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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宁波帮这一称谓原指明清以来旅外从事工商业的宁波

(包括部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梅、余姚、宁海)

商人群体，现在它的内涵已经有所拓展，泛指在经济社会与科

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奋发有为的旅外宁波籍人士。作为商

帮，宁波帮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等实业界作出的贡献有

目共睹，而在文化领域，他们同样出类拔萃。 20 世纪初叶，

以上海为中心，中国社会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这个进程中，宁波帮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不断吸纳

先进的理念与先进技术，创办产业，研究技艺，无论是电影、

娱乐界，还是出版、文博、体育界，宁披帮都在全国占有一席

之地。他们夺得了多个"第一"与之"最既是这个领域中

的开拓者，又是最高水平的代表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进程中，宁波帮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有力

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宁波帮其他实业

界人士相比，在文化界的奋斗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有不同的

身份，但又有共通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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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宁波帮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身份

立足于文化领域看宁波帮，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两种身

份文化产业家"及"文化事业家"。前者的目标是"商

后者的目标是"心"。这两种质素有时分离，有时又交错地体

现在一个人身上，从而显现了宁波帮在文化追求上的特色。

"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术语于新世纪之交才在学术研究与

文化管理领域里广泛应用，但作为一种经营类别， 20 世纪初

期宁波帮就已在上海开了先河。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宁

波帮在电影业、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物业、博物馆业、体

育业、艺术业、文化科技与科研以及文化交流方面，都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张石川把自己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办成了

赫赫有名的企业，他设置机构，创办杂志，开办演艺训练班，

制造明星，注重管理，发展院线发行、媒体宣传等相关产业，

为中国早期电影产业竖立了标杆。黄楚九首创娱乐场，他先在

"新新舞台"屋顶上办起了"楼外楼而后又创办了出奇制

胜的"新世界接着又建造了闻名中外的"大世界"。大世

界"新奇别致，百戏杂陈全国南北戏剧于此汇聚，各种休

闲设施齐备，强烈的海派文化气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宾

客，以至有了"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的说法。直到今

天"大世界"仍是一个标志，见证了中国现代市民文化的过

去与现在。鲍咸昌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 20 年的苦心经营中一

跃成为中国以及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不仅打破了外国人

垄断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局面，也成为中国近代印刷业全面崛起

的标志和动力。他们编写各类教科书，编篡《辞源》等大型

工具书，译介西方学术名著，出版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

整理重要古籍，编辑"文库"、"丛书出版各类杂志，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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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在

海内外铸造了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

业的诸多第一。

然而文化产业毕竟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经济效益当然是

经营者关注的目标，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比如戏剧、电影导

演应云卫为了他所热爱的戏剧、电影事业，放弃了收入丰厚

的稳定职业，去做生活没有保障的"戏剧买办一度生活

窘困到连自己的孩子都只能寄养在亲戚家里;邵淘美为了文

化普及与文化教育的理想，以一种"堂吉坷德"式的精神致

力于出版事业，最后不仅倾尽精力也赔光了家产;张寿铺藏

书 16 万卷，广收善本、珍本及乡贤遗著，最终又把这些都

捐献给了国家;还有袁牧之、周信芳、丁景唐、林海峰这一

群人，他们以高超的专业能力在各自领域里独领风骚，那种

兢兢业业的事业心，使他们超越世俗功利将文化的发展与传

承作为生命的寄托和目标。从这一点上看"文化产业家"

与"文化事业家"的区别是明显的，为"利"还是为"心"

成为区分二者的突出标志。

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些获得"商业"成功的文

化产业经营者，有时又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就是为

"钱"也为"心"。比如张石JI[ 自从进入电影界就一直在这块

阵地上坚守，他的搭档郑正秋曾因喜爱文明戏一度离开影业，

张石川却拍了一部电影就再也放不下了，整整干了一辈子。他

崇尚"票房价值"鸳鸯蝴蝶派影片赚钱就拍鸳鸯蝴蝶片;武

打片卖座就拍武打片左翼"电影兴起，他就拍了《脂粉市

场》、《前程》、《压岁钱》等片。他既开滑稽娱乐的先河，又

是长篇正剧的导演;既是武侠神怪电影的始作俑者，又是

"左翼"新潮的拥护者，一边拍摄进步电影，一面拍摄鸳鸯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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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派影片。①他的选择肯定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连续几

