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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物如见人

大江东去，老一辈宁波帮的峥嵘岁月已经渐渐沉淀在了
翻滚向前的时间长河中；大浪淘沙，前辈们的种种优秀品质
也在后人的见证与实践下历久弥新。

虽然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面对面地接受这些“时代传
奇”的发蒙启蔽，但是，他们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不甘居
人后的开拓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明思想，至实而无妄的诚心
品德，立业重义理的互助风格，无不体现在他们的起居小事
上，那些伴随着他们衣食住行的物件，也成为我们与前辈们
隔着时空遥遥对话的桥梁。

2009年建成的宁波帮博物馆依靠海内外人士的襄助，集
纳了一批珍贵典藏，使我们得以亲近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见物如见人，三江归海，血脉同根，永启后人。

信中记录了王宽诚向国内捐
助“维大号”战斗机的事迹，上
有王宽诚先生亲笔签名和印章。
1947年，王宽诚由上海去香港发
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宽
诚踊跃为国家大量购买紧缺军用
物资，并带头捐献战斗机一架。
为筹集资金，不惜将公司收购的
香港地皮出售来应急，展现了宁
波帮舍利取义的家国情怀。

1920 年，上海“笑舞台”剧院被邵逸夫先生
的父亲邵玉轩收购，后交由邵氏兄弟经营。笑舞
台是影视巨子邵氏兄弟的发迹地。1925 年，邵氏
兄弟以笑舞台为基础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后
辗转南洋创业。他们还发明了流动电影放映机，
可 以 露 天 放 电 影 。流 动 车 的 名 字 为“RUN
RUN SHAW”，意思为跑来跑去放映，这个流
动车的名字也成为了邵逸夫的英文名。这两本

“笑舞台”账册是 1927 年“笑舞台”所记的对外
营收账目，内容涉及当年上海一些团体、个人来
看戏购票时赊欠、归还钱钞等情况。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由旅沪宁波人在上海创
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华资商业银行之一。清光
绪三十四年 （1908），由宁波帮人士袁鎏、朱葆
三、周晋镳、虞洽卿等在离上海外滩不远的宁波
路、江西路口发起成立。四明银行的钞票甫一发
行，就遭到企图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商银行的
夹击，他们将四明印发的钞票攒到一定程度就来
挤兑现洋，给四明银行造成极大的压力。幸得宁
波同乡会的支持，发动宁波同乡施以援手，各大
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才得
以平息，体现宁波帮的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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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车牌为“YING888”的黑色劳斯莱斯
轿车出厂于 1982 年，是美国华商总会创始
人、著名爱国侨领应行久先生的座驾。上世纪
70年代，邓小平同志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
会和访问期间均用过应先生的私人高级轿
车，而这辆劳斯莱斯轿车曾接送过访美的朱
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近40位访美的
省、部级领导，见证过许多历史时刻。

图片均由宁波帮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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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柜通体红漆，柜门刻有“镇海叶氏藏
书”，为叶氏义塾储书所用。

叶澄衷 （1840-1899），宁波镇海人，清末沪
上巨贾，人称“五金大王”。叶澄衷秉持教育兴国
的理想，一生热衷捐赠教育。1871年，义塾创办
人叶澄衷痛感于时局，发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
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
利，莫大于兴学”的感叹。他在镇海庄市创立

“忠孝堂义庄”，以赡养族中孤寡，并附设叶氏义
塾 ， 供 叶 氏 子 弟 启 蒙 教 育 。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1906），义塾改名“叶氏中兴学堂”，允许异姓子
弟入学。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等一
大批知名宁波帮人士，均在此获启蒙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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