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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王 韵 秋

【内容摘要】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于 :

洋务教育奉行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

确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构架 ;其推行新学的结果
,

加速了旧教育体制的解体
,

加快了教育近

代化的步伐 ; 中译西书冲击和改变了 旧的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
,

加速了课程内容一体化的进程 ; 培养

了一支近代化的师资队伍
,

形成了一股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雄劲东风 ; 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打破了

封闭式的教育结构
,

形成了开放式的教育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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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化
,

大体是指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叶
,

中国人追求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
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言①

。

如果说中国近代化工

业文明的话题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叶得到解决的

话②
,

那么
,

由追求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成果而引

发的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则无疑是伴随着洋务教

育的不断发展而进入到全方位的展开阶段
。

中国教

育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一样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

长的历程
。

教育近代化的出现和形成与洋务教育的

产生
、

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

可以说
,

中国教育近代

化的最终完成是以洋务教育的贡献为基础的
。

纵观洋务教育的发展史
,

其间所体现出的具有

我国民族特色的近代实科教学思想及对西学课程的

实践尝试
,

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

作为一种教育

思想
、

教育理论或教育学说的产生
,

必然是一定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

是时代的产物
。

面对两次鸦

片战争后形势的避变
,

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全方位

的加剧
,

迫使清王朝
“

如果不想灭亡的话
” ,

就必

须
“

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 ,

③
。

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资本主义
,

虽然与

当时发达的欧美各国无可比拟
,

但同样需要有以开

设科学课程为主的近代教育与之相适应
。

在此背景

下兴起的洋务教育及其学堂
,

在主观上虽然只是为

了挽救王朝危机
,

但在客观上却正是
“

资产阶级的

生产方式
”

在教育领域里某种程度的再现
,

顺应了

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

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魏源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的思想
,

将中国传统的
“

经世

致用
”

思想发展到了较为系统
、

完善的阶段
,

在一

定程度上对早期洋务教育中
“

变器不变道
”

思想作

了拓宽
,

而且率先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本着
“

经世

致用
”

的立场
,

对传统变易思想的近代化命题的理

论核心—
“

中体西用
”

作出了实践性尝试④
,

在

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下
,

将西学引人了中国传统教

育之中
,

从而导致了不占主体的西学对中国传统的

主体课程结构的冲击和传统教育体制的裂变
。

洋务

派在当时封建专制主义重重设防
,

顽固势力极其强

大的态势下
,

以创办新式学堂为主阵地
,

以官方教

育的形式为制度保障
,

以培养社会适用人才为主要

目的
,

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的实科课程为教学

内容
,

以班级授课制为教学组织形式
,

在办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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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方向和体制上突破了传统教育的藩篱
,

使西学

最终得到了官方的基本认同
,

从而为西方的近代物

质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
,

并就

此启动了官方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人才的车

轮
,

培养出了一批数量不多但却有别于封建士大夫

的知识分子
,

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经济和

军事近代化作了铺垫
。

所以说
,

洋务教育及其实践

活动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和积极意义
,

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作出

了基础性贡献
。

一
、

洋务教育奉行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确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

基本思想构架

一定的教育思想是一定社会的文化思想在教育

领域的体现
。

洋务教育奉行的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

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的
。

早在鸦

片战争前后
,

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日益加剧
,

以龚

自珍
、

魏源
、

林则徐
、

包世臣
、

张际亮等为代表的

一批
“

经世派
”

学者
,

基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
“

治国平天下
”

的责任感
,

在士林中掀起 了一股研

求
“

实学
” ,

要求变革的新思潮和新学风
,

开始为

当时的现实危机寻找出路
。

他们以现实和敏锐的眼

光及较为开放的文化心态
,

本着抵抗侵略的爱国精

神
,

正视西方的威胁
,

了解西方
,

提出了
“

师夷长

技以制夷
”

的主张
,

要求改革学校教育
,

在四书五

经的教育内容之外
,

增加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西方

先进的科技知识
,

从而首次回应了近代中西文化的

撞击之声
,

为其后的中国近代化指 明 了航向
。

其

后
,

冯桂芬
、

郑观应
、

王韬等人将中西文化的交融

主题进一步引向了当时的教育领域
,

认为中国要富

强
,

必须先改科举
、

采西学
、

制洋器
。

中西二学要

以
“

中学其本
” 、 “

西学其末
” 、 “

主以中学
、

辅以西
学

”
⑤

, “

器则取诸西国
,

道则备当 自躬
’ ,

⑥
。

采西

学是为了
“

始则师而法之
,

继则比而齐之
,

终则驾

而上之
” 。

这些观点随之成为当时各政治流派演绎

各自近代化航程的政治行动的着力点
。

于是
,

一批

满腹经纶的封建官僚士绅便以洋务派自居
,

以
“

穷

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
”

