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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 清政府也急需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 。在洋

务初期 , 洋务派 “自强 ” 的主要方式是购买 、 仿造西洋

枪炮和船舰 , 但这不是根本之法 , 因为 “中国欲取其

长 , 一旦速图尽购其器 , 不惟力有不逮 , 且此中奥安 ,

苟非遍览久习, 则本源无由洞澈 , 而曲折无以自明”。①

要真正掌握西方科技 , 保证人才的需求 , 根本的途径还

是派人到西方去学习, “开馆教习 , 所以图振奋之基也

远适肄业 , 集思广益 , 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② 年

月 , 曾国藩 、 李鸿章联合上奏 , 直接指出 “拟选聪颖

幼童 , 送赴泰西各国书院 , 学习军政 、 职政 、 步算 、 制

造诸学 , 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 使西人擅长之技 , 中国

皆能谙悉 , 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③

船政学堂的设立及留欧生的派遣更多地是出于近代

海防意识的增强及海防建设的需要 。两次鸦片战争 , 西

方列强都是从海上破门而人 。朝野人士逐渐认识到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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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 , 清政府开始了海

防建设 , 由于面临人才短缺和技术问题难以解决的局

面, 洋务派官员一方面重金雇用洋人 , 充当技术顾问

另一方面 , 开办了一些制造厂 、 船厂 , 如 年创办

了江南制造总局 , 年创办了福建船政局 。这些军工

厂陆续制造了一些新式船舰 , 但不少船舰 “系西洋旧

式 , 只可作无事巡防, 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 , 实不宜于

洋面交仗 ” ,④并且 “大宗物价无非购自外洋 , 制造工作

亦系洋匠主持 , 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⑤对此 , 洋务派

官员又采取了直接向西方购买船舰的便捷之策 , 但所购

置的船只大多是西方国家改造维修后转手而来的旧船 ,

“徒糜巨款 ”, ⑥并且用外国人指导造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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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种种因素使洋务派官员进一步认识到强化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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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宗棠在创立福建船政局时 ,

就认为 “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在学 ”。⑧随着福建船政局

的设立 , 船政学堂也随之建立起来 。 “船厂根本在于学

堂 ”, “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 、 文字 , 诵其书 , 通其

算学 , 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 。⑨船政学堂的设立和后来

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更加具体而明确地和近代海防建设联

系在一起 。

另外 , 从两个学校最初设立的直接动机上看 , 沪局

的设立一开始就直接和幼童留美联系在一起 。在筹划幼

童留美时 , 曾国藩 、 李鸿章就提出 “至挑选幼童 , 应

在上海先行设局 , 头批出洋后 , 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 ,

又挑选第三 、 第四批 , 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 ” “挑选幼

童不分满汉子弟 , 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 , 收录人

局 , 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 、 西学 , 分别教导 ” “在沪局

肄业 , 以六个月为率 , 查看可以造就 , 方准资送出

洋 ”。⑩也就是说 , 沪局是为幼童留美而临时设立的专门

性学校 , 随着四批学生出洋留学 , 它也就存在了前后不

过十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船政学堂是随着福建船政

局的建立而设立的, 左宗棠在开始创办船政局的时候 ,

就有创办学堂的意图 “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

主 、 看盘 、 管车诸事 , 均需雇请洋人 , 则定议之初 , 即

先于定明教习造船 , 即兼教习驾驶 , 船成即令随同出

洋 , 周历各海口。无论弃兵各色人等 , 有讲习精通能为

船主者 , 即给予武职千 、 把 、 都 、 守 , 由虚衔荐补实

职 , 傅领水师 。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 ”。⑧后来他更明确

提出船政的一项重要事宜就是创办艺局 , “兹局之设 ,

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 , 稗中国得转相授受 , 为

永远之利 。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 “一面开

设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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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曰 求̀是堂艺局 ' , 挑选本地

