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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似乎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
　　古老的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开拓精神。
从《山海经》中的古老传说到汉代的张骞通西域，从唐代的唐僧取经、鉴真东渡到明代的郑和下西洋
，我们的祖先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段浪漫的异域传奇，更给我们留下了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和自强
不息的光辉典范。
　　中国曾是一个贫穷的国度，数不胜数的水旱天灾和兵燹人祸迫使沿海的许多华人漂洋过海，异域
谋生，近到南洋，远到非洲、拉丁美洲；中国曾是一个孱弱的民族，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盘剥
，大量的华人被当作苦力，在灭绝人性的“猪仔贸易”中，被装上远洋轮船，沦落天涯，开发着广阔
的美国西部。
然而，华人终究是一群不屈的人。
无论漂泊何处，浪迹哪里，总能在异地生根、发展，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与勤劳的双手，开拓出一片
自己的天地，并逐渐赢得当地人民的尊敬。
　　本书所讲述的“华人在海外”的故事，不是那些远古的祖先，也不是那些为生存而忙碌的海外华
裔，而是近百年来有志于报国、救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到海外寻求真理、辉煌古老中华文化的仁人志
士。
他们是近代民族的精英，体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19世纪中叶，早已强大起来的西方资本殖民势力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久闭的国门，强行闯入到华
裔祖地。
曾经辉煌海外的中国一度久闭国门，充耳不闻世界发生的巨变。
直到直面敌国的火炮和兵舰，直到一次次签订耻辱的“城下之盟”，我们才真切而痛苦地认识到“三
千年之一大变局”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世界的中心已在西方，而中国已被边缘化，古老的中华民族甚至有可能被“文明”逐出这个地球、这
个世界。
　　于是，一群群不甘于华胄断绝的中华儿女们，开始了自强不息的奋力拼争，开始了神农尝百草般
的苦苦寻觅。
对于来华的域外友人，他们交结、请教；对于蛮横的外国侵略者，他们抵抗、血拼。
他们开始学做现代的“玄奘”，远渡重洋，到遥远的异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开始学做当代
的“郑和”，去传播、弘扬悠久的中华文明，去展示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和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
他们要中国了解世界，也要世界了解中国。
　　胸中何止四大洲，　　神光往来鞭赤虬。
　　直走龙堂割龙石，　　红轮不尽海西头。
　　魏源的这首诗表达出当时所有“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记述了30余位名人的海外经历和事迹，配以数百张反映他们学习、工
作、生活的图片。
作者力图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他们当年的风采、足迹和成就。
在这些人当中，既有以身许国的革命领袖，也有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既有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也
有落叶归根的海外华人。
他们当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还有无党派的民主人士。
他们当中有的一生戎马，效命沙场，也有的一生伏案，著书立说；有的功勋卓著，光彩照人，也有的
生性平和，不着波涛；有的前生挫折而后生辉煌，也有的前生选取而后生沉沦。
总之，世态炎凉，任人评说。
　　本书力图再现百余年来中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曲折进程，再现中国与世界交接的历史轨迹
。
它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与火的较量，灵与肉的对撞，充斥着历史与现实的灵光。
读者如果仔细品味，可以捕捉到中国从拒绝世界到走向世界的艰难跋涉的脚步，可以聆听世界从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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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接受中国的荡气回肠的壮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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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似乎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
《华人在海外：名播海外》所讲述的“华人在海外”的故事，不是那些远古的祖先，也不是那些为生
存而忙碌的海外华裔，而是近百年来有志于报国、救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到海外寻求真理、辉煌古老
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
他们是近代民族的精英，体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本书力图再现百余年来中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曲折进程，再现中国与世界交接的历史轨迹。
它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与火的较量，灵与肉的对撞，充斥着历史与现实的灵光。
读者如果仔细品味，可以捕捉到中国人从拒绝世界到走向世界的艰难跋涉的脚步，可以聆听世界从拒
绝中国到接受中国的荡气回肠的壮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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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英文署名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一个农民
家庭。
南屏村离澳门仅半英里，澳门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其中马礼逊学校是传教士所办学
校中比较完善的一所小学。
马礼逊是英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于1807年来中国传教，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并编纂《英
华字典》和创办英华书院，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34年卒于中国。
1835年，在华传教士为纪念马礼逊，便计划在澳门创办一所以马礼逊命名的小学，先设预备学堂，招
收若干中国男童，在另一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创办的教会女校中寄读。
容闳的父亲容丙炎听说洋学堂开办的消息。
便将7岁的容闳送到郭士立夫人处，于是容闳便从小接受了西学的教育。
容闳的父亲之所以将容闳送入西塾，一方面是由于家庭贫穷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容闳将来成为
能给容家带来财富的办洋务的人才。
　　1839年，郭士立夫人创办的教会女校及附属的马礼逊预备学堂因经费紧张被迫停办，容闳因此辍
