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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精神何以生生不息？
记者 顾嘉懿

中国古有十大商帮，晋商、徽商都曾
赫赫有名、占尽风头。然而，时至今日，
还在活跃的商帮，只有宁波帮一个。

宁波商帮为何会有近代的繁荣？为何
一代又一代热衷于帮宁波的人士加入“宁
波帮”？在“宁波帮·帮宁波”大会召开以
及包玉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本报采访了3
位对宁波帮长期保持观察和研究的老师
——孙善根、戴光中、王耀成，请他们解
读宁波帮的时代精神，并分别为宁波商帮
的当下和未来把脉。三人都提出了许多客
观、中肯的意见。

守信如潮，同舟共济
“团结、诚信、务实、创新”，是所有人在谈论宁波帮精神时

都会用到的词汇。
孙善根说，宁波人外出经商有所成就，往往会将自己的同族

同乡带出去。比如，经营钟表业的多为鄞县樟村人，从事药材业
的多是慈溪人，做银行业则以三北人居多。

各地同乡会组织也是宁波人进入商业领域的途径。同乡会往
往有为同乡介绍职业的功能，许多在上海没有亲人的宁波人，都
是通过“四明公所”等组织找到工作的。

宁波帮还善于利用同乡会组织结成联盟，共同协商互助，度过
一个个难关。宁波籍工商企业实力雄厚，同时，他们多又是宁波籍
钱庄的忠实股东，两方互为后盾，互相支持，得以发展壮大。

孙善根以著名的“宁绍轮船公司风波”为例：英商太古公司为
压制宁波船商崛起百般刁难，降价倾轧，虞洽卿等人正是通过宁波
旅沪同乡会，联合行动，相约不坐外国轮船，迫使英商妥协。

俗话说，无商不奸。而翻开宁波帮发家史，几乎每一页都写
着“诚信”二字。

民国小学课本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五金大王”叶澄
衷早年只是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小人物。一天，有个英国洋行经
理雇叶的小船过江，不慎将皮包落在船上，叶澄衷打开一看，见
有美金数千与支票簿、钻戒、手表等物，遂停下生意不做，在原
处等候洋人来寻。直到夕阳西下，那洋人焦急寻来，叶将皮包归
还。洋人开包检视，东西一点不少，大为感动。意欲酬谢，被叶
婉拒。洋人愈发感动，于是给他指点了一条生路：经营船头五金
生意，并答应在叶澄衷认为有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一代“五金
大王”从此发迹。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包奎祉的商贩在客店无
意跟人拿错了包裹，发现大量银票。已经离开原地一日的他立马
返回，原地候人不至，只好在客栈墙上写明情况和认领地址，等
人来取。过了很久，真有一位福建木材商人前来询物。木材商被
包奎祉的诚意感动，邀请他一起做生意。几年之后，包奎祉发了
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人。这位包奎祉就是包玉刚的太祖。

宁波人也务实，赚了钱之后，依旧能保持勤俭作风。包玉刚
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勤俭就常为人津津乐道，他从不喜奢华衣
衫，柜子里都是旧衣服，穿舒服了就好。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至于宁波帮的当下和未来，三位老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畅想。
孙善根教授擅长宁波帮史料收集，目前，他已申请到一个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有意将新收史料汇编成丛书。“现在还剩下的资
料，大多散落在后人手里，数量庞杂，难以统计”。这份工作同时也
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同理心，任重而道远。

今天7月，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在宁波拍摄了三集百年
包玉刚专题纪录片，王耀成和戴光中都跟节目组有所接触。

“在这个历史节点纪念包先生，弘扬他的精神，我觉得很有意
义。”戴光中说，包先生的人格和精神，就像一座大山，高山仰止，
我们这一代人应怀着感恩的心情，永远记得他。

不久前，由梅花奖演员王锦文主演的，由天涯、王耀成合写的
小说《女船王》改编的甬剧《甬港往事》在香港演出，邀请到包玉
刚先生长女包陪庆女士等在港同乡会人士共同观看。陪同在场的王
耀成告诉记者，演出结束后，包陪庆女士同王锦文进行了长时间的
交流，说她在主角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宁波的发展离不开“宁波帮”人士的支持。王耀成认为，时代
在变，世界环境也在变。历史不可复制，但只要有土壤和基因在，
宁波商帮还会创造新的辉煌，理当寄予期待。

学生参观宁波帮博物馆。 龚国荣 摄

源起三江，勇立潮头
提到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史，三位老师都不约

而同地提到了宁波的旧称——“鄮县”，意即做贸
易的地方。从商，似乎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选择和
属性。

宁波境内地少人多，发展农业先天不足。
王耀成说了一句俗语：湖广熟，天下足；宁波
熟，一餐粥。便是指自然资源的不平衡。

但同时，宁波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地处全国海岸线的中端，自古有“鱼盐市
舶之利”。为了求生存、谋发展，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洋世界。

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
岸。宁波人经商，历史悠久，从商致富，代有
其人。

明清时期，宁波人的商业活动已相当活
跃，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很有影响的一支
商帮。同时，宁波的本土商品经济也得到很大
发展，利用河海联运的地理优势，成为南北货
物转运中心和集散地。位于宁波三江口的庆安
会馆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孙善根说，长期以来的经商习惯使宁波人
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重儒轻商的价值观。以商为
业、以商为荣，成为宁波人普遍的价值取向，
经商致富的实例是人们竞相仿效的榜样。

如果说，宁波是大批宁波籍工商人才事业
的起点。那么，上海，则是他们大放雄姿的舞
台。五口通商后，当举国上下还没有从这一事
件中醒悟过来时，嗅觉灵敏的宁波人已经看到
了这一变故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他们审时度
势，充分发挥优势，抓住机遇，捷足先登，开
始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在王耀成看来，宁波帮最大贡献，就是推
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他们最早自学洋泾浜
英语，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因
从事沿海埠际贸易而发迹。叶澄衷、虞洽卿、
朱葆三等人，莫不受益于此。

对比晋商比晋商、、徽商和宁波商帮徽商和宁波商帮，，戴光中分戴光中分
析析，，晋商热衷晋商热衷““置办房产置办房产””；；徽商素有左儒右商徽商素有左儒右商
的传统的传统，，赚钱之后最终目的还是让后代转行读赚钱之后最终目的还是让后代转行读
书书；；而宁波帮不一样而宁波帮不一样，，赚了钱就是扩大再生赚了钱就是扩大再生
产产，，再投资再投资。。

宁波商帮形成之初宁波商帮形成之初，，在众多商帮中并不显在众多商帮中并不显
眼眼。。但在进入近代以后但在进入近代以后，，能迅速崛起能迅速崛起，，不能不不能不
说和他们说和他们性格和特质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