资性聪颖 、 粗通文义子弟 , 入局肄业 ”, “艺局之设 , 必

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 , 精研算学 , 乃能依书绘图 , 深

明制造之法 , 并通船主之学 , 堪任驾驶 。”⑩船政学堂一

开始并非是为出国而设 , 主要是为了培养自己的造船和

驾驶人才 , “无论是中国有关当局 , 抑或是船政局的法

国监督们 , 在制定教育计划之初 , 似乎都未曾考虑到 ,

日后要从学生中选派一部分人到法国继续深造”。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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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沪局 和船政学堂设立过程 中
规模 、 人事 、 经费

等基本情况的 比较

沪局和船政学堂在设立初期就存在着规模 、 人事 、

经费 、 生源等各方面的差异 。

第一 , 从人事和师资力量来看 , 沪局由于只是为幼

童出国临时设立 , 所以人事安排较为简单 , “查有盐运

市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 , 渊雅纯笃 , 熟悉洋务 , 业

经檄令总理沪局事宜 ”。①所以, “ 年 , 一所能容学

生一百名之学校开办于上海山东路外国公墓之对面 , 第

一批教职员为校长刘开生 字翰清 , 副校长吴子石 ,
中文教员三名 容 、 陈 、 黄三君 , 和英文教员三名 曾

兰生与其两子子睦和子安 ”。②包括校长 、 副校长 , 学校

只有八名教职员工 , 并且英文教员也是汉人 , 教给学生

一些简单的中文 、 英文和美国的习俗礼仪之类 。相比而
言 , 船政学堂则要复杂得多 。在人事安排上 , 船政学堂

和船政局一脉相承 , 采用的是比较完备的封建衙门管理

体制 , 船政学堂归船政大臣统制 , 首届船政大臣沈葆祯

为正一品 , 并且还有权向皇帝直接具奏 。船政大臣下常

设提调 人 , 其中一人分管学堂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学

堂分设监督 、 稽查或训导具体负责管理 , 由船政选学有

根底 , 兼通西学 , 有威望的官员 、 给绅担任 , 另设若干

委员分工协助 。同时 , 学堂实行行政与教学分开 , 教学

由聘请来的洋监督 、 洋教习负责。学堂成立之初 , 就由

法国人日意格 、 德克碑分任船政正副监督 , 对学堂教育

进行监督 , 但不得干预行政 、 人事管理 , 并且对于洋监

督 、 洋教习 , 也相应赐予官职 , 纳人封建衙门管理体

制 。在师资上 , 船政学堂较为完备 , 还建立了责任到

人 、 赏罚分明的管理制度 。人事安排和师资配备的差

异 , 说明清政府对两个学校重视程度的不同 , 进而影响

到两个学校教育水平 、教育程度 、教育效果的不同 。

第二, 从规模上看 , 沪局由于是临时设立 , 规模并

不大 , 只 “能容学生一百名 ” 容尚谦回忆 , 校舍 “有

两层楼房 , 大教室 、 图书馆 、 餐厅和厨房在第一层 , 办

公室 、 接待室和宿舍在楼上 , 中文教师的四方桌放在每

间教室的两头 , 两桌之间是学生的长桌子和长凳子 ”

