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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首次派學生出洋留學

1868年初，容閎向清廷提出選派少
年出洋留學，在美國設立留學生事務所，
設正副監督官，管理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
，並從海關收入中撥出經費，作為留學生
的費用。先以120名，12至15歲的男童作
先導，每年派30人，四年完成，學習期限
15年。這個建議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
持，1870年獲清廷批准，成立 「總理幼童
出洋肄業滬局」 。

1871年，容閎在上海開始招生，入
選少年先在上海入讀預備學校，補習英文
。當時國人認為出洋留學吉凶難測，所以
留學生全是平民子弟，沒有皇室官員子
弟。

1872年，陳蘭彬任監督，容閎任副
監督；陳蘭彬擅長國學，容閎擅於西學。
他們率領第一批小留學生梁敦彥、詹天佑
等30人從上海啟程赴美，並在美國同時成
立 「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 。幼童到達美
國後，分別安置在當地美國家庭，每家二
至三人。目的是讓這些學童先適應以英語
和美國的生活方式，然後才進行學習。另

一方面，這些孩子也要接受非常嚴格的中
文讀寫訓練，每三個月必須到 「選帶幼童
出洋肄業局」 學習中文兩星期，每次十人
，依次輪流。

可是留學監督陳蘭彬等卻擔心幼童會
從此 「不復卑恭之大清順民矣」 ，於是力
加阻撓。終於在1881年，以「荒廢中學」為
由，將這些留學生召回。他們回國後，對
中國社會有着深遠的影響。30人當中，詹
天佑成為中國首位鐵路工程師，歐陽賡成
為外交官，曾出任清廷駐舊金山總領事。
其他如吳仰曾成為中國第一位礦冶工程師
、蔡紹基擔任北洋大學校長、張康仁是美
國首位華人律師、梁敦彥擔任民初交通總
長，而唐紹儀更成為民初北洋政府總理。
此外，北洋艦隊中層軍官也多為留美幼童
，艦隊內一直有外國人擔任軍官作技術專
家及指導，內部指揮命令亦以英語發號。

清末改革，鼓勵學生出洋留學，由於
庚子賠款後政府財政緊絀，學生出外大都
留學日本。1903年，清廷頒布《獎勵遊學
畢業生章程》，更規定留日學生在日本普
通中學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
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之各高等院校畢業
，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

專科畢業，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畢
業，給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憑者，除給
予翰林出身外，還給予翰林升階。

資料來源：《國史百聞．近現代篇》
文字整理：唐曉明

容閎──中國留學生之父
容閎，1828年出生在珠海，父親把

他送到澳門馬禮遜學校就讀。1842年，
隨學校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校

長勃朗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帶同容閎前往美國留學，
成為耶魯大學的中國第一位畢業生。1854年獲文學士畢
業，容閎一心報效國家，把所學成果帶回中國，並以孟
子的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他表示自己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
享此同等之利益。」 1876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容閎榮
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對於中國和美國之間文化交
流的重大貢獻，世人稱他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1865年，曾國藩派遣容閎，赴美採辦機器回國，官
授五品。1869年，中美兩國簽定了互惠協定，允許 「兩
國人民均可入讀對方官學，並受優惠待遇；雙方得在對
方設立學堂。」 曾國藩於是把容閎建議派遣學生留美之
事上奏，獲慈禧批准。1898年，容閎因參與 「戊戌變法
」 ，遭清政府通緝，再度赴美。1910年，他邀請孫中山
先生赴美商談，表示支持革命。著有《我在中國與美國
的生活》一書，是研究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和中美交流史
的最佳讀本。

1998年，容閎誕辰170周年，耶
魯大學所在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宣
布，將9月22日（當年中國
幼童在美入學的日子），
訂為 「容閎及中國留美
幼童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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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熟悉的校園，看着熟悉的風景，聽着
熟悉的上課鐘聲，塵封多年的記憶再次開啟。

我走進那棟我曾進出六年的教學樓，推開
那扇我推開了無數次的門，看着粉筆、黑板、
講台和桌椅板櫈，曾經那些與老師有關的回憶
都像放映電影般一幕幕展現在我的眼前。

站上教室正前方的講台，我記得老師曾經
在這裏一站就是一整天。在這個講台上，老師
曾用知識充實我們，曾給我們講過無數故事，
曾為迷茫的我指點方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的

成績不太理想，似乎沒有什麼動力。那時我的
老師曾把我叫到講台旁邊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
麼困難，她說如果我有任何問題的話隨時可以
找她，她一定會全力幫助我解決。雖然那是一
個寒冷的冬天，但她和藹慈祥的笑容讓我感到
格外溫暖。

撫摸我面前的黑板，我記得老師曾經在這
裏書寫下無數字句。曾經坐在台下的我，每天
能聽到的最多的聲音就是粉筆與黑板摩擦的 「
沙沙」 聲。老師用一筆筆，一畫畫，為我們構
建出一個豐富多彩的知識王國。曾近距離地看
過老師的雙手，本應乾淨細膩的手指上布滿老
繭，指縫間還殘留着粉筆碎末。黑板上滿滿的

