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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

沈榮國*

* 沈榮國，容閎紀念館暨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

民國職業教育史、珠澳地方史。

百餘年前，在留美幼童考選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家長遣送子弟交付香山人容閎留學美

國，並不存在“應考者寥寥”的現象。目前，能確定家長身份資訊的留美幼童有四十八人，佔

總數的40%。在這些已知留美幼童家長群體中，主要有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早期近代工商

業者、晚清官員三大類，及基層民眾、教會人士和華僑華人三小類。在他們中間，唐廷樞、徐

潤、梁經國、梁澤威、盛世豐、吳熾昌等人，均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堅或領袖人士，

他們的孩子絕非黃遵憲筆下的“小家子”。這些百餘年前的家長群體，在支持幼童留美教育的

過程中，推動了晚清中國社會的進步及轉型，堪稱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重要原動力。

兼論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原動力

一

在晚清留美幼童研究中，凡涉及幼童考選事

宜，大多數學人均用程度不一的語言描述渲染當

年的困境。這一觀點傾向的根源是黃遵憲及當年

的留美幼童李恩富。

1881年，幼童留美教育夭折之後，黃遵憲寫

了五言長篇古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在提及

幼童招生的時候寫道：

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

第一選雋秀，其次擇門楣。

高門掇科第，若搞頷下髭。

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

茫茫西半球，遠隔天之涯。

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

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

紇乾山頭雀，短喙日啼饑。

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
(1)

黃遵憲認為參加幼童考選的人都是出身低微而且

非常貧窮的“小家子”，富豪官宦人家的孩子不

屑於此。

1880年代，李恩富在《我的中國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 一書中回憶當年說：

事實上，父母們並不情願把他們的兒子送

到一個離家那麼遠，他們並不瞭解的地方，時

間還要那麼久。而且聽說，並且相信，那裡的

居民都是些野蠻人。
(2)

1940年代，勒法吉在《中國幼童留美史》中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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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農業社會，土地“所得”來自辛勤

耕作。此次政府願將士庶子弟送往外洋受教

育，並且發予家屬補助金，此種安排聞所未

聞，自不得不造成人民的懷疑。中國人素重家

庭，不願見其子弟放洋萬里，深入西方不熟之

地方。悠悠歲月，生同死別。由於學生人數不

足，容閎不得不匆匆返廣東香港 [⋯⋯] 
(3)

基於勒法吉及《中國幼童留美史》譯註人高

宗魯在留美幼童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他們的觀

點對後來的研究者影響頗大，徐松榮、李喜所、

陳漢才、錢鋼、胡勁草等在其著作及學術論文中

基本上都秉持類似觀點，或者說有類似傾向。譬

如徐松榮曾言：“即使得到慈禧、奕忻的支持，

因受浮言所惑，應考者寥寥。”
(4)
 似乎，當年負

責招選留美幼童的肄業局副監督容閎遭遇到了極

大的困難，甚至給人一種他回港澳及家鄉前基本

上沒有招到幾個人的感覺。

實際上呢？第二批留美幼童容揆在1886年寫

給一位美國朋友的信函中曾經追憶道：

1871年夏季，肄業局開始了它的進程，

在上海城的一個僻靜的街道上，選了一所民

房，有一位教師和大約二十個男孩兒。[⋯⋯] 

不出三個月，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得相當迅

速，現有校舍決不可能提供全校學生足夠的

膳宿，為了跟上學生人數的增長，必須擴大

校舍規模。
(5)

可知，在清廷恩准外派幼童出洋消息剛確定的時

候，已經有二十多個男孩子參與考選，爾後具體

數量增加很快，以至於一開始確定的校舍容納不

下。1872年4月，也就是容閎回到廣東和港澳的

時候，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委員劉翰清“申稱早

則五月至遲不過七月即可分帶出洋”
(6)
。即是說，

第一批學生的招收考選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5

月，滬局有學生“四十餘人”
(7)
，除去容閎從廣

東及港澳帶回來的六人外，超過三十五人，實際

上並不存在“應考者寥寥”的現象。對此，容閎

有比較確切的解釋。他晚年回憶說：

予因所招學生未滿第一批定額，乃親赴香

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

西文略有根柢者數人，以足其數。時中國尚無報

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

計劃，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人應者極少。
(8)

對於容閎的這段回憶，必須注意兩點：一

是“北人”而不是全國人應者極少。他沒有否認

南方人存在一定數量的應試者，潛在地承認了一

定數量應試者的存在，而不是幾乎沒有報名者。

二是強調 “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柢者”，即素

質符合容閎心意或要求的，通俗的說就是比較優秀

並且有一定西學基礎的。容閎強調這一點，背後隱

含的另外一個現實是，報名應考的人雖然有一些，

但符合容閎內心要求、讓他滿意的孩子不多。

綜合這兩點可知，容閎當時的難題，不是因

為報考應試的人非常少，而是因為他想尋找更為

優秀而合適的人材提昇留美幼童群體的整體品

質。即存在品質難題，不存在數量難題。

其實，當時容閎不乏支持者，有相當一部分家

長願意遣送孩子留學美國。他們的身份及地位並不

是太低，部分人的家身財富反而非常可觀。

二

18世紀以後，眾多基督教新教教徒紛紛來到

中國的東南沿海，馬禮遜是其中最早也是影響力

最大的一個。他們在東方傳教辦學的同時，也帶

領若干國內弟子留學歐美。1817-1825年，有五個

中國人在美國康州的 Cornwall 的教會學校讀書，

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林則徐譯員的阿林 (Willian Alum) 