李恩富回忆 。相比而言 , 船政学堂不论从规模上 , 还

是从设施设备上看 , 都要完备得多。 年春 , 艺局迁

到马尾 , 改名为船政学堂 , 当时就有教学楼两座 , 学生

宿舍 多间 , 并按学科分班 , 分法文班和英文班 即

前学堂和后学堂 。以法国人精于制造 , 英国人精于驾

驶 , 所以前学堂多聘用法国教习 , 教授制造专业 后学

堂多聘用英国教习, 教授驾驶专业 。以后又陆续增加 ,

到 年后 , 共有八所学堂 , 即造船学堂 、 绘画学堂 、

艺徒学堂 、 匠首学堂 、 驾驶学堂 、 练船学堂 、 管轮学

堂 、 电报学堂 。相比沪局的学生培训完后就出国, 船政

学堂由于生源较为充足 , 所以后来选派出国学生要在历

届学生中进行严格的选拔和考试 。

第三 , 从经费来源上看 , 幼童留学 , 通计费用 “首

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 ”。③关于筹措和运用经费的具

体途径 , 规定 “年需用经费 , 查上奏定章程 , 于江海

关洋税项下指拨 。洋局用款 , 下年应用之项 , 于上年六

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 , 眼同税务司汇寄外洋 , 交驻洋

之员验收 。其沪局用款 , 即交沪局总办支销 。④其实 ,

这 万两大部分用于幼童在美留学时驻洋委员的薪

水 、 幼童来回的川费及衣物等 , 真正用于沪局的费用并

不多 。对于船政学堂来说 , 经费是列人船政总预算的,

由船政统一划拨 , 所需经费 , “就闽而论 , 海关结款既

定 , 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 , 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 ”。⑤经

费从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 。并规定 “艺局为造就人才之

地 , 非厚给月凛 , 不能严定课程 , 非优予登进 , 则秀良

者无由进用”,⑥ “各子弟到局后 , 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

均由局中给发 ” , “每名月给银四两 , 稗赡其家 ” ,⑦也就

是说 , 艺童在船政学堂学习 , 经费还是相对有保障的。

三 、 沪局 和船政 学堂生源 的比较

首先 , 从招生报名的情况看 。沪局的招生就是为了

留学美国, 开始时, 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 “盖聪颖子

弟不可多得 , 必其志趣远大 , 品质朴实 , 不牵于家累 ,

不役于纷华者 , 方能远游异国 , 安心学习 ”, 因此要求

“派员在沪设局 , 访遍沿海各省聪颖幼童 ”, “入选之初 ,

慎之又慎 ”。⑧挑选幼童 , 必须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 , 其

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 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

结 , 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 , 携至上海公局考试 , 如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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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慧 , 并稍通中国文理者 , 即在公局暂住 , 听候齐集出

