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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的衍变和发

展是一个生命体成长发育和完善的过程。城市不

能被割断历史，割断了历史就如同撕裂了现在；

城市不能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便失去了憧憬。

一个城市的文化能见证城市的生命历程，也能促

进城市的健康发展。呵护城市的文化积淀，维系

城市的历史文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

深远意义。

宁波城市文化的精髓源于中华文化。然而，中

华文化在传承中曾出现过断层，尤其是史无前例

的“文革”，对中华文化进行了“自戕式”批判，将其

打得七零八落，魂不附体。而今，西方文化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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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成了主流文化，中华文化却被打压，甚至被逼

入绝境。因此，以敬畏之心去系统整理和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是十分

必要的。关注和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的过往，

传承宁波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责任。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除了重

视专家学者的引路外，还应把传承工作的重点放

到对市民的文化普及上。

《宁波地方文化通俗读本》这套书文字浅显易

懂，叙事简洁明了，贴近市民生活，旨在让普通市

民爱读，且能读懂；同时，也期待能让广大市民了

解宁波的过往，体味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感受浓

浓的城市文化积淀，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民

族文化自豪感，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最终让宁波城市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真正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动局面”。

宁波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其在历史发展

中所形成的城市文化是极其丰厚的，这丰厚的文

化资源必将对本市和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供

借鉴和指导，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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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广大市民了解宁波城市发展过程中所

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策划了《宁波地方文化

通俗读本》系列图书。首先，我们以宁波城市标语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依据进行选材；其次，在

编写中借鉴和吸纳了专家、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

果，还努力挖掘流传于民间的丰富资源；最后，进

行谨慎的筛选，把比较成熟的内容先列入编写名

单，拟定八个分册内容：宁波藏书文化、宁波海丝

文化、宁波商街文化、宁波书院文化、宁波民间文

化、宁波戏曲文化、宁波饮食文化、宁波民俗文化。

待条件成熟之后，再继续其他分册的编写。

目前，《宁波地方文化通俗读本》系列中的《宁

波藏书文化》《宁波书院文化》《宁波海丝文化》《宁

波商街文化》四个分册即将出版，另外四个分册也

将编写完毕。本系列图书通俗易懂，是一次宁波优

秀传统文化的盛宴，编者希望借助它们的出版发

行，将宁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为弘扬祖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出一份力！

是为序。

周达章

2017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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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街文化是鉴于城市（镇）商业街道形成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一个城市的商街文化

首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其次是随着城市

的商业近代化而勃起，并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

传播，这种接纳并非是一种被迫，而是在潜移默化

中的融合。宁波是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走遍天

下，不及宁波江厦”，如果这仅仅是对宁波近代金

融业繁荣的褒扬的话，那么“无宁不成市”体现的

就是对宁波周边地区、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一些

地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宁波商业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

程。宁波商业与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商业发展有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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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同样的轨迹，即是由农业产品、农副产品、手工

业产品的交易而起，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作为商业中的交易物品即商品的内涵逐步丰富，

由农副产品为主的交易转为以手工业产品为主，

商品种类不断丰富，交易方式不断改进，由此，促

进了宁波传统商业的不断繁荣与发展。

宁波城市商业起始于清朝，尤其在康熙执政

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城

市商业逐步替代了过去城镇市集的贸易形式。到

了乾隆年间，商业已逐渐繁荣。嘉庆道光以后，随

着外国资本主义“洋货”的不断输入，宁波城市商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民众的生活与商品市场

的关系更加密切，城市商业逐渐走向近代化。据雍

正《宁波府志》卷八《城隍》记载，当时宁波城区最

热闹的地区和主要商街是以鼓楼为中心的三条主

要商街。鼓楼东边为东直街，鼓楼西边为西直街，

鼓楼往南为前直街，这块集中区域便是当时宁波

商业最繁华之地。然而，到了民国之后，宁波的商

业中心逐步往东沿奉化江和三江口一带转移，在

保持原有的商业形式基础上，形成了以近代百货

业为主的中山东路商业带；以钱庄、银行和银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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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江厦街金融业带；以中药业为主兼有家具

行业的药行街商业带；以渔业水产品、木材交易为

主的灵桥两边的商业带。不同的经营特色形成了

宁波不同的商业街区，这些商业街区加上在宁波

城市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三市农贸市场，统括了宁

波城市商业和商街文化的全部。

宁波商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商帮，是继晋

商、徽商之后新崛起的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重要

的商业团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宁波帮。

宁波帮与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帮一直都站在

中国商业的顶端，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没有被

历史所淘汰。宁波商人，这些从小闻惯了海腥味的

人们，既带着商业的精明，又不失书生的德行操

守，是他们，促使近代宁波商街文化形成，促进了

宁波商业的发展，帮助中国商业完成了从传统商

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老宁波商人极具团队精

神，视信誉如生命，刻苦上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这些同时也是宁波商街文化的精髓。

宁波这个有着千年底蕴的城市，孕育并承载

着宁波商人的精神和优点：性格直爽、敢说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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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信用、重情义、守规矩、具有极强的经商能力等。

