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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近代留学教育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国人出

国留学，对于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则着墨甚少。从近

代中外教育交流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国人来华留

学也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推进人类

各种文化文明交流和融汇方面同样发挥过重要作

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自 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

国成立，先后有二十余国的学子来华留学。在这个

中国社会及学校教育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来华留

学生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缘此，本文拟就

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留学方式、所入学校及

所选学科等加以爬梳分析，试图呈现近代来华留学

生教育历史演变的状貌及其特点。

一、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一种“先进态势”，

故而周边国家因仰慕中华文化而派遣学子来华留学

起步甚早。其源头最迟可上溯两汉时期。自汉至

清，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活动屡有显现。1840年鸦片

战争后，中国出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但外国

学子的来华留学行为亦未完全间断。而且随着世界

格局的改变带来中外教育交流的变化，近代派遣学

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在既往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从

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变化可以粗略看到近代来华

留学生教育的变迁轨迹。

进入近代，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尽管中国传统教

育已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然而周边国

家尤其是“东方儒学文化圈”中的各邦，仍怀着朝拜

“天朝上国”的心境，延续派遣学子来华学习中华文

化的传统。当时的清王朝，依旧摆出“恩泽万邦”的

姿态，来接收各国学子来华学习。这一时期的外国

学子来华留学，仍然承袭着隋唐以降的传统留学模

式。根据史料，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有琉球、日本、李

氏朝鲜和俄罗斯4个国家派遣其学子来华留学。

近代最早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应是琉球。

早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琉球国王即开始派遣

学子来华留学。延至清朝，琉球与中国继续保持着

教育交流，对于该国派遣学子来华留学，清朝史籍常

有记叙。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琉球国即提出派遣

4人来北京留学的请求。对此，《钦定国子监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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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

