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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早期的经济入侵到

后来的军事侵略和殖民地割据，处于封建落后社会

环境下的中山（香山）青年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也看到了西方近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青年的

觉醒与奋起是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运动紧密联系的。

在各种可行道路的探索之中，中山青年与全国青年

一道，逐步认识到青年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出路。从农民运动、

土地革命、抗日救国到坚持斗争直至迎来解放，中

山青年勇于投身社会洪流之中，不畏艰险，不惧牺牲，

与广大中山民众一起浴血奋战，发挥了先锋生力军

的作用，而自身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中茁壮成

长。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山社会的领导阶层以

及各行各业的骨干，青年人占据了绝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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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青年运动百年

2

第一章　青年运动萌芽

在近现代，中山青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密

切相关。

中山市的前身是香山县，1925 年 4 月 15 日为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

先行者孙中山而更名为中山县，1983 年改称中山市。

早在清朝后期，随着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成熟与开发，当年的香

山县已经成为朝廷眼中的经济大县。濒临南海，对外开放的便利使香山

人拥有了国际化的眼光和开放性的思维，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的近现代

文明，由此形成了香山人追求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的传统基因。

第一节　接触现代文明

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处于一个封闭社会状态，香山人由于地理

原因，通过港澳有了一个接触西方世界的窗口。

容闳回国后，投身于清末洋务运动，他是近代中国首个主张学习西

方的人。他参与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

器制造总局。1872 年至 1875 年，他还经过多番努力，分四批共组织了

120 名学童赴美国留学，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先河。这些留美幼童

中有 39 位是香山人，其中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外交家、中华民国第一

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贫困农家孩子容闳（1828—

1912）入读了当时附属于英国伦敦妇女会女校的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

后被传教士带到香港，后到美国就读。清咸丰四年（1854），容闳以优

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该校首名获文学学士学位的中国人，也

是近代史上首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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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a，清华学堂的创办人之一、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

安 b，首位美国华人律师张康仁 c，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d，海军部

次长徐振鹏，曾参加抗法海战、弃官从商、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容耀垣

（容星桥）等。这批人在中国历史上，为推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向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更多的中国人走

出国门去看外面的世界，封闭的国家打开了一扇天窗，现代的文明意识

随之传来。

在 20 世纪新旧交替的前后，大批香山人士更是积极投身于洋务运

动，通过自身艰苦奋斗，以实业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与发展。

他们还以自己实际的经验、开阔的视野、革新的思维著书立学，进行近

现代文明的传播。

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原版为英文，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书中记录了清末官派幼童留学美国的始末，也回忆了作

者实践教育救国，投身维新改良运动的传奇经历。从《西学东渐记》附

录和传记资料中，人们更可以看到容闳晚年如何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彻底

转变，支持和参与孙中山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因此，《西学东渐

记》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

郑观应（1842—1922）是香山三乡雍陌村人，1858 年到上海学习

经商。由于同乡郑藻如等的关系，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的关系

日益密切，而成为著名的绅商，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

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以商股代表身份参加洋务派企

a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香山唐家人。1874 年被选为第三批公派

赴美留学幼童。1929 年曾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后又兼中山模范

县县长。

b 唐国安（1860—1913），字介臣。香山唐家鸡山人。1873 年被选送为第二

批公派赴美留学幼童。1911 年任“清华学堂”副监督。1912 年任清华学校

首任校长。

c 张康仁（1859—1926），香山南屏人。1872 年入选为中国首批公派赴美留

学幼童。

d 蔡绍基（1859—1933），字述堂。香山拱北北岭人。1872 年入选为中国首

批公派赴美留学幼童。

中
共
中
山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44

业管理、继而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郑观应，在商务活动中同外国

资本家和国内封建势力均有联系，深受双重压迫，尤其是与外国人做生

意的过程中发生纠纷时，更意识到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做后盾的重要性。

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使他迫切希望中国富强。他积极投身中国的自强

运动，不仅与外商“商战”，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寻求抵御

侵略、救时救国之方，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与维新思想家。著作

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等，其中以《盛世

危言》影响最大，对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均有过影响。

唐廷枢（1832—1892）是香山唐家人，曾任港府巡理厅、大审院翻译，

上海关大写兼总翻译及怡和洋行金库管理、总买办，曾是李鸿章推行洋

务的得力助手。他一生从事商业经济活动，又参与了以官办企业、官督

办企业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输出进行经济侵略

的危害有较深刻的认识。他力主商战，振兴工商，拓展中国民族工业，

以实业救国，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轮

运权利，使中国龙旗飘扬于伦敦及利物浦、南洋岛、檀香山、日本等地；

创办了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第一条铁路，与徐润合办了中国第一

家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1876 年任开平矿务局总办时，打败了垄断天

津市场的洋煤，开平煤矿成为中国最早、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他热心

公益，与徐润合办了仁济医院，赞助普育堂、辅元堂、清节堂等慈善机

构；资助建立格致书院、英华书院；襄助中国第一批青少年赴美留学；

赈济饥荒。唐廷枢著的《英语集全》，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

与教科书。

徐润（1838—1911）是香山北岭村人，一生从事洋务、钱庄、茶号

等，并热衷于地产、股票、典当、钱庄的投资。1873 年，徐润被李鸿

章委派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主持局务。徐润创办了首家中国自己的

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并创办了格致书院、仁济医院和中国红十

字会，出资担保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并回国服务；其 1882 年创办的

同文书局，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办机器印刷厂，先后印出《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及《古今图书集成》

等，对发掘、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除此之外，徐润还

著有《徐愚斋自叙年谱》《上海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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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人物为代表的一代香山先贤，既是首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接

触者，也是首批积极向国内传播的启蒙者。他们创造出成就的时候，正

值青壮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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