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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
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

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

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

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
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
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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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
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
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
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
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
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

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
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
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
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
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
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
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
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
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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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

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

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
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
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
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
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
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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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代中国人的百年留学之路

近些年来， 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脚步， 出国留学掀起

的热浪几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大学里， 为出国拿着

外语书苦背单词的人举目可见； 个别中学里， 甚至开设

了专为出国学生准备的出国班。 在国内高考制度和高等

教育质量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出国

留学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可以说， 在当代中国，

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和丰富个人人生

阅历的重要手段， 更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使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经之路。

在当代， 出国留学之所以受到推崇和追捧， 除了富

起来的中国人因为对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而另寻出

路外， 更与我国早期留学生们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辉煌

成就息息相关。 综观人类历史， 出国留学并不是中国独

有的现象， 而是许多国家发展振兴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

国留学的大潮虽然涌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但从开始至

今已经走过了 １６０ 余年历史。 百余年来， 负笈海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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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批留学生为中国从积贫积弱迈向国富民强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其中的佼佼者更对中国的科学技术、 经济文化

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满目疮痍的近

代中国， 留学生们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更是

无可替代。 持续不断的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

变产生了至深至大的影响， 从这一点说， 近代的中国留

学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史的缩影， 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

觉醒成长并逐渐强大的心灵史。

在古代， 中国的教育制度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除

了众所周知的 “唐僧取经” ———到天竺学习佛理等几例

故事外， 外出求学的事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鲜有人提

及。 泱泱华夏以 “天朝上国” 和 “中央王国” 自居，

比起外出求学， 更愿意接受别人的效仿和崇拜。 留学生

一词， 即源于中国唐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意为当日

本的遣唐使回国后， 仍然留在中国学习的日本学生。 现

在泛指留居国外学习或研究的学生。 然而在 １３ 世纪以

后，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 欧洲人建立起了各种新式学

校， 教授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生产技术， 培养了不同

领域的大批人才。 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促使了欧洲工业革

命发生和迅猛发展， 并将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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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初， 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仍然沉醉在东方大国

的迷梦之中， 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他们浑然不知此时的中

国正逐渐衰老和腐化。 尤其是在教育体制上， 清朝的教

育制度仍局限于私塾教育和科举制， 全面沿袭千余年的

旧制， 并强化了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孔孟

之道， 早已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

１８４０ 年，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 敲

响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丧钟， 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

的危机之中。 战争使得中西差异在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文化、 教育、 社会等方面全面显现出来， 这对中

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乃至平民百姓都产生了强烈的

震撼。

社会的激烈动荡、 民族危机的急剧加深， 使绝大多

数的中国人， 特别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怎样

救亡图存以及 “中国向何处去” 的重大发展问题。 在帝

国主义入侵的隆隆炮声中惊醒的有识之士， 开始从民族

失败的教训中寻找救国良方。 作为 “睁眼看世界” 的第

一人， 林则徐开设译馆， 主持编译了 《华事夷言》、 《四

洲志》 等书籍， 使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

林则徐的学生魏源编辑了 《海国图志》， 旨在介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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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 书中 “师夷长技以制

容
　
闳

夷” 的思想一经提出， 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

浪。 至于为何要 “师夷”、 “师夷” 的内容是什么、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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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师夷” 的争论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

被称为 “中国留学生之父” 的容闳 （１８２８—１９１２

年）， 由于出生在广东沿海这个较为开放的区域， 第一

次把 “师夷” 从理论变成了实践。 １８４７ 年容闳与两名

同学黄胜、 黄宽一起被传教士带到美国深造， １８５０ 年他

考入耶鲁大学， １８５４ 年成为 “耶鲁大学中国第一位毕业

生”， 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并

获得学位的留学生。 回国后， 容闳恰逢洋务运动的浪

潮， 西学东渐的情况使洋务运动迫切需要一批外交人才

和技术人才。 因此， 曾国藩、 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建议，

上奏清廷， 于 １８７２ 年开始分四批派遣了共计 １２０ 名幼童

赴美留学， 从而拉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大幕。 容闳是促

使中国政府派遣成批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和推

动者， 是第一位从西方盗回真理火种的有功人员。 近代

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大多生活在沿海一带。 １８７９ 年赴美国

读书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

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 是广东人。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

宋氏三姐妹宋蔼龄、 宋庆龄、 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澍是海

南人， 他不但跟传教士到美国留学， 后来又将他的儿女

们送到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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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洋务派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 促成了清廷在

