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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地方课程教科书《镇海商帮》与大家见面了。

镇海，地处东海之滨、甬江口岸。在宁波帮中，镇海籍宁波帮人士尤具有代表

性和影响力，因此镇海被公认为“商帮之乡”。镇海商帮，一个充满魅力的群体。镇

海所辖区域中的庄市镇，它曾是浙东宁绍平原上一个襟江望海的小镇，却是宁波

帮的重要发源地、浙东著名侨乡，有着“宁波帮的摇篮”的称号。宁波帮中的庄市人

领风气之先，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创下了诸多第一。历史上，这个小镇走

出了以包玉刚和邵逸夫先生为代表的几十位宁波帮人士。

《镇海商帮》为中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镇海商帮文化的平台，读本共分为

四个单元：以“商帮文化”为主轴，分别从“商帮之乡”、“商帮典范（近代）”、“商帮典

范（现代）”、“商帮典范（当代）”这几个层面展开，呈现商帮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套

教材具有本土性、实践性、综合性和活动性的特点，主要让学生了解镇海商帮的起

源、商帮群体的发展以及商帮中的代表人物。它带领同学们走进商帮之乡，认识镇

海籍商人，并引导学生传承镇海商帮文化，展望镇海的明天、宁波的明天，为更好

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镇海商帮》会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受，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商帮典范的故事，

更能给我们增添一份责任感，为我们身处镇海、身为镇海人而自豪，以主人翁的态

度关注、思考镇海的发展，将来为家乡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镇海地方课程教材的建设才刚刚起步，限于水平和时间，一定有疏漏和不足

之处，热忱希望同学们和老师们把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使用教材的意见及时告知

我们，以便补充修改，使之日臻完善。

编者

2012年 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镇海是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百年宁波帮涌现了大批影响广泛的

企业家、金融家，其中镇海籍宁波帮人士尤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这些

商帮中的精英，有远涉重洋者，有商界巨子、爱国爱乡者，有饱学之士、

国之功臣，有商、儒、政兼通者。其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是百业俱备，足迹

遍及世界各地。为了使这些商帮奇才、近现代镇海商帮的典型代表所

演绎的镇海人文精粹激励更多的镇海人，用他们的热情和创新精神，

续写镇海商帮人文的新篇章，我们把研究这些商帮人事的成果，包括

他们的商业活动、精神面貌及社会影响等，汇成专著，全面、清晰地呈

现给读者。

本书分四个单元，各单元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在第一单元

中，介绍了宁波商帮的形成历史和发展、镇海商帮的发源地、镇海商帮

人文特点及宁波帮博物馆等，以使读者对镇海商帮有一个整体的了

解；在第二、三、四单元中，按近代、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分别选取

了商帮先驱叶澄衷、工业精英宋炜臣、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擘邵逸

夫、希望楷模赵安中、皮草业翘楚陈志耀、热心慈善家包陪庆、杰出企

业家赵亨文等八位镇海商帮典型代表，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等作了重

点介绍，以使读者在欣赏他们所演绎的镇海人文精粹的同时，能受到

点点启发。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于镇海史志及网上资源，对这些资料的提供者

在此表示感谢，对于未能在书中对引用资料一一标明出处，也请大家

谅解。因编写本丛书属于公益性事业，且编者们的水平有限，故在此若

出现您的原创性的资料或其他不应有的差错，在原谅我们的同时请给

予指点，以便于我们再版时修正，再次表示感谢，同时也敬请读者见

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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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商帮之乡



阅读

第一课 镇海与宁波帮

宁波商帮是指旧宁波地区下属奉化、鄞县、镇海、慈溪、象山、定海及现宁波市下属余

姚、宁海等市（县）在外经商的商人群体。“宁波商帮”简称“宁波帮”，它是个既古老又年轻

的商人群体。在宁波帮中，镇海籍宁波帮人士尤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镇海被公认为

“商帮之乡”。

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初期，宁波商人在北京创设了鄞县会馆，主要经营药材业和成

衣业，这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形成。其实，在那个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商帮。他们是：

山西商帮（晋帮）、徽州商帮（徽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江西）、山东商帮、广

东商帮（粤帮）、福建商帮（闽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浙江）。

宁波帮形成后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清乾嘉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帮海上商人获得

