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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群体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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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国建立后ꎬ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继承了晚清时期的留学政

策ꎬ大批中国学子出国留学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ꎬ在民国初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

群体ꎬ美国、日本和欧洲成为民初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地ꎮ 然而在此三地的近代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学习科目、籍贯都各有偏重而不尽相同ꎻ民初十余年内在同样留学

地的留学生群体情况也随着留学国的情况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ꎮ
通过 １９１２—１９２５ 年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分析民初十余年中国留学生

群体在美日欧三地数量、籍贯、学习科目的变化趋势并剖析其原因ꎮ
〔关键词〕民国ꎻ留学生ꎻ教育

我国近代留学教育肇始于晚清时期ꎬ在高等教育中属于一个特殊阶段ꎮ 清

朝末年ꎬ外患日亟ꎬ国人意识到必须引进西方新法ꎬ采用西方学术方能徐图自强ꎮ
甲午战后ꎬ迫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ꎬ清廷派遣出国留学者愈益增多ꎬ尤其是在

科举制度被废除后ꎬ“留学教育不仅代替当时我国之高等教育ꎬ而且是一种高等

之补习教育ꎮ 故当时之留学生数量虽然很多ꎬ但程度参差不齐”ꎮ 〔１〕至民国初

年ꎬ虽出国留学者数量已然不少ꎬ而此时新式学校制度的基础尚不牢固ꎬ基础设

备落后ꎬ人力师资匮乏ꎬ对于当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高深学问的相关研究尤其

感到缺乏ꎮ 因此ꎬ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仍多有派遣人员出洋留学的措施ꎬ地方政府

或迫于形势需求ꎬ或响应中央政府ꎬ亦有派遣学子出洋留学的举动ꎬ而当时还有

不少自筹经费出洋留学的各地青年学子ꎬ他们同官费出洋留学人员共同组成了

民初我国出洋留学的大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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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我国留学生的留学地几乎全部集中于美国、欧洲、日本三地ꎮ 早在洋务

运动期间ꎬ美国和欧洲即成为清廷派遣官费留学生的留学之地ꎬ不少留学欧美的

学生归国后为我国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ꎬ其中不乏詹天佑、林永升这样的

英雄模范人物ꎮ 留日教育虽自甲午以后方才起步ꎬ但发展最快ꎬ留日学生更是多

如牛毛ꎬ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大都有过留日学习的经历ꎬ如共产党人陈

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张闻天等ꎬ国民党人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蒋介石、汪精

卫、胡汉民、戴季陶等ꎬ文艺界名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抱石等ꎮ

一、留学美国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ꎬ在容闳、曾国藩等人的竭力筹划和斡旋之下ꎬ第一批留

美幼童于 １８７２ 年从上海启程赴美留学ꎮ １８７２—１８７５ 年间ꎬ清廷前后共派遣 １２０
名幼童赴美留学ꎮ 由于顽固势力的种种阻挠ꎬ清政府甚至一度于 １８８１ 年 ６ 月作

出了撤回留美幼童的决定ꎮ〔２〕 美国距离遥远ꎬ自费留学各项开支费用又极其高

昂ꎬ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教育并不顺利ꎮ
直至晚清新政时期ꎬ清廷亟需近代人才ꎬ往年的留美学生以自己在美国所学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ꎬ清廷开始觉察到了留美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ꎮ 而美国政

府为了争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权ꎬ美国国会于 １９０８ 年正式通过了退还庚子赔款

余额给中国ꎬ用于选送优秀青年赴美留学的法案ꎮ〔３〕 至此ꎬ留学美国教育方才开

始兴盛起来ꎮ
辛亥革命爆发后ꎬ留学美国的热潮并没有因此而中断ꎬ由于晚清时期遗留的

政治影响ꎬ留学美国的热潮不减反增ꎮ 根据相关资料ꎬ民国初年官费留学美国学

生人数统计如下〔４〕:

从上表可以看出ꎬ民初十余年ꎬ中国留美教育热潮高涨ꎬ留美学生人数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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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节节上升之势ꎬ这股热潮直到 １９２４ 年以后才稍趋平缓ꎬ但留美人数依然不

少ꎮ 在此期间ꎬ自费留学美国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多ꎮ 自晚清科举制度废除后ꎬ
传统仕途之路断绝ꎬ而出洋留学归来者ꎬ待遇优厚ꎬ地位崇高ꎬ成为国人心目中出

人头地的捷径ꎬ因此随着时间推进ꎬ出国留洋者人数愈益增多ꎮ 民国初年ꎬ留美

官费生以清华学校派遣为主ꎬ中央及各省派遣为辅ꎬ专业则以学习工科的人数为

最多ꎬ在此时期的留美教育中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ꎮ
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留美毕业生的零碎存单ꎬ１９１９ 年毕业生存单的 ７１ 名

官费生中ꎬ湖南 １３ 人ꎬ广东 １０ 人ꎬ浙江 ８ 人ꎬ江西 ６ 人ꎬ云南 ６ 人ꎬ四川 ５ 人ꎬ吉
林 ５ 人ꎬ江苏 ４ 人ꎬ山东 ２ 人ꎬ湖北 ２ 人ꎬ陕西 ２ 人ꎬ河南 ２ 人ꎬ上海 １ 人ꎬ福建 １
人ꎬ直隶 １ 人ꎬ广西 １ 人ꎬ甘肃 １ 人ꎬ贵州 １ 人ꎮ 其中工科 ２６ 人ꎬ法科 １７ 人ꎬ文科

１１ 人ꎬ商科 ７ 人ꎬ理科 ６ 人ꎬ农科 ２ 人ꎬ体育专业 １ 人ꎬ另 １ 人不详ꎮ〔５〕

由上面的资料统计和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ꎬ学习工科和法科的人数占

６０％以上ꎮ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毫无缘由ꎬ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ꎮ 清末民

初ꎬ正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出于谷底的时期ꎬ国人在同西方列强的多次血与火的

碰撞交往中ꎬ普遍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ꎬ深感自身国际地位的低下ꎬ因此

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摆脱低下的国际地位成为国人最迫切的愿望ꎮ
有此心理需求作引导ꎬ运用自然科学原理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工科自然受到北

洋政府以及大批热血青年学子的青睐ꎮ 除了追求技术进步ꎬ学习西方先进的政

治、经济理论以建设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需求ꎮ 当时的法科

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学ꎬ民国在建立伊始亟需相关的政治经济人才ꎬ因此

学习法科的人数众多也就不足为奇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ꎬ是留美学习军事的官费生ꎬ多为海军部派遣ꎬ以学

习海军为主ꎮ 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国际军事形势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ꎮ 洋务

运动时期ꎬ出洋学习海军者多以英国和德国为老师ꎬ当时清政府无论是购买船舰

还是派遣学习海军的学生ꎬ都以这两个国家为主ꎬ而当时英德两国的海军正是引

领世界海军发展的弄潮儿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ꎬ两国海军数次交手ꎬ从海战角

度来说ꎬ并未分出胜负ꎮ 进入二十世纪ꎬ美国海军迎头而上ꎬ实力发展迅速ꎮ 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ꎬ正式确立起美国的海军霸主地位ꎮ
直至今天ꎬ美国海军一直是引领世界海军发展的领头羊ꎮ 因此民国建立以后ꎬ在
美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ꎬ主要学习海军ꎬ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海军发展蒸蒸日上的

这一历史趋势ꎮ
民国建立后的几年内ꎬ以籍贯来说ꎬ留美学生仍以广东一带为最多ꎮ 广东地

处东南沿海ꎬ早在宋朝年间ꎬ广东民间就有出洋谋生的传统ꎬ近代以来ꎬ广东也是

中国接受欧风美雨吹打最早的地区ꎬ因此民国初年广东籍的留美学生依旧占据

着很大的比例ꎮ
进入二十年代ꎬ出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多ꎬ其籍贯分布出现了新的变化ꎮ 现