不常设。”②又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二，礼部

致内务府咨文称，应琉球国中山王尚穆所请，允其遣

派官生梁允治、郑孝德、蔡世昌、金型等4人前来，依

照雍正二年(1724)该国官生郑秉哲、郑谦、蔡宏训等3
人“入监读书之例”，将梁氏等人“交与国子监肄业”③。

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即1841年，琉球国再次派出向克

秀、东国兴、阮宣诏、郑学楷4名官生来华学习。甚至

在被日本侵吞的前十年，即1869年，该国仍向中国派

来毛启祥、葛兆庆、林世功、林世忠4名官生，这也是

琉球国向中国派遣的最后一批留学生④。

日本派遣来华留学生，可追溯到隋朝大业四年

(608)。该年九月，在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来隋使团

(即“遣隋使”)动身来华之际，日本“加派学生倭汉直

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

问僧新汉人晏、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

人惠齐八人同行，入隋求学”⑤。自此开启了日本学

子来华留学的航路。在近代，仅就该国中央政府官

派学子来华留学而言，根据日本史籍记载，最早发生

在1871年。是年5月17日，日本派遣“鹿儿岛藩小牧

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戎平、佐贺藩成

富忠藏、福岛礼助”5人来华留学。其后，日本还派遣

水野淳造(名古屋藩)、黑冈勇之助(鹿儿岛藩)来华学

习⑥。这些学子可视为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的先驱。

朝鲜半岛⑦学子来华求学，在隋唐时期亦多有所

见。当时朝鲜半岛的“三国”(高丽、新罗、百济)，“均

有选派学子来华留学的行动或举措”⑧。及至清朝，

李氏朝鲜亦选派学子来华留学。如顺治五年(1648)
三月，李氏朝鲜派宋仁龙来华学习历法⑨。鸦片战争

后，光绪六年(1880)九月，李鸿章遵旨“筹议朝鲜武

备”，准许李氏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命

津海关道郑藻如等与朝鲜赍奏官卞元奎拟具来学章

程奏闻”。次年(光绪七年)二月，李鸿章奏言：“朝鲜

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日赴

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赍呈其国请示节略

一本。”由是“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

给空白凭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⑩。李鸿章的

奏言仍然展现着大清“天朝上国”的气势。

俄罗斯派遣学子来华留学，在清康熙朝就已开

始。康熙年间，俄罗斯“尝遣人至中国学剌麻(喇嘛)
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

言文字”。雍正年间，犹有俄罗斯学子来华：“雍正

六年(1728)，鄂罗斯(俄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

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

后络绎。”此后直至清末，陆续有俄罗斯学子来华求

学。在 1901年，清政府为振兴中国传统儒学发布诏

告称：“谨按《大清会典》，我朝准俄罗斯遣子弟赴国

子监肄业；朝鲜陪臣入贡，亦得留学中华，以故四子

五经流入东西洋，每有译作旁行斜上之文，饷遗彼中

学子者。”可见，直到清末实行“新政”发展新学之

时，俄罗斯与朝鲜仍有学子得以准入国子监学习。

不过，在“新政”教育变革之际，国子监被裁撤，俄罗

斯转而开始奏请派遣学子入重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

肄业。如在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七日，俄国公

使廓索维慈致函清外务部，请求清学部准许“海参崴

东方语言学堂肄业生索柏尼齐、阿尼西、柏罗诺夫、

吕诺夫4名”，前往京师大学堂游览观光。此事经外

务部转学部核办，在得到“可也”答复后不久，俄罗斯

即正式派遣2名学生前来京师大学堂学习。及至中

华民国成立时，俄罗斯所派的这2名学生仍在京师大

学堂就读：阿理克入京师大学堂听讲经史课程，大学

堂还为他单独开列了“经史课程表”；迪德生在学部

的允许下“前往京师大学堂听讲中国历史”，大学堂

还为他将“所有中国历史讲授时间另单开”，让他按

照开具时间前来听讲。

晚清时期，清王朝对学校教育已作出了多次变

革，自京师同文馆创办后陆续出现了一定数量及规

模的新式学堂，但根据琉球、日本、李氏朝鲜、俄罗斯

诸国学子来华留学的史料，当时各国学子来华学习，

大多仍属于一种既往接纳外邦人士来华留学的“传

统模式”。这些外国学子几乎是进入传统的教育机

构，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

且各国与清王朝之间，在学子的派遣和接纳方式上，

依然遵循历代封建王朝的礼仪规范。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短时期内制订了

各项教育政策，其中虽然包括留学政策，但从出台的

各种官方文件来看，基本上是关于国人出国留学的

政策法令，直到1916年9月才颁布了《大学分科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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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入学规程》，但该文件并未产生实际的成效。不

过，在新式教育体系逐步确立的情况下，由于北洋政

府时期教育部对各高校管理较松，一些高校主要根

据自身的条件来招收外国学子入校就读。正因如

此，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外国学子来华留学

基本上处于一种由各高校自主招收的状态。如1924
年，北洋大学制定的《外国留学生规程》即规定：“外

国人愿来本校留学者，须于本校招生时，用中英两国

文字开具请愿书，说明国籍、住址、最近亲属或后见

人之姓名、住址及本人在何处学校毕业，亲自报名并

呈最近像片一张及最后毕业证书，听候核夺，俟核准

后，随本国人同受入学试验。”又如 1924年 3月，公

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李希贤“以韩人崔钟烈，恳入该

校肄业”，“特定《外国籍学生留学规程》，呈请教育司

核准”。该规程强调，经校长许可，外国籍学生应与

本国学生受同等之待遇。其后，韩国学生崔钟烈按

该规程要求呈经教育司核准，“得编入相当班次为旁

听生”。

与上述两校相类同，各有关高等学府均自主制

定外国学生来校留学规章，就连主要作为培养出国

留学人才基地的清华大学也在 1930年 9月 9日制定

了《暂订外国学生肄业章程》。正因为各高校具备这

种办学自主权，以及当时中国新式高等教育质量的

提升，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派遣学子来华留学

的国家明显增多，大致可分两类：一是中国周边国

家，主要有日本、日殖朝鲜、印度、英属马来、暹罗等；

二是欧美国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波兰、瑞

士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土耳其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

