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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容闳（１８２８—１９１２），珠海南屏村人，１８４７年留学美

国，１８５４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

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国后参加洋务运动，力

主教育救国。１８７２年起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开

近代中国留学之先河，影响深远。晚年支持康梁变法及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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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民主革命。曾在家乡倡办甄贤学校，著有《西学东渐

记》等。１９９９年，为表彰容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重

大贡献，美国政府在耶鲁大学荣誉堂塑起了容闳的铜像，

这是连很多美国总统都无法得到的荣誉。容闳坦言：“曾

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

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

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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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教育兴邦

“教育救国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但以“教育救国”作为毕生追求、愈挫愈勇而终其一

生者，唯有容闳一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意识到科教与

“国富”之间内在因果的前驱之一。

１８５５年回到祖国后，容闳首先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他在１８６０年给洪仁玕的七项建议中，与教育有关的占了

四条，这是他科教救国计划的最早尝试。１８６２年与洋务

派合作时，当时洋务派的目光还普遍停留在“制器”层面。

容闳主张要由抓机械制造厂入手，建立基础工业。这个建

议超越了“制器”层面，突入“觅制器之器”的新境界，深受

曾国藩的赞许。受曾的委任，容闳耗时两年，于１８６５年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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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引进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基础工业设备，建立了江南

制造总局，成就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真正发轫。１８６７年，

容闳向曾国藩提出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我国近代

第一所技工职业学校由此诞生。

１８６８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交“条陈四则”，首

次提出留学计划。在容闳多次推动下，曾国藩与丁日昌等

１８７０年联名上奏，留学教育计划终获清政府正式批准。

从１８７２年７月开始，清政府先后分四批共派出１２０名幼

童留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近

代中西文化交流从工业生产到工业教育、从引进机器到培

养人才的双重升级。清政府于１８８１年下令撤销留美事务

所，撤回全部幼童。

留学计划猝然夭折，和容闳偏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

想不无关系。容闳心目中的西学，是一整套以美国为模式

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所以，在容闳

的“纵容”下：幼童“终日饱吸自由空气……言论思想，悉与

旧教育不侔”。容闳希望借他们从制度层和精神核心层入

手，对封建的中国进行根本性的资本主义改造。双方的决

裂从合作之初就已经注定。容闳倡导的留学计划为近代

中国造就了首批科技文化人才。这些幼童后来成为近代

科技文化各领域的骨干和创始人，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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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从历史宏观视角观照，容闳及其教育实践开启了百年

波澜壮阔的留学大潮。追本溯源，也不能忘记容闳的开拓

之功。

教育实践主张

容闳在教育实践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符合近代教

育发展要求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

（一）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不是挽救腐朽的专制

王朝，而是缔造“少年新中国”。容闳托迹于曾国藩幕府，

积极参与洋务运动长达２０余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支持

清政府。洋务派的教育主张困足于“中体西用”的桎梏，而

容闳的思想和实践远远突破了“中体”的困扰。他认为，

“藉西方之学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

近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少年新中国”的政

治理想，他晚年与孙中山合作推翻清政府，“爱国而不忠

君”是他与洋务派的最大分野。所以，当留学计划夭折后，

容闳愤然退出洋务运动。

（二）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造就一种品格高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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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材。容闳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１８７１年，容

闳捐资在家乡珠海南屏开办新式学堂“甄贤社学”，这是他

在国内开办国民教育的初次尝试。容闳提倡通过教育培

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

抗外来压迫。容闳主张：“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

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

胆力起而自卫矣。”这些观点，来源于容闳对国民性的深刻

认识，体现了容闳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国人健康

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

个性解放的色彩，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之

先声。

（三）近代中国教育的模式与途径：以西方教育为模

式，实行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

容闳以西方教育为模式，主张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兴

办机械、铁路等实业教育。这些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

主张逐步被以后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或吸收，成为新教育

的先声。例如，容闳把妇女教育上升到了事关整个民族文

化素质的高度。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

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来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

能与外国竞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容闳并不主张全盘照

搬西方。“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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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容闳科教思想最具价

值的文化核心。

教育思想的影响

容闳是以一个洋务派的面目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

但是，他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派的范畴，由于种种

原因，他的历史地位被长期低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容闳

身上还有“洋奴”之嫌。而事实上，容闳是一位“胸怀松柏

之志，常葆赤子之心”的爱国者，一生为了祖国的“文明富

强”而殚精竭虑。

从文化的角度观看，容闳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更

为清晰。众所周知，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大体上是沿着器

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次第展开，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

浅入深的过程。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止步

于“师夷长技”的器物层，容闳则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

息相关的教育制度，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他的教

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

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相比肩。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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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容闳是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

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容闳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近

代化的卓越先驱。

近年来，容闳的历史地位被学术界重新发现，其思

想实践也被重新定位，海内外也掀起了一股“容闳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时

专门提到了容闳，耶鲁大学向胡锦涛赠送的礼物是一

幅容闳画像；美国哈特福德市于２００４年宣布１１月１７

日为“容闳日”；容闳还是塑像矗立在耶鲁校园的第一

个中国人；同时，容闳的家乡珠海也举办了一系列主题

活动：２００３年出版《容闳传》，２００４年底举办“纪念容闳

毕业于耶鲁大学１５０周年暨《容闳与科教兴国》学术研

讨会”，２００５年底举办第二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与发展论坛”，并赴美向耶鲁大学赠送容闳铜像。珠海

正在积极筹办中国留学生博物馆，致力于将珠海打造

成为“留学生之城”。

容闳一方面是一位热烈恒久的爱国者，另一方面，他

又能够跳出“华尊夷卑”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科教兴国

为切入点，努力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吸收借鉴与和谐对话，

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胸怀和文化风范对建设和谐社会具

有启迪意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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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教育成就

容闳是近代中国提出建立军事学校和实业学校的先

驱者。他以为：近代战争，需要军官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

和战术思想，因此应设兵工学校；近代化的机器生产，需要

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工，因此提倡设立实业学

校。他的教育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

是一个开创性的里程碑。

容闳的关于建立新型学校的设想，在《西学东渐记》第

十章《太平军中之访案》中已见端倪。他向洪仁玕提出的

改良政治、改造中国的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到新型教育

制度，包括设立武备学校（第二项）、建立海军学校（第三

项）、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第六项）、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第七项）。容闳将建立新型学校、改造旧的教育体制，作

为他推行教育计划并改造中国的重要方面，对中国近代教

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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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教育是容闳教育计划的核心，他把派学生出国学

习作为改造中国、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措施。他说：“留学生

的计划，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

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鉴于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的愿望得以实现，容闳

增强了推行其教育计划的信心。１８６７年，他通过丁日昌

转呈给文祥的条陈四则中，阐述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规划，条陈的第二条阐明了他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他

在条陈中说：“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

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

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

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

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

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

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

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

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

在《予之教育计划》中，容闳还特别申明：“此条陈之第

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

二条。”显然，容闳将派遣留学生作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极为重要的条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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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

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１８４７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

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

１８５４年１１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

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

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

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容闳首先要谋生。他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

员，三次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

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

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

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

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

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

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忽有一

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

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

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

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容闳问：“要我去做

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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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

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

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

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

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１８６５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

了１１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

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

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

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

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

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

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

星，盼月亮，３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

灰意冷，希望灭绝”。这样一晃又是６年。真是否极泰来，

１８７０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

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

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３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

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原因是中美两国虽有外交，

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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