将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留学美国官费生籍贯人数统计如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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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ꎬ留美学生的籍贯以江浙地区最多ꎬ其数量占全国比例超过

四分之一ꎬ大大超越了闽粤地区ꎬ仅江苏一省留美学生数量占全国的比例就接近

五分之一ꎬ可谓一枝独秀ꎮ 究其原因ꎬ出洋留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ꎬ江
浙地区自唐宋以来便是全国富庶之地ꎬ明清时期更是成为全国首富地区ꎬ有着雄

厚财力支撑的江浙学子自然独占鳌头ꎻ另外ꎬ江浙地区在历史上便是人文荟萃之

地ꎬ教育发达ꎬ尤其是江苏ꎬ自清代以来ꎬ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一直名列全国第一ꎬ
清代状元几乎清一色来自江浙地区ꎬ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教育背景ꎬ江浙地区的

学子在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中总是高居榜首ꎬ亦不显突兀了ꎮ

二、留学日本

近代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是在甲午战争以后ꎬ同留学欧美国家相比ꎬ虽起步较

晚ꎬ但无论从留学人数的规模还是从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来看ꎬ留日教育

影响远甚于留学欧美ꎮ 继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ꎬ留学政策开始逐渐放宽ꎬ而中

国到日本的距离与到欧美国家相比ꎬ可谓咫尺邦邻ꎬ加上甲午战争战败的刺激以

及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ꎬ留学日本的发展势头迅猛ꎮ 另一方面ꎬ日本和中国为一

衣带水的亚洲国家ꎬ人种、文字、文化有相同相通之处ꎬ又都曾经历过西方列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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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ꎬ而日本明治维新后以几乎全盘西化的方式成功摆脱列强的侵扰成为亚洲

强国ꎬ这让国人似乎看到了在本国同样可以复制的强国模式ꎬ因此近代中国留日

学生与留学欧美学生心理上的一点细微差别ꎬ就是抱着更为强烈的借鉴、探寻、
学习复制的心态来观察日本ꎮ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自晚清以来就形成过留学日本的高潮ꎬ人数众多ꎬ民国以

后留日人数始终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数量级上ꎬ根据相关资料ꎬ民国初年留学日

本学生人数统计如下:〔７〕

民国初年的留日学生数目没有明显的增加ꎬ一方面是上述诱因导致日本成

为近代中国留学生心目中探寻求知的最适宜国度ꎬ而另一方面是近代日本长期

积蓄的侵华野心在政治上不断暴露ꎬ遭到留日学生情绪上普遍抵触和反感ꎬ加之

当时日本人对国人的普遍轻蔑、仇视的态度(像鲁迅文章里藤野先生这样在当

时对中国学生友好的日本人可谓凤毛麟角)ꎬ留日学生集体弃学回国之事也时

有发生ꎮ 两种矛盾的心理造成民国初年中国近代留日学生对日本爱恨交加ꎮ 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日本侵华野心急剧膨胀ꎬ留日学生倍感忧愤ꎮ 因此ꎬ在保持着

较大人员基数的同时ꎬ民国初年留日学生数量在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走势ꎮ
留日学习、生活费用相比欧美国家低廉ꎬ又由于官费生的设置ꎬ使得赴日留

学生群体较为复杂ꎮ 我们以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留日官费生为例:总数 １１０７ 人ꎬ若将

省官费生以籍贯划分ꎬ湖南 １２３ 人ꎬ广东 １００ 人ꎬ浙江 ９４ 人ꎬ四川 ８９ 人ꎬ陕西 ８４
人ꎬ江西 ８０ 人ꎬ云南 ５９ 人ꎬ山东 ５８ 人ꎬ江苏 ５７ 人ꎬ福建 ５３ 人ꎬ湖北 ５２ 人ꎬ山西