的思想为指导
,

以
“

经世

致用
”

的儒家精神为准绳
,

顶着顽 固派的强大压

力
,

举起了
“

洋务救国
”

的旗帜
,

倡导了刺激中国

近代化进程的洋务运动
,

把学习西方的理论引向了

实践
,

从而导致了一场文化教育领域的变革
。

洋务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便在这场变革中应运而生
。

甲午中日之战后
,

中国社会危机愈益加重
,

中

国的思想界也悄然跃出了传统的
“

经世致用
”

藩

篱
,

中西文化的撞击也跳出了只学习洋人物质文明

的局限
,

学习
“

西政
’ ,

⑦运动也在蓬勃酝酿
,

近代

中国学校教育的办学媒介亦由洋务派官办实业学堂

向个体创办新型普通学堂扩展
,

维新派人士和民族

资本家个人开办近代普通学堂蔚然成风⑧
。

在此情

况下
,

作为官方教育的洋务教育如何发展
、

如何在

新形势下主导中国学校教育的方向
、

如何从思想上

制约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

如何挽救正在

崩溃之中的晚清政体
,

同时针对甲午战争中显现出

来的中国科技落后和人才匾乏问题
,

如何更好地培

养一批为统治层面服务的应用型人才
,

就成了后期

洋务派官僚们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

张之洞在总结

多年创办洋务学堂的经验的基础上
,

经过精心思

考
,

完成了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力作— 《劝

学篇》
,

提出
“

中学为内学
,

西学为外学 ; 中学治

身心
,

西学治世事
,

不必尽索之于经文
,

而必无悖

于经义
”

的思想
,

主张中西会通
, “

新旧兼学
” ,

,’( 四书》
、

《五经》
、

中国史事
、

政书
、

地图为旧学
,

西政
、

西艺
、

西史为新学
。

旧学为体
,

新学为用
,

不使偏废
” ,

从而在理论上以官方媒体的形式正式

承认了近代各类学堂中的西学课程的合法地位
,

最

终形成了以
“

中体西用
”

为核心的洋务教育思想体

系
。

“

中体西用
”

教育思想承认中西二学相需并存
、

缺一不可
,

同时也看到了二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

性
。 “

中学为体
”

确立了中学的根本位置 ; “

西学为

用
”

冲击了传统单一的儒家伦理教育
,

打破了只读

儒家圣贤书的局面
,

是对早已落后
、

陈腐的知识结

构的一次革命
。 “

中体西用
”

的思想作为清末统治

思想
,

不仅冲破了封建顽固派视为至上的
“
旧学

”

樊笼
,

并有效地主导了官方政策的修订
,

而且对中

国思想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
。

这

一思想对传统教育在办学方向
、

办学体制和教学思

想
、

教学内容上的冲击和突破一发而不可收
,

促使

了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和西学的广泛传播
,

成为戊

戌维新时期废八股
、

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

有揍
。 “

中体西用
”

思想的确立和推行
,

从某种程

度上确保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近代

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

防止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全盘西

化
,

使中国近代教育始终未能脱离
“

中体西用
”

的

基础构架
。

二
、

洋务教育推行新学的结果
,

加速了旧教育体制的解体
,

加快了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洋务教育对新学的追求
,

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

式
,

使旧式学堂的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
、

教学手

段
、

教育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

受到了重大冲

8 8



击
。

这种变革和冲击首先表现于新式学堂的教学内

容
、

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
、

组织形式
、

课程设置

上
。

传统的教学内容是经学诗赋
,

必读课程是四书

五经
,

教学方法是先读后背再听先生解说
,

考试则

是做八股文章
,

组织形式则是个别教学
。

洋务教育

推行的结果是单一的儒家经学内容被多样化的近代

知识所取代
,

外语和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进人了课

堂
,

而且西学课程比例和时数逐年增加
,

到了洋务
运动后期西学课程总时数要 占 80 %

,

甚至 90 % ⑨
,

致使各学堂的课程从时间安排上来看已具有
“

西主

中辅
”

的特点
,

且传统的经学一般不列人正式课

程
,

亦鲜有考核
,

如光绪二十二年 ( 18% 年 ) 军机

处与总理衙门的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 中所言
:

“

近年各省所设学堂
,

虽名为中西兼习
,

实则有西

而无中… … 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
,

即以 中学为具

文
。

其所定中文课程
,

不过循例吧唔之事
。

故学生

之视此学
,

亦同赘扰
,

义理之学全不讲究
,

经史掌
故不尝膺心

。 ”
L 大量西学课程的设置

,

无疑破坏了

科举仕途的唯一性
,

最终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正宗地

位
。

同时
,

新学堂采用班级授课制
,

废除了专以做

八股文章定优劣的考核制度
,

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新

办法
,

如船政学堂三月一考的淘汰制及实习制
,

并

且特别重视实践应用能力
。

其次表现于晚清科举取士的标准上
,

使其从单

一的帖括
、

小楷
、

考据
、

词章转向
“

鼓励新旧学兼

通
” 。

李鸿章曾提出将
“

西学
”

引人科举考试
,

认

为
“

中国士大夫沉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

武夫悍卒又

多粗蠢而不加细心
。

以至所用非所学
,

所学非所

用
” ,

要求对传统的科举制度
“

稍变成法
” ,

变通科

举考试 功令
,

并
“

另 开洋务进取 一格
,

以 资造
就

”
。

,

从而
“

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
,

庶

练兵
、

制器
、

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 ,

L
。

在这种

思想影响下
,

清季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
,

取士的标

准 已 转 向
“

鼓励 新 旧 学兼 通
” ,

如光 绪 十三年

( 18 87 年 ) 总理衙门奏准御史陈诱莹的建议
,

在科

举考试中添设算学一科 (包括格物测算
、

机器制造

与各国史事在内 )
,

成为我国改革科举
、

废除科举
的前奏L

。

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
, “

遂取广学

会译著名书
,

视为枕中鸿宝
” ,

从而导致中国的读

书人从孔孟之道转向新学
,

随之潜意识地修改了中

国士人的治学之路
, “

实学思想
”

开始逐渐向科举

渗透
。

与此同时
,

鼓励洋务学堂学生和学成回国的

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

并规定洋务学堂的学生若想

取得
“

由科甲出身
”

的资格
,

须在参加乡试之前先

通过
“

格物
、

测算及机器制造
、

水陆军法
、

船炮水

雷或公法条约
、

各国史事诸题
’ ,

@ 的测试
,

从而加

重了科举考试中新学的力度
。

洋务学堂的学生及留

学生通过科考进人仕途亦局部地改变了晚清官僚集

团的人员结构
。

最后表现于教育制度上
。

20 世纪初
,

清政府

迫于形势的压力
,

曾对教育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
,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作为清末新政L成果之一的
“

癸

卯学制
” 。

该学制的核心是以
“

中体西用
”

为指导
,

旨在遏制清末以来开始出现的体现资产阶级改良和

革命思潮的新学风
,

但已开始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

育制度的形式
。 “

癸卯学制
”

的问世
,

无疑使洋务

运动以来兴办的新式学堂及其教学模式制度化
,

从

而使分科教学的教育模式趋于稳定
。

同时它还借鉴

了 日本明治维新后学制的经验
,

按初等
、

中等和高

等三段
,

实施通人
、

师范和实业三类学校教育
,

组
成宝塔式结构L

,

从而使洋务运动以来的分科教学

模式更加完善和系统化
,

最终彻底瓦解了旧式的传

统教育制度
。

尽管洋务教育在当时仍只能作为科举

的附庸
,

旧政权
、

旧意识仍千方百计阻挠它的发

展
,

然而
,

它对传统教育在办学体制和方向上的冲

击和突破从此而一发不可收
。

光绪三十一年 ( 19() 5

年 )
,

清廷下令
“

着即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

律停止
,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 ,

⑧
,

推行 1300 多

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

新学制的颁布
,

科举

制的废除
,

不窗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

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划上了一个句号
,

是中国最

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
,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标志着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确立
。

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洋务派

官僚对封建传统教育制度不断进行重大变革的一个

成果
。

三
、

中译西书冲击和改变了旧的

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
,

加速了

课程内容一体化的进程

随着西学课程设置的日渐规范化
,

洋务派开始

大量创办翻译机构
,

集中力量译西书
,

以便有效地

服务于洋务教学
。

当时洋务学堂采用的西学教科书

一般来源于两种渠道
。

一种是学堂 自设翻译机构
,

利用教习和学生翻译西书
。

如同文馆就是当时著名

的译书馆
。

其译书主要是为了教学所需
,

同时还免

费遍送国内官员
。

所译西书既包括了社会科学中的

法学
、

经济学
、

历史
、

外语等学科 (如 《万国公
法》

、

《富国策》
、

《各 国史略 》
、

《英文举偶》 等 )
,

也包括了自然科学中的物理
、

化学
、

天文
、

历法及

医学等学科 (如 《格物测算》
、

《化学阐原》
、

《天学

发韧》
、

《中西合历》
、

《全体通考》 等)
。

中译西书

也是同文馆学生的重要功课之一
,

其八年毕业诸

生
,

后五年都须译书L
。

无论教习
、

学生
,

凡译书

有成者均有奖励
。

1 885 年 1 月有两位教习升授官

职
,

一半是译书甚多之故
。

另一种渠道是选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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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刊印的一些书籍作为教材
。

