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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豫报»«河南»的创刊背景

清朝末年ꎬ中国大地风云变幻ꎬ接连出现义和团运动、八国

联军入侵、沙俄强占东北等重大事件ꎮ 面对风雨飘摇的动荡社

会现实和潜在的亡国威胁ꎬ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ꎮ
他们或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ꎬ兴新学ꎬ著新说ꎻ或立新党ꎬ求新

路ꎮ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ꎬ大批青年才俊东渡扶桑ꎬ向率先学习西

方文明并大有斩获的日本学习ꎮ 在出洋留学的过程中ꎬ面对民

族歧视ꎬ这些身处异邦的留学生纷纷成立地区性的学生联谊自

治组织ꎬ并以学到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现代理念为精神资

源ꎬ以同乡地域为纽带和基本组织方式ꎬ出版了一批宣传爱国主

义和平等自由思想的刊物ꎬ如«浙江潮» «江苏» «湖北学生界»
等ꎮ １９０５ 年同盟会成立后的两三年间ꎬ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

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ꎬ仅在东京创办的刊物就有«二十

世纪之支那» «民报» «复报» «鹃声» «云南» «洞庭波» «直言»
«中国新女界» «天讨» «晋声» «天议报» «汉帜» «大江报» «醒

狮»«四川»等十余种①ꎮ 在留学生办报热潮中ꎬ河南籍留学生自

然不甘落后ꎬ他们在东京先后创办了«豫报» «河南»作为向国人

输入新学理、新观念的主阵地ꎬ使独具淳厚粗犷之风的中原音得

以汇入多元共生的时代合奏中ꎮ 　 　

１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ꎬ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第 ４８８—４８９ 页ꎮ



第一节　 社会背景:清末中国及河南社会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ꎬ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

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①ꎮ 确实ꎬ晚清社

会遭遇了过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ꎬ外患内忧ꎬ国运日

衰ꎮ 外部ꎬ列强虎视眈眈ꎻ内部ꎬ灾害频仍ꎬ内乱连连ꎮ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潜在危机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世界文明古国ꎮ 在人类社会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ꎬ她曾经创造了独步环宇的灿烂文化ꎬ对世界文明发

展贡献巨大ꎮ １７ 世纪以后ꎬ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获得迅速发展ꎬ

并后来居上成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型代表ꎬ而中国却仍然处

于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中ꎮ “这个传统社会建立了如此有效而

均衡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构ꎬ以致难以对西方的接触产生富有革新

精神的反应ꎮ”②在这个沿袭千年的典型二元模式的社会政治结构

中ꎬ一方面是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政权(其地方行

政体制为督抚、司、道、府、州、县诸级)ꎻ另一方面是以宗法制为特

征的宗族社会ꎮ 国家政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ꎬ对社会实行封建

专制集权控制ꎬ宗族社会则依据宗法制度实行自我控制ꎮ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与手工

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ꎮ 中国传统农业曾在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

率和农业技术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ꎮ 伏尔泰在 １８ 世纪中期赞

扬“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品的技艺方面已

２

①
②

李时岳ꎬ胡滨:«洋务运动史论文选»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４７０ 页ꎮ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７
页ꎮ



臻完美境地”①ꎮ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旧制度与

大革命»中这样指出:在整个漫长的 １８ 世纪ꎬ对于法国的启蒙思

想家而言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个部分中ꎬ不对中国倍

加赞扬ꎮ 只要读他们的书ꎬ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ꎻ由于对中

国还很不了解ꎬ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ꎮ 被一小撮欧洲

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的政府ꎬ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

的最完美的典范ꎮ 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

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ꎮ 在中国ꎬ专制君主不持偏见ꎬ一年一度举行

躬亲礼ꎬ以奖掖有用之术ꎻ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ꎻ只把哲学

作为宗教ꎬ把文人奉为贵族ꎮ 看到这样的国家ꎬ他们叹为观止ꎬ心
往神驰ꎮ”②

这种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虽然在较长的历史时间内促进了农

业社会的发展ꎬ但小农经济这种封闭性的经济结构也有其致命的

不足ꎮ 当农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ꎬ需要新的生产力出现时ꎬ其
保守性和落后性便逐渐显现ꎬ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ꎮ
“康乾盛世”后ꎬ１８ 世纪后期的清王朝已经显得矛盾重重、危机四

伏ꎮ 官僚、贵族以及大地主等特权阶层依靠自身优势社会地位ꎬ残
酷盘剥百姓ꎬ贪腐盛行ꎮ 乾嘉时ꎬ大学士和珅侵占土地 ８０００ 顷ꎬ其
管家刘全占地 ６００ 顷ꎮ 道光时期ꎬ大官僚琦善除了自有房屋及入