和阿蘭 (Henry Martyn Alan) 兄弟二人。
(9)
 1839年，

瑪麗 溫施娣 (Mary Wanstall，即郭士臘夫人)停

辦在澳門的女子學校的同時，攜帶盲女三人赴美

留學。
(10)
 1840年代，又有五個學生在美國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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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更多的中國少年或青年或自費或通過教會

資助留學海外。他們是晚清最早的留學生群體，

可以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

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中的大多數，雖然沒

有和容閎一樣鮮明地提出“當使後予之人，亦享

此同等之利益”
(11)
，但也有潛在的想法及意願，

至少希望自己的子侄能留學海外。在晚清朝廷恩

准啟動幼童留美教育之際，他們中得以及時獲悉

情況的部分人，積極促動自己的子侄報名應考。

其中成功地推動孩子進入留美幼童行列的有容

閎、黃岳川、曾蘭生、黃勝。

受容閎直接影響而躋身留美幼童行列的有七

人，分別是容尚謙、容尚勤、容星橋、容揆、

張康仁、譚耀勳、譚耀芳。容尚勤是容閎長兄

容達苗的長子，1864年容閎回美國替清廷買器

械時，曾帶他去美國。1864-1868年，他就讀於

容閎的母校孟松學校，畢業後就讀於 Wesleyan 

Academy。
(12)
 幼童留美教育啟動後，容閎把他

列入第二批留美幼童中，是百餘名留美幼童中

年齡最大的一個。1874年秋，容尚勤進入耶魯 

Sheffield學院就讀，1876年，提前回國。容尚謙

是容尚勤的弟弟。1872年初夏，容閎從香港和廣

東返回上海的時候，把容尚謙帶到了幼童出洋肄

業局滬局。當時，他年齡不足十二歲，因“該委員 

(容閎) 等聲稱，人材難得，訪選不易”
(13)
，特別

准許進入第一批留美幼童行列。容星橋是容閎的

族弟，其故居距離容閎故居僅有幾百米。容揆屬

於新會容氏子弟，雖非容閎家鄉今珠海南屏人，

但和容閎同屬於容沙公後裔。容閎對容揆一直照

顧有加。容揆留學美國期間，抗旨滯留美國，容

閎冒險資助他，使其在美國得以延續學業。張康

仁和譚耀勳、譚耀芳等三人都是容閎故鄉今珠海

南屏人。

值得注意的還有詹天佑。他之所以成為留美

幼童，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他未來的岳父譚伯邨。

譚伯邨獲悉幼童招考的消息後，告訴詹天佑的父

親詹興洪，建議他讓詹天佑應考。在詹父母心存

疑慮而猶豫不決的時候，譚伯邨說“祇要你讓天

佑出國留學，我就把第四個女兒許配給天佑為

妻”，成功地促動詹天佑應考。
(14)
 而譚伯邨是

南屏弟子譚耀勳、譚耀芳兄弟的父親，和容閎是

同村鄉親。所以，從間接意義上看，詹天佑也屬

於受容閎影響而留學美國的。這樣，受容閎影響

而躋身留美幼童行列的一共或者說至少有八人。

曾蘭生 (又名曾來順)，本名恒忠，約在1826

年前後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潮州。雙親早亡

後，他在美國領事館當侍應，因此認識了美國傳

教士，入讀教會學校。1843年，他從新加坡前往

美國就讀，1846年進入耶魯大學。
(15)
 幼童出洋肄

業局滬局成立後，曾國藩、李鴻章“查有五品銜

監生曾恒忠，究心算學，兼曉沿海各省土音，堪

充翻譯事宜”
(16)
，所以曾蘭生受聘為英文教員，

其長子曾溥、次子曾篤恭前來該局協助教學。
(17)

二人隨後進入留美幼童行列中，分別屬於第一和

第二批。

黃岳川又名黃瓊郎，生於道光戊戍年，即

1838年，早年經上海天主教保送美國學習洋文

和接受西化教育。回國後他在清政府外務府任要

職，1878年調任廣東省“潮海關”衙門並長駐廈

門海關、寧波海關、上海海關和汕頭海關佐理全

國海口關幕和文字翻譯。由於才幹傑出，“論經

濟則聲馳夷夏，談學業則識貫天人”，清咸豐皇

帝下聖旨封他銜為海關總署大臣，並賜頭品頂戴

花翎。1898年他因長期奔波各海關，積勞成疾病

逝在廈門海關衙門，享年六十歲。慈禧太后“恤

其因公病逝”懿旨舉行國葬。
(18)
 幼童出洋肄業

局滬局考選學生的時候，他派長子黃開甲應考，

成為第一批留美幼童。

曾蘭生及黃岳川的影響雖然僅限於自己的孩

子，數量有限。不過，他們都是潮汕人，他的孩

子是百餘名留美幼童中唯有的潮汕幼童，而其他

八十名廣東留美幼童均是廣府人。在廣府人和潮

汕人之間存在千年歷史隔膜彼此極少合作的情況

下，他們打破這種文化隔閡，勇於和作為廣府人

的容閎等人合作，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廣府人家孩

子群體中，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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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勝 (1827-1902)，字平甫，香山(今屬珠