洋 , 否即撤退 , 以节糜费 ”。①实际上 , 当时的招生非常

困难 , 按章程 , 应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 , 但很少有人报

名 。最后招收的学生主要有两类 , 一类是为生活所迫的

贫穷子弟 , 一类是来自与洋务有关的家庭 。也就是说 ,

沪局的报考并不踊跃 , 招生并不顺利 , 由于满族子弟不

愿报考 , 大部分汉族地主子弟不会报考 , 仇恨洋务的甚

至对外国不了解的守旧儒生也不会报考 , 所以学生的来

源大多为家境贫寒之士 、 洋务家庭子弟 、 华侨子弟以及

西式学堂的学生 。船政学堂招生则是为了学习造船和驾

驶 , 一开始就规定 “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 ,

即令作监工作船主 , 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 、 船主 、 辛工

银数发给 , 仍特加优摧以奖异能”, ②并且 “凡学成船主

及能按图监造者, 准授水师官职 , 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

习者 , 仍准保举文职官阶 , 用之水营 , 以昭奖叙 , 庶登

进广而人才自奋矣”。③这些优惠措施减轻了人们因恐惧

这种教育会导致低劣的职业的倾向 , 所以, 从一开始报

考就非常踊跃 , 并进行了严格的考试选拔 。

其次 , 从学生的人学年龄看 , 沪局的学生年龄都比

较小 , 最小者不到 岁 , 最大者不到 岁 , 平均年龄

约 岁 。

相比而言 , 进人船政学堂时 , 艺童的年龄比沪局的

幼童要大一些 , “新生入学年龄 , 定为十四岁至十六

岁 ”,④这与我们统计的部分留欧驾驶班的学生人学年龄

相一致 。

相比留美幼童 , 船政学堂的学生更能理解洋务派

学习的动机 ,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 年龄大 ,

思想也较为稳定 、 成熟 、 务实 , 能够结合中国现实思

考一些问题 , 将来留学也更能吃苦 , 经受各种实践锻

炼 , 留学的短期效果好 , 也符合当时洋务派急功近利

的心理 。

家讲一段中国历史 ” 。 “第二天早上 , 吃罢早饭 , 我们又

聚集在同一教室上英文课 。',⑤ 同批的幼童温秉忠也回忆

道 “当时他们没有网球 、 足球及篮球 , 也没有这么多

假日。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 、 五月端午节及八月中秋节

放假 。故在学校读书时间多 , 而游戏时间少 。学校监督

是一位 暴̀君 ' , 他力主体罚 , 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

年后 , 幼童们仍然怀念他 , 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 , 但

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 , 在幼童回国后 , 都能致用不

误 ”。⑥沪局的教育 , 由于时间短 , 任务紧迫 , 这些幼童

除了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 、 英文和美国的习俗礼仪外 ,

最主要的还要学习一些封建 的伦理道德 , 在教学方法

上 , 也是比较粗暴的。

船政学堂在办学之初 , 就制定了 《求是堂艺局章

程 》, 规定 “人局肄业 , 总以五年为限 , 于入局时 , 取

具其父兄本人甘结 , 限内不得请长假 , 不得改习别业 ,

以取专精 ”。⑦只是在 “每逢端午 、 中秋给假三月 , 度岁

时于封印月回家 , 开印月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 亦不

给假 。每日晨起 , 夜眠 , 听教习洋员训课 , 不准在外嬉

游 , 致荒学业 不准侮慢教师 , 欺凌同学”。⑧船政学堂

的课程设置也很有远见 , “组织者制定了一套外语 、 数

学 、 工程学 、 航海学 、 以及包括基础和实用的大量技术

课程 , 每一门课程都用英语和法语教学 ”⑨。船政学堂的

教学管理较为严格 , 实际上几乎是全年上课 。在教材

上 , 除了中文课用本国的四书五经外 , 专业课一律使用

外语教材 , 用外籍教师上课 , 教学计划上也是参照英法

两国学堂的教学计划设置进行安排 。 “法文学堂 前学

堂 的大部分课程的教学是用法语 ”, “另外 , 法文也用

于技工的训练和组装 、 铸造 、 木工 、 锅炉 、 光学等车间

工作 ”, “航海和轮机课程是用英语 , 因为英语已成为中

国海关和海军通讯语言。” “英文学堂 后学堂 主要致

力于训练学生的英语 、 航海和工程学 , 期望毕业生能驾

驭未来的中国舰队”。⑩尤为重要的是 , 船政学堂高度重

四 、 沪局和船政学 堂学 习

程度 的比较

沪局虽为出国而临时设立 , 但从管理 、 教学方法等

方面看 , 基本上还是封建官学。对于沪局的学习 , 第二

批出洋幼童李恩富后来记叙道 “中午时分 , 进行中文课

的背诵 。他们 老师 一边用眼角瞄我 , 一边念着他们

的书 , 使尽气力高声朗读课文。很快地背诵课完毕 , 不

止一两个学生被叫回座位继续做作业 , 还挨了几下打 ,

为的是激发他们的智力和提高他们的记忆力 。” “到了

下午 点半 , 学校下课”。 “晚饭后照例要用温水洗洗

脸 。这是习惯 。然后把灯点着 , 等老师来后 , 个人全

力以赴地准备明天的功课 。到了 点 , 一位老师来给大

① “同治十年七月十九 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 ”, 《中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 》 二 , 第巧 页。

②③⑦⑧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 ”, 中国近代教育

史资料汇编 ·洋务时期的教育 》, 第 、 、 、

页 。

④ 陈景萝 《记船政学堂简史 》,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

洋务时期的教育 》, 第 页 。

⑤ 参见 “最早的留学培训学校— 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 ”, 新

浪博客 “珠海容阂与留美幼童研究会 ”, 印 ·

雌初 。

⑥ 温秉忠 “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 ”,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

台 《传记文学 》第 卷第 期。

⑨⑩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时期的教育 》, 第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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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学生的实习和训练 , 利用船政局得天独厚的条件 , 将

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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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测绘等 , 驾驶学堂的学生虽然以课堂为主 , 但毕业

