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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細沈葆輔留学教育思爝的比较

朱孔京

【提 要 】 在 中 国近代洋务运动 的过程 中 , 容闳 和沈葆桢两 人的 留 学教育思 想推动 了 当 时的 官 派留 美 、

留 欧教育活动 。 由 于 出 身 、
经历 以 及接受教育的不 同 , 两人留 学教育思 想亦 有诸 多 差异 。

比较两人留 学教

育思想的 异 同 , 分析造成异 同的原 因 , 有助 于我们从一 定侧 面 了 解 当 时 的 洋务运动 , 也能够比较深 刻地理

解 当 时 中西文化 的 交融 与 冲 突 , 有助 于我们从留 学教育的层 面上理解 当 时的
“

西学 东渐
”

、

“

中 体西 用
”

等

社会思潮 。
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 不 同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 着 中国 近代早期 官派 留 美 、 留欧 活动的进展 、

成效及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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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 , 中 国的
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 中西

方之间的差距 , 从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的 呼吁 开始 ,

发展到
“

自强求富
”

的洋务运动 。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

程中 , 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逐渐成为其中 的一个主要 内

容 , 它也从
一定的侧面反映着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到文

化 、 制度层面的飞跃 。 容闳是中 国近代早期官派 留学教

育 的倡导和推动者 ：

“

无容 闳 , 虽不能说中 国无留学生

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 , 而且派遣 的方式也许是另
一

个样

子 , 故欲述留学之渊源 , 不可不先知容 闳
”

。 继容闳

后 , 沈葆桢也倡导推动 了船政学堂学生 留欧活 动 。 但 由

于 出身 、 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不同 , 导致两人留学教育

思想有诸多差异 。 比较两人留学教育思想的异同 , 分析

造成异同的原因 , 有助于我们从
一定的侧面 了解 当时的

洋务运动 , 也能够使我们 比较深刻地理解当时中西文化

的交融与冲突 , 有助于我们从 留学教育的层面上理解 当

时的
“

西学东渐
”

、

“

中体西用
”

等社会思潮 。 两人留学

教育思想的不同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 中国近代早期

官派留美 、 留欧活动的进展 、 成效及命运 。

一

、 容闳和沈葆桢留学教育

思想的相同点

容 闳和沈葆桢 留 学教育思想 以及实践活动都和 当

时的洋 务运动 以及早期近代化密切结 合在一起 , 留学

教育思想 的观念和动机就是 向西方学 习 , 派遣学生到

西方 留 学 , 学 习 西方先进的文化 、 科学与 技术 , 回 国

后达 到富 国强兵的 目 的 。 也就是说 , 在倡 洋务 、 学西

方 、 教育救 国这些方面 , 容 闳与沈葆桢是相 同 的 。 两

人 留学教育思想的 提 出 及其后来的 实践活 动 , 也体现

出 当时他们 深深的爱 国 主义情怀 , 正如容 闳在其 《西

学东渐记 》 中 所说 ：

“

予当修业 期 内 , 中因之腐败情

形 , 时触予情 , 殆末年而尤甚 。 每
一

念及 , 辄为 之怏

快不乐 , 转愿不受此良 教育 为愈 。 盖既受教育 , 则予

心 中之理想既高 , 而道德之范 围亦广 , 遂觉此身负荷

极重 , 若在毫无知识时 代 , 转不之觉也 。 更念 中 国 国

民 , 身受无限痛苦 , 无限压制 。 此痛苦与压制 , 在彼未

受教育之人 , 亦转毫无感觉 , 初 不知 其为痛苦与压制

也
”

。

“

予既远涉重洋 , 身受文明之教育 , 且 以辛勤刻

苦 , 倖遂予求学之志 ,

……既 自命为 已受教育之人 , 则

当 日 夕 图 维 , 以冀 生平所学 , 得以 见诸实用 。
此种观

舒新城 ： 《中国近代留学 生 》 , 上海 文化 出版社 年影印

版 第 页 。

容闳 ： 《西 学东渐记 》
,
湖南人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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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予无时不耿耿于心
”