海)唐家東岸村人。1840年前往澳門入讀馬禮遜

學堂，次年隨校前往香港。1847年，他和容閎、

黃寬一道赴美留學，翌年因健康問題提前回國，

出任香港英華書院印刷局監督，1859年，被港英

政府任命為首任華人陪審員。1860年，他協助伍

廷芳主持近代中國人自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中

外新報》，1864年，接替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擔任

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1873年，黃勝擔任第二

批留美幼童領隊，爾後，一度回國，曾和唐廷樞

等一道辦理船政學堂留歐教育活動之香港招生事

宜。1878年，他再次赴美，出任華盛頓公使館翻

譯；1879年3月，容增祥丁憂回籍，幼童出洋肄業

局幫辦空缺，容閎推薦黃寬接任，被陳蘭彬以“慮

及該同知洋習太重，在局究不相宜”
(19) 
否決，閏

三月“改派為金山總領事公署翻譯”
(20)
。不過，

因為國內部分人對他在誘導幼童信教方面的猜疑

較重，黃勝在金山領事公署的工作不快樂，很快

回到香港。
(21)
 留美幼童教育啟動之際，黃勝的兩

個兒子曾經參加應考，不過沒有被錄取而與百餘名

留美幼童一道出國，而是屬於自費留洋海外者。

三

中國的封建社會經過千年的發展變革，於明

代中葉就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者。雖遭明

清統治者的壓制，早期近代工商業者依舊在歷史

夾縫中艱難延續。西方機器文明的興起，葡萄牙

人佔據澳門的事實，讓內生的工商業群體有了帶

有買辦色彩的同類；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

及五口通商的啟動，使外界對工商業群體的促動

作用更為明顯，國內工商業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開

始有了初步的發展。

在幼童留美教育啟動成行的時候，諸如唐廷

樞、徐潤、梁澤威、梁堯階、梁煥南、梁文瑞等

及時獲悉幼童招考消息的部分早期近代工商業

者，紛紛遣送自己或族中子侄赴幼童出洋肄業局

滬局應考。

徐潤 (1838-1911)，北嶺村人，距容閎家鄉

南屏僅十餘公里。1857年，他在英商寶順洋行與

容閎相識，並成為知己朋友。1871年，徐潤“奉

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禮委，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

業”
(22)
。其中，主要表現之一是動員許多家鄉弟

子隨容閎赴美留學，先是寫信給家鄉，令其未婚

三妹夫蔡紹基速赴上海報名；爾後又勸說其武林

朋友的兒子黃仲良、黃季良兄弟二人出洋留學；

此外，還誘導了他的族弟後來成為海軍司令的徐

振鵬成為第三批幼童留美。這樣，受他影響而成

為留美幼童者至少有四人。另外，徐潤叔叔徐榮

村的三個兒子 (五子、六子、七子) 及他的兩個

兒子也曾參加考選，“見遺於額，而必請自籌資

斧以行者”
(23)
。加上這五個和幼童一道自費出洋

的徐氏弟子，受徐潤影響的一共有九人。

唐廷樞、唐廷植兄弟二人是今珠海唐家人，

自幼就讀於馬禮遜學堂，與容閎同學，且相善。

當容閎醞釀幼童留美教育計劃時，唐氏兄弟已經

成為知名大買辦，在家鄉有很大影響力。他們先

後推薦唐國安、唐元湛、唐紹儀、唐榮俊、唐榮

浩、唐致堯等六名唐家唐氏子弟的孩子隨容閎赴

美留學。其中唐榮俊是唐廷植的養子，唐榮浩是

唐廷樞的兒子，唐元湛的父親唐意勳和唐紹儀的

父親唐巨川分別在澳門經商，也屬於早期近代工

商業者。同時，唐家灣其他家族的子弟蔡廷幹、

盛文揚、黃有章、卓仁志、鄧桂廷、鄧士聰、梁

金榮、梁如浩等八名幼童，雖未必都是由唐廷樞

兄弟推進的，但肯定受到了他們一定程度的影

響。生於上柵的蔡廷幹，早年基於特殊的歷史因

素，曾寄居在唐家，受唐廷樞等人影響頗重，成

為幼童也是唐廷樞推薦的。如此，受唐廷樞兄弟

影響的幼童共十五人。

在梁金榮、梁如浩二人背後的，不僅有唐家

兄弟，還有他們本族的梁澤威。梁澤威 (1844-

1900)，號介亭，名定儀，唐家村梁族義甫房十八

傳裔孫，早年從事英美進出口業務，主要涉足今

韓國仁川、漢城、元山等地，在國內則以瀋陽及

煙臺為重要基點，所營貨品主要是來自歐美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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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產品，譬如食品罐頭、乳製品、化妝品等。
(24)