以后 , 都要进行船上实习和远航训练。船政学堂的考

试制度也很严格 , 并和奖励相联系 “开艺局之日起 ,

每三个月考试一次 , 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 。其学有进

境考列一等者 , 赏洋银十元 , 二等者无赏无罚 , 三等

者记惰一次 , 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 , 三次连考三等者

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 , 于照章奖赏外 , 另赏衣料

以示鼓励 ”。①所以学堂竞争激烈 、 规定严格 , 淘汰率

也很高 。

五 、 沪局和船政学堂学 习效果 以及

对 以后 留学影 响的比较

首先 , 对待中文的学习和传统文化的态度 。幼童在

沪局学习中文 、 英文最多的也不到一年 , 而且由于年龄

小 , 中华传统文化对他们影响不深 , 到美国后很容易西

化 , 这显然和洋务派出洋留学的初衷相违 , 所以在出洋

章程中就明定幼童 , “将来出洋后 , 肄习西学仍兼讲中

学 , 课以孝经 、 小学 、 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 , 随资高

下 , 循序渐进 。每遇房 、 虚 、 昂 、 星等日, 正副二委员

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 , 示以尊君亲上之义 , 庶不至囿

于异学 ”。还规定 “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 由驻洋

之员率同在事各官以及诸幼童 , 望胭行礼 , 稗娴仪节而

昭诚敬 ”。②幼童出洋后 , 要严格遵守朝廷的定制 , 刻苦

学习汉文 。

船政学堂的招生与学习非常重视封建传统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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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 经过

至 年的国内传统教育 , 留欧时 , 大都是 岁左右

的青年 , 他们能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进行判断 、 鉴别 , 既

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 又不至于丧失中国固有的文化传

统。正如巴斯蒂所说 “这批年轻人身上不存在丧失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危险。这是因为从年龄上看 , 赴欧的

学生们要年长的多 , 而离开祖国的时间又短的多 ” ,③在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 , 留欧生表现出更多

的稳定性。

其次 , 从专业学习上看 , 沪局幼童和船政学堂后来

的留欧学生更不可同日而语 。

幼童沪局学习时间短 ,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学习一些

简单的英文和美国的一些风俗礼仪 。到美国后 , 基本上

都要重新开始 , 不但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没有打下多少

印记 , 专业上他们也可以接受正规而系统的美式文化教

育 , 接受一些崭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但是 ,

幼童这种西式的中小学基础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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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是导致后来幼童中

途撤回的一个原因 。

船政学堂的学生经过 到 年的学习 、 训练 ,

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 , 特别是专业知识更有一定

的积累和深度 。通过学堂的学习 , 初步掌握了一些基

础科学知识及航海 、 操作 、 制造等专业技能 , 在国内

就已打下专业的扎实基础 , 英语 、 法语基本过关 。出

国考试对专业 、 外语要求也相当严格 。船政学堂毕业

生赴欧留学 , 是在已学的专业基础上深造提高 , 对他

们的要求是 “既宜另延学堂 , 教习课读 , 以培根抵 ,

又宜赴厂习艺 , 以明理法 , 惮可兼程并进 , 得收速

效 ”。④同时还责成他们将国外新样的 “船身 、 轮机及

一切军火 、 火陆机器 , 觅取图说 , 分别绘译”, ⑤汇送国
内。与留美幼童相比, “赴欧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 ,

他们懂英语 、 法语 , 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欧洲近代科学知

识 , 当然 , 也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 ”。⑥因

此 , 早期赴欧船政学堂的留学生在出洋学习前 , 大都

在船政学堂里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 在人数上也有

严格的限制 , 留欧学习目标明确 , 期限也短 。船政学

堂的这种初期教育为后来选派船政生赴欧学习奠定了

必要的基础 , 使他们出洋后得以直接进人英法两国的

海军及其他军工院校 , 使 自己的专长 “精益求精 ” 。

他们与早期的幼童留学相比 , 取得的成效也较快 , 回

国后能直接为国家的海军造船 、 制造 、 驾驶等事业服

务 , 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达到了洋务派 “富国强兵 ” 的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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