４１ 人ꎬ吉林 ３６ 人ꎬ奉天 ３３ 人ꎬ直隶 ３０ 人ꎬ安徽 ２０ 人ꎬ贵州 １８ 人ꎬ广西 １５ 人ꎬ河
南 １１ 人ꎬ甘肃 ７ 人ꎬ黑龙江 １ 人ꎻ若以学习科目划分ꎬ工科 ２９０ 人ꎬ医科 １４４ 人ꎬ
师范 １３７ 人ꎬ法科 １１０ 人ꎬ商科 ６２ 人ꎬ农科 ６１ 人ꎬ军事 ２３ 人(包括陆军 ２２ 人和

海军 １ 人)ꎬ理科 １７ 人ꎬ文科 ９ 人ꎬ预备 ２５４ 人ꎮ〔８〕

从学习科目来看ꎬ工科是留日学生学习最多的科目ꎬ这一点与留学欧美国家

的学生相同ꎮ 但在欧美国家ꎬ法科是中国学子们除了工科外最为重视的科目ꎬ学
习医科的中国学生并不是很多ꎬ而在日本ꎬ学习医科的人数则占据了很高比重ꎮ
以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统计来看ꎬ医科生占总人数的 １３. ０１％ ꎬ仅次于工科生的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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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ꎬ１９１７ 年医科生的比例达到 １５. ６９％ ꎬ仅次于工科生的 ２８. ０７％ ꎮ 这一点是

中国留日学生群体独有的特色ꎮ 日本在古代以中国为学习对象ꎬ从政治到文化

无一不以中国为师ꎬ因此在医学领域ꎬ中国的中医对日本古代医学的发展影响较

大ꎮ 而日本明治维新后ꎬ实行全盘西化ꎬ医学方面全面引进西医技术和理念ꎬ在
日本学习医学和在欧美学习基本已无区别ꎬ同时在日本学习可以更好的观察一

个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亚洲国家如何在医学方面成功转型ꎬ从而实现科学救国的

历程ꎮ 另外ꎬ日本国土面积、国内市场狭小ꎬ又无广袤的海外殖民地ꎬ日本政府又

很注重军事扩张ꎬ因此在经济实业方面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够发达ꎬ日本的政治体

制又是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天皇制和议会制的结合ꎬ不似欧美国家政治更为文

明开化ꎬ因此在中国政府和留学生眼中ꎬ法科自然更应该向欧美国家学习ꎮ
从籍贯上来看ꎬ留学日本的学生相对分散ꎬ江浙地区经济和教育的优势体现

的并不明显ꎬ除一些边远省份外ꎬ全国各地均有为数不少的留日学生ꎬ实因留日

学费、生活经费相对欧美国家低廉ꎮ 上文籍贯统计为官费生ꎬ还不包括许多自费

留日的学生ꎮ 由于留日学生人数众多ꎬ情况复杂ꎬ相关资料遗漏在所难免ꎬ就全

国的情况来说ꎬ可能会比统计中的情况更加集中于江浙闽粤地区ꎬ毕竟在当时出

国留学开销巨大ꎬ即使是官费留学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ꎬ因为民国初年ꎬ政
治混乱ꎬ官方费用随时可能中断ꎮ 江浙闽粤地区相对富庶ꎬ留日学生占据的比例

可能会相对高一些ꎮ

三、留学欧洲

近代中国学生官费留学欧洲亦可追溯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ꎮ 十九世纪七十

年代ꎬ在洋务大员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竭力运筹下ꎬ清廷派遣了一批学生留学

英法德三国ꎬ主要学习海军ꎬ此后在进入二十世纪前共派遣过留欧学生 ８０ 余人ꎬ
均以学习海军为主ꎮ 清末新政时期ꎬ科举制度废除ꎬ留学欧洲的事宜开始得到清

廷重视ꎬ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欧留学始得兴起ꎬ之后端方、张百熙等人纷纷奏请

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ꎬ主要以实业学习为主ꎮ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１ 年ꎬ中国留学欧洲