梁誠是廣州黃埔村梁氏族人。他的同族伯祖

父梁經國 (1761-1837) 於1808年創辦天寶行 (Tien 

Pao)，是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被西方人稱為“梁

經官”(Kingqua)。梁經國年邁後，把天寶行交給

次子、梁誠的同族伯父梁綸樞 (1790-1877)，梁綸

樞被西方人稱為“經官二世”。他們父子執掌天

寶行近五十年，是近代前夕及近代之初涉外商業

發展的典型。

此外，李恩富的兄長曾在上海經商，詹天佑

的父親詹興洪及岳父譚伯邨均長期在港澳一帶經

商，梁敦彥的父親梁文瑞是活躍在南洋的商人，

梁普照及梁普時兄弟的父親梁鎮南 (又稱煥南)在

上海、九江等地經營茶業和絲綢業。
(25)
張康仁的

哥哥張茂疆長期在夏威夷經商；吳仰曾的父親、

吳應科和吳仲賢的同宗長者吳熾昌也曾涉足茶商

生意；鍾文耀的生父鍾群瀾及繼父鍾群賢在當地

及海外經營貿易。
(26)
 

從數量上來看，受早期近代工商業者影響而

成為留美幼童的情況最多，筆者已經確定的有三

十一名幼童及五名自備斧資者，合計三十七人。

四

迅捷通暢的國家行政系統內部資訊傳遞通

道，讓晚清官員更及時地獲得了招考幼童的消

息，部分官員選擇了支持並遣送自己或家族弟子

應考留學海外。

黃開甲的父親黃岳川早年留學海外，其首先是

第一代留學人。不過，在容閎招考留美幼童的時

候，他也是清廷官員，先後在外務府、廈門海關、

寧波海關、上海海關和汕頭海關等單位就職，最後

成為海關總署大臣，並有頭品的頂戴花翎。黃開甲

的二伯父也就是黃岳川的二兄黃春郎曾任中議 (榮

祿) 大夫，黃開甲的三伯父也就是岳川的三兄黃奎

郎曾任道臺，均屬於晚清中級官員。
(27)

吳仰曾的父親，同時也是吳應科和吳仲賢的

同宗長者吳熾昌，是比較典型的晚清中級官員。

吳熾昌，字炳勳，號南皋，貢生出身。清同治九

年(1870)他被薦為候選郎中，後被調到廣西差遣

委用。同治十三年經巡撫劉坤山奏請，留他以知

府補用，辦理梧州釐務，光緒二年(1876)被委任

代理柳州知府。光緒七年(1880)李鴻章奏請，調

他為補用道花翎三品銜，委為總辦西山礦務，兼

辦開平煤礦事務。光緒十二年 (1885) 吳熾昌任道

員，光緒十四年受命辦理津沽鐵路事務，誥授通議

大夫，晉授榮祿大夫。光緒十七年 (1890)，他負責

勘測東三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光緒二十年

(1893)告假回鄉。吳熾昌的經歷和唐廷樞等人的經

歷有諸多交叉之處，有比較好的私交，後來唐廷樞

的五女兒嫁給了吳熾昌的兒子吳仰曾，二人成了兒

女親家。
(28)
 在吳仰曾、吳應科和吳仲賢應考成為留

美幼童的背後，同時也有唐廷樞等人的影響。

盛文揚的三伯父盛世豐 (1824-1895)，早年在

茶行經商致富，1854年，配合張國樑督兵江南，

為其大營運送軍械，1858年，報捐郎中。1867

年，他獲李鴻章奏 “請仍以道員歸部，不論單

雙月遇缺前先選，並加賞按察使銜”。1870年，

獲委辦軍需及署迤南兵備道，並“奏保給二品頂

戴”。
(29)
 從身份上看，盛世豐也屬於晚清官員。

祁祖彝的父親祁兆熙也是清朝官吏。祁兆熙

早年肄業於上海龍門書院，後進入江海北關，躋

身晚清行政體制內，最後官至知府。留美幼童教

育啟動之後，他不僅遣送祁祖彝應考並成功成為

第二批留美幼童，而且在1874年以護送委員的

身份，帶領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當時《申報》

報導說：“出洋總局挑選第三批幼童，委派祁司

馬兆熙，定於七月上旬帶往美國肄業。”
(30)
 爾

後，他在《遊美洲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路途具體

情況，及幼童在美國學習生活的情況。
(31)

在祁兆熙帶領第三批留美幼童前赴美國的時

候，清廷為他配備了一位副手 —— 伴送委員，

即鄺榮光、鄺國光、鄺炳光兄弟三人的叔父鄺其

照。鄺其照，號蓉階，1843年出生於廣東臺山，

早年曾就讀於香港官立中心學校，有較深的英文

造詣，後來陸續編著《華英字典集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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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字典》、《英語彙腋初集》等書籍。容閎主