。

从容闳和 沈葆桢 留学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看 , 两

人分别倡导 的 留学教育并不一帆风顺 , 期 间经 历多 次

曲折 , 甚至几度搁置 。
在当时 的 中 国 , 要想实现 自 己

的教育理想 , 仅靠 自 己显然是行不通的 , 所以 他们最

终依靠的都是当时权 臣 的拥护 、 支持和 推动 , 即都依

靠了政府的 力 量 。 年 , 容 闳 回 国 后 , 多方奔走 ,

一直寻找机会 以达成其教育救 国 的 理念 。 既求助 于 美

国驻华公使 , 又结交中 国权贵 , 年还 曾 希望依靠

太平军的力量来实现 自 己教育救国 的理想 , 他先后向

洪仁矸 、 丁 日 昌 、 曾 国藩等提 出其教育救国的的 建议和

具体措施 。 年 , 容闳被 曾 国藩邀到安庆帮办洋务 ,

并结识了江南制造总局督办丁 日 昌 , 年 , 容 闳通过

丁 日 昌 向朝廷上了
一

个
“

条陈 四 则
”

,

“

条陈之
一

、
三 、

四特假 以为 陪衬 , 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 , 自 在第二

条
”

即
“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 , 送之 出洋 留学 , 以 为

国家储蓄人才 。
③ 年 , 容 闳趁 曾 国藩 、 丁 日 昌 等

四 名钦差大臣奉 旨赴天津办理
“

天津教案
”

的时机 , 催

促丁 日 昌 向 曾 国藩重提留学计划 , 终获 曾 国藩同意 。 当

得知其留学教育计划 即将成行时 , 容 闳
“

喜而不寐 , 竟

夜开眼如夜鹰 , 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 忘其为僵卧

床笫间 。
④

与容闳相比 , 沈葆桢由 于本身就是 当时的福建船政

大臣 , 又由 于有 留美的先例 , 所以 留学教育思想 的实践

在政府层面上相对容 易些 , 但期间也是经历 了 一番 曲

折 。 年容闳 的幼童留美计划实施后 , 沈葆桢就有派

遣船政学堂学生出洋留学 的设想 。 当时 , 福建船政局与

延聘的洋教习 所定合同的期限只剩一年 , 沈葆桢 主张在

洋员合同期满后 , 选派学生出 洋 留学 ,

“

以中 国 已成之

技求外国益精之学 , 较诸平地为 山者又事半功倍矣
”

。
⑤

一

年之后 , 洋员期满返国 , 沈葆桢正式奏请选派学生 出

洋 留学 , 可未及付诸实行 , 由于
一

无 巨款 ,
二又发生 了

年的 日军侵台事件 , 派遣 留 学生 出 洋之事耽搁下

来 。 台湾事件结束后 , 沈葆桢调离船政局 , 先后 接任 的

丁 日 昌 、 吴赞诚也极力推动派遣学生 出洋学习 , 并且 和

李鸿章 、 沈葆桢多次函商 , 留 欧才最终成行 。

另外 , 容闳的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 对沈葆桢的

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 。 容 闳 的留学教

育思想以及幼童 留美活 动开 了 中国 近代官派 留学的 先

河 , 在首批幼童赴美成行后 , 沈葆桢就提到 ：

“

御侮有

道 , 循已成之法而益精之耳 。 洋人来中 国教 习未必非上

上之技 , 去年曾 国藩募幼童赴英国学艺之举 , 闽中欲踵

而行之 》

”

总理衙门对他的想法也极为赞同 ：

“

至该大

臣所称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 习一节 , 査同治十年七 月

间 , 原任两江督臣 曾 国藩等奏遴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

国肄习技艺 , 业终奉 旨准行 , 由该督等派 员在 沪设局 ,

分批遣令出洋在案 。 此次沈葆桢等拟遣前学堂学生分赴

英法两国 , 探求造船 、 驶船之精奥 , 与原任督 臣曾 国藩

等遴选学生赴美 国学 习技艺意思相 同 ,

一切章程 , 应否

仿照沪局办理 , 抑或有变通之处 , 应请一并饬下
”

。

二 、 容闳和沈葆桢留学教育

思想的不同

“

西学东渐
”

与
“

中体西用
”

