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指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化的

进程，是在 !"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中国教育的近代

化，伴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始终，在近代科学技

术的撞击下，中国的传统教育逐步适应工业化发展

的需要，进行改革，转变为近代教育，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实现。最终，近代教育完全取代

了传统教育。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就是洋务教育，

尽管它还处于借鉴和模仿西方教育制度的阶段，但

已经具有中国近代教育的雏形。可以说，中国的近

代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洋务教育，中国

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基础。它影响着近代中国以后

的教育改革，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教育

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主要是从军事教育的近代

化开始的，而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其实质是人才的近

代化。洋务教育也是如此。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

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满族王朝的声威

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

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

绝的状态被打破”#!$（%&"!）。这是中国 “三千年一大变

局”，但却是“变之聚至，圣人所不能防”的。在民族

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统治阶级中产生了洋务派，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教育改革

就是其主要内容。因为“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所

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莫

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学”不断叩击中国教育，而

且传教士也开始在华设立近代教会学校。洋务派认

为，传统学校已成了科举制的附庸，而科举制此时

已腐化到了极点，因此必须改革科举，学习西学。他

们不仅能够面对现实，敢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的先

进性，而且还看到掌握这种先进科学技术已经成为

势在必行的了。#+$)%+’*

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 清王朝处于封建统治没

落时期，却仍自高自大，直到“有新国林起于西，以

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亻竟，人心始自

危⋯⋯”#-$)%--*。但是，顽固派对于西学始终采取拒绝

的态度，对于洋务教育的各项改革横加阻拦。杨廷

熙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

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恐西学之轮船机

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 倭仁说：“如以天

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

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

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李鸿章认为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在于士人沉

溺科举功名，不重技艺。“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

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

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

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奕讠

斤 !.&& 年 奏 请 在 京 师 同 文 馆 增 设 算 学 馆 时 指 出 ：

“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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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

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反驳倭仁：

“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又本之

天文度数，参以勾股算法，故能巧法其中。”"($%&(*)冯桂

芬曾批评科举制“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

之人才”"+$%&!)。郑观应抨击科举制：“自学者鹜虚而避

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汩没

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

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

洋务派顶着压力推行教育改革，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为教育改革指针，在要求改革科举

考试的同时，大力开办学堂和派人出国学习，以培

养对外交涉和各类实用性人才。使近代教育第一次

出现了较大发展。

（一）创办新式学堂

由于外交、洋务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需要新的

人才，而新的人才又必须由新的教育来培养，因此

洋务派把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文”“西艺”，作为洋

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先后创办了 (. 所洋务学堂。可

分为三类：

’/外国语教育学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以培养

翻译、外交人才。如 ’-+!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年上海广方言馆，’-+, 年广州同文馆，’-0( 年湖北

自强学堂等。

奕讠斤等洋务派认为：“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

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

能妥协。”".$%&’’0)才能“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

字，方不受人欺蒙”".$%&’’#)。李鸿章说：“遇中外大臣会

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

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

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

大害。”".$%&’!+)要求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官办的最

早的一所外语学校。李鸿章道出了创办同文馆的用

意：“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

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京师同

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

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

以驾驭之，⋯⋯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

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

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 至 ’-+. 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1/
2/&/345678)被聘为英文教习和翻译教习，年薪 ’***
两白银，’-+0 年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9/:456）的推