持考選留美幼童的時候，鄺其照回到故鄉廣東新

寧，物色家族弟子到外洋求學，其長兄鄺其德的兩

個兒子鄺榮光和鄺國光，及另一個哥哥鄺其鴻的大

兒子鄺炳光三人應考被選中。其中，鄺榮光躋身第

一批留美幼童行列，鄺國光及鄺炳光進入第四批留

美幼童行列。因為鄺其照在英文方面的造詣，在帶

領第三批留美幼童到達美國後，被委任為翻譯；次

年，鄺其照還參與帶領第四批留美幼童前赴美國留

學，爾後留在幼童出洋肄業局，兼任英語教師。

此外，朱寶奎出身於官宦世家。他的同鄉

也是推薦人盛宣懷是知名度比較高的晚清官

員，1871年在李鴻章幕府已經有了知府的官級，

後來官至郵傳部大臣。對歐陽庚影響很大的堂兄

歐陽明，先被封任為直隸州知州、知府銜，後又

封授他為資政大夫，花翎布政司銜，調派駐美國

紐約、三藩市任總領事官。
(32)
 徐振鵬的父親徐

德廣曾在福州船政局就職。蔡廷幹的父親蔡召佐

是洋務運動中的工程技術官員。吳敬榮的父親吳

子麟和蔡廷幹父親蔡召佐的情況類似，在留美幼

童考選之際在上海。李恩富的祖父曾在撫順當文

官，其繼父曾經隨往，且在撫順去世。沈德耀、沈

德輝的父親當時是曾國藩手下將領，是武官 
(33)
。梁

誠的祖父梁韜是“武生，遊擊衛守”
(34)
，父親梁

堯階是“監生，侍召，贈通政大夫”
(35)
。

從數量上看，筆者所確定的幼童有十七人

次。這部分幼童的家長群體，有兩個關鍵特徵。

其一是絕大多數屬於洋務官員。雖然他們都

在清廷行政系統中有其位置和品階，除李恩富祖

父等極個別屬於傳統官員外，其他人大都是洋務

運動系列的官員，盛宣懷、吳熾昌、盛世豐等都

是洋務官員中的典型代表。祁兆熙、鄺其照所服

務的幼童出洋肄業局也屬於洋務運動的外交機

構，他們本身也屬於洋務官員。歐陽明雖然有科

舉身份，但他主要投身於外交領域，同樣屬於洋

務人士的範疇。

其二是和早期近代工商業者群體存在交叉。

他們中的部分人，先涉足商業，積累一定的個人

財富後，在洋務運動各項事業“官督商辦“的邏

輯空間中進入晚清體制內，獲得一定的官職。其

中，以吳熾昌和盛世豐最為典型。從這個意義上

說，早期近代工商業者群體中的唐廷樞、徐潤等

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晚清洋務官員，二

者沒有僵化思維下的明晰界限。不過，基於事業

重心等方面的考慮，筆者把唐廷樞、徐潤歸類為

早期近代工商業者列中。

五

一、基層民眾

在留美幼童父輩或祖輩家人中，有部分人是

普通民眾。容尚勤和容尚謙的父親容達苗是普通

農民；容星橋的父親容名琰，半農半商；鄺榮

光、鄺國光、鄺炳光兄弟三人的父親是礦工；梁

如浩的父親梁澤穩是普通農民；周壽臣的祖父周

英邦以漁農維生；丁崇吉的父親丁長綬是小工商

業者，以做豆腐維生；王鳳喈父親是經營藥材的

小工商業者；吳其藻的父親吳悠遠是鄉間中醫。

目前，筆者已確定父輩或祖輩主要家人為普通民

眾的留美幼童數量是十一人次。

這些基層民眾的幼童家長們，之所以能遣送

自己的孩子參加留美幼童招考，除了他們自身相

對於其他民眾而言的見識和勇毅外，更大程度上

是因為他們身邊其他親人的影響。容尚勤和容尚

謙兄弟二人留學美國，是容達苗受其弟弟容達萌

也就是容閎的影響。容星橋能躋身於留美幼童行

列，是容閎影響容名琰的結果。梁如浩成為留

美幼童，得益於唐廷樞及梁澤威等人對梁澤穩的

影響。

不過，丁崇吉的情況是個例外。他的父親丁

長綬有九個孩子，以做豆腐維生，孩子們長年以

稀飯果腹，佐以鹽巴，晚上甚至沒有足夠的床

舖，孩子們要睡在做豆腐用的缸蓋上，生活非常

困苦。丁長綬獲悉招考留美幼童的消息後，認為六

子和七子丁崇吉符合條件，所以決定送他們前往上

海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學習。老七不願意去，在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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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溜走，所以祇有丁崇吉一個人成行。
(36)
 丁崇吉

之所以能進入留美幼童行列，是在家境困難情況

下謀求謀生新路的結果，這種情況和容閎早年無

法進入傳統學塾而進入馬禮遜學堂甚至留學海外

的背後動因類似。

二、教會人士

以基督新教人士為主的西方傳教士，在中國

傳教的過程中成功地讓部分國人選擇了這種信

仰，早期中國教徒群體由此出現在近代中國歷史

舞臺上。部分中國教徒在接納基督教教義的過程

中，也間接地開拓了視野，形成了遣送孩子到西方

傳教士的來源地——西方國家學習深造的想法，幼

童留美教育的啟動給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溫秉忠的父親溫清溪就是晚清知名的教會人

士。溫清溪 (1834-1915)，諱金聰，字明汲，童

年生長於臺山大埗頭，早年在香港經商，在一次

前往教會聽道的時候，結識了理雅各牧師 (Rev. 