虽然是同时代的开 明的知识分子 , 又先后分别推动

和倡导了官派留美 、 留欧活 动 , 但容闳和沈葆桢 留学教

育思想的本质是不同的 。 最主要的 , 容闳的 留学教育思

想更多的是学 习西方先进文化 , 使
“

西学东渐
”

, 沈葆

桢的留学教育思想更关注于学 习西方先进技术 , 强调

“

中体西用
”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容 闳 和沈葆桢的留学教

育思想反映了 中 国 当时及其以后 的两种社会思潮 。

长期以来 , 人们都把容 闳 的名字与
“

西学东渐
”

紧

密联系在
一起 , 他 自 传 的 中译本 也被称为 《 西学东渐

记》 。 容 闳的 留 学教育思想也始终 紧 紧和
“

西学东渐
”

联系在
一起 , 在他看来 , 当时中国的 贫穷落后 , 主要在

于 中国 当时 的 文明 、 文 化落后 于西方 , 因此 只有 引进

“

西学
”

, 借西方文 明之学术灌输中 国 , 才是 中 国 自 强 自

救的根本出路 。 他 留学教育思想的 主 旨就是
“

予意以 为

予之一身 ,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 则 当使后予之人 , 亦享

此同等之利益 。 以西方之学术 , 灌输于 中 国 , 使 中 国 曰

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

”⑧ 因此 , 在容闳心 目 中 , 近代化就

是西化 , 如果再具体
一

点 , 就是美 国化 。 而要西化 , 美

国化 , 首要的一点就是改革中 国的教育 , 学习西方的先

进文化 , 而要达到这一点 , 最好的方式就是派遣学生到

① 容闳 ： 《西 学东渐记 》
, 湖南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② 容闳 ： 《西学东渐记 , 湖南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容闳 ： 《 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容闳 ： 《 西学东渐记 》 , 湖南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

同治十
一

年四月 初
一

日 沈葆桢折
”

, 中国史学会 主编 《 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 运 动 五 )
, 上海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海防档 》 乙 , 《福州船厂 》 (

一

) , 第 页 。

“

同治十二年 十
一

月 十八 日 奕 沂等奏
”

, 高时 良编 《中 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 》 , 上海教育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⑧ 容闳 ： 《 西学东 渐记 》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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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留学 , 他
一

生两个 主要 心愿的第
一

个就是 ：

“
一

为

予之教育计划 , 原遣 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
”

。 这样 ,

到美国 留学的人越多 , 回国后就会大力传播美 国 的先进

文化 , 中 国文明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 中 国逐渐就会像美

国一样繁荣富强 。 这种
“

以西化中
”

、

“

援西入中
”

的文

化政治主张成为容 闳 的终身奋斗 目 标 。

与容闳的
“

西学东渐
”

不 同 , 沈葆桢 则更 多强调
“

中体西用
”

。 举办洋务 , 特别是担任船政大臣以来 , 沈

葆桢也逐步认识到 中 国和西方之 间 的差距 , 特别是造船

和驾驶技术的差距 , 因此 , 沈葆桢一直关注 的就是中 国

必须尽快培养出 自 己先进 的技术人才 , 特别是驾驶和制

造船舰的专 门海防人才 , 在福建船政局 的设立上 , 沈葆

桢就认为
“

创始之意 , 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

。 随着福建

船政学堂学生学习 的深人 , 沈葆桢逐渐认识到
“

欲 日起

而有功 , 在循序而渐进 , 将窥其精微之奥 , 宜置之庄岳

之间
”

, 提出 了派遣船政学堂学生 出 国 留 学深造 的设想
“

前学堂习法 国语言 文字也 , 当选 其学生之 天资 颖异 ,

学有根柢者 , 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 , 乃其推陈出新

之理 。 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 , 当选其学生之天资

颖异 , 学有根柢者 , 仍赴英国 深究其驾驶之方 , 及其练

兵制胜之理
”

。 这样 ,

“

速则三年 , 迟则五年 , 必事半而

功倍
”

。

“

斯人才源源而来 , 朝廷不乏于用 。
③

但沈葆桢在看到西方人造船 、 驾驶等先进技术 的同

时 , 并不赞同西方人的文化和道德观念 , 他一方面极力

推行学 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 极力推动学生留学 , 另

一方面又时刻不忘对学生进行 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的 教

育 , 并且认为这始终是根本 。 同时 , 他认为中 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矛盾 , 应把传统的