如同文馆曾使用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印的西书作教材L
。

当然由于

各洋务学堂规制不一
,

自聘教习
,

洋教习又各行其

是
,

自选教材
,

且其人又不通中文
,

只能用西语教

授
,

所以翻译西书并未作为通用教材
。

如上海广方

言馆虽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在一起
,

却没有采用
翻译馆所译刻的书来教学④

。

尽管如此
,

洋务大员

们仍然热衷于创办翻译馆
,

较著名的有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⑧

、

天津机器 局
、

福州船政 局
、

金陵机器

局
、

开平矿务局等处
。

各馆皆靠官拨经费和官办设

施
,

组织人员合作
,

成为洋务运动中译印西书的主

要机构
。

同时一些从事其他洋务活动的洋务知识分

子
,

亦自行翻译西学书籍④
。

洋务运动时期官绅阶

层自行组织进行的翻译西书活动
,

是近代以来中国

大规模主动引进西学的首次尝试
。

这些译著拓宽了

人们的眼界
,

不仅为洋务学堂的西学课程提供了急

需的教材
,

为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精神食粮
,

使洋

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基本趋于一体
,

并开始冲击和改

变旧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
,

为晚清各类学堂的课程

改革提供了成例
,

而且吻合了世界近代教育课程改

革一体化的态势
,

导致中国的近代化变革问题进人

全方位发展阶段
。

回国后
,

便被船政学堂聘为教员
,

李鸿章创设北洋

水师学堂时又被聘为总教习
、

会办
、

总办达 20 年

之久
。

光绪二十二年 ( 18% 年 ) 创办天津俄文馆
,

严复兼任总办
,

同年他又支持张元济在北京办通艺

学堂
,

光绪三十一年 ( 1如 5 年 ) 协助马相伯创办复

旦公学
,

并于次年一度任监督
,

19 12 年任京师大学

堂总监督
,

后改称北京大学校长④
。

留美回国学生

王风嗜等九人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
,

就

被留下
“

充学堂帮教
”
⑧

,

王风嗜任教八年
,

直至

调派随使欧洲才离开此校
。

随后
,

聘请留学生充任学校教师就成了 20 世

纪初期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的一项基本话题
,

从某

种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我国师范教育滞后的状况
。

五
、

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封闭式

的教育结构
,

形成了
’

开放式的教育格局

四
、

洋务教育培养了一支近代化的

师资队伍
,

形成了一股促进中国

近代教育发展的雄劲东风

由于洋务教育所体现出的极强的专业性和实用

性
,

率先培养出了一支适应近代化教育改革的基本

师资队伍
。

洋务教育伊始
,

洋务学堂虽以雇请洋教

习为主
,

但同时也任用 中国自己的新型教育人员
,

如京师同文馆
、

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分别聘

任著名算学家李善兰
、

吴嘉善
、

刘彝程为其算学教

习
,

他们成为第一批投身于洋务教育的洋务知识分

子
。

随着洋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

洋务学堂陆续培养

出了 自己的西学人才
,

一些毕业生被留在洋务学堂

中担任教习
,

充实师资队伍。
,

或被调派到其他学

堂去担任教习@
。

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
,

由于洋务

派官僚缺乏发展近代社会教育的考虑
,

在狭隘的办

学思想指导下
,

洋务学堂数量有限
,

发展缓慢
,

教

师队伍总体人数也不多
,

水平较低
,

学科偏狭
,

不

能全面承担教学任务①
,

致使此期间始终未能形成

一支独立的新型教师队伍
。

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

后创办的洋务学堂中
,

绝大多数都有洋务学生出身

的人担任教习
,

故而依然发展起了一支洋务教育事

业的基本师资队伍
,

成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

重要力量
。

尤其是留学生教育的实施
,

为近代教育

改革培养了雄厚的西学人才
。

早期如严复留学毕业

洋务教育的推行
,

刺激了我国近代官方留学生

教育制度的建立
,

从而彻底变更了几千年来我国传

统的封闭式的教育结构
,

将中国近代教育从真正意

义上引向世界近代教育科学化的轨道
。

古代中国文

明遥遥领先
,

从来都是周边国家向
“

天朝上国
”