James Lazge)，在其影響下逐漸接納了基督教信

仰，於1864年經過施洗，正式成為香港教會信

徒。
(37)
 後來，他一直熱心為教會傳教服務，捐

資創建道濟會堂、公理堂及禮賢會堂，是香港華

人自理教會的核心人物。
(38)
 羅國瑞的父親也曾

在香港傳教多年。

另外，曾蘭生、黃岳川甚至容閎都有比較濃

厚的宗教背景，其中曾蘭生及黃岳川當年分別由

上海基督教會及新加坡基督教會組織支持留學海

外，本身就屬於宗教留學生，其回國注定有傳教

的相關職責。祇是基於目前不能確定的原因，他

們回國後的重心並沒有放在傳教方面。而容閎在

進入耶魯大學之前，因慮及傳教職責會束縛限制

他以後的報國自由，選擇了婉拒教會人士繼續資

助的承諾。相對比而言，溫清溪是真正意義上的

宗教人士。

三、華僑華人

基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在近代初期或以前，

就有部分中國人飄零海外，散居世界各地艱難謀

生。基於多代人在海外的經歷，他們更重視西式

教育，不過基於本身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制約，機

會不多，幼童留美教育的啟動給他們提供了一個

良機。

薛有福是麻六甲漳泉商人集團的第五代華僑

弟子。他的祖父薛佛記早年前往麻六甲，成長為

擁有七塊土地的地主，被認為是麻六甲漳泉商人

集團的領袖。新加坡開埠後，轉移到新加坡經

商。他的父親薛榮樾 (1826-1884)，是薛佛記次

子。和薛佛記相比，薛榮樾較多接觸開拓國內的

市場，經常往返於新加坡和廈門之間。他的長兄

薛有禮早年在海外接受英文教育，畢業後出任滙

豐銀行買辦。1881年創辦東南亞第一份華文報紙

《叻報》。
(39)

此外，曾溥、曾篤恭兄弟二人是新加坡華僑

子弟。他們的祖父早年在新加坡務農，他們的祖

母是馬來西亞人，他們的父親曾蘭生出生於新加

坡，他們的母親是受過教會教育的中馬混血。另

外，還有一個叫 Chun Lung 的自費幼童，其父是

來自廣東的夏威夷華僑。
(40)

六

綜合第二到第五部分的情況，目前一共確認

了四十八名留美幼童父輩或祖輩相關人士的身份

資訊，佔留美幼童總數的40%。

可見，當年的容閎並不孤單。在他背後，有

和他一樣學富五車的早期留學人、富甲一方的工

商業者、聲名卓著的洋務官員及汲汲於宣講基督

教義的教會人士，甚至還有近似日本貴族階層的

仕宦家族弟子。雖然他們在整體上無法和日本皇

族及將軍貴族的顯赫身份比擬，但唐廷樞、徐

潤、梁經國、容閎、梁澤威、盛世豐、吳熾昌等

相當一部分人在地方上卻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堅

或領袖人士，絕非黃遵憲詩歌中的“小家子”。

如果說容閎啟動幼童留美教育，試圖通過一

個人影響一代人，進而全方位地推動封建中華涉

入近代世界，比較深入地推動近代化轉型，進而

實現其強國之夢，那麼，這些冒着歷史風險，把

孩子送到容閎手裡，遣送留學美國的家長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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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容閎的支持群體，更是推動晚清中國近代化

發軔的內在源動力。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之所以

能在屈辱中緩慢進步及轉型，就是因為他們的存

在，實為他們默默推動的結果。對於這種動力的

具體作用及定位，綜上幾部分內容可以看到晚清

中國近代化發軔時期的如下情況。

一、香山和上海是晚清中國近代化的兩大發

源地

留美幼童教育啟動之際，英國割佔香港及五

口通商已經三十年了，立足於香山縣的香澳中西

文化走廊在中西文化傳播方面的歷史地位早已讓

渡給附近的香港，位於長江口的上海更是後來者

居上。不過，這並不等於推動晚清中國近代化轉

型發源地的轉移，香山在這個時候起到的實際作

用依然舉足輕重，這在幼童招考過程中得到了比

較充分的體現。

留美幼童之所以啟動並成行，得益於香山人

容閎，這是他之所以被後人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的原因所在。對此，舒新城先生曾深有感觸地

