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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光中

宁波，秦代称“郧”，意为商贸之邑，是我国极少数源自

商贸的古地名之一。

所谓宁波帮，原本是指明清以来浙江宁波府属鄞县、慈

溪、镇海、奉化、象山和定海(今之舟山市)六邑的地域性

商人集团。孙中山在1916年说过：“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著，

且具坚强之魄力”；“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

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4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

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①1949年5月

6日，毛泽东致电解放浙东的前线将领，指示：“在占领绍兴、

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

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②这表明毛泽东也是这

么看待的。但当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

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⑧，其内涵就大而扩之了，

不仅仅限于商人集团，而且泛指活跃在国内外各项事业的甬籍

①1916年8月25日《杭州国民日报》。
“

．

●

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③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扉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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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士。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宁波行政区划的变化，其地域

又增加了原属绍兴府的余姚市和原属台州府的宁海县。

宁波位于东部海岸线的中段，南通闽粤，东接日本，北与

朝鲜半岛相望，扼南北水路之要冲．，拥天然深水之良港，遂有

“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甬商，前往沿海各地乃至东北亚、东南

亚各国经营航运和贸易，自唐至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

“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号称“市廛所会，1万商之渊”。这里

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明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日商“争贡事件”，因此而遭

海禁。于是甬商“弃海登陆”，习计然策，谋什一之利，足迹

遍及天下，声势有增无已，中国十大商帮中有了宁波帮。清末

浙东民谚“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集

市没有宁波商人，没有一个衙门没有绍兴师爷。发展到20世

纪上半叶，宁波帮更是超越老牌的徽商、晋商，以其雄厚的实

力，在经济金融中心大上海独占鳌头。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

宁波帮在大陆进入休眠状态。但移师海外的宁波帮依然活跃，

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涌现出好些世界级的商海巨子。．改革开

放后，大陆宁波帮也迅速复苏，‘新生代悄然崛起，并与海外宁

波帮交融合流，展现出新时期重振雄风的勃勃生机。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世纪伟人，都对宁波帮如

此关注，足见其地位之举足轻重。其实，学术界的兴趣也相当

浓厚。早在1909年，就有相关论文在国外发表j德国学者马

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予以引用和肯定。从

那时到今天100年间，中外学者对于宁波帮的研究不绝如缕，

时有佳作。特别是邓小平谈话公开之后，在海外宁波帮积极响

应、报效桑梓的同时，宁波帮研究也掀起了空前的热潮，并呈

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因此，当世界经济发展到2l世纪、中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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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大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整理迄今

为止有关宁波帮的研究成果，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推动

当代宁波帮为家乡乃至大中华地区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宁波帮志》，的动机所在。《宁波帮志》

拟分十卷：第二历史卷，第二实业卷，第三人物卷，第四会社

卷，、第五善举卷，第六教育卷，第七文化卷，第八科技卷，第

九遗迹卷，第十文献卷。各卷单独成书，最后汇编成志，集此

前之大成，开后世之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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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崇文重教的宁波帮传统’
． 0。·

，宁波；自秦以降，；：始终是我国重要的沿海贸易口岸。．浓郁

的商贸氛围，不断培育和造就出一代代宁波商人，形成了闻名

遐迩的宁波商帮。生生不息的浙东大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

享有“文教之邦”的美誉。在崇文重教的优良文化传统的氤

氲下，宁波素来文明昌达、文教兴盛，教育为包括商帮在内的

各类人才的涌现奠定了文化基础，而成功的商贸又为本土教育

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后盾，在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宁波逐渐

形成鲜明的文商共融、两脉并济的地域文化特点。‘·

．．教育不仅是宁波本地各类人才涌现的坚定磐石，且宁

波的教育发展与中国教育发展的步伐相吻合，宁波早期的

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不凡地位与重要贡

献。早在公元1世纪末，宁波所属的余姚地区已经出现了

学宫，《后汉书》中的黄昌传为我们记录了这方面的原始

信息。三国东吴时代，《慈溪县志》有慈溪鸣鹤场建虞都

尉讲舍的记载。之后，文脉绵延，州学一县学鼎盛，书院
如雨后春笋般创建；明嘉靖年间的1566年，范钦筹建后来

名扬天下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19世纪末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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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张吸收西方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提倡革新教育奋