板書，是這雙手的傑作。
走到門外的走廊上，我記得很多次放學時

都會和老師在這裏聊上幾句。老師給過我無數
次肯定的目光，無數次關心的問候。我記得在
我不自信的時候，她站在我旁邊拍了拍我的肩
膀，跟我說， 「我對你有信心，別擔心，你一
定能行。」 那瞬間，我好像又充滿了勇氣。

這位老師對我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對我
來說她就是我的恩師。她教我知識，伴我成長
，指引我如何面對人生。我想如果沒有她，必
定沒有如今的我。

我想不止是我，應該很多人都有一位令自
己難以忘記的老師吧，他們都是可愛、偉大又

辛苦的人。他們在以生命影響生命，像是火把
一般，用自己去照亮他人，他們讓我們前行的
道路上不僅明亮而且充滿溫暖。他們日夜操勞
，不求回報，真心想要去幫助每一位學生。他
們每天忙碌地穿梭於各個教室，日月累積間恐
怕已寫下數以百千萬計的字，手上的老繭與頭
上的銀絲象徵着他們的付出。那什麼才是對老
師最好的回報呢？我想，是我們能成為更好的
人，不負他們的辛勤教誨吧。

恩師難忘，師恩亦然，這份感恩永存於我
心間。我會努力成長，不會也不能辜負她對我
的期望。最後請讓我再向我的老師和所有老師
說一句： 「謝謝，您們辛苦了。」

師恩難忘，感激永存 聖士提反堂中學 中四甲 趙桂敏

論君子八章 《論語》

招祥麒博士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掃一掃，
收聽朗誦示範

本篇自《論語》選出八章書，讓我們認識
一下孔子對 「君子」 的看法。

第一章：
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 （〈學而〉第一）

君子要敦重、厚重，否則便沒有威嚴。 「
學則不固」 有出現兩種說法：一說 「固」 是 「
蔽固」 ，連上文，指君子如果不厚重，就沒有
威嚴，但通過學習，就不會蔽固了；二說 「固
」 是 「堅固」 ，連上文，指君子不厚重，就沒
有威嚴，如此，所學習而得的，都不堅實。君
子以忠信為主，不以不如己者為友；有過失，

不可稍存畏難之心，馬上改過。
第二章：

子曰：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 （〈述而〉第七）

孔子以君子、小人對比，說明兩者心貌的
不同。我們要分出哪些人是君子，哪些人是小
人？往內，要看其心術；往外，要觀其氣象。
君子循着天理而行，心中無所掛累，生活上隨
遇而安，不愧不怍，自然寬舒自得，所以說 「
坦蕩蕩」 。小人則心存僥倖，長被私欲影響，
自然患得患失，心神不寧，陷入思慮愁苦的境
地，所以說 「長戚戚」 。

第三章：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

懼。」 曰： 「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 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顏淵〉第十二）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其兄長桓魋是宋國的
大司馬，有意謀害宋景公。司馬牛知道後，不
知如何是好。這次他問孔子怎樣算是君子，孔
子以 「君子不憂不懼」 回應。司馬牛心有疑惑
而追問。孔子可能也聽聞子牛的處境，便藉機
勸勉和鼓勵。君子經過自我反省，無一絲的疚
病足以連累己心，縱然發生意外的事，又何憂
懼之有？

第四章：
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顏淵〉第十二）
孔子在此說明君子和小人用心的不同。君

子處世，見他人之美則施以誘勸獎掖，務使其
人之美更進一步；至於見人之惡，則以規勸，
務使其惡遏止消失。小人則與君子相反，見人
之美則妒忌，見人之惡，則迎合包容。

第五章：
子曰：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

〈憲問〉第十四）
孔子以君子言過其行為恥辱，勉人言行相

副。說話出於口，易放難收，所以君子必慎言
；行動做事，重在實踐，稍有怠惰，便難成功
，所以君子務求敏行。說到做到，自然最理想
；說到而做不到，此君子引以為恥！

第六章：
子曰：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衛
靈公〉第十五）

孔子強調君子以義為做事的本質。至於如
何將 「義」 實踐出來，孔子提出三點：以禮去
行義，以謙遜表現義，以誠信成就義。能夠以
「禮」 、 「遜」 、 「信」 三者來發揚 「義」 的
本質，才是真正的君子！

第七章：
子曰：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

己知也。」 （〈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指君子所憂慮的，是自己沒有能力，

不會憂慮其他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君子有自
知之明，倘若自己有能力而一般人不知，賢德
的人會知，就算賢德的人一時不知，後世自然
會知，所以有能而無人知，對君子而言，是不
以為患的。

第八章：
子曰：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 （〈衛靈公〉第十五）
這章書論君子、小人的人品。 「求」 ，這

裏訓為 「責」 。君子凡事反省，有過必先自責
而後改，小人則凡事推卸責任，有事則諉過於
人。

總言之，孔子論君子的說話，可從三方面
了解君子的表現和修養：在處事方面，君子會
莊重認真，知錯能改，言行一致；在待人方面
，君子會結交良友，樂成人之美，出言謙遜，
表現誠實；在內心方面，君子會坦蕩舒泰，不
憂不懼，堅守禮義，並時加反省，嚴以律己。

▶容閎

▼早年留學生在美國
的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