說：“無容閎，雖不一定說無留學，即有，也不

會如此之早。[⋯⋯] 故欲述留學之淵源，不可不

先知容閎。”
(41)
 在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中，有

三十九名香山縣人，也就是說近四分之一的幼童

是香山家長遣送出國的。在已基本確定家長身份

的留美幼童中，直接或間接受容閎、唐廷樞、徐

潤、梁澤威、譚伯邨、唐意勳、歐陽明等香山人

影響或者受他們推薦的超過三十人，佔總數的三

分之二，甚至更多。

上海在幼童招考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容閎和曾國藩等人確定招考留美幼童的基

地定位在上海，容閎的大部分招考工作都是在上

海舉行的。唐廷樞、徐潤等對容閎支持力度最大

的同鄉好友，當時準備主導輪船招商總局的改

組，主要活動在上海及附近地區。梁普照、梁普

時的父親梁煥南當時正在上海及附近經商；王鳳

喈的父親當時在上海經營藥材生意；黃開甲的父

親黃岳川和曾氏兄弟的父親曾蘭生的主要活動區

域也是上海；李恩富的兄長當時在上海經商；祁

兆熙本身就是上海人；唐紹儀的父親唐巨川是上海

茶商、吳敬榮的父親吳子麟當時住在上海 ，他們佔

基本確定家庭背景情況的幼童總數的一半以上。

和香山比起來，上海在幼童招考中的作用，

更多地是依靠上海的平臺優勢。形象一點可以這

樣形容，香山提供主料，上海提供作坊，合力釀

就幼童留美這醇厚的歷史美酒，澆灌在古老中華

大地，催動晚清中國的近代芬芳味道日濃。從這

個角度上可以說，香山和上海是晚清中國近代化

的兩大發源地，他們的異地配合是晚清中國近代

化發軔的關鍵因素。

二、洋務人士是推動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主

導勢力

容閎成功啟動幼童留美教育，從決策層看功

歸曾國藩、李鴻章及丁日昌等洋務大員，因為他

們的支持，幼童留美教育實際上是同光中興期間

洋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到留美幼童考選

方面，在已確定大概身份的留美幼童家長群體

中，有十餘名留美幼童有洋務官員的背景，佔總

數的三分之一。實際上，容閎是“三品銜同知賞

二品頂戴，以道員用”
(42)
；曾蘭生當時是“五品

銜監生”
(43)
；徐潤當時是“花翎四品銜員外郎”，

唐廷樞當時是“藍翎候選同知”
(44)
。他們實際

上都兼有晚清官銜，而且都是不以科舉功名為

基礎的洋務官員。算上他們的話，有洋務人士

家庭背景的留美幼童數量佔已確定家長大致身

份情況的留美幼童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由此

可見，洋務人士是留美幼童家長的中堅力量，

幼童留美教育之所以成行不至於落空也得益於

他們的存在和支持。沿着管中窺豹的邏輯可以

說，洋務人士或者說洋務派是當時推動中國社

會進步的主導勢力。

三、工商業是解鎖晚清中國社會進步的關鍵

密碼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工及階層，有士農工

商之說。在晚清由封建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他

們起到的推動作用有較大的差異。具體到留美幼

童的家長群體中，雖然有部分家長屬於基層民

11-RCC99-13.indd   127 13/12/2016   17:35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www.icm.gov.mo/deippub/



128文 化 雜 誌 2016 

文

化

留
美
幼
童
家
庭
出
身
考
略

兼
論
晚
清
中
國
近
代
化
發
軔
的
原
動
力

眾，但屬於純碎農民或漁農的很少，確切說祇

有容達苗、梁澤穩及周英邦三人，涉及留美幼童

四人，在已確定家長身份的幼童總數中僅佔十二

分之一強，而且他們在遣送弟子留美的過程中並

沒有起到絕對主導性作用。雖然有部分家長屬於

晚清官員，數量多達十七人次，在已確定家長身

份的幼童總數中佔三分之一強。不過，除了李恩

富祖父及歐陽庚長兄歐陽明有傳統的科舉功名身

份外，其他家長都沒有傳統功名，基本上都是或

經商致富捐官入仕或因卓越軍功為官，嚴格說來

並不屬於傳統的士子範疇。工商業者在已確定身

份幼童家長中的數量最多，涉及留美幼童三十一

名，佔已確定家長身份的總數的三分之二弱。實

際上，容閎本身也是涉足茶葉貿易的商人，吳熾

昌和盛世豐等洋務官員本身有自身的商業產業，

華僑中薛有福父親薛榮樾主要經營船務生意，溫

秉忠的父親溫清溪本身也是一位商人，王鳳喈父

親和丁崇吉父親丁長綬都屬於小工商業者。如果

考慮這些人的另一面，九成以上的已知留美幼童

家長有工商業的背景。由此可見，當時工商業的

復蘇、發展及涉外商業的開拓，是留美幼童之所

以成行的根本因素，或者說經濟基礎。從這個方

面來說，工商業是解鎖晚清中國社會進步的關鍵

密碼。

四、部分家族已經邁開趨於近代嬗變的步伐

在留美幼童中，出現了多個家族同時遣送

多個孩子留學美國的情況，容尚勤和容尚謙、

黃仲良和黃季良、梁普時和梁普照、曾溥和曾

篤恭、譚耀勳和譚耀芳、沈德耀和沈德輝、鄺

榮光和鄺國光等都是親兄弟，計七對。另外，

容尚勤、容尚謙兄弟和容星橋、容揆都屬於容

沙公的後裔；鄺炳光是鄺榮光、鄺國光二人的

堂兄弟；吳仰曾、吳應科、吳仲賢三人是同族

兄弟；唐國安、唐元湛、唐紹儀、唐榮俊、唐

榮浩、唐致堯等六人都是唐家唐氏弟子。這種

情況表明，當時有部分家族在亙古未有之變局

下，思考救贖及探索之路，面對幼童留美教育

這種新事物，選擇了嘗試和支持。在傳統中國

封建社會中，古老的封建家族是最為頑固的一

部分。這些家族的這種選擇實際上表明當時的

封建中國在基層的鐵板已經開始鬆動，趨於近

代嬗變的步伐已經邁開。

【附件】已確認留美幼童家長情況表釋 
(45)