破坏，中外教育交流也受到极大的阻碍。当时中国

正处于战乱之中，各大专院校或停办或西迁，来华留

学教育陷入低谷。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的

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为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

交流，根据1947年2月出台的《教育部组织法》，国民

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国际间交换师生事项和

国外留学生选派及指导事项的“国际文化教育事业

处”，还专门订定了《外国留学生优待办法》，以利外

国学子升入专科以上学校肄业。该办法的要点如

下：(一)外国留学生，经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国外国

际文化合作机关保送者，得由教育部分发肄业；(二)保
送外国留学生，须于每学年开始前，开具姓名、性别、

年龄、籍贯、学历等项，连同毕业证书、肄业成绩单及

照片送教育部核办，保送名额，由保送机关与教育部

商定；(三)各校对教育部分发之外国留学生应从宽甄

试，成绩及格者作为正式生，不及格者作为特别生，

其中国文及国语程度较差者，由校设法补习；(四)各
校对于国外留学生，应指定人员负责协助指导，注意

其生活状况及学业情形，于学期终了时，分别列表呈

报教育部备查。同时还出台了优待越南、暹罗、缅

甸、马来亚、菲律宾、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国来

华留学生的《南洋学生奖学金办法》。由于这一系

列的优待政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有多个国家的

学子来华学习。这些来华留学生的国家可分为四

类：一是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越

南以及英属马来等；二是欧洲国家，包括法国、意大

利、丹麦等；三是美洲国家，包括美国、秘鲁等；四是

大洋洲国家，主要为澳大利亚。

综合上述，近代遣送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及目

前所见外国学子来华求学行动可以抽样列表(见表1)
如下。

二、近代来华留学生的留学方式

近代中国国家政权更替、政体转换，外国学子来

华留学的途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大致可区分

为两类：一是官方派遣，二是自费来华。其中官方派

遣是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最主要的途径，其方式又可

分为两种：其一，单向的各国政府选派学子来华；其

二，双向的中外互派自己的留学生。自费来华留学，

这种非由官方渠道而系个人或团体自费前来中国的

留学途径，其方式也可分为两种：其一，个人因慕名

中国某校或某系科，直接致函该校，并自备经费来华

留学；其二，个人通过中国学界名人或教育团体的介

绍而自费来华留学。

单向的各国政府选派学子来华的留学方式贯穿

于整个近代社会。晚清时期，最具代表的即前文所

述的琉球、日本派遣学子来华学习。民国时期，可以

英、美两国选派学子来华留学为例。如1924年，中国

科学社在讨论英美退还“庚子赔款”用途时言及：

“在中国有名大学中设额若干，备英美人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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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教育部总长蒋梦麟极力倡导外籍学生来中国

就学。在中方的努力下，1930年，“美国已派定八人

来华”，要求在中央大学入学或旁听，“现闻中央大

学已复函表示欢迎，查现世界潮流，学说为公，万

不可对外人有轻视之心”。1933年，英国也按照

中英庚款协定派出窦女士 (Miss Darroch)到中山大

学教育研究所学习，并留心对中国教育问题进行研

究。窦女士应是近代英国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留学

之第一人。

双向的中外互派自己的留学生的留学方式，以

德国为例。1934年，为加强中德文化沟通和教育交

流，德国享堡基金会拟派康达女士来华研究中国文

学及美术，请中国酌情给予补助费，亦请中国派遣一

名大学生赴德研究科学，以资交换，“闻中国教育部，

对此交换学生研究事，已允许照办”。双方还确定：

“自本年七月份起，每月补助康德(达)小姐一百十元，

以一年为限(大约在中央研究院研究)，而中国指定在

德研究生一人，亦同样受德国按月拨给补助费云。”