学生总数大约为 ５００ 余人ꎬ其中留学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学生人数分别为

１２４ 人、１４０ 人、７７ 人和 ２３ 人ꎬ其他欧洲国家留学人数不详ꎮ〔９〕

清末民初ꎬ国内政治环境动荡ꎬ留欧学生的经费来源中断ꎬ生活、学业均无法

继续维持ꎬ刚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救济留欧学生ꎮ 由于新政府刚建立不久ꎬ
财力有限ꎬ只得将一部分学生遣返回国ꎮ １９１４ 年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ꎬ欧洲战

火纷飞ꎬ此时国内政治秩序也极度紊乱ꎬ在此期间ꎬ留欧学生生活窘迫至极ꎬ陷于

水深火热之中ꎮ 从民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ꎬ虽然留欧学生受到客观环

境的不利影响ꎬ中国留学欧洲事宜受到极大的限制ꎬ但留欧学子们通过勤工俭

学、成立学生会组织等各种方法共度难关ꎬ留欧学业并未完全中止ꎮ
根据«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ꎬ我们以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留学欧洲官

费生为例ꎬ专业人数统计如下: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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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划分ꎬ工科 ３３. １８％ ꎬ法科 １８. ４３％ ꎬ理科 １０. ６０％ ꎬ军事 １６. １３％ ꎬ文
科 ５. ５３％ ꎬ农科 ５. ０７％ ꎬ医科 ４. ６１％ ꎬ商科２. ３０％ ꎬ预备 ４. １５％ ꎻ以国别划分ꎬ留
学法国 １０３ 人ꎬ占总人数的 ４７. ４７％ ꎬ留学英国 ５９ 人ꎬ占 ２７. １９％ ꎬ留学德国 ２７
人ꎬ占 １２. ４４％ ꎬ留学瑞士 １４ 人ꎬ占 ６. ４５％ ꎬ留学比利时 １０ 人ꎬ占 ４. ６１％ ꎬ留学意

大利 ３ 人ꎬ占 １. ３８％ ꎬ留学奥匈帝国 １ 人ꎬ占 ０. ４６％ ꎮ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ꎬ欧洲的工科、法科和理科是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青睐

的学习科目ꎬ学习这三类学科的人数占到六成多ꎬ作为当时世界中心的欧洲ꎬ其
理工技术和实业法规受到中国政府和青年学子的普遍重视ꎮ 我们再以 １９１７ 年

留学欧洲官费生的专业为例ꎬ各科目学习人数和国别统计如下:〔１０〕

英、法、德三国始终是近代中国留欧学生的主要留学国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ꎬ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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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的留学人数数量各有高低ꎬ在每个国家学习的科目也各自略有所偏重ꎮ
我们仍以 １９１４—１９１５ 年留学欧洲官费生为例ꎬ从统计表上看出ꎬ学习海军的 １５
人清一色留学英国ꎬ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对学习英国海军的重视ꎬ这也说明直到一

战前夕ꎬ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地位仍是数一数二的ꎮ 在比较受重视的理工科和

法科ꎬ以留学法国的人数为最多ꎬ这一方面是国内环境的影响ꎬ有一批仁人志士

号召青年赴法勤工俭学ꎬ留法学生人数众多“自蔡元培吴稚晖等ꎬ提创赴法留学

半工半读后ꎬ学生趋之若鹜”ꎮ〔１１〕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认识ꎬ认
为法国在实业和技术方面比较发达ꎮ 这一时期留学德国的人数还不多ꎬ主要也

以学习工科为主ꎮ 此外ꎬ这一时期瑞士的工科和意大利的农科在一定程度上也

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ꎮ
进入二十年代ꎬ世界形势相对稳定ꎬ留学欧洲的人数有所上升ꎬ中国学子们

的主要留学地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ꎮ
根据相关资料ꎬ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留学欧洲学生籍贯及留学国别分布如下:〔１２〕