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 他

认为 ：

“

盖欲习 技艺不能 不籍聪明 之士 , 而天下往往愚

鲁者 尚循规矩 , 聪明之士非范以 中 正必易人奇邪 。 今 日

之事 , 以 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 ； 以外国之习气

变 中 国之性情不可也 。 且 浮浇险薄之子 , 必无持久之

功 , 他 日 于天文 、 算法 等事 , 安 能精益 求精 , 密益求

密 ？ 谨始慎微之方 , 所以不能不讲也 。

”

。 这实际上就

是 当时洋务派的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思想 , 这一

思想也贯穿于沈葆桢创办船厂 、 船政学堂及派员 留学的

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 。

二
)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和沈葆桢的留 学教育思想相 比 , 容闳 的 留学教育思

想有两大特点 , 其一是在当时 , 容 闳 完全强调 了教育特

别是 留学教育的力量 , 认为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就可救

国 , 就可使当时的中 国强盛起来 , 他确信 ：

“

然使予之

教育计划果得实行 , 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 良东方之文

化 , 必可使此老大帝国 ,

一变而为少年新 中 国 。

”⑤ 如果

他的 留学教育计划成为事实 ,

“

将于中 国二千年历史中 ,

特开新纪元矣
”

。 但在 当时 中 国那种 特定 的历史条件

下 ,

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正加 紧侵略中 国 , 不希望中 国

真正强大起来 , 另一方面 , 封建专制 、 儒家思想还牢牢

控制 中国 的政治和文化 , 腐朽落后 的清王朝更不希望全

盘接受西方的文化 , 再加上 当时 中 国 国 内 文明开化的程

度远没有达到容 闳所希望的那样 。 容 闳 的留学教育计划

的实施就非常 困难 , 更不用说单靠兴办新式的留学教育

就能达到民主 自 由和国家富强 。 因此 , 容 闳 的留学教育

思想具有
一

定 的空想性 。

其二 , 容闳在 向 中 国输人
“

西学
”

的过程 中 , 有

“

全盘西化 的倾向 , 他认为西方的 , 特别是美 国 的
一

切都是好的 , 对 中国 当时的社会现状 、 中 国 的传统文化

缺乏深刻的 了 解和认识 , 他认 为要改变 当时 中 国 的现

状 , 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移植过来就可 以 了 。 对 中 国的传

统文化 , 他是持否定态度 的 , 他认为 中 国二千年历史和

文化 , 因循守 旧 , 没有多少新鲜有趣味的东西 ,
正 因 为

这样 , 容闳可 以没有那么 多的顾虑 , 回 国后就全力进行

他的
“

西学东渐
”

事业 。 但另
一方面 , 由于他对 中 国传

统文化缺乏 了解 , 更不可能批判 地继承 中 国 的传统文

化 , 也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 中西方文化之 间 的关系 。 因

此 , 在他的 留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中 , 处处存在着 中学

与西学的矛盾 , 存在 中西文化的冲突 。 这也导致容 闳在

中 国 国 内始终找不到归宿 , 他
一次次努力 的效果也相 当

有限 , 最终也无力完成他的
“

西学东渐
”

计划 。

和容闳不 同 , 沈葆桢的 留学教育思想要务实得多 ,

这突出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其一 , 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深厚的中

学根底之上的 。

其二 , 沈葆桢的 留学教育思 想是建立在举办洋务 、

培养驾驶造船专门人才的具体动机之上 的 。 两次鸦片战

① 容 闳 ： 《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 ‘

同治十二年六月 二十 日 沈葆桢折
”

, 高时 良编 《中国 近代

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 动时期教 育 》
, 上海教育 出 版 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

同治十二年十
一

月 初七 日沈葆桢折
”

, 高时 良编 《中 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 》
, 上海 教育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

同治六年八月 初八 日沈 葆桢折
”