荐，任总教习，直到 ’-0, 年。继任者是欧礼裴（;<

=7>?5）。’-+! 年同文馆成立时，只有英文馆，第一任

教习是包尔腾（@A5BC8），汉文教习是徐树琳。’-+(
年设立法文馆、俄文馆，第一任教习分别是司默灵、

柏林（2/&CDCEE）。’-.! 年设德文馆，第一任教习是第

图晋（F76CAGH78）。’-++ 年添设算学馆，第一任教习是

李善兰。’-0+ 年添设东文馆，第一任教习是杉几太

郎。算学馆设立后的主要课程：算学由李善兰任教；

化学由比利干（3/2/@7==?IA78）任教；万 国 公 法 由 丁

韪良任教；医学生理由德贞（J5/JABK?C8）任教；天文

由海灵敦（:45578K6C8）、费礼饬（J5/L576MNO?）任教；格

致由欧礼裴任教。

!/军事教育学堂。学习西方近代陆海军技术，以

培养能掌握、制造及修理近代先进武器装备的军事

人才。如 ’-++ 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年天津

北洋水师学堂，’--# 年天津武备学堂，’--+ 年广州

黄埔鱼雷学堂，’--. 年广东水陆师学堂，’-0* 年江

南水师学堂等，’-0# 年湖北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

堂等。

’-+. 年由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

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军事学校。到 ’-., 年，所

培养的学生中，有掌握技艺的专门技术人员 !. 名，

设计部门技术领导 - 名，轮机长 ’, 名，教师 ! 名。

(/科技教育学堂。学习机械制造、矿山、电讯等

技术，以培养能生产、操作和维修的各项专门技术

人才。如 ’-+# 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

堂，’-+. 年上海机器学堂，’-.+ 年福州 电 气 学 塾 ，

’-.0 年天津电报学堂，’--! 年上海电报学堂，’--0
年广东西艺学堂，’-0! 年湖北矿业学堂、湖北工程

学堂，’-0( 年天津西医学堂、南京铁路学堂，’-0#
年山海关铁路学堂等。

因为洋人垄断技术，占据要位，常常以此要挟，

使中国人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尴尬地

位。“督斯役者，以迄员董工匠，一无所知，重听命于

洋员而已矣。”"-$%&’*.)因此必须加紧培养技术人才，“树

人如树树，惟恐迟暮”"-$%&’##)。奕讠斤认为：“今中国议欲

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

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

仍无裨于实际。”".$%&’!’)“夫中国之宜自强，至今而已亟

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P’!!)。因此洋务学堂中，技术学校占了较大的比重。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堂”是中国人

’-+# 年创办的最早的一所技术学校。有些技术学堂

主要也为军事服务。如李鸿章在奏天津西医总院

“遵照海军章程接续开办”折中提出医院培养的学

生“俾学成后，派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尤为北洋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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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之根本”#$%&’()*。

（二）留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内洋务学堂培养

的人才不能完全满足或者胜任。因此十分重视留学

教育。认为留学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

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年，曾国藩、

李鸿章在《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中说：

“设局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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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洋务

派把派人出国学习视为与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一样

同等重要。

左宗棠认为：“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

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

借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

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

有余裕矣。”#((%&’$+,*

沈葆桢、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指

出.“闽厂前学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

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

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

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

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

为成效。”#)%&’("/0(""* 他们认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

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

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

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

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

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于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

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

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

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

日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始于 (-1) 年，在马礼逊

学校校长美国人塞缪尔·布朗的安排下，该校有三

个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其中，黄胜因病于 (-1- 年秋

提前回国；黄宽于 (-1$ 年赴英国攻读医学专科，七

年后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容闳于 (-/+ 年进

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毕业，并获文学士学

位。但它是自费留学，而不属于政府行为。

(-"- 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了包括目的、年龄、

计划、教学和管理、经费在内的留学教育计划：“政

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

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

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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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学生出洋卓

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

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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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数成充之。”#(+%&’-"0-)*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按此计划

实行，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潮。

(-)! 年夏末容闳先期赴美安排。- 月 (( 日，陈

兰彬率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中文教习

叶绪东和容云甫、翻译曾兰生。(-), 年 " 月 (! 日，

黄胜率第二批幼童赴美，同行的还有 ) 名自费留学

生。(-)1 年 $ 月 ($ 日，祁兆熙率第三批幼童赴美。

(-)/ 年 (+ 月 (1 日，邝其照率第四批幼童赴美，同

行的还有 , 名自费留学生。这样每批 ,+ 名、总数

(!+ 名幼童，全部按计划派赴美国学习路、矿、工、机

等学科。(-)/ 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

副公使，先后改派区谔良、容云甫、吴子登为留学生

监督。

但到 (--( 年，由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排挤，

再加上清政府偏信了留学监督的“外洋风俗，流弊

多端，各学生腹少儒术，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

先沾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

局裁撤”#(!%&’(""*建议，下令将留学生一律遣送回国。在

当 时 回 国 的 $1 人 中 ，!( 人 在 电 报 局 学 传 电 报 ，!,
人留用于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其余 /+ 人分配到天