股 ９０ 家钱庄和典当行外ꎬ还拥有 １８０５８８２０ 两白银、１０９１２ 两黄金、
２５６１２１７ 亩田地和 １１ 箱珠宝ꎮ③ 在官僚地主集团大规模兼并土地

的过程中ꎬ大批农民或降为佃农ꎬ或沦为流民ꎮ 社会矛盾日益尖

锐ꎬ民变频发ꎮ １７９６ 年白莲教起义爆发于鄂、川、陕等地ꎬ数百万

３

①
②

③

[法]伏尔泰:«哲学词典»(上)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１ 年版ꎬ第 ４３ 页ꎮ
[法]托克维尔著ꎬ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２０３
页ꎮ
[美]马士著ꎬ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版ꎬ第 ３１５ 页ꎮ



起义军啸聚于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省ꎬ打破了清王朝曾

经的盛世辉煌ꎮ 清政府耗费白银 ２ 亿两ꎬ集中鄂、川、陕、豫、甘五

省兵力外ꎬ又调集满、蒙古、回、苗和山西、广东等地方武装ꎬ耗时 ９
年才将起义剿灭ꎮ １８１３ 年ꎬ隶属于白莲教的天理教又在河南滑县

起义ꎬ义军曾一度攻入皇宫ꎮ 思想家龚自珍对危机四伏的社会乱

象有感而发:“自乾隆末年以来ꎬ官吏士民ꎬ狼艰狈蹶ꎬ不士、不农、

不工、不商之人ꎬ十将五六自京师始ꎬ概乎四方ꎬ大抵富户变贫

户ꎬ贫户变饿者ꎬ四民之首ꎬ奔走下贱ꎬ各省大局ꎬ岌岌乎皆不可支

月日ꎬ奚暇问年岁?”①

总之ꎬ从表面看ꎬ清朝的统治到 １８ 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

盛时期ꎬ但是ꎬ潜在的危机ꎬ到了 １９ 世纪中期及其以后西方国家的

步步进逼之下ꎬ证明它不过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ꎮ

二、步步进逼的西方列强

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上ꎬ发生于 １８ 世纪的工业革

命ꎬ使欧洲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②ꎮ 在

这个世纪的最后 ３０ 年ꎬ近代大工业首先在英国产生ꎬ并由此引领

了整个世界新时代的到来ꎮ 随着蒸汽机的广泛使用ꎬ１９ 世纪中叶

英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ꎬ基本实现了工业化ꎮ 农业产值

降为 ２２％(１８４１ 年)ꎬ农业劳动力下降到只占 ２３％(１８４１ 年)ꎬ完成

５０００ 英里行驶蒸汽火车的铁路建设ꎮ 到 １８６０ 年ꎬ这个占世界人

口 ２％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工业品总产量的 ４５％ꎬ并占有

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 １ / ３ꎬ拥有世界出口总额的 １ / ４ꎬ和世界进口

４

①

②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ꎬ«龚自珍全集»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ꎬ第 １０６
页ꎮ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ꎬ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

界»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第 ２７６ 页ꎮ



总额 １ / ３ꎮ①

１８ 世纪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ꎬ迅速向欧美其他地区扩散ꎬ
由工业革命及其伴随而生的大工业体系在极大提高欧美各国生产

力水平的同时ꎬ也使得世界其他地区同欧美各国的差距急速扩大ꎮ
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向型结构不同ꎬ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

种外向型的经济政治结构ꎬ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ꎬ驱使资产

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ꎮ 它必须到处落户ꎬ到处开发ꎬ到处建立联

系ꎮ”②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其体系中去ꎮ 于是ꎬ随着

资本主义在欧美的进一步发展ꎬ列强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规模也

越来越大ꎮ 其扩张方式也由初始阶段的财富和劳动力掠夺ꎬ发展

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侵略ꎬ涉及的地区也扩展到非

洲、美洲、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地ꎮ 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

东方大国自然成为其炮舰政策的重要目标ꎮ
“在最初阶段ꎬ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

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国ꎬ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

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帝国的对手ꎮ 外国对中国的侵略速度一直在

加快ꎮ 从 １８４０—１８４２ 年鸦片战争以后不到十五年时间ꎬ就有

１８５７—１８６０ 年的英法联军之役ꎬ又过了十年左右ꎬ发生 １８７１ 年俄

国侵占伊犁和 １８７４ 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ꎻ又不到十年ꎬ爆发了

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的中法战争ꎮ 九年以后ꎬ日本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大