序號 姓名 批次 籍   貫 家長/身份 基本情況 備    註

1 容尚謙 1

今珠海香洲南屏

容閎/叔父 早期留學生 留美幼童推動人

2 容尚勤 2
容達苗/父親 普通農民 容閎長兄，

疑似當過族長

3 容星橋 3 今珠海香洲南屏
容閎/族兄 早期留學生 留美幼童推動人

容名琰/父親 半農半商

4 容揆 2 新會縣菏塘良村
容閎/族叔 早期留學生 留美幼童推動人

容惟勤/父親

5 張康仁 1 今珠海香洲南屏 張茂疆/哥哥 夏威夷經商

6 蔡紹基 1 今珠海香洲北嶺
徐潤/大舅哥 早期民族資本家

蔡雨琴/父親

7 黃仲良 1 廣東番禺南關

新福里
徐潤/世伯 早期民族資本家

8 黃季良 3

9 徐振鵬 3 今珠海香洲北嶺
徐潤/堂哥 早期民族資本家

徐德廣/父親 就職於福州船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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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普時

2 廣東番禺員崗鄉 梁煥南/父親 早期近代工商業者

時在上海、九江

等地經營茶業和

絲綢業。
11 梁普照

12 丁崇吉 2 浙江定海 丁長綬/父親 小工商業者 做豆腐維生

13 薛有福 3 福建漳浦 薛榮樾/父親 商人華僑 生於新加坡，薛

有福屬於第五代

華人

14 曾篤恭 1
廣東潮州府海陽縣 曾蘭生/父親 早期留學人

15 曾溥 2

16 王鳳喈 2 浙江慈溪 x x/父親 藥材店主 在上海經營

17 黃開甲 1
今梅州市蕉嶺縣

高思鄉程官村新田崗

黃岳川/父親 早期留學生 早先經上海天主

教保送美國留學

黃春郎/二伯父 官員 曾任中議(榮祿)

大夫

黃奎郎/三伯父 官員 曾任道臺

18 譚耀勳 1
今珠海香洲南屏 譚伯邨/父親 港澳經商

19 譚耀芳 4

20 詹天佑 1 安徽徽州
詹興洪/父親 港澳經商

譚伯邨/岳父 港澳經商

21 梁敦彥 1 廣東順德大良 梁振邦/祖父 香港行醫

梁文瑞/父親 南洋經商

22 唐榮俊 4
今珠海高新區唐家

唐廷樞/叔父 洋務企業活動家、

洋肄業局董事

唐廷植養子

23 唐榮浩 3 唐廷樞/父親

24 唐國安 2
今珠海高新區

雞山村

唐廷樞/族叔

唐陶福/父親 普通農民

25 唐元湛 2 今珠海高新區唐家 唐意勳/父親 澳門經商 藥材生意

26 歐陽庚 1 今中山張家邊大嶺

村

歐陽明/堂兄 駐美外交官員 駐美國紐約、三

藩市任總領事

27 吳仰曾 1 四會縣四會鎮東門 吳熾昌/父親 洋務官員 涉獵鐵路、礦務

等28 吳應科 2 四會縣會城鎮 吳熾昌/同地同

宗

29 吳仲賢 2 廣東四會東門內 吳濟時/父親

30 蔡廷幹 2 今珠海高新區金鼎

上柵

蔡召佐/父親 工程技術人員

31 李恩富 2
廣東香山沙崗墟

大社壇

x x/祖父 撫順文官 應該是一個大家

族

x x/繼父 和祖父一道在外 21歲去世

x x/兄長 在上海經商

32 祁祖彝 3 江蘇上海 祁兆熙/父親 官員
曾護送第三、四

批幼童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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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溫秉忠 廣東新寧大埗頭里村 溫清溪/父親 教會人士

道濟會堂、公理

會和禮賢會的創

辦人

34 梁如浩 3 今珠海高新區唐家
梁澤穩/父親 農民

梁澤威/族叔 從商 中朝貿易

35 唐紹儀 3 今珠海高新區唐家 唐巨川/父親 上海茶商 中等農民家庭

36 吳其藻 4 今珠海香洲翠微 吳悠遠/父親 中醫

37 沈德耀
4 浙江慈溪 x x/父親 將士 曾國藩手下將領

38 沈德輝

39 吳敬榮 3 安徽休寧 吳子麟/父親 洋務人士 曾在在天津水師

學堂學習礦務，

當時住在上海

40 梁 誠 4 今廣州海珠黃埔村

梁經國/伯祖父 十三行行商 梁經官

梁綸樞/同族伯

父

十三行行商 經官二世

梁韜/祖父 武生

梁堯階/父親 監生 贈通政大夫

41 朱寶奎 3 江蘇常州 盛宣懷/鄉親 洋務官員 朱本身出身官宦

世家

42 盛文揚 4 珠海香洲翠微 盛世豐/三伯父 巨富

43 周壽臣 3
今新安縣香港島

黃竹坑新圍

周英邦/祖父
漁農維生

周保興/父親

44 羅國瑞 4 廣東惠州博羅 x x/父親 傳教 在香港傳教多年

45 鍾文耀 1 廣東省香山縣

西山村

鍾群瀾/生父 向佃農出租土地之

地主

在當地及海外

經營貿易鍾群賢/繼父

46 鄺榮光 1

臺山臺城嶺背蟹村 鄺其照/叔父 肄業局成員

父親鄺其德，

身份未知47 鄺國光 4

48 鄺炳光 4 父親鄺其鴻，

身份未知

說明：1) “籍貫”一欄首碼中帶“今”字樣的，是目前能確定具體位址的情況；其它均來自當年的文獻。

   2) 本表僅包括留美幼童，不包括和留美幼童一道前往美國留學的自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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