, 高时 良编 《中国近 代教

育史资料 汇 编 洋 务 运动 时 期教 育 》 上海 教育 出 版 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容闳 ： 《 西学 东渐记 》 , 湖南 人民出 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⑥ 容 闲 ： 《西学 东渐记 》
, 湖南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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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西方列强都是从海上攻人 , 沈葆桢等
一些有识之士

逐渐认识到海防空虚 、 海疆不保的危害性 , 进而认识到

建设海军 、 加强海防的重要性 。 加强海防建设 ,

一是造

船 、 造舰 , 二是培养掌握造船和驾 驶技术的专 门人才 。

开始 , 洋务派
一方面重金雇用洋人 , 充当技术顾问 , 开

办了一些制造厂 、 船厂 , 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直接 向西方

购买船舰的便捷之策 , 但是用外国 人指导造船 、 驾船

中 国人
“

虽 日 习其器 , 究不 明乎用 器和制 器之所 以然
”

,

“

倘洋匠西归 , 中 国 匠徒仍复茫然 , 就令如 数成船 , 究

于中 国何益
”

种种因素使沈葆桢等洋务派官员认识到

强化海防的根本 良策 , 是要尽快培养出一批中 国 自 身的

驾驶和制造船舰的专门海防人才 。

其三 , 沈葆桢的 留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船政学堂学

生国 内深厚的学习基础和实践之上的 。 福建船政学堂是

随着福建船政局的建立 而设立 的 ,

“

兹局之设 , 所重在

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 , 俾中 国得转相授受 , 为永远之

利
”

, 规定
“

挑选本地资性聪颖 、 粗通 文义子弟 , 人局

肄业
”

,

“

延致熟习 中外语言文字洋师 , 教 习英法两国语

言文字 、 算法 、 画法
”

, 从而达到
“

能依书 绘图 , 深明

制造之法 , 并通船主之学 , 堪任驾驶
”

的 目 的 。 经过

多年的船政学堂的学习 、 训练 , 留欧学生在国 内就已经

打下 了坚实的中英文和制造 、 驾驶等专业知识的基础 。

正如沈葆桢所言 ：

“

闽局如前学堂及绘事 院之艺童 , 数

年来已学有根柢 , 且兼谙手艺 , 即各厂之艺徒 , 已 习手

艺亦兼读过洋书 。 此次议赴泰西 , 固应变通沪局章程

而求其精善 。

”

其四 , 由于沈葆桢本身就是船政大臣 ,
可 以全力 推

行他的 留学教育思想 , 不需要像容闳那样需要处处求助

别人 , 依附权贵 。 留学教育思想实践起来也就相对容易

得多 。

三
)
注重人格 、 修养 的养成教育与 注重实习 和 训

练的实践教育

与 自 己的 留学经历相联系 , 容 闳的 留 学教育思想更

加注重于学生的人格 、 修养等方面的养成教育 。 后来他

倡导的幼童 留美 , 在很多方面也是受其留 学教育思想的

影响 。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学习 和生活 , 都是寄宿在美国

家庭 中 , 在美国的学校里和美国学生一起读书 、

一起进

行体育娱乐等各种活动 , 学 习 、 生活较 自 由 。 对此 , 容

闳深为高兴
“

此多数青年之学生 , 既至新英 国 省 , 日 受

新英国教育之陶熔 , 且 习 与美人交际 , 故学识乃随年龄

而俱长 。 其一切言行举止 , 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

态 , 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 此不足 为学生责也 。 况彼等既

离去故国而来此 , 终 日 饱吸 自 由 空气 , 其平 日 性灵上所

受极重之压力 ,

一旦排空而去 , 言论思想 , 悉与 旧教育

不侔 , 好为种种健身之运 动 , 跳踯驰骋 , 不 复安行矩

步 , 此皆必然之势
”

。 也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 中 , 幼童

不知不觉地吸收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

与容闳相 比 , 沈葆桢更加注重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 , 在他主政
“

船政学堂
”

期 间 , 就高度重视学生的实

习 和训练 , 如造船学堂的学生 每 日要抽出 半天 的时间 由

外国教师带领进厂实习 , 绘图学堂的学生每天要用几个

小时对船用蒸汽机进行观察和测绘 , 驾驶学堂 的学生毕

业以后 , 都要进行船上实习 和远航训练等 。 留 学时 , 由

于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 所以对实践方面的要求

更高 。 早在 留欧之前 , 沈葆桢就指 出
“

今拟法学办法 ,

半 日肄业工厂 , 每年复 以两个月游历各国各船厂 铁厂 ,

以增长其见识
”