败中国ꎬ紧接着是 １８９８ 年争夺租借地和 １９００ 年的义和团之

役ꎮ”③制度落后、政治腐败ꎬ应变不及、回天乏术的清朝政府ꎬ屡战

屡败ꎬ败必签约ꎬ中英«南京条约»ꎬ中英«虎门条约»ꎬ中美«望厦条

约»ꎬ中法«黄埔条约»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直至«马关条约»

５

①
②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１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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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辛丑条约»等接踵而至ꎬ中国不但一步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深渊ꎬ而且面临着被瓜分乃至亡国灭种的万劫不复之境ꎮ

三、晚清河南社会

在国家处于一派衰败情形下的晚清ꎬ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也

存在着类似状态:社会政治腐朽、吏治腐败ꎬ灾害频发、民不聊生ꎬ
社会思潮涌动ꎬ人心思变ꎮ

首先ꎬ晚清时期河南政治腐朽ꎬ吏治腐败ꎬ官员大多为中饱私

囊而任职ꎬ从不考虑社会民生ꎮ 以赈灾为例:晚清时期全国已形成

一套颇为严密的赈济制度ꎮ 从咸丰十年到光绪十三年ꎬ河南鹿邑

县在清廷历次蠲免的民欠总计共有 ２８７２７２ 两ꎬ是该县光绪二十年

间田赋实征总额的 ６ 倍ꎮ① 然而ꎬ“河南官员办公事ꎬ率多粉饰”ꎬ
当局一面开赈济ꎬ一面征漕粮ꎬ照常催征ꎬ如卫辉府:“无论被灾轻

重ꎬ解粮均限八分之数”ꎮ 许多河南官员利用灾荒作为升官发财

的绝好时机ꎬ加剧腐败ꎮ 在赈济过程中ꎬ打着赈济的招牌ꎬ利用各

种手段ꎬ巧立名目ꎬ捞取好处ꎮ
袁保恒在«文诚公集奏议»卷一中指出:“豫省‘各处新设厂

座ꎬ既无州籍章程ꎬ亦无正人经理ꎮ 牧令倚胥役为臂指ꎬ胥役籍饥

民为生涯ꎮ’粥赈既图敷衍ꎬ百弊丛生知州、知县中之实力奉

行者ꎬ竟不多得ꎬ且离奇之事ꎬ往往出人意表”ꎬ“种种弊端ꎬ不堪殚

述”ꎮ 虚报浮冒ꎬ夸大险情ꎬ多请公款ꎬ从中克扣ꎬ中饱私囊已是司

空见惯ꎮ 种种腐败现象ꎬ令人发指ꎮ
其次ꎬ晚清时期河南灾害频发ꎬ不仅种类繁多ꎬ而且危害巨大ꎮ

灾荒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等自然灾害ꎬ除此以外ꎬ雹、霜、
雪、火、水潦、恒寒、山颓等灾害也不时逞凶肆虐ꎬ给人民带来灾难ꎮ
在这所有的灾荒中ꎬ又以水、旱灾为主ꎮ 在 １８６１—１８９５ 年的 ３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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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全国(新疆、西藏、内蒙古除外)受灾县数为 １７２７８ 个ꎬ年均 ４９３
个ꎬ而河南一省就占 ２２５４ 个ꎬ年均 ６４.４ 个ꎻ当时全国县级行政区