资料来源：根据近代《申报》、《中央日报》等资料整理而成。

表1 近代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例证一览表

国家

琉球

日本

朝鲜半岛

俄罗斯

法国

土耳其

丹麦

美国

德国

波兰

瑞士

英国

暹罗(泰国)

英属马来

印度

秘鲁

越南

意大利

菲律宾

澳大利亚

来华学子情形

1841年向克秀、东国兴、阮宣诏、郑学楷入国子监学习

1871年鹿儿岛藩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戎
平、佐贺藩成富忠藏、福岛礼助等来华学习

1880年派学子入天津东、南两局学习

1909年阿理克等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1909年3名学子拟入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学习

1928年赖毅夫来华学习

1929年斯密蒂(Gerd Smidt)入清华大学学习

1929年美国约翰霍尔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多名学生来
华学习

1929年德国公使卜尔熙之子入清华大学肄业

1930年郭雷新斯基(Krysinski)入上海法政学院学习

1932年Madame Parejas入中央大学旁听

1933年窦女士(Miss Darroch)入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学习

1933年1名学子入北京大学学习

1934年马来王子安哇尔(Anwar)入同济大学学习

1943年鼐尔、叶赫生、芮古默、钱菊本、叶夏克、狄克锡、沈苏
美、余亚梅、许鲁嘉、甘尚澍等入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
学、金陵大学等校学习

1946年中秘有交换学生的计划

1947年段德仁、郑功德、郑功成、武福悬、武德进、陈文鞏、阮绍
先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学习

1947年白道礼入中央大学文哲两系旁听

1947年4名官费生入厦门大学学习

1948年中澳商讨交换学生或学者来华

备注

在华学习三年期满后，4名学生于1844年4月归国

晚清时期日本第一批官派来华留学生

所学实为新式武备内容，如制造、操练等

入新式教育机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课程

由大学院发给通晓华文证明书

该生毕业于巴黎东方学院

该生为“外人入国立清华大学肄业之第一人”

该生为波兰公使署参议

该生为中央大学英语教授勃雷贾(Parejas)的夫人

1937年中暹协会成立后，暹罗有拟派学生来华留学
之意，中国中暹协会理事长周启刚，为此特呈请政府
对暹罗派遣来华学生，分大学、中学来规定学额，各
予优待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教育问题

该生毕业于荷兰高级中学

这10名印度留学生在进入中国高校之前，有的已获
得学士学位，有的已获得硕士学位

目前尚未见学生来华的具体资料

该生为翻译员

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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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看作中德交换留学生之肇端。1935年，中德双

方遂正式互派留学生：“德国学生三人，石克林、梅克

们安梅者，今日起程赴中国，将肄业于北平之清华大

学，盖实行中德两国大学学生互换肄业之办法也。

德国第三学生，将于十二月间起程。同时清华学生

三人，将于十月抵柏林。”此后，有关报刊对中德双

方互派留学生多有报道。

自费来华留学中纯属个人自备经费者，晚清时

期即已出现。当时外国学子来华求学主要是进入中

国的传统书院学习，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光绪

九年(1883)，时任湖广总督涂宗瀛捐银 5000两助开

叠山书院。由于藏书丰富，加上书院主持人万清轩

声誉甚隆，叠山书院闻名遐迩，“不仅省内外学者慕

名而来，而且朝鲜左海(道)成均世儒徐相默于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携弟子边尚玉谒见万清轩，并住书