,

“

至英国驾驶之学 , 每年均在学堂 , 亦

以二个月 赴大兵船上阅看练 习
”

。

⑤ 年刘步蟾 、 林

泰 曾二人在英国 高士堡学堂学习时 , 沈葆桢致函总理衙

门建议 ：

“

缘该生等系水师人员 ,
宜在船练 习航海穿洋 ,

方臻阅历 , 若久 与船离 , 恐致矿 荒 , 倘 以 为不必即归 ,

则请咨商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驻京公使 , 准其人英 国大 战

船一二年 , 续学驾驶
”

。 在所订留学章程里 , 更重视将

书本知识与实际历练结合起来 。 留 学生在英法海军学校

和工程学院学 习理论知识后 , 必须人工厂或兵船实 习 ,

学 习制造的 留学生在第二 、 三学年内 ,

“

约 以每年游历

六十 日为率
”

；
学习驾驶的 留 学生从学校毕业后 , 上 外

国兵船实 习 两年 ,

“

其间并可常赴各厂及炮台 、 兵船 、

矿厂游历 , 月共
一

年 , 再上大兵船及大铁甲船学 习水 师

各法 , 约二年定可有成
”

。 甚至规定
“

既上兵船 , 需照

英国水师规制 , 除留辮发外 , 可暂改英兵官装束
”

。 正

是通过这种针对性 、 短时性的 、 急功近利式的学 习 , 再

①
“

同 治十二年六月 二十 日 沈葆 桢折
”

, 中国史学 会主编 《 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 运动 》 五 ) , 上海 人 民出 版 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

同治五年十
一

月 初五 日 左宗 棠折
”

, 高时 良编 《 中 国近代

教育史 资 料 汇编 洋务 时 期 的教 育 》 , 上 海教 育 出 版 社

年版 , 第 、 页 。

③
“

同治十三年二月 十九 日 沈葆桢 上总理衙 门言出洋 书 , 高

时良编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汇编 洋务时期 的教育 》 , 上

海教育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容闳 ： 《西学东渐记 》 , 湖南人民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同治十三年二月 十九 日 沈葆桢 上总理衙 门言出洋 书
”

, 高

时 良编 《 中 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 务时期 的教育 》
, 上

海教育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

光绪二年二月 十 日 沈葆桢致 总理衙门 文
’
’

, 高时 良编 《 中

国近代教 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时期的教育 》 , 上海 教育出 版

社 年版 , 第 页 。

⑦
“

光绪二年十一月 二十九 日 李鸿章 、 沈葆 桢等折
”

, 高 时 良

编 《中 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时期 的教育 》 , 上海教

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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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原来 已有的深厚基础 , 他们进步很快 , 成绩也非常

优异 , 这 比原先局限于船政学堂的实 习 , 眼 界也 大为

开阔 ,

在爱国 、 经世 、 自强 、 选派留 学生学 习 西方先进文

化这些方面 , 容闳 和沈葆桢显然是一致的 , 容 闳更多强

调的是西学东渐 , 在容闳 看来 , 引 进西学 , 发展教育 ,

培养有用人才 , 才是中 国 自 强 自救的根本 出路 。 沈葆桢

更主要是强调 中体西用 。 容闳更主要的是
一

个西化人 ,

要使他的 留学计划能成行 , 就要适应当时传统的 中 国 ,

沈葆桢更主要是
一个传统人 , 其留学计划的成行 , 就要

适应世界 。 和容闳相 比 , 沈葆桢的思想务实得多 , 也更

能和当时洋务运动的 目标相一致 , 因而在实行 的过程 中

也就容易得多 。

三 、 容闳和沈葆桢留学教育思想

差异的原因

容 闳和沈葆桢由 于出 身 、 经历 的不 同 , 特别是两人

受教育的不同 , 造成两人思想 、 观念 、 人格的不同 , 他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先进文明的认识不同 , 从

