朝灭亡前，总共有144名学生 民政府编印，珠新出许字第98041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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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唐有淦编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镇人  [19]唐有淦编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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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唐家唐氏留学人基本情况表释

<<<人杰风华 人杰风华>>>

姓名

（生卒）

留学国度

（时间）
留学学校

留学专业

/学位

归国主要

职位

备注

唐雄

(1865—1958)

唐球

（1869—1948）

唐叔璠

唐叔平

唐季瑚

唐季珊

唐宝锷

(1878—1953)

唐康泰

（1889—1971）

唐有恒

(1884—1958)

唐宝潮

(1884—?)

唐立达

唐观翼

（1889—1953）

唐观爵

唐悦良

唐嘉装

唐嘉袤

唐榴

(1899—1979)

唐梁

（1919—1969）

唐健

（1935—?）

唐宝坤

（1920—1978）

唐宝珊

（1930—?）

唐君铂

（1907—?）

唐统一

（1917—?）

唐立民

（1924—?）

唐虔

唐宛枫

唐桂芬

唐力行

唐文方

唐元湛

（？—1918）

唐国安

（1860—1913）

唐致尧

（1861—?）

唐绍仪

（1860—1938）

唐荣浩

（1862—?）

唐荣俊

(1862—1904)

姓名

（生卒）

留学国度

（时间）
留学学校

留学专业

/学位

归国主要

职位

备注

美国

（1873—1881）

美国

（1873—1885）

美国

（1874—1881）

美国

（1874—1881）

美国

（1875—1881）

美国

（1975—1881）

美国

（1876—？）

美国

（1882—？）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日本

（1896—1903）

英国

（1901—1910）

美国

（1904—1908）

法国

（1905—1908）

美国

英国

（自幼）

英国（自幼）

美国(1909—1915)

日本(1917—?)美国

日本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1932—1938）

英国
（1942—1947）

美国
（1948—1950）

加拿大(1978—1987)

加拿大（2004—）

美国

美国

美国

纽约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

大学

檀香山埃奥

兰尼学校

檀香山圣蕾

中学

康乃尔大学

早稻田大学

康乃尔大学

圣锡陆军学校
索弥儿骑兵大学

华盛顿大学

阿姆斯特朗
维克斯学院

耶鲁/哈佛大学

密西根大学

早稻田大学

剑桥大学、皇
家工兵学校

伦敦大学

密歇根大学

温莎大学

麦吉尔大学

芝加哥大学

法律

土木工程硕士

商科

农科博士

医学博士

应用化学硕士

铁路工程师

教育政治

机电学士

力学硕士

文学士

总工程师

硕士

护理学

博士

博士

生理学博士

上海电报局局长

清华学校首任校长

麦加利银行副行长

华茶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华民国首任
国务总理

上海自来水公司总董、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

檀香山华美
银行总经理

《新中国报》
总理

菲律宾吕宋岛领事

汉阳钢铁厂工程师

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著名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

清华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台湾国防部
供应司令

香港广华医院
护士长

香港政府职员

美国海军陆战
队队员

外交部专员

北师大化学系主任

外交部常务次长

上海安轮汽车
公司负责人

香港政府总药剂师

清廷禁卫军

广东农林传习所所长
农政专门学校校长

唐山铁路南厂厂长

国会众议员、

大总统顾问

唐绍仪六子

唐绍仪十三女

第二批留美幼童，主
办民初清华学生出国
留学手续的负责人

第二批留美幼童

第三批留美幼童

第三批留美幼童

第四批留美幼童

第四批留美幼童、
唐廷植养子

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
的主要资助人之一

唐翘卿十一子

唐翘卿十二子

唐翘卿十五子

唐翘卿十六子

第一批中国官派留日
最年轻者

唐杰臣之子

1910年的
“农科进士”

唐宝锷之弟

唐国安侄孙

唐元湛长子

唐宝锷长子

唐宝锷之子

唐绍仪长子

唐绍仪四子

唐绍仪十二女

唐廷枢曾孙

唐廷植曾孙

唐悦良重孙女

唐悦良之孙

唐季桐之子

唐悦良之子

台湾主要火箭

科技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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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唐家唐氏留学人基本情况表释

<<<人杰风华 人杰风华>>>

姓名

（生卒）

留学国度

（时间）
留学学校

留学专业

/学位

归国主要

职位

备注

唐雄

(1865—1958)

唐球

（1869—1948）

唐叔璠

唐叔平

唐季瑚

唐季珊

唐宝锷

(1878—1953)

唐康泰

（1889—1971）

唐有恒

(1884—1958)

唐宝潮

(1884—?)