院受教30余日”。进入民国后，中国学校教育日有

进步，亦有不少外国学子自费来华留学。如1929年，

“丹麦女生斯密蒂(Gerd Smidt)，曾在巴黎东方学院毕

业，对于东方学问，欲加深造，拟于下学期亦来入该

大学(指清华大学——引者注)”。直到新中国成立

前夕，仍有外国学子自费来华学习。如1947年，“义

大利(意大利)义籍翻译员白道礼君，对于中文研习有

素，且感兴趣，现拟加入中央大学文哲两系旁听，以

资深造”。

通过中国学界名人或教育团体介绍来华的留学

方式，主要出现在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学校教

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民国前中期政府并未

出台具体来华留学政策，因而各国学子若想来华留

学，大多需借助外力才能实现：或通过中国学界名人

引介，或经由教育团体联络。前者可以土耳其学生

赖毅夫来华留学为例。1928年，赖毅夫上呈时任大

学院院长蔡元培：“窃学生籍隶土耳其共和国，曾受

大学教育，平时对于东方文化——特别的是中国文

化——异常敬重……本年三月间，贵国政府委员胡

汉民先生等驾临敝国，经学生拜谒面谈，胡君亲加考

试，当承赐予证明书为证，并承孙科先生赐赠三民主

义等书，以作纪念。惟学生将来拟来中国留学，甚欲

先得贵院发予通晓华文证明书，以便恳邀敝国政府

之照准，而为到抵中国时之一种证据，庶可引起华人

之兴趣，而得相当之便利。因此谨将胡君给予之证

明书连同寄上，敬恳俯鉴下情，予以照准，发给通晓

华文证明书，至为盼祷。”其后，大学院发给赖毅夫

通晓华文证明书，方便他前来中国留学。后者可以

韩国学生宋休东来华留学为例。据当时《大公报》报

道：韩国学生宋休东一向羡慕“湘中文化”，特于1924
年9月18日前来湖南省教育会“要求介绍”入湖南省

第一中学学习，“省教育会当即准如所请”，并“备文

函知第一中学”。其函云：“迳启者，兹据韩国学生宋

休东来会面称，学生仰慕贵国文化，欲入贵省第一中

学求学，以资深造。恳贵会备函咨送等语。查吾湘

省立学校，收录外国学生，已有第一女师范先例可

援，事关推广教育，用特函达台端，敬希酌予收录为

荷，此致第一中学校长。”有了湖南省教育会的介

绍，该生顺利进入湖南第一中学就读。

三、近代来华留学生所入学校及所选学科

由于近代中国学校教育不断变革发展、开设的

学科专业不断变易增添，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入学

校及所选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也有不同程度的

变化。

清末实行“新政”之前，虽说从 1862年京师同文

馆创办起始，陆续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维新变法时

期还开办有新型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但直至20世纪

之初，中国学校教育机构依然以国子监(府学、州学、

县学)—书院—塾学为其体系主干，因此各国学子来

华后，受限于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所入学校主

要是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或各地书院：官费

生一般肄业于国子监，自费生主要求学于传统书

院。关于当时外国学子入中国书院学习的情形，不

少史料有记载。如在张裕钊执教直隶莲池书院期

间，有单独师事张氏者七人：崔栋、张殿士、刘若曾、

宫岛彦、黎汝谦、齐令辰、宫岛诚一郎。其中两位宫

岛氏即是来自日本的学子。

清末“新政”之前，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主要以

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其中又以经学为重。1880年，

《申报》上报道：“日本朝廷现拟派发其子弟来华学习

中国语言文字，兹闻人数尚无定额，惟据该国日报所

言，则令所派子弟在华时改服中华衣服，辫发皆从华

俗，以取其便云。”直到1909年，清政府仍指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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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愿在中国经科大学留学一节，外间喧传已久，兹