天几夜站在水银灯下拍片，自己的公司被烧毁后就到别的公司

拍片，这些行为用"商业追求"作简单解释就很难令人信服

了。张石川晚年身体状态很糟糕，可一听柳中亮请他帮助办好

"大同"立刻就生知遇之感，马上打起精神再干一场。他在

病榻之上替柳家筹划一切，一点一滴地指点柳和清工作，还勉

力拍了一部《乱世的女性》。即使明白柳中亮想榨取他最后的

一点东西，却仍然把自己所有的经验都告诉给他。显然这已与

商人的唯利是图不能同日而语。从艺术的高度去评价张石川的

电影，大概精品不多，然而他视电影为生命支柱的敬业精神至

今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张静庐也是如此。比起张石}I/ ，他有更清晰明确的事业意

识。他说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

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

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

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一一这是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②在张静庐看来，出版商和

书商虽然都是在做关于书的生意，都关心利润，但他们的追求

目标却十分不同。出版商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所关心的并

不仅仅是账单;而书商则将赢利放在首位，出版书只不过是赚

钱的工具而已 o 正因为这样，张静庐才会对只有薄薄六本的所

谓《高尔基全集》充满愤怒，认为这"丢尽中国出版家的

脸"。他是以做文化事业的精神来做文化产业，其境界要远远

① 参见 http://baike. b函du. comlview/29224. htm。

②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 2∞5 年版，第 136一137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导言 5

高于商业的追求。这当是宁波帮在文化产业经营中非常突出的

一个表现。

二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超越功利的人生目标

尽管在文化领域内，宁波帮的身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人

生目标却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以自己的努力求得自我实现。即

使他们没有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也会是专业领域里的佼佼者。

这种确证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总能令人刮目相看。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以一个金字塔图形来解释人类不同

层次的需求。最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这是颇以生存的必需;

再上一层是安全需求，是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的渴望;第三

层是归属需求，是社会交往上的需要和满足;第四层是爱与敬

的需求，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而最高层的自我实现需

求，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和潜力为目标，属于人类最

崇高和神圣的精神家园。假如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领域中的宁

波帮，会发现金钱只是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工具之一，但他们

绝不会把赚钱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

应昌期作为在金融界、实业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并没有在

商业的成功中得到最大的精神满足，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

围棋。他用经商赚来的财富去推动他所喜爱的围棋事业一一恢

复中国围棋组织，建立职业棋士品位制度，推广新闻围棋比

赛，改良棋具，发明计点制围棋规则，捐资举办被称作"围

棋奥运会"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他创造了多个世

界围棋之最一一第一个提出世界围棋规则要统一;第一个倡导

举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第一个举办世界电脑围棋赛;第一

个推出应氏杯世界青少年围棋赛。他的朋友说，应昌期是把围

棋当成自己的事业，而经商只是他的职业，无论金钱多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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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都无法超越围棋的魅力。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宁波帮最了

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一一他们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能以金钱

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人，元论是应昌期创办的四年一次的

"围棋奥运会还是邵逸夫颁发的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

的"邵逸夫奖都将金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从而在自我价

值的展现中获得真正的成就感。

再看上海巨商黄楚九，表面看来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是为

了赚钱，然而在他不断开拓事业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他在药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