而导致他们学习西方 、 留学教育思想的不同 。

年 , 容闳 出 生在广 东香 山南屏镇
一

个贫苦农 民

家庭里 , 少年时容闳就跟随父亲前往澳 门 , 并人读郭士

立夫人 ( 丨 创办的学校 , 年该校停办 ,

容 闳也返 回家 乡 , 年其父辞世 , 由 于家贫无以为

生 , 容闳找 了
一个折叠小工的工作 。 年美国人 白 朗

抵达澳 门 后 , 马 礼逊学校 (

正式开学 , 年容 闳人马礼逊学校 , 同

学共六人 。 年 , 由 于香港被割让给英 国 , 马礼逊学

校迁往香港 , 容闳亦随之到 香港继续学业 。 年

月 , 白朗返 回美国 , 离开时带同容 闳 、 黄宽及黄胜三人

前往 美 国 留 学 。 容 闳 赴 美 后 于 麻 省 之 孟 松 学 堂

就读 , 后来由 于 白 朗的 帮助 , 他得

到乔治亚州 萨凡拉市妇女会无条件的资助进入耶鲁大学

读书 , 年毕业后回 国 。 从容 闳的经历看 , 他从小接

触的是西方文化 , 接受的是西式教育 , 涉猎的是西方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美 国式的社会制 度 、 生活方式 、

文化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 使其成为一个与中 国传统知识

分子截然不 同的新型知识分子 。 另
一

方面 , 容 闳又具有

强烈的爱 国情怀 , 当他看到 当时中 国经济落后 、 政治腐

败 、 人民苦难的现状时 , 内心 十分痛苦 。 在他进人耶鲁

大学之前经济支持出 现问题的时候 , 孟松学堂曾愿意资

助他 , 但以毕业后必须回 中 国作牧师作 为条件 , 容闳断

然 回绝 , 他希望利用 自 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谋福利 , 使

祖国强大起来 , 他根据自 己 的切身体验选择了教育 , 认

为兴办近代教育 , 把西学传播到 中 国 ,
就能促进 中 国 的

繁荣 富强 。 而促使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 , 像 自 己那样接

受新式的西方教育 , 显然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 留学将容

闳的爱 国 主义 与
“

西学东渐
”

的 目 的有机地结合在
一

起 。 但是 , 由于容闳 自幼就在教会学校读书 , 后 又长期

在美 留学 , 自 少年时代起就接受西方资产 阶级教育 , 对

中 国 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 中 国传统文化基本对他没有

多大影响 由于初年 的文化养成 以及异域的成长背景 ,

所以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将西学与中 国的传统文化有机

结合起来 , 其影响也必然有 限 。

与容 闳不 同 , 沈葆桢走 的是
一

条规规矩矩的封建正

统之路 。 他 年 中举人 , 年中进士 , 选庶吉士 ,

授编修 。 后来 , 先后补授江南道监察御史 、 江西九江府

知府 、 江西广饶九南道道台等职。 由 于性格耿直得罪上

司 , 于是去职 回家养亲 。 年 , 重又被起用 , 授吉赣

南道道台 , 沈 以父母年老而婉辞 , 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

练 , 得到 曾 国藩的赏识 。 年 , 曾 国藩请他赴安庆大

营 , 加以重用 。 不久 , 推荐他出 任江西巡抚 , 年左

宗棠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 。 临行前左宗棠上疏保荐沈

葆桢接替他任福建船政大臣 , 主办福州 船政局 , 此时 ,

正值洋务运动举办军事和 民用工业的兴起之时 , 时代也

给 了沈葆桢展露才华 的机会 。 沈葆桢最早 由母亲林惠芳

林则徐之妹 ) 传授儒学义理 , 后通过科举取得功名 为

官 ,

一生深受儒家传统的忠孝礼义等 的影响 , 是典型封

建正统教育下 的
一个传统知识分子 。 沈葆桢一生 , 也深

得清廷宠信 , 曾被委 以各种重任 , 为此 , 他对清廷感恩

图报 , 处处表现出忠于 国君 、 忠于清廷 、
忠于职守 。 因

此 , 他在招收学生时要求应考学生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

知识 , 在教学 中 , 更是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 , 惟

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 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 。 另