知学部蒙(指荣庆——引者注)尚书已于二十九日奏

明经学一科为中国所独有，准外国人入学，由部臣酌

定简章以期妥洽。奉旨允准。”是年5月，俄人阿理

克来京师大学堂“听讲经史一月”，迪德生来“听讲中

国历史”。

清末实行“新政”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旧式

教育机构国子监与书院的裁撤，使得新式学堂得到

了发展。但此时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机构，包括京

师大学堂也不过三四所。外国学生来华也多半就读

于京师大学堂。如1910年10月，日本人佐藤知茶和

菊川谦次郎分别入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和文科肄

业。中华民国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

的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不断增加，来华留学生所入

学校，主要集中在高校，有国立大学，也有私立大

学。在国立大学中，不仅有综合性大学，还有专科学

校。不过，其时外国学子所入学校主要以综合性国

立大学为主，私立大学或专科学校为辅。综合性国

立大学，又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

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招收的外国学子较多。这

一时期也有数所中学招收有外籍学生。据长沙《大

公报》载，1917年，“日本仙台人村田殖孝(十六岁)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许否，事出前三月，范

(源濂——引者注)总长即至该校校长互相研究是否

允许，但基于中日亲善方针，此次考试如能及格，即

允其入预备科肄业。二十日提出正式保证书，日人

之入中国中学者，将自村田君始云”。

讨论清末实行“新政”后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这一历史时段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有必要先了解

当时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1912年 10月 24日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以及1913年1月12日
颁布的《大学规程》，规定了大学学科的建制。《大学

令》明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传

统经学被取缔，附属于文科之中。然而，即使中国大

学的学科体系发生了如此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仍是

来华留学生求学的首选学科。如1936年，“东京日本

学生……将来留学学校，以国立北京大学、南京中央

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三大学为限。肄业年限，限定

三年，其第一批选定之留学生，将于明春来华，研究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及中国政治三者”。之所以仍

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来华学习的首选，皆因当时有

些国家，上至政府要员，下及民间人士，仍然有不少

人仰慕中华传统文化。因此，无论是官费生，还是自

费生，他们来华留学的动因，多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

吸引。

不过，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仍为来华留

学生学习的首选，但已开始逐渐有留学生选取或接

受其他学科，诸如经济、法律、政治、教育、医学等。

这从中山大学 1928-1937年韩籍毕业生所选学科的

情况可以得证(见表2)。
表2 1928-1937年中山大学韩籍毕业生所选学科一览表

姓名

金星淑

金圭善

李贞浩

金贞淑

金昌华

徐尚虎

安炳武

宋冕秀

金德穆

金

金孝淑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年龄

27
30
22
25
25
23
26
27
25
24
24

肄业院系

法科政治系

医科

文学院中文系

法学院经济系

文学院教育系

法学院法律系

法学院政治系

法学院经济系

法学院经济系

法学院经济系

法学院经济系

备注

1928年6月毕业

1930年6月毕业

1934年6月毕业

1936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1937年6月毕业

资料来源：《全国私立各院校呈报韩籍员生调查表及有关文书》，1931年7月至1943年4月，全宗号5，案卷号2080，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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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

下，中国高等院校大规模迁徙“大后方”。在此特殊

的时期，外国学子来华所入学校，不仅有综合性大

学、私立大学，还有国立中学。来华留学生所入综合

性大学，以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

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为主；私立大学，主

要有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其时进

入私立大学的外国学子，一般主要是各国的贵族子

弟。如1943年，“新任印驻华专员梅浓将来渝，其长

女公子，拟入成都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此乃印

度女学生入中国大学之第一人”。此外，与之前相

比，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中学招收的外籍学子逐

渐增多。如在 1946年，仅国立第九中学就有外籍生

李中西等38人，欲随该校皖籍学子一道复员前往安

徽就读。

综合而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外国学子来华

留学所选学科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则以现代科学为

主，涵盖了文、理、工、农、法、医等学科。这从1943年
中央大学韩籍生所选的学科可以得见(见表3)。

四、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点

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在教育领域，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几经变换，逐