唐立达

唐观翼

（1889—1953）

唐观爵

唐悦良

唐嘉装

唐嘉袤

唐榴

(1899—1979)

唐梁

（1919—1969）

唐健

（1935—?）

唐宝坤

（1920—1978）

唐宝珊

（1930—?）

唐君铂

（1907—?）

唐统一

（1917—?）

唐立民

（1924—?）

唐虔

唐宛枫

唐桂芬

唐力行

唐文方

唐元湛

（？—1918）

唐国安

（1860—1913）

唐致尧

（1861—?）

唐绍仪

（1860—1938）

唐荣浩

（1862—?）

唐荣俊

(1862—1904)

姓名

（生卒）

留学国度

（时间）
留学学校

留学专业

/学位

归国主要

职位

备注

美国

（1873—1881）

美国

（1873—1885）

美国

（1874—1881）

美国

（1874—1881）

美国

（1875—1881）

美国

（1975—1881）

美国

（1876—？）

美国

（1882—？）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日本

（1896—1903）

英国

（1901—1910）

美国

（1904—1908）

法国

（1905—1908）

美国

英国

（自幼）

英国（自幼）

美国(1909—1915)

日本(1917—?)美国

日本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英国

英国
（1932—1938）

英国
（1942—1947）

美国
（1948—1950）

加拿大(1978—1987)

加拿大（2004—）

美国

美国

美国

纽约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

大学

檀香山埃奥

兰尼学校

檀香山圣蕾

中学

康乃尔大学

早稻田大学

康乃尔大学

圣锡陆军学校
索弥儿骑兵大学

华盛顿大学

阿姆斯特朗
维克斯学院

耶鲁/哈佛大学

密西根大学

早稻田大学

剑桥大学、皇
家工兵学校

伦敦大学

密歇根大学

温莎大学

麦吉尔大学

芝加哥大学

法律

土木工程硕士

商科

农科博士

医学博士

应用化学硕士

铁路工程师

教育政治

机电学士

力学硕士

文学士

总工程师

硕士

护理学

博士

博士

生理学博士

上海电报局局长

清华学校首任校长

麦加利银行副行长

华茶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华民国首任
国务总理

上海自来水公司总董、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

檀香山华美
银行总经理

《新中国报》
总理

菲律宾吕宋岛领事

汉阳钢铁厂工程师

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著名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

清华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

台湾国防部
供应司令

香港广华医院
护士长

香港政府职员

美国海军陆战
队队员

外交部专员

北师大化学系主任

外交部常务次长

上海安轮汽车
公司负责人

香港政府总药剂师

清廷禁卫军

广东农林传习所所长
农政专门学校校长

唐山铁路南厂厂长

国会众议员、

大总统顾问

唐绍仪六子

唐绍仪十三女

第二批留美幼童，主
办民初清华学生出国
留学手续的负责人

第二批留美幼童

第三批留美幼童

第三批留美幼童

第四批留美幼童

第四批留美幼童、
唐廷植养子

孙中山早期革命事业
的主要资助人之一

唐翘卿十一子

唐翘卿十二子

唐翘卿十五子

唐翘卿十六子

第一批中国官派留日
最年轻者

唐杰臣之子

1910年的
“农科进士”

唐宝锷之弟

唐国安侄孙

唐元湛长子

唐宝锷长子

唐宝锷之子

唐绍仪长子

唐绍仪四子

唐绍仪十二女

唐廷枢曾孙

唐廷植曾孙

唐悦良重孙女

唐悦良之孙

唐季桐之子

唐悦良之子

台湾主要火箭

科技专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