划为 １６０６ 个ꎬ河南为 １０５ 个ꎬ①全国受灾县数所占比例为 ３０％ꎬ而
河南所占比例则高达 ６１％ꎬ高出全国一倍ꎮ② 此外ꎬ晚清河南的灾

害影响也是巨大的ꎬ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黎明ꎬ开封府城西北

十余里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ꎬ奔腾咆哮的黄河ꎬ又一次

制造了水灾ꎬ滚滚洪水山倒海倾般扑向中原大地ꎬ瞬息之间ꎬ水迫

省城开封ꎬ“城不倾者只有数版ꎮ 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ꎮ③

城外ꎬ“浪若山排ꎬ声如雷吼”ꎬ城中以城墙为堤防堵洪水ꎬ“狂澜攻

不停时ꎬ民间惶恐颠连之状ꎬ呼号惨淡之音ꎬ非独耳目不忍见

闻ꎬ并非语言所能殚述”ꎮ④

灾害频发对河南带来了极大影响ꎮ 第一ꎬ人口减少ꎮ 骤然爆

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大批人口的死亡或流徙ꎬ在晚清时期的河南

省表现得尤为突出ꎮ 据统计ꎬ光绪元年河南人口是 ２３９４.２ 万ꎬ光
绪二十四年则降至 ２２１２.３ 万ꎬ减少了 １８１.９ 万人ꎬ人口增长率是

－７.５９％ꎮ⑤光绪时期是在经历了咸丰、同治长达数十年遍及全国

的战乱之后的人口恢复时期ꎬ而河南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ꎮ 灾荒

不能不说是造成人口锐减和大批流亡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第二ꎬ社
会动荡ꎮ 天灾人祸ꎬ动乱由生ꎮ “凶年饥岁ꎬ民之不肯就死者ꎬ必
起而为盗”ꎮ⑥ 由于清后期灾荒日凶、危害严重ꎬ造成社会动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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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ꎬ随之出现各地灾民逃荒甚至起义逐渐频繁的局面ꎮ 在衣不蔽

体ꎬ食不果腹的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中ꎬ自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群

体ꎬ聚众闹事ꎬ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ꎮ １８５３ 年ꎬ河南永城发

生地震ꎬ灾民凭震作乱ꎻ１８５２ 年ꎬ河南确山发生饥荒ꎬ民起为盗ꎮ
在此之前的 １８４１ 年黄河祥符大决口ꎬ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

在家书中亦云:“河南水灾ꎬ豫楚一路ꎬ饥民甚多ꎬ行旅大有戒

心ꎮ”第三ꎬ环境恶化ꎮ 灾害过后ꎬ不仅饿殍遍野ꎬ村落成墟ꎬ而且

赤地千里ꎬ一片荒凉ꎮ 土地一经洪水冲淹ꎬ土质遭到破坏ꎬ变得

异常贫瘠ꎮ 如内乡县在水灾后ꎬ原先年产 ４００ 公斤小麦的上等

地ꎬ变成了年产 ５０ 余公斤的藻地ꎻ范县经大水后ꎬ大片“一级地”
变成“鬼脸地”ꎬ单产降至 ６０％ꎮ 有时水中含沙特多ꎬ水退沙留ꎬ
膏腴之地ꎬ均被沙压ꎬ寸草不生ꎬ如同沙漠ꎮ 旱灾同样破坏土质ꎮ
干旱导致土壤含水量减少ꎬ甚至河湖干涸ꎬ满足不了作物生长发

育对水的需求ꎮ 因为缺水灌溉ꎬ早先曾在鄢陵、洛阳、鹿邑、新
乡、宝丰、叶县等种植的稻谷ꎬ后来均告绝迹ꎬ即有继种者ꎬ如郑

州、禹县等地ꎬ也长期不能扩大ꎬ直到 １９３２ 年ꎬ全省水田不到耕

地面积的 ７％ꎮ 其余均为旱地———“丰歉一任天时” 的 “靠天

田”ꎬ有些土地甚而荒芜了ꎮ
其三ꎬ河南“居中国之腹ꎬ受外界之刺激也缓ꎬ故人心之觉悟

钝ꎬ而风气之开通亦最迟”ꎮ① 朱宣在«河南»杂志第一期«发刊之

旨趣»中明确指出:第一ꎬ“二千余万人ꎬ所知所行孕儿育女ꎬ养生

送死之外ꎬ非摘蔬于秋畦ꎬ则荷锄于春郊”ꎬ“彼之何以生ꎬ何以死ꎬ
何以为人犹切未晓ꎬ又安问夫国家”ꎬ“属于此者ꎬ每万人中必有五

千”ꎻ第二ꎬ“惑于神道ꎬ笃于讥祥之流ꎬ遇奇特之状貌ꎬ谓为天之所

相”ꎬ“今日华洋何以翻覆至此ꎬ则又以为治乱不恒ꎬ物周必反ꎬ今
虽弱也ꎬ以中国之大ꎬ终必有济时之豪杰应运而生”ꎬ这种不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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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ꎬ只信天命者“万人而千”ꎻ第三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ꎬ作“安分

守己的好百姓”的人ꎬ万人而千ꎻ第四ꎬ“以列代相嬗ꎬ各有废兴ꎬ我
无迕于新朝ꎬ则百姓之地位必不可失ꎮ 何论为英、为法、为德、为
俄、为日本ꎬ至则服从耳ꎬ世所称为顺民者也ꎬ万人而千”ꎻ第五ꎬ
“万人中约有一百”的人ꎬ无所事事ꎬ“朝横枕于酒肆ꎬ暮聚谈于歌