功，成就、名声、地位都已拥有，即使只守住这块阵地依然是

沪上巨富之一。然而他却不断涉足新领域，由药业而至娱乐

业，再到炯草业、银行业、服务业，成为"百家经理"。这些

作为如果只用商人的唯利是图来判断，实际上很难讲清他四面

出击的心理动机一一金钱虽然已经帮助他赢得了尊严与成功，

但社会上的承认未必就能代表自我的心灵满足。所以如果将黄

楚九对事业的不断拓展理解为他对自我价值的确证，似乎便能

解释他在大世界开园时的意气洋洋了。

将心灵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将世人看得

很重的东西轻易放弃。张寿铺在民国时期先后当过十多年的

财政官员，后来却辞官办学，以藏书、读书、著书为乐。他

的学生曾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他刊

刻大型乡邦文献集《四明丛书} ，历时 11 年，汇成 8 集，

184 种、 1184 卷，①卷肤之巨，为国内乡邦文献所罕见。无

论誉写、雕版、印刷，都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

① 因统计方法与标准不一致，对《四明丛书》的"种"与"卷"的数字

统计也不统计。本书采用的是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虞洽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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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力倾注。他将个人的价值定位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之

上，身外之物便可以置之度外。他将藏书献给国家，又将

《四明丛书》全部雕版以其夫人的名义捐赠给浙江图书馆，

藏书的价值、刊刻的价值因此得到了充分展示，他也完成了

心灵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类人的心中，金钱与功利并

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

袁牧之会为了戏剧放弃人人都认为前途无量的法学学业，马

承源会在政治突出的年代辞掉政治职务而专心于文物，应云

卫、邵淘美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用尽家产仍然无怨无悔……

这是他们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超越金钱，超越功利，基

于信念，止于心灵。这条路纵然让他们历尽磨难与挫折，依

然能够做到义无反顾。

这就是在文化领域活动的宁波帮独具的迷人风采。他们以

商人的精明，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转型，推动了

近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以书生的操守，在对事业的执著

追求中体现了超越性的人生境界。

三 宁波帮文化界人士的重要贡献

无论是经营文化产业，还是致力于文化事业，宁波帮作出

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有形的贡献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内创造

了多个"第一"和之"最无形的贡献则是渗透在他们日常

行动中的人格精神，而这正是宁波帮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人常说，宁波帮敢为天下先。这种可贵的开拓精神使从事

文化事业的宁波人在多个领域中领风气之先。在娱乐界，黄楚

九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

乐场"新世界"建立了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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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张石川组织经营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公司一一新民公

司，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情节的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

新闻片《上海战争} ，第一部多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 ，第

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扒在出版界，张静庐首创我国第

一家以代订、代办、代理杂志发行业务为专业的新型书店，邵

淘美从德国引进了代表中国当时出版最先进水平的全套影写版

照相、制版、印刷设备;在报业，金臻库创办的《时事公报》

是宁波历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文博界，

马承源是文物抢救第一人，他主持建造的上海博物馆是"二

十世纪最后的绝唱"在体育界，王正廷是首位中国奥委会委

员，舒鸿是首位奥运会篮球决赛裁判，林海峰是日本首位

"名人本因坊"傅其芳教出了首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

这些载于史书的辉煌既是宁波更是中国的骄傲，也对中国的文

化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很多在文化领域奋斗的宁波帮人士，都有一个艰苦的创

业过程，白手起家，惨淡经营，但历经挫折而不倒，在跌倒

处他们总能很快爬起来。邵醉翁的"天一影业公司"曾在

"六合围剿"之下经营惨梭，但重压之下却能另辟蹊径，最

终在南洋将自己的事业壮大起来;林海峰作为日本围棋划时

代的人物，共赢得到个日本正式棋赛冠军，被称为"不死

鸟"、"常青树"、"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也曾连遭败绩，最后才得翻转。 1965 年，林海峰与

当时日本棋坛新锐石田芳夫对局，曾经九连败。在接下来的

七番棋决赛中，又连输三盘。 1973 年，卫冕冠军林海峰在第

12 届名人战中遭到石田芳夫九段的强有力挑战，对方开始以

3 比 O 领先，可林海峰毫不气馁，竟然连取四胜，使日本围

棋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连败后反败为胜的案例。他以相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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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枚腰"式的精神力量作支撑，处于劣势也绝不放弃，拼