渐实现由传统学校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转型。在这

种历史背景下，近代来华留学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时

代特点。

第一，来华留学生的国家由数国增至二十余

国。在晚清时期，来华留学的外国学子主要来自

中国的周边国家，即琉球、日本、朝鲜和俄罗斯 4
国。这种仅仅数国学子来华留学的状况延续了近

半个世纪。

当被纳入新的世界体系后，中国不仅在国内创

办新式学堂，而且派遣学子走出国门，主动学习和接

受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中国教育也开始由传统向

现代转变。加之，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逐渐注

重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往，主动邀请各国学子来华

留学。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据时人称：“教育部长

蒋梦麟，已多方设法，容纳外籍学生来我国就学。一

切由部妥定办法，学费从廉，以示优待。拟先设立于

上海，俾外来学子，均先安顿。又闻外交部长王正

廷，已将此事转达外邦各国，庶多提倡，以遂学术与

宗教之志愿。因科学制造为各国之绝艺，而于道德

一术，为我中国开化最早。列古治世之平天下，皆从

道德而来，不行则乱。今外人觉悟而更求道德，非至

我中国不可。相(想)见必鱼贯而来，不绝于途也。”

虽说蒋氏的设想并未及时形成政策文件，但已显示

出国人对于接受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积极态度。

民国时期，世界各国对派出学子来华求学的态

度也开始积极起来，如当时报刊所载：“近来世界各

大学，多有慕吾国文化之名，派遣学生来华留学之计

划。”对此可以美国为例，1930年，“胡佛总统深明立

国非道德，不足以治世而平天下。如英法诸国，亦有

鉴于频年天灾人祸，人民死亡不可以数计，皆不明道

德之故。所以亦相继使青年子弟来我国学习华文，

以明道德之至理”。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

下，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来华留学生的国家

由既往的 4国增至 20余国(且此时琉球已被日本吞

并)。就其地域的分布来看，除了亚洲地区，欧洲、美

洲乃至大洋洲，都有国家开启派出学子来华留学的

航道。

表3 1943年中央大学韩籍学生所选学科一览表

姓名

金维

马超群

陈春浩

金仁

王中元

赵桂林

文靖珍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年龄

32
30
27
24
28
20
27

现肄业院系、年级

文学院外文系二年级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法学院政治系三年级

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

医学院医本科一年级

文学院外文系二年级

原毕业学校

安岳安新学校

咸北会宁公立商业学校

汉城中央中学

平壤崇实中学

平壤中学

教育部特设第五中山中学班

广州仲元中学

资料来源：《全国私立各院校呈报韩籍员生调查表及有关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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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来华留学生的留学方式由单一趋向多