一

方面 , 鸦片战争后 , 面对西方列强 的坚船利炮 ,

一批

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林则徐 、 魏源等从爱 国御侮的角度

出发 , 以开明的思想审视西方 , 开眼看世界 , 提 出
“

师

夷之长技 以制 夷
”

的主张 , 学 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 ,

强化海防建设 , 抵抗外国的侵略 。 这些经世致用 的爱 国

主张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沈葆桢产生重大影响 。 沈葆桢

自小就受到父亲沈廷枫 、 舅 舅 ( 也是岳父 ) 林则 徐 、 老

师林昌彝等人经世致用和爱 国思想的影响 ； 同时他又深

受洋务思想 的 影响 , 所 以在他身上 , 爱 国 、 传统 、 经

世 、 改革 、 自 强等观点集于
一

身

① 参见 美 庞百 腾 著 《 沈葆 桢评传
——

中 国近 代化 的尝

试 》 , 陈俱译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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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容闳 、 沈葆桢留学教育思想

对留学教育实践的影响

容闳 和沈葆桢两人的留学教育思想对当时的幼童 留

美和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活动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在早期 留美幼童的 派遣上 , 容 闳 的推动作用显 然

是 巨大 的 , 后来 的幼童 留 美的整个过程 , 也深深打上

了其
“

西学东渐
”

的痕迹 。 在幼童 留美过程 中 , 由 于

受容 闳 留学教育思想的影 响 , 再加上年龄小 , 接受新

事物快 , 和 美 国 人联 系 密切 , 采取 的 是
“

家 庭式
”

的 、 寓教于 乐 的 留学教育方式 , 因此 , 他们大都接受

了 正规而 系统的美式文化教育 , 学习 了一些崭新的 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 这种 留学教育
一

开始就表现

出一种开放的 、 中美文化融合的趋势 。 但幼童这种越

来越西化的倾 向 , 显然是清政府所不能容 忍 的 , 所

以 , 从一开始 , 对他们 的传统教育和传统限制就非 常

严格 , 这必然造成 出 洋肄业局里各种各样的矛盾 。 同

时这种
“

西学东渐
”

式 的教育 , 在 中 国 国 内 当时 的洋

务派看来 , 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 的作用 , 不能立 即和

他们
“

富 国强兵
”

的 目 的相
一

致 , 这些都成为幼童 中

途撤回 的主要原 因 。

一

些 留 美幼童 回 国后 , 因 所学

专业在 国 内 尚 无 用处 , 被 送入新 式学校 , 改学 国 内

急需的 其他专业 , 如 首批 留美幼童詹天佑等 人 ,

回 国后才考进福建船政学堂 的驾驶学堂 , 学 习驾驶 。

但是另 一方面 , 留 美幼童这种扎实 的
“

西 式
”

基础

教育具有长效性 , 当时在美 国 已 经进人大学学 习或

者归 国 以后又去美 国大学学 习 的 留 美生在选 择大学

里的专业时 , 许多 人就选择 了 国家 最急需 的 机 械 、

铁路 、 矿冶 、 邮 电 、 造船 、 法 律 ( 特别 是 国 际法 )

等专业 , 由 于打 下坚实的 基础 , 他们 进步很快 , 成

就也较大 。

留欧生由 于受沈葆桢实用 、 功利等 留学教育思想的

影响 , 再加上 留 学时年龄较大 , 学 习 目 标 明确 , 时间

紧 , 任务繁重 , 为了使 自 己 的专长
“

精益求精
”

, 回 国

后为国家的海军造船 、 制造等事业直接服务 , 可以说他

们的整个 留学教育活动和国 内船政学堂的教育是一脉相

承的 , 采取的也是专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留学教育方

式 , 吸收更多的是英法等国先进的炮船技术 , 这种短期

的 、 急功近利式的留学教育当时在
一

定程度上暂时达到

了洋务派
“

富国强兵 的留学 目标 。 留欧生大都完成学

业 , 学有所成 , 回国后 , 受到 了各种奖励和待遇 。 特别

是在海军方面 , 许多成为各造船厂的管理人员 、 技术骨

干以及各个舰船的主要领导人员 , 为近代海军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 了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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