发图强的官员，大力推动创办新学。1879年，知府宗源翰

率先创建开设新兴学科的辨志书院，开启了宁波新世纪教

育的新篇章；1897年，知府程稻村采纳严信厚等人的倡

言，筹建宁波第一所中西学堂，1898年开学，定名储才学

堂，1904年改名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改为浙江省立第

四中学。知府喻庶三自1904年开始先后兴办宁波府师范学

堂、宁波府女学堂、宁波政法学堂等。

早期的宁波帮是对宁波籍商人在开展商务活动过程中逐渐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聚合体的一种群体称谓j以研究中国商业而

闻名的El本学者根岸佶先生的《上海四明公所》一文以及我

国学者徐蔚南先生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均正式提

到了宁波帮，对其表述不谋而合，认为宁波帮包含颇广，是指

前宁波府所管辖的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

定海县、石浦县7个县的商民，这一提法后来普遍为人们所接

受，也因此二直被沿用。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宁

波籍实业家安子介先生在《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一书

的《序》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在清代，宁波曾是一府；底下

有六个县：镇海、奉化、慈溪、鄞县、定海、象山。凡是这些

地方的人，在外地统称‘宁波人’。”安子介先生还指出：“其

实，不存在哪_个‘帮会’，不过因地理关系有共同点，造成

他们的成功，在学术界方面也必大有人在，足以为他地中国借

境。”宁波人素有“团结自治，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民国

《鄞县通志》指出：“其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凡与

盎格鲁撒克荪民族并称。”随着外出谋生的宁波人的进一步增

多，埠外宁波人的力量也与日俱增，更加之j‘宁(波)人足

迹所履之处，为达数百人，鲜有不谋组织团体，建造会所，兴



办教育、慈善诸务，_以为利于乡人者”。以“叙同乡之谊、联

同乡之情”为宗旨的同乡会组织是孕育宁波帮的母体，正是

在同乡会这一逐渐成长起来的母体中，宁波帮这一称谓逐渐突

破了职业、阶层和地域的限制，．演变为对埠外宁波人的一种泛

称，变成对除在宁波本地以外、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原宁波府属

和现宁波市属各县(市、区)籍人士及其后裔的一种统称。t

埠外宁波人力量的壮大引起了领袖的关注，而领袖的高度

评价又推动了人们对宁波帮的研究兴趣和情感认同。公开提到

宁波帮的领袖应首推孙中山。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莅临

甬城作了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宁波风气之开，

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

才，均具此资格。”接着，孙中山先生提出发动宁波人建设家

乡的号召，他说：“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者

多在外埠，’鄙见以为发展实业，在内地更为重要。试观外人，

其商业发展于外者，元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

叶自茂也。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

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努

力经营，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即可日臻发达，而甬人之经营

于外者，自无不可随母地之发展而益形发展矣。”这番讲话，

虽没有邓小平后来提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

来建设宁波”这样明确，但其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显而

易见，两位历史巨人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精辟见解，使我们一般

所称的宁波帮的外延大大扩展了。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

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

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j这是孙中山先生期望于

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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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能干和灵

活的经营手腕，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一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

的致富神话。另一方面，宁波帮人士历来爱旧地而不恋故土， ．。

他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外出闯荡世界取得成功后，．再报效

桑梓、造福祖国，功成名就之时不忘家乡建设。纵观百余年来

宁波帮重视人才培养和捐资办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在思想

上不断蜕变更新的过程，反映在具体的捐赠行为上，：可见三大
●

。

特点- 二 、}

i。 ·

其·，人数众多，数额巨大。新中国成立前的捐资人数与
捐资数额已无法统计，仅改革开放以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