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２５ 年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留欧官费生来自江浙地区ꎬ仅江苏

一省的留欧学生就超过了总人数的五分之一ꎬ再次显示出江浙地区经济实力的

雄厚和教育体系的发达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安徽、四川、湖南三个内陆省

份留学人数的大幅增加ꎬ三省留欧学生人数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ꎮ 究其原因ꎬ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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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民国初年ꎬ徽、川、湘三省所在地军阀连年混战ꎬ民不聊生ꎬ青年学子苦无出

路ꎻ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ꎬ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士子政治热情比较高昂ꎬ清末四

川的保路运动、民初湖南的革命热情ꎬ都显示出这些省份相对较高的政治热情ꎬ
青年学子各怀政治抱负ꎬ走出国门留学欧洲ꎻ三是勤工俭学的影响ꎬ不受经济实

力的束缚ꎬ使得一批出身寒门的士子有了机会出国留学ꎮ
还须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留学国ꎮ 留学欧洲的学生仍主要集中于英、法、德三

国ꎬ但在这一时期ꎬ德国和法国的留学生占到近九成之多ꎬ仅德国留学生就超过

了一半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德国通货膨胀严重ꎬ马克大幅贬值ꎬ留学费用较战

前大幅减少ꎬ因此留学德国的人数激增ꎬ尤其是自费生大量增加ꎻ战后德国在中

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废除ꎬ两国改订新约后ꎬ地位平等ꎬ使得中国学子们在心

理上更愿意选择德国留学ꎻ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ꎬ德国进入战后的重建阶段ꎬ
尤其重视教育和科研的资金投入ꎬ对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ꎬ部分学生也有借鉴德

国在战后如何重建国家的心理ꎬ这些都对国人形成了强大的留学吸引力ꎮ
反观此时的英国ꎬ虽然还是一战的战胜国ꎬ但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大不

如前ꎬ国际地位相对下降ꎬ因此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也有所下降ꎮ 另一个重要

原因是英国政府执意要求中国继续支付庚子赔款ꎬ导致留学英国经费高昂ꎬ与美

国政府退款兴学相比ꎬ英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显得目光短浅ꎮ “美国联邦议会刻

正筹议退回第二批庚子赔款之议案ꎬ此案两院议员个人中均已有通过ꎬ只需加以

共同表决即可成立然则英国对于斯事其意见果如何乎政府则坚持继续

付款之态度内阁则不主抛弃权利奖励留学生一事遂莫由进行” 〔１３〕ꎮ 如

此一来ꎬ留学英国经费必然居高不下ꎬ北洋政府也自然更加倾向于美国ꎮ
从学习专业来说ꎬ留欧学生在二十年代的学习方向与之前相比变化不大ꎮ

现将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年留学欧洲学生(包括自费生)学习专业人数统计如下:〔１４〕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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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计表可以看出ꎬ工科和法科在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学

习的主要科目ꎬ也成为了大部分留欧学子自发选择的主要学习科目ꎮ 二十世纪

的二十年代ꎬ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期ꎮ 相比于之后三

十年代世界政治大局的暗流涌动和局部战争的爆发ꎬ这一时期世界整体局势的

和平稳定弥足珍贵ꎬ为留欧学子们专心求学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ꎮ 这一时期

也正是欧洲各国致力于治愈战争创伤、恢复经济、重建国家的休整期ꎬ对科学技

术、实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ꎬ为留欧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实业经

济、法律法规等提供了现实的模范ꎮ 现将这一时期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间留学

欧美官费、自费学生人数及留学国别统计如下:〔１５〕

如表所示ꎬ德国和法国成为自费留学欧洲的学子们留学人数最多的两个国

家ꎬ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生自欧战期间流传下来的勤工俭学的传统得以传承ꎬ也说

明了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青年学子ꎬ逐渐成长起来ꎬ在高昂的政治热情之下ꎬ还
有一颗冷静思考的理智之心和一副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ꎮ 这些留欧学子们在回