尽全力，坚持到底，从而在最后关头造成逆转。这应该是宁

波帮屡获佳绩的内在力量。

开拓之源在于创新，走向成功则需要百折不回，需要敬业

精神。宁波帮的文化人士便作出了这样的榜样。张石川为中国

电影付出了毕生精力，他静下来的每一分钟都在考虑编剧本的

问题，生活极其单调，除了拍戏，还是拍戏。他一生编导了

156 部影片，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作品最多的导演。黄楚九办

"大世界可谓用心良苦，他仔细研究大众心理，投其所好，

以低廉的票价满足游人的好奇心、凑热闹心，满足文人雅士的

闲情逸致。不仅京戏、地方戏、南北曲艺、杂耍、魔术，应有

尽有，还有哈哈镜、诗谜、小报凑趣，更有从美国进口的惊险

格斗片及其他娱乐设施供人玩乐。"大世界"之所以能成为远

东最大，成为上海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花花世界

的丰富多彩。而它的兴盛显然与经营者的敬业之心有着直接的

关系。

敬业的核心是对消费群体的了解和经营中的服务意识。只

有社会公众接受了经营者所提供的文化、娱乐产品，才能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黄楚九在娱乐业中投大众之所好设置娱

乐项目，既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也体现了服务的基本宗旨，所

以才会有日达两万人的盛况;张静庐的光华书局、上海杂志公

司从细节上体现出服务的温暖，从而使读者数量大增。当年张

静庐爱书却没钱买书，只好到书店林立的棋盘街上去当"巡

阅史现在他出书卖书，就把大门向这个人群敞开。他采用

开架售书的方式，竭诚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

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这个开现代中国开架售书之先河的举

动，显现了文化产业推广文化事业的自觉精神，直到今天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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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沿用。张静庐后来开办上海杂志公司，替读者代订杂

志，提出"改定、退定的绝对自由"的原则，更将服务精神

贯彻到细枝末节，从而使读者对上海杂志公司充满信任。张静

庐因此而大获其利，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文化领域里的宁波帮为"利"、为"心"也为"义"。

在国家遭受外侮之时，宁波帮讲原则，重气节。巴黎和会

上，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王正廷正气凛然地拒绝在《巴黎

和约》上签字"一·二八"时，张石川冒着生命危险深入

前线拍摄抗日纪录片;就连青帮头子黄金荣也开放了"荣记

大世界"和"黄金大戏院"安置无家可归的难民。抗战时

期，柳氏兄弟停办"国华"影业公司不与日伪为伍;金臻库

登报声明他的《时事公报》已被日伪抢走利用;邵掏美在这

个非常时期创办了多种刊物反映人民的呼声一一《时事日

报》、《自由谭》不仅揭露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还向

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直至在日本特务的威胁恫

吓下被迫停刊。宁波帮"见利思义"、不赚"昧心钱"的骨

气由此可见一斑。

"见利思义"在宁波帮回报家乡回报社会这一点上更突出

地显现出来。宁波帮绝大多数的商者只要积有余资，莫不兴办

慈善公益事业，造桥铺路，设工厂，办医院，造福桑梓。从事

文化产业的鲍咸昌、黄楚九、黄金荣等均有此类善举，而气势

恢宏的大手笔是邵逸夫与应昌期的捐资活动。邵逸夫不仅捐资

数十亿用于祖国各地的医疗教育事业，还设立了与诺贝尔奖相

媲美的"邵逸夫奖"以奖励未被诺贝尔奖纳入的科学工作者

们;而应昌期不仅捐资百万建立应昌期围棋基金及上海应昌期

围棋学校，还举办与奥运会同年进行的世界围棋大赛，以弥补

围棋未列入奥运会的缺憾。他们将华人的气魄与胸怀借金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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