１８７７ 年 （３０ 名）、 １８８２ 年 （９ 名）、 １８８６ 年 （３４ 名）

和 １８９２ 年 （６ 名） 分别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

的 ７９ 名留学生赴英、 法、 德等欧洲各国学习造船、 驾

驶、 兵技等西学。 在 １８７２ 年至 １８９７ 年的几年间， 洋务

派派往美、 日、 法、 德、 英等国学习军事技术、 自然科

学等科目的留学生共有 １９９ 余人， 这实际上形成了由洋

务派主持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出国留学高潮。 其中

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成为政界、 军界、 商界、

学界的知名人士， 或是工厂、 企业、 铁路、 矿山的技术

骨干， 如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著名教育家北京

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中国铁路之父” 詹天佑、 中日甲午战争英雄邓世昌等。

１８９５ 年中日甲午战争， “天朝上国” 居然败给 “蕞

尔小国”， 给中国人以莫大刺激， 老师被学生打败， 使

中国人一改过去鄙视日本的态度， 开始以好奇、 崇敬的

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的东亚近邻。 清廷中的一部分人认识

到，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迅速崛起， 成为一个经济繁

荣、 国力强盛的国家， 维新与人才的关系十分重要。 派

遣留学生到日本， 是学习和仿效日本的捷径。 １８９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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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派了 １３ 名留日学生， 这是中国政府派往国外的

又一批留学生。

同时， 甲午战争一役， 清王朝落败于过去一直没有

放在眼里的日本， 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 促使

人们对教育问题进行认真的反省， 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 “国势衰败在于人才匮乏， 人才匮乏在于教育不

振” 之类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萌发。 至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

代后期， 在变法维新运动的背景下， 教育救国的思想成

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广泛传播， 这一潮流的领导人是康有

为、 严复、 梁启超等人。 到 ２０ 世纪初， 教育救国的思

想已经为一般人士所认同， 正所谓 “甲午庚子以还， 内

为志士所呼号， 外受列强之凌辱， 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

之绝大问题， 于是众口一声， 曰教育教育”。

清王朝为了拯救已经危机四伏的统治， 就连那些极

为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都认识到战舰之精、 机器之

利、 格致物理、 巧夺天工为西人之长技。 国家要生存，

就必须变法。

１９００ 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

族的危机。 １９０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流亡于西安的清廷发布

了变法的上谕， 宣布要实行 “新政”， 其内容涉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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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经济等各个领域。 自然教育改革成为这次 “新

政” 的一个重点。 这次改革虽然仍有较浓的封建色彩，

但它毕竟是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教育

改革， 更是中国 “三千年一大变局”， 在中国教育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首先， 废除科举制。 从 ６０５ 年隋朝开始延续了 １３００

年的科举制度于 １９０５ 年被正式废除， 这为新式教育的

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严复将废除科举制喻为

“废封建， 开阡陌” 一样的千百年仅有的大事。 事实上，

当数百万封建学子的传统仕途被切断以后， 出国留学渐

成学子的共同追求。 如留美学生胡适在 １９１０ 年给母亲

的信中所说： “现在时势， 科举既停， 上进之阶， 唯有

出洋留学一途。”

其次， 大力倡导兴办学堂。 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自

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课程， 对于推动 “新学” 和 “西

学” 的发展有较大好处。 同时， 它也是清政府承认和肯

定 “新学” 和 “西学” 的一个明证。

再次， 正式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

清政府颁布 《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 鼓励大批学生出

国留学。 这一举动解开了中国人心中的一大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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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为师”。 当昏庸的统治者从 “四夷宾服” 的文化

包袱中解脱出来时，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

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则成了广大留学生的坚定信

念。 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甚至将 “求学” 视同

“求药”， 试图从国外寻找救民救国的良方。

在此改革的基础上， 中国的留学教育发展迅速。 出

国留学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而这次的留学主流之所以在

日本， 其原因是， 近代以来， 日本也一直受到西方列强

的欺凌， 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 让清廷震惊不已。

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急欲赴日亲自探究日本速强

的原因， 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想借鉴日本的经验， 使

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 由于日本学习西方颇有成效， 加

之客观上留学日本有着路近、 费用低、 与中国文化渊源

较深等便捷条件， 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开始由欧美转向

日本。

对此， 正如张之洞曾在 《劝学篇》 中说道： “至游

学之国， 西洋不如东洋， 日本路费省， 可以多派， 距离

中国近， 便于管理， 日本语文接近中国语文易于通晓。

欧美教科书浩瀚激进， 极端民主化， 凡不合东方传统的

日本已有所修改。 中日国情风俗相近， 容易效仿， 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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