津 水 师 、机 器 、鱼 雷 、水 雷 、电 报 、医 馆 等 处 学 习 当

差。尽管还没有毕业，但因为留学生们在美刻苦钻

研，大多有收获，成为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或技术骨干。如京张铁路的设计者、享誉世界的铁

路工程师詹天佑，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将《唐

诗》译成英文的第一人蔡廷干，江南造船厂第一任

厂长邝国华，中日甲午战争中荣立战功的舰队司令

吴应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首任校长

唐国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

总理唐绍仪，等等。

清政府还向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

学习陆海军，(-)" 年派出卞长胜等 ) 人，(-)) 年派

出 ,/ 人，(--! 年为 (+ 人，(--" 年为 ,1 人。从欧洲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

奇”，他们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经济、科技、

外交、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杰出人才，“南北洋争先

留用，得之惟恐或后”#(,%。如：被称为“精通西学第一

人”、船政学堂教习、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和总办、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

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左翼总兵兼镇远号

11



第 ! 期

管带、后任提督林泰曾，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

带林永生，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天

津水师学堂教习、烟台海军学校的创办者萨镇冰。

同时也开始以进修和专科学习等方式向法、德、英

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派遣学生和工艺徒。

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 年），经洋务

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共有 !%’ 人。)"*+

二、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

影响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派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基础，指出：“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

所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

莫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

从洋务教育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教育兴起的道路：面

对列强侵略，为了加强国防，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

官员力主谋求富国强兵，积极发展军事教育，带动

以军事教育服务为目标以推动其他教育的发展，从

而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本雏形。它对中国教育的近

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成为近代教育

改革的指导思想

教育与文化，是一对孪生儿。教育的勃勃生机，

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而教育的僵化，必然导致文

化的衰亡。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中国文

化教育也与世隔绝。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

“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世界近

代化运动中来了”0)"(+,-#1.中华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

强烈冲击下，出现了严重危机。洋务派清醒地认识

到，科举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因为它排斥科学技术，

以致出现“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

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

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

洋务派认为，只有建构一种中西文化融合的教

育机制，即以民族文化教育为基础，用包容百家、兼

收并蓄的胸怀融合、改造外来文化，充实和更新传

统文化教育。冯桂芬率先提出：“诸国同时并域，独

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

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不更善之善哉？”)"1+,-###.郑观应进一步指出：“中国其

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薛福

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

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王韬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

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2+,-(2.洋

务派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先进思想，主张在维护儒家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必

须改革科举考试，引进和学习西学。而张之洞是“中

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将它上升到“富国强兵”

的高度：“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贤才众多，

国势自昌也”)"1+,-’$!.，“西国之强，强以学校”)"1+,-’$2.。

通过与顽固派的激烈较量、斗争，洋务派最终

在传统教育中撕开了裂口，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的教育新理念。它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

了思想保证。结果，民间出现了仿效洋务学堂方式

创办的新式书院，原有的传统书院也引进西学，尤

其是清末新政成果之一的“癸卯学制”的核心就是

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新学制出现，就是以制度的

形式肯定洋务教育。从某种程度看，“中体西用”思

想的确立和推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

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确保了主体地位，并防止

了中国近代教育在改革中全盘西化。

!/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

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早期新式学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意引进

西方的教育体制，在客观上把教育与中国近代化的

需求结合起来。

在课程内容上，一改传统教育的单一内容，引

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包括了基础

课、专业课、实习课三类课程。在基础课中数学几乎

是各个专业的必修课，物理、化学等课则依专业的

不同而有选择地开设，专业课是实用技术知识的传

授，实习课是学习知识之后的实践。洋务派对近代

自然科学技术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识到科学技术

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彼西人所擅长者，推

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

泐有成书”)2+,-$2.。洋务教育中所引进的西学课程，是

纳入儒学的框架内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廷的批

准。不仅中国是这样，在欧洲也如此，“中世纪的历

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

治 、法 学 ，都 合 并 到 神 学 中 ，使 它 们 成 为 神 学 的 科

目”)2+,-!!.。

最先引进西方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 年增

设算学馆后，开设了算学、天文、地理、格致、化学、

医学、文学、国际公法等课程。这是因为“洋人制造

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

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

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实用”)(+,-"2.。

“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又本之

詹素平：试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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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度数，参以勾股算法，故能巧法其中”#$%&’$()。而

