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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所讲述的十个人物，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人物；这些人物后面的历史，是当今的
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历史。
　　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继续进行的事业；这些事业后面的精神，是当今
的中国人应该从中吸取营养的精神。
　　为什么呢？
　　在往昔，我们所记住的历史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古时所谓“才”，多半
指“文才”）；在当今，我们所关注的同时代人，也多半是政界、商界的“大腕”和演艺界、体育界
的“明星”。
然而，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包括日用设施、家庭关系、学校教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书报传
媒、国际交往等方面，以及这些现代化生活所依赖的各种的“硬件”和“软件”，却更多地是得益于
古今“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之外的一些人，即那些献身于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仁人志士们的
努力。
这些人在“1850年至1950年”间，作为“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以及“妇女运动
、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凭着感人的献身精神，通过艰苦的终生劳作，在那一个世纪“艰
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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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的十位历史人物是当时社会中的“光”和“盐”。
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国人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社会中，承受
着巨大的压力，却持守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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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乐思（Stacey Bieler），1994 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著有《“爱国”还是“卖国”？
中国留美学生史》，与人合著《中国就在你门前》，《中国知识分子和福音》。
还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项目志愿者机构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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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1850年至1854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
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
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
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
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
想法。
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
确的选择的确很难。
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
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
。
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
　　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快快不乐⋯⋯我既然远
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
享受到同样的好处。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
德改革的领袖”。
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
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
1854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
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
对他来说，七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
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提摩太前书》5章8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
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
　　早年的机会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一水之
隔。
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土郭士立（Gutzlaff）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女子
学校读书。
他成为那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
当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持怀疑态度，容闳的父母却看到西方教育可以帮助儿子
成为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以帮助家里摆脱贫困。
后来，学校关闭，郭士立夫人带了三个盲女孩去美国，容闳回到家乡。
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照顾四个孩子。
容闳因为懂英语，找到了一份帮助罗马天主教神父折叠文书纸张的工作。
　　四个月后，英国医生兼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带话给容闳，让他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读书。
早些时候他们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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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士立夫人曾经叮嘱合信医生，当马礼逊男子学校开班后，要招容闳回来上学。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至1834年在中国传教，这所学校就是为纪念他而创建。
1841年，容闳入学，当时那里已有五位年龄比他大并且比他早一年到校的学生。
第二年，容闳和这些同学随学校搬到香港，新的学校位于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熙攘、繁忙的海
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R．Brown，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因身体状况不好需
要回国，带容闳和另外两名男生去美国学习。
他们到美国后住在布朗先生母亲的家中。
后来，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读了两年书。
其间，他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名信徒。
容闳最早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但两年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到耶鲁大学读书。
孟松学校的董事们答应支持容闳读完大学，条件是容闳要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
容闳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同意这个条件，就有可能“坐失为中国谋福利的事”，他相信“上
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布朗先生到佐治亚州萨瓦纳去看望姐姐，和她谈到了容闳的情况。
当地的妇女会同意帮助容闳读完大学而不设任何条件。
容闳在读书期间也曾担任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管理员，挣一些额外的补贴。
　　1855年，容闳在美国度过八年之后，回到了中国。
见到年迈的母亲时，容闳试图让母亲明白他所取得的成就，让她为他感到自豪。
由于多年不用汉语，他无法参加能够让他走上仕途的科举考试。
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汉语之后，他当上了翻译并进入商界。
容闳知道，为了能让朝廷同意派幼童到美国学习，他必须同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借助西方教育让中国
走上强国之路的高官们建立联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
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
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
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
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
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
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
，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
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
自强运动的一部分。
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1863年，总督曾国藩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一些在曾国藩手下任职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向曾国藩举
荐容闳。
不久，曾国藩在他的安庆大营中召见容闳。
当容闳被领到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长时间仔细地打量了容闳。
对容闳来说，那样的经历他从来没有过。
很显然，曾国藩对容闳感到满意，于是就命令他到美国购置机器，以装备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西式机器
厂——江南制造局。
　　1865年，容闳完成了机器采购任务。
曾国藩特别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封容闳正式官职。
容闳被封为五品官。
在那些先前将他视为外国人的中国官员眼中，他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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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
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
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
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
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
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
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年签定了互
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
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年至1875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
并于1887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
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
地赞美上帝。
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中国教育使团官员　　虽然朝廷对留学计划寄予了厚望，可是上海地区很少有学生愿意报名。
大多父母亲不愿让这么小的孩子背井离乡，到异国生活如此长的时间。
无奈，容闳只有回到南方，到他故乡附近招募学生，因为那里的人们对海外了解较多。
尽管如此，容闳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父母亲，允诺他们的孩子将来回国后会得到公职，成为政府
的官员。
　　清政府在上海为这一留学计划设立了预备学校，强化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科目的学习，把英语及其
他科学类课程放在次要的位置。
1872年夏天，首批30名学生乘船前往美国，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来自于广东。
这一留学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人曾国藩不幸在首批学生出发前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李鸿章继续推
动、领导着这个留学计划。
李鸿章当时已成为清政府最有势力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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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所讲述的十个人物，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人物；这些人物后面的历史，是当今的
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历史。
这些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继续进行的事业；这些事业后面的精神，是当今的中
国人应该从中吸取营养的精神。
　　——何光沪　　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人民
所急需的，就是革心。
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
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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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记载了1850至1950年间中国十位杰出的基督徒，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
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
他们皆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痛苦经
历和坚定的信仰经历。
他们带着一颗服事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标准：成为“光”与“盐”。
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
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早期社会改革家们提出的“光与盐”计划——属灵
的复兴、道德的改革、民事机构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与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