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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國尋夢人”系列

中國夢是國家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
夢。中國夢包含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渴望，同
時包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追求。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會。屈辱和抗爭，讓民族復興成為
近代中國的主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
上
下而求索。”回顧近代以來，為了實現中國
夢
，無數仁人志士勇敢探尋、不懈追求，為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了極大貢獻。今天的
中國，民族復興的追求仍在繼續。回望來路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夢想；回望來路，我們也不應忘
記民族復興之路上執著尋夢的人們。選取新
中國成立前的 10位近代知名人士，講述他
們的“尋夢”故事。



“ 留學生之父”容閎

2006年 4月，胡錦濤訪問美國耶魯大
學發表演講時提到“ 156年前，一位
名叫容閎的中國青年走進了耶魯大學
校園， 4年後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
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畢業于美國大
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
此後，一批又一批中國青
年來到耶魯大學求學。”演
講中提到的這位中國青年
，就是開創了留學教育事
業先河的容閎。



留學耶魯

1828年，容閎出生於
廣東省香山縣一個普
通農民家庭。與澳門
相距不到 4英里。澳門
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
辦學的地方。由於家
境貧困，容閎的父母托人將 7歲的容閎送到西方人
辦的學校裏寄讀。 18歲那年，教會學校的布朗校
長因身體原因要回美國，臨行前他將班上的 3個學
生帶走，其中之一就是容閎。



半工半讀  學習刻苦

1850年夏，容閎在布朗校長的幫助下聯繫
到了一個慈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資助下
進入耶魯大學學習。在耶魯大學，容閎每
天都刻苦用功，雖然預修不充分，但他學
習刻苦，英文論說連續獲得第一名，因此
受到了“異常器重”，即使校外人也常“
青眼相向”。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容閎在
校謀求職業，為同學們辦過伙食。後來，
他又獲得耶魯大學兄弟會圖書管理員的職
位，得
以半工半讀，完成了 4年學業。由於當時
留學的中國人少之又少，他畢業的時候，
很多人參加畢業典禮就是為了看一看這位
優秀的中國畢業生。



學成歸國  落魄離開

抱著“學成歸國，有所設施”的熱忱，容

閎放棄了居留美國的機會。 1860年，容閎
和兩位美國傳教士一起來到了南京，拜見

了當時太平天國運動中的乾王洪仁玕。他

把自己深受西方文明教育的所能貢獻的才

能，歸納為七項建議，即建設現代軍事、

政治、經濟、教育的方針大計。當時太平

天國政權已風雨飄搖，領導集團腐化墮落

，血腥內訌。

認為革命的願望和敗壞的道德只能“促

其滅亡”，而不能實現他的理想，大失

所望，落魄離開。



洋務運動興起  採辦機器

1863年，在舊識張斯桂的引薦下，容閎
拜見了對他這一生有“知遇之恩”的曾
國藩
。曾國藩希望他能夠帶兵打仗，容閎拒
絕了。他懷著“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
國
，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的想法。
後來，趁著洋務運動興起之機，容閎向
曾國藩提出了興辦“製造機器之機器”
的計畫，得到了曾國藩信任和支援。曾
國藩令他出國採辦機器設備。容閎往返
歷時將近兩年，採買的機器安全抵達上
海，充實了曾國藩規劃、李鴻章負責的
江南製造局。



實現夢想起步 
 

因為採辦機器之功，
曾國藩保奏容閎為五
品實官，命他協助管
理江南製造局。這個
標誌著中國近現代工
業開端的製造局，成為了容閎實現夢想的起步之處。
容閎向曾國藩建議在江南製造局內設兵工學校，招
收中國學生，教授機器工程的理論與實驗，培養自
己“完全獨立操作”的工程師和機械師及所需的技
術人員，其後成效顯著。這讓容閎部分實現了他“
教育興國”的夢想。



教育興國  幼童出洋

他覺得離他的終極夢想近了，便不
失時機地提出要從中國學童中選派
優等子弟出國留學，“造就人才，以
備他日國家之用”。 1870年冬，清
政府批准留學計畫。容閎回憶說：
“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歡樂的極好消息
，中國教育工程至此成為一個真真切切的事實，這
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紀元。”之後，官費派
遣留學生的計畫得以落實，任命容閎為出洋副委員
，主抓幼童選派和監督事務。 1871 至 1875年間
，在容閎克服種種困難的運作下，一共有 4批共
120名幼童出洋。



留學教育計畫前衛管理
迅速地融入美國社會

報名的幼童幾乎沒有一個是世家權貴之弟，大多出身
寒微。到美國後，容閎採取了前衛的管理方式，讓幼
童兩人一組分散居住
在志願報名的當地家
庭，使孩子們感受到
家庭溫暖，並且更加
迅速地融入美國社會
。這些幼童一到美國
就以驚人的速度克服
語言障礙，成為各校
中最優秀的學生。

容閎與長大後幼童的合影



留學教育計畫
半途夭折

中美之間巨大的文明落差導
致孩子們做出清政府認為“大
逆不道”的舉動：他們幾乎都
脫了長袍馬褂穿西裝，個別膽子
大的剪了辮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異教”，見
了清廷留學生長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禮。留學監督陳
蘭彬、吳嘉善對此大為焦慮，屢次和容閎激烈爭論
，還寫信向李鴻章告狀。朝中保守派聽說幼童在美
被容閎縱容得“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
能，先已沾其惡習”，紛紛主張撤回留學生。 1881
年 6月
，清廷下令將全部留學生撤回。

容閎與長大後幼童的合影



容閎送出去的學生堪稱一世俊傑

這些留學生回國初期因“奇裝異服”、“不識禮儀”，飽受排擠
和譴責，被隨意發配到與所學專業根本不搭邊的行業。但他們憑
著真才實學，迅速成長為近代中國的中堅力量。這其中有鐵路工
程師詹天佑、開灤煤礦礦冶工程師吳仰曾、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
、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民國開國總理唐紹儀、交通總長梁
敦彥、外交家歐陽庚，還有多名加入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殉國。
容閎送出去的學生，歸來後無論才幹、見識、人品，都堪稱一世
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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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唐紹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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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打開了留學教育的大門

容閎的留學教育計畫打開了留學
教育的大門。此後，清政府不斷
地派人去國外學習。 1877年福建
船政局的船政學堂開始派學生留
學歐洲，去法國學習造船理論和
技術，去英國學習駕駛，並於 1882年
、 1886年分批不斷派遣。



為封閉的中國打開
通向世界大門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官費、
自費留學生大批到世界發達
國家學習，容閎開創的留學
事業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
流。他以一人之力帶動一批
，以一批影響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國的留學教育，
為封閉的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開創了留學
教育的先河，培養了一批批富國強兵的棟樑之才，
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



此投影片是由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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