派

遣留学人员
。

最典型的便是东邻 日本
,

曾派过大批

遣隋使
、

遣唐使
、

留学生
、

留学僧
,

到中国学习政

治制度
、

文化知识
。

中国甚少留学外国之识
。

近代

虽有个别人出国留学
,

如容阂留美
,

但仅属个人行

为
,

与政府无涉
。

洋务运动开始后
,

洋务派深感新

型人才尤其是机器制造
、

轮船驾驶和军事等方面人

才的短缺
。

然而仅靠洋务学堂自己培养
,

不仅在数

量上
、

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
,

而且不能
“

远涉重

洋
” 、 “

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
” , “

遍览久习
,

则本原

无由洞澈
,

而曲折无以自明
” ,

为了
“

集思广益
” 、

“

收远大之效
”
。

,

洋务大员们决心打破传统
,

向海

外派遣留学人员
,

由此而开创了洋务官办教育的另

一种途径— 留学生教育
。

于是从 1 872 年至 187 5

年
,

先后选派 10 岁至 16 岁的优秀学童 120 名④分

四批
,

由中国近代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闺等人带领前

往美国留学
,

其中多数人选学路
、

矿
、

工
、

机等专

业
。

其后
,

国内部分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
、

北洋武

备学堂等也开始有计划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

据统

计
,

自 1 8 77 年起
,

由官方先后派出的赴英法等国

留学人员达 108 名④
。

这批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学习

自然科学
、

军事技术
,

而且由于身处异国
,

直接接

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沐浴在

欧风美雨之中
,

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
,

回国后多数

成为各部门的技术骨干
,

打破了洋技师独操中国技

术大权的一统天下
,

有的还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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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如首批留美儿童 自 1 881年起

陆续回国后
,

李鸿章按其专长
“

分拨天津水师
、

机

器
、

鱼雷
、

电报
、

医馆等处学习当差
’ ,

①
,

其中不

少人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

如京张铁路

的设计与建筑者詹天佑
、

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民

国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留学英

法的严复
,

在维新运动期间为激励国人救亡图存
,

翻译 了大量西学著作
,

尤其是 《天演论 》 影响甚

大
,

为唤醒知识界向西方寻求真理起了巨大作用
。

早期官派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标志着中国社会

出现了一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媲变过程中的新兴力

量
,

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先导
,

肩负着西学

东渐和华风西被的双重任务
,

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

历程中的一支同时代其他群体无以 比拟的社会变革

的力源
。

故而留学生教育的实施是近代中西文化融

汇的主要载体和中国近代教育格局开放化的标志
。

LL① 参阅吕达 《中国近代课程史论》 第 10 页
,

人

民教育出版社 199 4 年 8月第 1 版
。

② 本人以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实现的标志是建国

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

③ 《马恩选集》 第 1卷第 2 56 页
。

④ 见拙文 《试论传统变易思想对洋务教育的影
口邮

,

《西北师大学报》 (社科版 ) 199 7 年第 6

期
。

⑤ 《西学》 见 《晚清文选》 第 1 75 页
。

⑥ 王韬 《韬园文录外编》 第 3 21 页
,

中华书局

195 9 年版
。

⑦ 西政
,

张之洞 以为是
“

学校
、

地理
、

度支赋

税
、

武备律例
、

劝工通商
”

等统治术 ; 维新派

所谓
“

西政
”

是指资产阶级民主
、

君主立宪
。

本文所指为后一种
。

⑧ 洋务运动时期维新派开办的典型学堂有上海格

致书院和正蒙书院
。

⑨ 《洋务教育评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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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L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 (一 ) 第 1 37 页
。

LL 《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卷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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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洋务运动》 (二 ) 第 2的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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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

内容之一是兴办学校
,

改革官方教育体

制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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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奏定学堂章程》
,

张百熙
、

荣

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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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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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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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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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同文馆成为当时有代表性

的二大译书馆
,

据傅兰雅在 《江南制造总局翻

译西书事略》 中记载
,

自 1 87 1年开始到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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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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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阂在江苏省官署任译员期间
,

曾翻译 《契约

必 (派森著 ) 等三本英文书
。

马建忠在留学

法国期间
,

翻译了 《法国海军职要》
。

徐建寅

在使德期间
,

翻译了 《德国议院章程》 等三部

书
。

有关京师同文馆毕业留校任教之事可参阅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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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刊
,

第 4 - es

5 页 ; 第六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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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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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 《洋务运动》 (二 ) 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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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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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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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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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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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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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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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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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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