予“爱乡楷模”的宁波籍人士就有28人，授予“宁波市荣誉

市民”称号的宁波籍人士有61人，他们个人的捐资额均分别

达到1000万元和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至于500万元以下的

捐赠更是不计其数。截至2003年，宁波市接受的捐赠总额为

10多亿元人民币，而他们对全国的捐赠总额估计在55亿元人

民币以上。‘

其二，自成系列，各具特色。宁波帮人士往往将捐赠当做

一项事业悉心经营：甚至将他们多年的经商经验与智慧运用到

捐赠事业上，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财力在捐赠方向的选择

上，深思熟虑，精心规划，分步实施，，往往自成系列，各具特

色。如邵逸夫先生身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他把捐赠的范围一

开始就定位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先从师范类教育开始，·最后将

捐赠范围涵盖我国各省市的教育体系。赵安中先生自量自己的

实力后将贫困山区的基础教育作为自己的捐资方向，从捐资助

建当时宁波市的29个贫困乡镇做起，进而扩展到全国10个省

市的贫困地区，使赵氏家族的近1亿元捐赠收到雪中送炭、以．

_当十的效果。闻儒根是一个自己亲自下车间劳动的小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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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给幼儿园和敬老院的

“闻氏系列工程”，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

其三，家族行动，代代相传。新一代宁波帮秉承优良传

统，关心家乡发展，热心公益事业，·他们不单是物质财富的继

承者与享用者，并且是精神财富的维护者与看护者，逐渐形成

群体共识和精神接力。王宽诚的子女王明远、孙弘斐、王兆

宏、王明勤代表王宽诚家属，自1989·年以来，先后捐资4000

多万元人民币。包玉刚、曹光彪、赵安中等人的后代以及香港

甬港联谊会的严信才、、叶杰全、邹星炳等也都在家乡捐赠公益

项目或设立教育基金。新』代宁波帮还积极参与家乡经济建

设，有的为家乡架起引资引智的经贸桥梁，有的则直接投资办

厂，改变了以往老一代“只捐资不投资”的传统理念j

乐善好施、造福社会是宁波帮素来的优良传统与人文美

德，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怀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在埠外宁波人外求发展后造福社会的各项行为和贡

献中，关注、资助或投身教育是宁波帮最肯用心用力之处，以

商贸为基，．以教育而铸升华之鼎，这一观念在宁波帮人士中薪

尽火传，生生不息，自邓小平的倡议发出后的二十多年间，宁

波帮已向家乡和祖国慷慨捐赠，兴办各类教育事业多达7000

多项，其中投入教育的总金额达到55亿元，崇文重教的宁波

帮传统在新时代的宁波本土发展中获得了生命的延续和成长。
．

’

j ：

二宁波帮的教育理想与20世纪中国教育。．
。

～ ’

●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宁波帮兴办教育、捐资兴学的历史

是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跌宕起伏的20

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各不相同

的政治时期，尽管历史进程风云变幻，’宁波帮献身教育或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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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学的活动始终未曾停滞。回溯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