学回家。
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容闳及其哥哥、姐姐不得不谋求家庭生计。
“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
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
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
”1841年，在传教士合信博士的帮助下。
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第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
容闳学习勤奋，学习成绩优良，得到了主持该校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先生的器重。
　　留学美国　　1846年，布朗先生因病准备返回美国，并准备从马礼逊学校带一些学生赴美学习。
“1846年冬，布朗先生回国。
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布告生徒，略谓己与家属均身体赢弱，拟暂时离华，庶几迁地为良。
并谓对于本校感情甚深，此次归国，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
”但是，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愿意冒险出国留学的人很少，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而已。
1847年1月4日，容闳、黄胜、黄宽随布朗夫妇搭乘美国“亨特利思”号商船启程赴美，开启了近代中
国留学西方的历史。
经过98天的旅行，容闳一行于1847年4月12日到达纽约。
一星期后，容闳等三人赴马萨诸塞州人孟松学校念书，得到校长海门的精心照顾。
孟松学校离布朗先生的老家很近，容闳等二三人的生活得到布朗先生的母亲的悉心照料。
布朗老太太勤劳、慈祥，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容闳后来回忆到：“同想起我和布朗老太太的相识，交织着对她既尊敬义钦佩的心情。
她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妇女，在道德和宗教方面。
有超人的力量。
她一生饱经艰难困苦，终能一一克服并发出光芒，照亮了新英格兰的上空。
”在这里，容闳接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容闳在孟松学校学习了数学、文学、生理、心理、哲学等课程。
1848年秋，黄胜因病提前归国，黄宽则决定两年学习期满后到苏格兰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希望
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能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并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为贫困学生设立的奖学
金。
但孟松学校规定，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书写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
容闳谢绝了这一安排。
对于谢绝的原因，容闳后来这样写道：“予虽贫，自由所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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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竟学，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
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
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从中可以看出容闳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谋福利的历史责任感。
　　1850年，在布朗先生的帮助下，容闳取得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资助，一举考进了耶鲁大学。
大学的生活对容闳来说，充满了艰辛。
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四年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活。
入学后，他生活极为俭朴，为了取得生活必需的零用钱，还必须不断为人工作，如替同学办伙食，替
兄弟会管理图书之类。
一年级时，由于预备功夫不足，再加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容闳的学习成绩不尽理想，时常担心数学不
及格而“受降级之惩戒，或被斥退”。
但容闳学习勤奋，“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最后“终于闯了过来”。
1854年，容闳修完了所有的课程，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
美国第一等大学者”。
大学毕业后，美国社会为容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容闳并没有忘记苦难中的祖国，也没有放弃为中
国谋福利的志向，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曾有这样的表白：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中国政治的腐
败，人民生活的痛苦，深有感触。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走上文明富强的道路。
这一信念成为容闳毕生的理想和追求。
　　从1847年至1854年，容闳在美国度过了8年时光，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欧
洲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腐败落后，更有了深切的体会，这同时也引发了他改造中国
的强烈愿望。
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登上“欧里加”号帆船。
怀抱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愿望，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1855年3月15日，容闳终于回到他日夜思念的祖国。
但此时的容闳却与他的祖国甚至家人产生了极大的距离。
当他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总觉得有几分不顺眼，劝他尽量穿长袍，也不要留
小胡子。
当容闳告诉母亲自己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有学士头衔时，母亲并没有立即表示祝贺，而是反问容闳
，学士相当于中国科举中的什么功名，凭此能挣多少钱。
回到家乡后，容闳花了一些时间补习中文，又先后在香港、上海找了几份工作，但都不足以让容闳实
现他的理想。
这期间，容闳也结识了一些社会名士，如数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
1859年，容闳作为宝顺洋行的代表，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去考察和收购丝、茶。
这给了容闳一个了解中国内地农村情况的极好机会。
此次内地之行历时7个月，中国人民的苦难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更加深了容闳谋求国家富
强的愿望，也加深了他对满族统治者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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