这些也是宁波人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城市性格。

商人言商，商人谋利，这是天经地义，但宁波

商人做生意既强调“利己”，也讲究“利他”，在合情

合法的谋利中，还能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这也是

宁波商街文化的特质。

说到宁波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商业文明，应

归结于宁波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明清时期几

百年所形成的“浙东学派”。其所提出的“工商皆

本”“民富先于国富”等观点潜移默化影响了宁波

商人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文化基因源远流长，根植

在宁波商人的血脉之中，使宁波人拥有了十分独

特的商业观，由此形成了具有宁波特质的宁波商

业文化。这种在当时具有一定先进性的商业文化，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宁波商街文化》中介绍的中山路、江厦街、药

行街和百丈街上诸多经商的宁波人，传承着儒家

所提出的“智”和“仁”两种品德，集中反映了宁波

商街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体现了孔子的一个

重要思想———“仁”。老宁波商人身上这些优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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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就是对“仁”的最好诠释。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

“宁波帮”即为宁波商人的杰出代表。

今天，我们编写《宁波商街文化》，旨在让当代

宁波人了解老宁波商人的优秀品质，并能从中得

到启发，做好宁波优秀商街文化的传承，为繁荣和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商业而努力，为现在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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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著名商业街及商业翘楚

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浙

东各地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在历史上曾是

我国东南沿海的商业枢纽和对外贸易的要地。宁

波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及海外，因此，海内外一直有

“无宁不成市”之说，宁波对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兴

起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一）宁波城市商业的形成

早在四千年前，宁波为夏朝少康时代越国之

一部分。当时宁波尚为荒芜之滩涂。公元前 222

年，秦在此地建置县，据《十道四蕃志》载：“以海

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其地即在今之鄞州区五

一、老宁波商街文化的形成

一、老宁波商街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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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街文化

乡、宝幢一带，可见宁波商业活动之早。西晋末年，

由于北方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黄河流域的汉人

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

技艺，在江南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南方的经

济迅速发展，没过多久就大大超过了北方。宁波附

近的嵊县（今嵊州市）剡溪，是当时南方炼钢业中

心，当地创造的武器质量尤优。宁波周边地区，又是

越窑青瓷器的主要产地，瓷器质地优良，除内销外，

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出口，成为我国当时对外

贸易的重要商品。从晚唐至元、明，宁波对外贸易绵

亘不断，和邻国日本的交往尤其频繁。日本的遣唐

使、遣宋使，大都从宁波（时称明州、庆元）上岸。继

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宋代亦在宁波设置市舶司。

至明代，宁波的市舶司成为我国三大市舶司之一。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宁波根据《南京条

约》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自此开埠。从此，

宁波商业逐渐开始走向近代商业，从以集市或庙

会为主体的商业活动形式，逐渐变为以“商贸街

道”为核心的城镇商贸活动形式，出现了继晋商、

徽商后中国商业史上的另一支重要商业团体———

宁波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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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波著名商业街及商业翘楚

（二）宁波商业中主要行业的形成

宁波历史上很早就是沿海的重要商埠，唐宋

时“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元代，出现了专营福建、

广东、山东、河南等地的“南货”“北货”号，有海运

千余户。明代，商路通关东、河北、天津、山东、江

苏、四川、湖南、湖北、广州、福建。清初，各地“商贾

聚于三江口（宁波）”，“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

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交易愈广，

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

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城区有较大

店铺 700 余家，咸丰同治年间（1851 年—1874

年），城内有南北号批发商行 20余家，拥有 100余

艘商船、100余艘运输船。是时宁波药材市场规模

已在国内名列前茅，药行、药号（药店、中药铺）林

立，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中药行业的资本近 500

万两银以上。民国初，城区有药行 64家，棉布业商

铺 70余家，百货业商铺 70余家，木行 37家，鱼行

约 30家，糖行 45家，居间批发的北货行 30多家，

桂圆行 10余家，南北茶食铺约 90家。1931年的

统计表明，当时城区商业总户数达 5599家，资本

总额 1452万元，年贸易额达 3000万元以上。

一、老宁波商街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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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商街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 60年代至 20世纪

初，宁波已形成了以钱业、典当业、粮食业、鱼行

业、药业、南北货业和近代百货业为核心的相对

完整的商业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行业有以下几

个：

1.钱业。清朝初期，宁波就有钱庄出现。旧时

的钱庄是一种金融机构，其主要功能是调剂资金，

一方面收集社会中剩余资金，另一方面散放资金

给缺乏者。对于扶助工商业、促进生产、调剂金融、

繁荣市场、便利汇总等起过积极作用。“五口通商”

开埠之后，由于商事活动频繁，钱庄业发展速度加

快。宁波的钱庄大都集中于江厦街及其附近的中

山路口，以经营存款、放贷业务为主。19世纪 60

年代，太平军败，退出宁波。因受战乱影响，市面萧

条，钱庄业为图本身发展，于丙子年（1876年）提

高存款利息，存款骤增。宁波钱庄业采用的“过账”

制度，无须现金交易，信贷也随之发展。由于宁波

各钱庄的实力比较雄厚，早在 19世纪末，开始向

省内外各埠开展放款业务。

2. 南北货号。南货号是以经营木材为主的行

业，从福建、温州等地运来木材来甬销售；北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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