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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波，秦代称“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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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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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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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甬籍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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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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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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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江滨，江苏淮安人，生于辽宁大连。曾在部队、工厂工作过。先后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今扬
州大学），南京大学。1999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徐州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现为宁波大学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系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宁波发展蓝
皮书》特约撰稿人。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无名氏传奇》、《从边缘到超越》等三部，参与《
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等多部学术著作的编撰工作。曾参与大型电视文献专
题片《八·二三炮击金门》的撰稿。主持省市各类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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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奖章”获得者　　十二 谈家桢：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　　十三 周毓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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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精英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

章节摘录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波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
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取代，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就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
未成功，但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
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
，均有宁波帮投资和经营的身影。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
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
，宁波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
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他们及时更新、全力
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
、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其中许多行业在当时都具有很高的科
技成分。宁波帮的影响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
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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