迅速发展。宁波帮的活动区域不仅在长江和南北洋（福建），而且延伸到海外，经营着合法

而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宁波帮的大发展，使一个普通的中国沿海地域商

帮，一跃成为国内著名商帮。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已经由早期的十大商帮

演变为晋帮、粤帮、闽帮和宁波帮四强争雄的新格局。

宁波帮形成后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宁波帮

凭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条件，迅速进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形成了以买办商人和进出

口商人为代表的宁波帮新式商人群体。什么是买办？买办就是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是

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我们说买办和进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为他们从事的交换，已

经不是以小农经济为交换两端的传统交换，而是中国农产品和西方工业品相交换的国际

贸易。这种交换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态，为商品经

济的发展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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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商帮之乡

近代宁波帮买办商人，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宁波籍商人在上海第一个买办是定海

的穆炳元。19世纪 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

位，并且一直持续到买办制度被废除。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宁波帮确立了近代最重要的

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

宁波帮形成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 19世纪 80年代特别是 90年代以后。其主

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为主的宁波帮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

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这一时期的宁波帮以当时我国对外

开放的重要据点———上海为基地，创造了 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王”，抒写

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

在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过程中，宁波帮工商业者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企业

家、金融家，形成了宁波帮近代企业家的群体。宁波帮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

社会关系，强烈的时代意识，通过这一时期的大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商帮。

镇海庄市要要要宁波帮的发源地

这是浙东宁绍平原上一个襟江望海的小镇。它就是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浙东著名

侨乡———宁波市镇海区庄市。

从全球视野来说，对宁波人的认识，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德国学者的论述。早在 130年

前，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曾来中国作了 7次考察。他走遍了中国大江南

北，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特殊种族”。他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宁波人。宁波人在勤

奋、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

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那时的宁波人，尤其是庄市人，已经走出背井离乡出卖苦力的阶段，他们在异地事业

有成，大展宏图，成为上海滩上有名

望的商业巨头。美国美孚公司在上

海的代理人汤姆、英国亚细亚石油

公司中国部经理劳勃生等人，都高

度评价方介堂、叶澄衷、严信厚、虞

洽卿等宁波商人，认为他们是杰出

商业活动家。

19世纪中叶的庄市，只不过是

甬江边上的一个小古镇，全镇人口
19世纪末甬江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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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五千。从那时开始，很多庄市人背井离乡，冒险乘小木帆船，来到刚刚开埠的上海。他

们以打工谋生为起点，开始了艰难的“淘金”。像方介堂、叶澄衷等一大批穷苦的庄市人，

在最初去上海滩时毫无凭借，但是，他们靠着勤奋、诚信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成就了自己

的事业，带动了宁波商帮的发展，使庄市成为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

宁波帮的历史，可分为形成、崛起、鼎盛、发展四个阶段。宁波帮形成于明末清初，那

时慈溪人在北京从事药材、成衣等行业，开设了北京宁波会馆；镇海商人在上海开设宁波

会馆、镇海会馆。当时，镇海西管甬商方介堂在上海开办的糖业，已能左右东南沿海糖业

生产与运输。而镇海小港李家的李也亭，则是上海滩沙船业的巨擘。方介堂、李也亭堪称

为近代早期宁波帮的领袖人物。

宁波帮崛起时期约在清咸丰、同治年间。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当时，宁

波商人在上海最有名望和实力的当属镇海叶澄衷、慈溪严信厚、定海朱葆三。叶澄衷于

1862年在上海开设第一家洋货店，后来成为“五金大王”、“煤油大王”。鼎盛时期，他在全

国各地开设 108家钱庄，38家联号、分号，还在上海开设 12家工厂，有 110艘沙船。其总

资产是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相当于银两近 2000万两（包括树德地皮公司

房屋与土地）。叶澄衷、严信厚和朱葆三 3人还发起并开设了华人第一家通商银行。

宁波帮鼎盛于清末民国时期。在这期间，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宁波商人称雄中国商界。

民国时期，宁波商帮的势力更是如日中天。其时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中，最有实力、最有声