宁波帮对中国教育的每二项参与几乎都烙刻着特定时代的历史

印记，宁波帮捐资兴学的历史轨迹与20世纪中国从实业救国

到教育救国的观念变迁一脉相承。 ．

，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叶澄衷为代表的诸多宁波帮人士

率先在上海、宁波两地斥资办学，办学堂、兴新学，为世纪之

交的清末教育新政推波助澜，．当之无愧地成为掀开20世纪中

国教育近代化序幕的宁波帮先驱。旅日侨领吴锦堂后来居上，

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家乡宁波慈溪独资创办锦堂学校，大力

革新教育内容，引入职业教育新理念j丰富了实业教育思想，

因而被推崇为民国“办学三贤”之一。旅沪宁波同乡会组织

革故鼎新，扩展会务内容，大力创办基础教育，自力更生解决

居住地移民子女的教育难题，留给历史无穷启迪。宁波帮反哺

桑梓，承前启后，源源不断地在家乡兴办各类学校，呈现出民

办教育燎原之势的壮丽景观，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的发

展谱写了蔚为壮观的宏伟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帮除旧布

新j王宽诚以投石问路式的义举创办东恩小学和东恩中学，延

续历史传统，开创公有民助教育新模式，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复

兴华侨教育、催苏民办教育的幕后导演，直至首开纪录个人出

资创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基金制度——王宽诚教育基金，宁波

帮重新走上了中国教育发展助跑者的行列。南迁香港的宁波帮

人士，在新的居住地——香港，将同乡会办学的传统发扬光

大，旅港宁波同乡会在创办公学的行动中保存了捐资兴学的传

统火种。在祖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感召和邓小平“把全世界的

‘宁波帮一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的激励下，以包玉刚、

邵逸夫、曹光彪：陈廷骅和赵安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

宁波帮，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一掷万金，和而不同，从



留学生教育到教育国际交流，从建楼造馆到设奖捐基金，从希

望工程到世界-流大学建设，不断创造出’20世纪下半叶宁波

帮捐资兴学的辉煌业绩。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宁波帮的捐资办学行为已积

淀为宁波商帮的优良文化传统。宁波帮在20世纪各个历史

时期对中国教育的投入方式也不断变化，既有直接投身也有

资金资助，总体来看，宁波帮的教育捐赠行为要多于直接的

办学育人：诸多热心教育的宁波帮人士并不直接参与办学育

人等教育活动，这也是宁波帮与20世纪中国教育之关系的

重要特征-o但我们必须承认，宁波帮对20一世纪中国教育的

贡献不可小视，更不可忽视。宁波帮人士参与捐款创建和资

助的教育机构，为20世纪中国各行业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

大贡献，许多中华英才曾就读于宁波帮创建或资助的学校。

竺可桢、胡适、|丰子恺、周扬等人毕业于早期宁波帮代表叶

澄衷在沪捐建的澄衷蒙学堂和中兴学堂，邵逸夫、包玉刚、

赵安中、包从兴等人曾就读于叶澄衷在甬捐建的中兴学堂；

浙江省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卓兰芳、著名书法大师沙孟

海、著名花鸟工笔画大家陈之佛等人则毕业于吴锦堂创办的

锦堂学校。宁波帮捐资兴学的百年历程雄辩地告诉我们，他

们对20世纪中国教育的每一项捐赠，从来都不只是局限于

为自己培养职业人才，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培育家族事业的接

班人，而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培养人才。他

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捐赠，实际上是一种托付，不事必躬亲和

横加干涉，完全放手地交与政府或办学者。教育的兴衰离不

开有识之士的鼎力襄助。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既引资又

引心，使身在海外的宁波帮梦萦故土，报效家乡，他们中的

许多杰出人士身体力行，投巨资推进祖国的现代化教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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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善办学条件j推动国际交流，使莘莘学子能够接受良

好的教育，推动祖国人才培养的新境界与新层次。：‘·～

懿德茂行，可以励行，宁波帮不计私利，慷慨解囊。潜j心

教育，既直接培养人才，．也问接教化人心，匡正时风；!宁波帮

的优秀代表更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首富与首善可-以兼济。宁

波帮正是以捐资助学的独特方式用毕生创造与积聚的财富延续

着人类文明的火种，宁波帮胸怀天下，对中国教育的参与与贡

献从未停歇，’当今两大教育基金均来自。宁波帮j捐资兴学；让

宁波帮的财富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并从有限转变为无限，宁

波帮对20世纪中国教育的慷慨捐赠超越了血缘、超越了地缘，．

也超越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真正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体现了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

事的人文传统，体现了不为财富所累。千金散尽济苍生的洒脱
●

，

境界。 ’．
．

托物言志，道以德弘。宁波帮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发展作

出的贡献已经永载史册，明标星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先后

将他们发现的多颗小行星命名为“李达三星”、“邵逸夫星”、
? “曹光彪星”和’‘‘王宽诚星”，可谓群星闪耀，这种殊荣，迄

今为止没有另÷个商帮群体和地域人群可比拟，足显社会的评

价和宁波帮的卓尔不群。宁波帮通过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彰显了

自身的理想和境界，同时在自己的身后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

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样赞美包玉刚先生：“包玉刚爵

士的拳拳爱心远远超越商业与金融世界的范围。他是香港慈善

团体与艺术界急公好义的赞助人。他对高等教育及学习尤为兴

趣盎然，不光局限为香港造福，而且向世界各地送暖。．他决定

·在家乡宁波创建的一所大学，是他慷慨大度与卓有远见的见



证。他为我国许多教育项目奔波操劳，‘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七”
．，

：
。，

’’

’‘

世界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曾如是评价
●

邵逸夫：“邵逸夫先生多年如恒地对中国教育界医疗界各阶层

的慷慨捐赠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他的慈善心肠和稳文而坚定的
“

·

：
‘

，

‘·。
，．

高尚情操是我们的永恒的榜样i”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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