国后大多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四、结　 论

对近代中国的莘莘学子来说ꎬ美国、日本、欧洲始终是他们的三大主要留学

地ꎮ 从人数上来讲ꎬ基于地理优势、历史缘由、文化因素使得当时的日本拥有数

量最为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ꎻ美国以一战后强势崛起的国家实力和其出色的

外交智慧以及在政治上对中国的优惠ꎬ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子远赴美国ꎬ其吸纳

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仅次于日本ꎻ欧洲以其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ꎬ同样

吸引了一批中国热血青年前往学习探究ꎮ 民初十余年ꎬ三大留学地的留学人数

呈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变化:日本因其强烈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ꎬ导致其丧失了中

国留学生的“民心”ꎬ留日人数在依然保持着绝对数量的基础上ꎬ呈现出缓慢下

降的趋势ꎻ美国则以较为隐蔽的侵略手段与巧妙的外交结合ꎬ收买了中国政府和

学生的“民心”ꎬ留美学生人数持续上升ꎬ这种走势一直持续至二十年代ꎻ欧洲仍

以英法德三国为中国学子们的主要留学国ꎬ在国内舆论的引导下ꎬ留法学子数量

始终稳定ꎬ留学德国人数则属于后来居上ꎬ一战后的留德学生人数开始急剧上升

并超过法国ꎬ英国则因其较为短视的外交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ꎬ导致留英人数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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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下降ꎬ总体上看留欧学生人数仍远不及美日ꎮ 因此从留学吸引力来看ꎬ在民

初十余年里ꎬ美国持续上升ꎬ日本缓慢下降ꎬ欧洲保持平稳ꎮ
从学习专业来说ꎬ注重科学技术实践的工科始终是近代中国留学生的主要

学习科目ꎮ 无论是留学美国、日本或是欧洲地区ꎬ工科生的数量始终占据着绝对

优势ꎮ 这和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进而被动挨打有着历史的渊源ꎮ 排除工科

之后ꎬ第二第三热门专业则根据留学地区的优势不同、留学国政策的偏重及本国

留学政策的引导而有所区别:欧美地区的法科类专业较受青睐ꎬ而日本的医科类

专业则较受重视ꎻ军事方面ꎬ海军多学习英美ꎬ陆军多学习德日ꎮ
从近代留学生群体在国内的分布来看ꎬ民初十余年ꎬ中国留学生人数以江浙

地区上升势头最为强劲ꎬ迅速取代之前广东福建地区独占鳌头的局面ꎬ并一直持

续下去ꎮ 这与江浙地区富庶的经济和发达的教育传统是密不可分的ꎮ 而民国建

立之后ꎬ风气渐开ꎬ闽粤地区最早受到欧风美雨影响的优势不复存在ꎬ这也是江

浙地区得以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ꎮ 其他各省留学人数也因国内局势的演变而有

所变化ꎮ 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省虽地处内陆ꎬ但受到勤工俭学的舆论引导和

内地军阀混战的袭扰ꎬ经济条件对出身寒门的青年学子束缚力相对下降ꎬ因此在

个别时间段内会出现留学生数量井喷的现象ꎮ 另外偏远省份因经济条件落后较

多ꎬ出国留学的青年始终是凤毛麟角ꎮ 因此在民初十余年ꎬ国内留学人数分布大

致上已经呈现出沿海、内陆、偏远三个层次ꎬ这正好和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

展状况相吻合ꎮ
民国初年留学教育的发展虽步履蹒跚ꎬ但总体上还是在缓慢前进的ꎮ 留学

国国家实力是吸引近代中国留学生的第一要素ꎬ留学国和中国的国家关系以及

双方的地位关系是能否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因素ꎬ同时民国初年的留学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北洋政府的政策引导ꎮ 民国初年留学教育的发展情形和民

国初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ꎬ是受到国内外多种合力影响的结

果ꎬ也折射出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旅途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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