誉的是虞洽卿、刘鸿生、方椒伯、俞佐庭等人。在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等宁波

帮人士联手挫败了法租界公董局侵占四明公所冢地的阴谋而震动上海滩。

从 20世纪中叶开始，宁波帮进入海外发展时期，他们从商帮的发祥地上海，转移至

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的自由港———香港。宁波人在香港的经济实力，已经能影响香港的经

济市场，这时涌现的一大批宁波商人，如包玉刚、邵逸夫、陈廷骅、叶庚年、王宽诚、董浩云

等人，已经活跃于香港工商界。1990年香港十大富豪榜上，宁波人就占有三席，即包玉

刚、邵逸夫、陈廷骅。

宁波帮从形成到发展的四代领衔人物中，庄市人最有威望。宁波帮第一代人物方介

堂，第二代人物叶澄衷、宋炜臣，第四代人物包玉刚、邵逸夫，是庄市作为宁波帮重要发源

地的有力佐证。况且，宁波帮第二代人物严信厚的故里，与庄市也仅一乡之隔。

从庄市这块宝地走出去的宁波帮们，方介堂的后代经久不衰，叶澄衷的子孙传承事

业历经五代不衰。其他庄市商人中也是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如汉口头号商人宋炜臣，汉

口禽蛋、粮食巨头阮雯衷，建筑巨子叶庚年，享誉香港的包氏兄弟包玉书、包玉刚、包玉星

等一批海内外经济舞台的精英。还有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先驱者邵醉翁和邵村人、邵仁枚、

邵逸夫，中国华人自己经营第一条公交汽车的董杏生，率先在台北创办实业的朱之信、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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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商帮之乡

志章、叶谋升等开拓型商界巨贾。

宁波帮中的庄市人领风气之先，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创下了诸多第一。叶

澄衷创办的纶华缫丝厂、燮昌火柴厂，与严信厚、朱葆三合资的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

通商银行，宋炜臣在汉口创办的当时全国最大的华人企业———既济水电公司，阮雯衷创

办备有 70多节火车车皮的粮食公司，由叶澄衷之子于 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有 30艘洋

轮的民营航运公司，都在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亮丽的一笔。

20世纪中叶，宁波帮转至香港创业之后，包玉刚、邵逸夫、包玉书、邵村人面对世界

经济大潮再展宏图，这期间，包玉刚成为“世界船王”，邵逸夫成为东南亚影视巨擘，包玉

书、包玉星、邵仁枚、邵村人、楼志章、朱之信、叶庚

年、叶谋遵、包从兴等人，先后在香港、台湾、新加

坡等地创业，还有不少人把事业转到美国、欧洲等

地。

庄市商人的成功并非偶然。庄市有一所儒林

第，大厅中间上方悬挂着一块醒目的木匾———“工

商皆本”，是清初浙东学派著名代表黄宗羲（余姚

人）所书，他主张国家兴旺必须以工商为本。植根

于浙东学派的文化理念，以商为荣成为庄市人经

商传统的精神支柱，他们秉承“非诚信不得食于

贾”的古训，弄潮于黄浦江畔、长江两岸、渤海之

滨，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创下业绩。历经百

余年的奋斗，他们以傲人的业绩让庄市这块土地

无愧于宁波帮发源地的称号。

此外，庄市商人重视教育，关注人才培养和慈善公益事业。当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的

叶记商务学馆，其课程完全引进西

洋模式，它培养的很多学子成为外

国洋行的协办、买办。1899年，叶澄

衷在上海创办洋学堂，即澄衷蒙学

堂，是近代上海第一所华人创办的

新式学校。叶澄衷为该校捐资 10万

银两和 30亩土地，以后其子又捐资

20万银两。蔡元培曾任代理校长，

竺可桢、胡适、丰子恺、李达三等人

黄宗羲像

叶氏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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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该校读书。根据叶澄衷遗嘱，叶氏家族于 1902年在乡里创办叶氏义庄，在光绪末年

开始办新学，设英语等课程。

自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庄市的“宁波帮”代表人物、侨胞、华人纷纷回乡探

亲访友，寻根祭祖，旅游观光。他们慷慨捐赠巨资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为家乡经济文化建