楼”ꎻ第六ꎬ还有“万人而百”的“深乡学究”ꎬ“视一切新政于己有

所不便ꎬ而起而与其为仇”ꎻ第七ꎬ“万人而百”的投机钻营分子ꎬ
“对于新派则剽窃数个新鲜名词ꎬ以为应酬之具ꎬ对于旧派ꎬ则痛

骂一般之激烈青年”ꎻ第八ꎬ“万人之中仅可十人”ꎬ有“厌世”思想ꎻ
第九ꎬ“万人而十”的人ꎬ“埋首校舍ꎬ断绝公私ꎬ言禁时政之论”ꎬ
“仅为他日赚取美官计也”ꎮ①

最后ꎬ因河南地处中原ꎬ“京汉和陇海铁路(陇海铁路此时只

修成了由汴至洛的一段)纵横贯通于境内ꎬ是南北东西交通的枢

纽ꎬ也是军事上关乎全局的战略要地ꎮ 被革命党人视为‘南北关

键’的河南ꎬ如果独立ꎬ就可以截断入鄂的清军后路ꎬ声援湖北、陕
西等独立省份ꎻ将来还可以配合已独立各省的北伐军ꎬ打开直捣清

朝巢穴的大门ꎮ”②战略地位非常重要ꎬ所以晚清政府对河南的控

制也特别严密ꎮ

四、危机的根源

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ꎬ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

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ꎻ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ꎻ有
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ꎻ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

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ꎻ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

政危机ꎻ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ꎻ有藩国不断“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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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ꎬ不一而

足ꎮ
那么ꎬ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们认为ꎬ是文化危机ꎬ

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ꎮ “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灾难而来的ꎬ
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

念———的破灭ꎻ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ꎬ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

着的ꎬ但却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ꎮ①

于是ꎬ一部分开明之士不满现状ꎬ不甘沉沦ꎬ而是希望通过努

力改变现状ꎮ 为寻求“求富” “求强”之出路ꎬ有识之士ꎬ特别是青

年学生纷纷漂洋过海ꎬ师从欧西或东洋ꎬ掀起了一次次出洋留学的

浪潮ꎮ

第二节　 文化背景:清末留学运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

击下ꎬ清政府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ꎬ不得不做出从“剿
夷”“抚夷”到“师夷”的角色转变ꎬ开始大规模的洋务运动ꎮ 为了

满足洋务本身对外交和科技人才的需要ꎬ曾国藩、李鸿章接受容闳

的建议ꎬ上书清廷ꎬ从 １８７２ 年开始ꎬ将 １２０ 名幼童分批派往美国留

学ꎬ从而开创中国留学运动的先河ꎮ

一、洋务运动时的留学欧美概况

１８７０ 年ꎬ根据容闳的建议ꎬ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

联名上奏ꎬ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ꎮ 经过短期筹备ꎬ从 １８７２ 年

到 １８７５ 年(光绪元年)ꎬ每年派遣 ３０ 名学童(年龄规定为 １２ 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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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岁ꎬ个别年仅 １０ 岁)ꎬ四年共派出 １２０ 名ꎮ “学习军政、船政、步
算、制造诸学ꎬ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ꎬ使西人擅长之技ꎬ中国皆能谙

悉ꎬ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①ꎮ 但这场留学运动屡遭守旧分子的攻

击ꎬ在守旧派“各生适异忘本ꎬ目无师长ꎬ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ꎬ即
成亦不能为中国用”②的污蔑之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ꎬ下令留

美学生全部撤回ꎮ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ꎬ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ꎮ １８７７

年(光绪三年)４ 月ꎬ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

生 １４ 名ꎬ艺徒 ４ 名ꎬ学驾驶的学生 １２ 名ꎬ由监督李凤苞和法国

人日意格率领ꎬ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ꎮ １０ 月ꎬ又从福州船

政局续选艺徒 ５ 人往法国留学ꎬ共计 ３５ 人在英法两国的留学情

况如表一③ꎮ

表　 一

姓　 名 出国时间 所学科目 留学情况 归国时间

马建忠
光绪三年

三月
随员

除办公事外ꎬ入政治学习
交涉、法律、格致、政治、
文词ꎬ后游历法、英、德、
奥、比利时、意大利ꎮ

光绪六年

陈季同
光绪三年

三月
文案

除公事外ꎬ在政治学校学
习交涉、律例ꎮ 光绪六年

罗丰禄
光绪三年

三月
翻译

出公事外ꎬ入伦敦琴士官
学ꎬ习化学、物理、气象
学ꎮ

光绪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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