“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

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

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其它学堂

也大致如此。严复在船政学堂所学课程多达 +, 门：

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维、平三角、弧

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

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而福州船

政学堂还倡导学生在学习之余，开展体育活动，更

是传统教育所没有的。据《申报》报道：“船局后学

堂，去冬设有秋千两架，及皮球、鸡毛燕等件，以为

学生早晚游戏之具”#!(%&’*$")。随着洋务教育的不断发

展，西学课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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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曾任

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多年的美国人丁韪良谈到京师

同文馆创办的意义时说：“同文馆的间接影响是很

大的，他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

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新教育的潮流

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

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

校———同文馆。”#!!%&’$")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将传统教育的个体授课制

改为班级授课制。“建立独立于传统教育体制的新

型小学和预科学校成为当务之急”#,%&’/-,)。最先采用班

级授课制的是京师同文馆。按年龄、程度分班，规定

每年所学内容，由浅入深，逐年升级。年龄小的学制

八年，年龄大的学制五年（跨越第一至三年内容）。

学习内容为：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

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

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数

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

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

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

学，天文，测算，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第八年：天

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在管理体制上，改变了传统教育的管理方式，

引进了西方的新式管理制度。设有总教习、教习、提

调、助教、苏拉等教育教学管理人员。在京师同文

馆，对教师、学生、考试、日常管理甚至伙食都有一

套制度。如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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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讲求实学，磨砺真才，广见闻而开风

气。”“诸生宜束身自爱，专意讲求，毋慕浮华，毋沾

习气”#0%&’+!*)。在考试方面规定：每月初一举行月课；每

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初一日举行季考；每年

十月岁试；每届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上海广方言馆

规定：“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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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江南制造局的工艺学堂“除

汉文、英文、算学、画图四事仍照旧章办理外，其余

拟请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

$1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

世界

留学教育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标志着

近代中国开始适应世界形势，主动地学习西方，由

封闭走向开放。洋务派十分重视留学教育，把派人

出国学习视为与开办学堂培养人才一样同等重要。

他们认为留学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

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曾国藩、李鸿章一开

始就十分重视派学生出国留学：“西人学求实济，无

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

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授师，期于月

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此中奥，苟非遍览久

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因此，“远

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0%&’+"!)。“约计

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

悉”#0%&’+"+)。沈葆桢、李鸿章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

中指出2“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

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

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

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

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

至于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

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

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

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日接身亲，断难窥其秘

钥。”#0%&’+"*)

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始于 +-/0 年 ， 容 闳 、黄

宽、黄胜在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人塞缪尔·布朗的

安排下，前往美国留学。但这是自费留学，而不属于

政府行为。在 +-0!—+-0* 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次留学潮，在容闳、黄胜等人率领下，清政府派

送 +!( 名幼童分四批赴美国学习路、矿、工、机等学

科。此外，还向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陆海军，并

开始以进修和专科学习等方式向法、德、英和比利

时等欧洲国家派遣学生和工艺徒。曾国藩、李鸿章

认 为 选 拔 最 合 适 的 学 生 是 留 学 教 育 成 功 的 关 键 ：

“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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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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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难。”OPQ,RST!=在得到清政府同意后，专门在上海设公

局操办此事，生源限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

S8U!: 岁的聪颖幼童，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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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RST8=。

留学生们刻苦钻研，大多有收获，“均能精益求

精，创中华未有之奇”，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

经济、科技、外交、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杰出人才，

“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OS8Q。如京张铁路的

设计者、享誉世界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人在整个

洋务运动期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

学生共有 !:; 人。OS9Q

在列强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近代中国，洋务

派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积极推动教育改革，证明

了教育对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衰以及国家的存

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洋务教育有局限

性，但不能按当今的条件来苛求他们。正如列宁所

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

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

提供了新的东西。”O!9Q,RS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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