样。近代外国学子来华留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官

方派遣与白费来华。但这两种方式在晚清与民国时

期有着明显的区别。晚清时期，官方派遣主要是单

向的各国政府向中国派遣学子。民国时期的官方派

遣，不仅有单向的各国学子来华留学，还包括双向的

中外互派留学生。而中外互派留学生，不仅是双方

政府派遣，还有各国文化协会与中国高校双方的派

遣。中外互派留学生属于教育领域的一种双向交

流，此种来华留学方式的出现，说明在与世界各国的

教育交流过程中，中国开始极力求取这种交流的平

等地位。

自费来华留学的方式，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主要

是各国学子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不通过官方

渠道而私自来华学习。中华民国成立后，外国学生

自费来华的方式开始多样化，即除个人自行来华留

学外，各国学子来华大多或通过中国学界名人引荐，

或经由有关教育团体介绍。这种来华留学方式上的

变化表明，进入民国后，在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外

国学子来华留学活动已成为维系中外友好关系的一

条重要渠道，如1934年马来王子安哇尔(Anwar)来华

留学即是最好的说明：“南洋荷属东印度，西里伯斯

岛(Celedes)望加锡(Macassar)土王巽他氏(Sonda)之子

安哇尔(Anwar)，曾毕业于荷兰高级中学，近以巽他氏

素仰我国民俗朴厚、文化发达，又慕国立同济大学办

理完善，举世知名，因托我国驻锡领事王德棻氏，介

绍来华，会晤(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氏代为安

置，现安哇尔已于十月一日抵沪，先由中南文化学会

理事刘士木、黄索封二君陪往市教育局谒见潘局长，

当由潘氏派专员周尚办理此事。”由此可见，马来王

子经我国驻锡领事介绍来华，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

度重视。

综上可见，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外国学

子来华留学的方式既有官方派遣又有自费来华，显

示出外国学子在来华留学方式的选择上由单一趋

向多样。

第三，来华留学生所选学科由传统学科转向现

代学科。从晚清时期到民国时期，中国学校的教学

内容，尤其是近代大学学科的设置，不断演变与完

善。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大学学科建制中，以“四部

之学”为主的中国传统经学，逐步转型为鉴取西方学

校教育的学科体系建构。随着中国学科体系的发

展，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所选学科，也开始由传统经学

转向现代科学。

中华民国成立前，甚至是在民国元年，外国学子

来华留学所选学科主要以传统经学为主。相关资料

显示：1912年 9月，日本人浅井周治入读北京大学，

被编入大学文科经学门，随班上课，至民国二年

(1913)4月毕业，浅井周治“续请留学五个月”，得到校

方的同意。1913年10月，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大学

令》的颁布，经学归入文科，其独立学科地位被取

消。自此，中国传统经学地位急剧下降，西方的现代

学科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各国先进学科知识的

引入，中国的近代大学也逐步构建起以西学为基础

的大学学科体系。与之相应，各国学子来华后，在学

科的选择上逐步转向现代科学。如前文表 3所示，

1943年在中央大学留学的 7名韩籍学子，分别求学

于文、法、医、工等系科或专业。之所以出现这种变

化，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宏观层面而言，经过

民国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留学生的陆

续归国，西方现代科学被带入国内后逐步融入课堂

且形成自身的学科体系；于微观层面论之，经过民国

以来尤其是数次学制变革的学科调整，中国各大高

校的学科建制已渐趋完善。与既往相比，外国学子

来华留学所选学科自然开始走向多样化。

第四，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由无序走向有序。

晚清时期尽管已开启了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行程，但

为寻求教育领域的变革，国人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

出国留学教育，清政府对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未能出

台任何规章。

民国前期，关于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政府并没有

提出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加以规范。甚至到 1930年，

当时的《申报》仍报道：“波兰公使署参议郭雷新斯基

(Krysinski)前在巴黎留学时，与上海法政学院朱佛定

教务长同班肄业，同得博士学位，此次来华，订立中

波条约，闻上海法政学院课程完备，教授多系知名之

士，故特要求郑毓秀院长，准其在该院肄业，现在中

波条约已告成功，郭氏特于日昨由京来沪，赴该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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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注册。”由此可以看出，郭雷新斯基入上海法政学

院学习，并没有经过有组织、有系统的程序，而是只

需院长许可，即可入校学习。故而可以说，其时的外

国学子来华留学，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

活动，而是处于一种分散、无序的状态。

直至 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设置相关机

构和公布相关文件，对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才开始有

了真正意义上有序的管理。其一，专门设置了包括

管理来华留学事务的机构“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

并为外国学生设置了奖学金；其二，明确规定了正规

渠道来华的留学生由教育部“分发”各相关学校肄

业，使来华留学生归属中央统一管理；其三，正式强

调了来华留学生应参加各校入学考试，根据“甄试”

结果分为正式生与特别生，各校于特别生应“设法另

予补习”，以利其顺利留学，。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对待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是

从起初清政府以“恩泽万邦”的高姿态，被动接收外

国学子来华留学，到民国时期以“学习西方”的低姿

态，主动邀请各国学子来华学习。在中外教育交流

过程中，此种态度的转变，为后来中国来华留学教

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式。在历史长

河中，尽管近代来华留学的人数较少，然则宛如山

泉涓流，使得自古以来的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事业得

以延续。而来华留学的这些外国学子，有效地架起

了沟通中外教育交流的友好桥梁，在近代中国教育

发展史和教育交流史上，书写了不应为后人忽视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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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3名学子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传统经学一事，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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