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年，他们为家乡公益慈善事业捐建项目 142个，捐赠美元 2120

万元，港币 2000万元，人民币 7011万元。他们这种关注民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让财富

“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的爱乡情怀和慷慨义举，折射出充满人文关怀和洋溢社会责

任感的现代财富观及其文明的价值取向。

东管乡的“邵义门”，“完璧归赵”的包奎祉，辞官归田终成巨贾的庄太公……一个个

历史掌故显现庄市悠久的人文底蕴；叶澄衷、宋炜臣……这些商帮奇才演绎了庄市近代

的人文精粹；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叶庚年……现当代的商界巨子更使商帮旧地成为

著名侨乡而闻名遐迩；汤德全、倪光南……这些著名的饱学之士、国之功臣，使庄市成为

院士之乡；现今，更多的庄市传人，正用他们的热情和创新精神，续写着庄市商帮的新篇

章……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望未来，在这块孕育宁波商帮的热土上一定

还会有更多更新的骄傲不断涌现！

宁波帮的精神核心

研究宁波帮人士从创业起步到经营理念，再从事业有成到回报社会的成功之路，宁

波帮精神可以提炼概括为四句话：艰苦创业，诚信为本，开拓创新，爱国爱乡。这也是宁波

帮精神的基础和源泉。

作为宁波帮中著名人物最多的镇海商帮，是镇海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百

年商帮的发展历程，向世人阐释了镇海商帮精神。第一，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第二，艰苦

创业，克勤克俭。第三，以诚为本，务实取信。第四，敦重乡谊，结帮经商。第五，爱国爱乡，

回报社会。镇海商帮文化，为镇海的经济繁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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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商帮之乡

★镇海商帮起步早，延续时间长

镇海十七房郑氏家族商帮集团是近

代宁波商帮中起步最早的家族集团。他

们在明末清初就外出经商，一代接一代，

代代相传，而且人数较多。在镇海商帮家

族集团中，经商比较早的还有叶氏、包

氏、邵氏、刘氏、庄氏、李氏、方氏等等。在庄市大学城里的镇海商帮文化公园，一组大型浮

雕（长度 100米）等，生动地展现了宁波商帮的辉煌发展史。

★宁波商帮最大集居地

镇海区内保存着一大批的商帮集居地，有郑氏十七房、包玉刚故居、邵逸夫旧居、叶

澄衷故居遗址、叶氏义庄等，以及不少珍贵的历史实物、碑刻、文物史料。这些集居地不但

保存完整，而且规模颇大，又很便于保护、利用；这些集居地，建筑形式多样，宅居豪华，风

格特异，是宁波商帮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浙东民宅建筑典型代表。

★海外同胞为国家贡献大

镇海是华侨之乡，海外侨胞、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成为镇海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

纽带。他们虽身在异国他乡，但积极支持、参与祖国统一与现代化建设大业，关心祖国之

发展、家乡之进步，已有近百人对家乡进行捐资，捐资项目达 450多项，捐资金额 1.49亿

元以上，约占全市的 14％，充分表现出桑梓之情、赤子之心。目前，约有 1.05万镇海籍

“宁波帮”人士侨居港澳地区。这些乡贤爱国爱乡，造福桑梓，为推动镇海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1.镇海商帮人士在宁波帮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你能历数几个知名人士及主要事迹

吗？

2.宁波帮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他们的宁波精神，结合你所熟悉的镇海商帮人物，谈谈

他们在不同经历中所折射出的宁波精神。

小资料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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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进庄市，通过参观包玉刚故居、镇海商帮文化公园，感受商帮文化，寻访镇海商

帮人士的成长足迹。分小组完成人物简报，在班级内交流展示。

2.查找相关资料，收集镇海商帮人士对镇海及其他地区所做的公益事业或其他贡

献。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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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商帮之乡

阅读

第二课 镇海商帮人物画卷

镇海是海外“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镇海籍的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有

5000余人，较著名的有包玉刚、邵逸夫以及全美华侨工商总会会长应行久等。镇海商帮

的突出业绩有目共睹，在探索其突出地位的原因时，人们达成共识：人杰地灵的镇海孕育

了开拓进取的商帮文化。

镇海商帮群体特点

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开埠以后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发展中心的过

程中，宁波商帮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大批宁波人背井离乡，走南闯北，四处谋生。

不少人成为商海巨子，富甲一方。“无宁不成市”、“无宁不成商”是当时人们对宁波人的真

实写照。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威廉·斯金纳 1974年所写的《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一书中

评价的那样：“是宁波人促进了上海的兴起。”

镇海历史上虽说是浙东的一个小县，但这里人杰地灵、商贾辈出，是宁波商帮的主要

发源地及中流砥柱。主要表现在：

在宁波帮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镇海籍人士都有领军人物。清初，郑氏十七房家族已

历代经商，至清中叶“盖屹然为甬江砥柱 20年”。镇海方介堂及李也亭家族一门 4－5代

都有上海商界的领导人物和杰出代表。“四明公所”的领导权，“在成立之后不久，就落入

镇海方氏家族之手。这一家族在上海的宁波集团和银钱业中，享有盛名达一个世纪之

久”。在上海旅沪同乡会、上海商务总会及上海总商会中，方椒伯、李征五、傅筱庵、虞洽

卿、李云书、俞佐庭等人曾被选为主要负责人。在上海商会中，长达 40余年（1901—1946）

担任会长、副会长、理事、执委等要职的共 14人，镇海籍人占了 8位。近代镇海的不少华

侨、华人，如包玉书、应行久、张济民、张和祥、周祥赓、顾国华、林涟水、王心仁、水铭章、包

从兴、金如新、周志刚等在当地多为侨界和社团领袖。

9



1. 实力雄厚

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从 19世纪后半期到 20世纪这一时期，上海拥有四家钱庄

以上的，有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即镇海方家、镇海李家、苏州程家、慈溪董家、镇海

叶家、湖州许家（与镇海叶家是亲家）、洞庭山严家、宁波秦家、洞庭山万家。”其中宁波帮

占了五家半。镇海籍人士竟占了三家半。而镇海骆驼桕墅方家以先后开设 43家钱庄，列

九大钱业家族之首。为“上海钱业的开创者”，“执上海商界之牛耳”。“直至 19世纪 70年

代，其他宁波家族才开始对方氏家族在上海商业上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

从行业分布来看，镇海实业家多涉及金融（银行、钱庄、保险、证券交易、证券物品交

易所等）、商业、航运、交通、影视、糖业、纺织、化工、造纸、房地产、水、电业、火柴、煤油、五

金业、五洋杂货业、海味水产业、外贸、买办、裘皮、药材、农垦业等行业。从地区分布来看，

可以说是遍布国内外，尤其是上海、宁波、汉口、天津、杭州、南京、宜昌、苏州、镇江、香港、

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日本、西欧等地。其经济实力之雄厚，令世人惊

叹。

2. 商贸人才多

20世纪，不少银行主管及商界重要人物及买办都是从方家、李家、叶家的钱庄、商号

等企业中走出去的。

镇海籍人朱五楼，曾任上海福康、顺康等钱庄经理，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正式成立

后，任第一、二届会长，并发起创建永享银行。

镇海骆驼长石人（原属慈溪）王伯元曾任中国恳业银行总经理兼天一保险公司董事

长，上海通和商业银行、同泰商业银行董事长，1941年代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至抗战

胜利。

镇海人史晋生早年在叶澄衷顺记五金号任职，后被张之洞委为汉口商务局总董。而

盛竹书（后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和樊时勋，这两个镇海人，一

个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一个为上海分行经理，而樊时勋原是叶澄衷家族财团

的总管。

20世纪初，汉口宁波帮九大企业中，镇海人在七大企业任经理或行东。在天津宁波

帮最著名的 7位人士中，有 4位是镇海人（叶澄衷、周星北、严焦铭、叶星海）。据 1946年

宁波旅沪同乡会统计，该会共有会员 36490人（包括定海籍），镇海籍的会员为 10302人,

占 28%。

另据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研究员王遂今先生在其所著的《宁波帮怎样经商致

富》一书中共列出宁波帮著名人士 128名（包括定海籍），其中镇海籍 46人，占 36％。而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师李瑊博士在其所著的《上海的宁波人》一书中共列出著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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