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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生逢其时，生活在清末民

初的严康懋，恰逢近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黄金期”。他借助父辈的积
累，抓住机遇，奋发有为，艰苦创
业，特别是重点投资于当时持续增
长、利润丰厚的“朝阳行业”——
钱庄业、棉纱业。其中钱庄业有

“上有天堂下有钱庄”之称，赢得
了巨大成功，获得了不菲的财富。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严康懋在
沪甬投资设立的钱庄，几乎都是可
以进行汇划业务的大钱庄。1922
年，他出资 150 万大洋创办懋昌商
轮公司，更是出手不凡。严康懋经
营的地域，遍及苏浙沪等地，时人
称其“列肆遍沪、杭、甬间，赀雄
乡里，称素封焉”，充分说明其经
济实力与事业成功。

发达后的严康懋，富而思进，
富而思善，一方面没有停止创业的
步伐，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
其创业投资活动几乎贯穿一生；另
一方面，发迹后的严康懋“不敢偏
钱 以 自 私 ”， 富 而 好 义 ， 乐 善 好
施，慷慨解囊，先族后里，“老安
兼少怀”，大力举办各类慈善公益
活动，“诚一乡之善士”。时人称严
康懋“长于理财，善于用财，故生

平之成就也大”。可以说，其一生
相当完美地演绎了近代宁波商人聚
财与散财的财富逻辑。

在 严 康 懋 去 世 两 年 前 ， 1927
年 6 月 1 日 发 表 在 宁 波 《时 事 公
报》 上的 《敬告宁波商人》 一文，
对严康懋聚财与散财的人生作了很
好的诠释。该文是张其为甬上钱业
界即将创办的 《嘤求》 杂志创刊号
而写的。作者借此对有握百业枢纽
之甬上钱业界提出殷切期望，特别
要求钱业诸公“注重公益”。

文章称，太史公曰：君子富，好
行其德；又曰：富者得势益彰。盖财
之为道，一方务在鸠聚，一方务在散
发 ，此 即 所 谓“ 春 风 风 人 ，夏 雨 雨
人”。若垄断求之，局促守之，以积一
人之私蓄，亦何足称哉。四明乡谊最
重，轻财乐施，不遗余力，古有义乡
之称，凡民生利益，济困扶危之事，
在抵枋榆结社，相与维系，订阅规
约，有条不紊。“损有余，益不足”，此
风俗之所以美也。

聚财与散财，既善于经商又善
于散财，是作者对当时富有实力的
宁波商人的殷殷期望。显然，严康
懋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二
聚财与散财是严康懋人生的两

个关键词，其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两
者的深刻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他
看来，只有前者的成功才能为后者
奠定基础，而唯有后者才使前者更
有价值与意义。

严康懋在创业不久后就开始行
善，创业活动更是持续到其生命的
最后时刻。同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在
他这里，财富可以转化为德行，而
德行更可以成为激发创业的强大力
量。

从商人到善人的转变，商人慈
善家严康懋在宁波一地的出现并非
偶然，而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基础。

至少从清末起，宁波一地慈善
事业高度发达，并形成了以近代商
人为主体的慈善家群体，由此推动
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史称“甬
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
抑市井而成”。尤其是清末民初以
来，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又领风气之
先的宁波商人乃至普通民众，社会
公益意识日益增强，根据自身力量
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已成为人们的
共识，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自
觉的行动。春风化雨，善风浩荡，
正是这种社会共识，推动近代宁波
商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无
疑，善行可风的社会环境，犹如肥
沃的土壤上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是
成就慈善家的必要条件。

同时，人的思想意识是行动的
先导，开明豁达的财富观，也是驱
使严康懋投身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
力量。严氏曾言：天地生财，止有
此数，吾既有财矣，敢偏钱以自私
乎？其大意是社会上的财富就这么
多，而我一人已拥有如此之多，怎
么敢自私自利呢？这几乎是财富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财
富观的现代版。

发迹后的严康懋，正是由于有
了这种感恩社会的心态，踊跃从事
慈善事业而乐此不疲。发迹后的严
康懋心存感恩，这成为其积极从事
慈善事业的强大动力与不竭源泉。
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发达后从事善
事，是应尽的义务，是知恩图报、
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唯有如此，

“而心始安”。

三
严康懋从商人到善人的身份转

变，或曰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在当
时宁波城乡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
有相当的普遍性，只不过其中的程
度有所差异而已。尤为可贵的是，
当时这些商人慈善家创业上合作打
拼，善举上相互支持，可谓心心相
印，相得益彰，由此成就宏大的事
业。就个体来说，严康懋慈善公益
事业也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慈善事业规模庞大，由

于严康懋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特
别是他行善力度大，据时人估计，
严氏经商所得除日用外，用于慈善
公益事业者“几什之五六”。一般
来说，人们将收入的 10%—20%用
于公益事业，即是热心公益了，而
严氏如此高比例地投入慈善公益事
业，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代社会，
都是相当罕见的。《鄞县通志》 称
其“邑有公益之举，靡不佽襄以期
其成，岁费不赀”。由此，严康懋
善举义行为数甚多，金额巨大，影
响甚广，至今在宁波城乡仍为人乐
道。只是，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
难以全部知晓罢了。

其二，其善事门类齐全，与许
多商人侧重于某一方面不同，严康
懋从事的慈善事业相当广泛，种类
繁多。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从
常态救济到临时救助，其涉足的善
事可谓应有尽有，尤其注重于医
疗、教育、桥梁、水利等投入较大
的公益项目。

其三，行善多与人合力进行而
少“单打独斗”，严康懋有较强的
群体意识，不仅经商投资常常与人
合作进行，从事慈善事业也是如
此。除家族义庄外，其所有慈善事
业，几乎都与人合力进行。

其四，行事低调，注重实效。
不图形式，重行动，重实干，崇实
务实，处事低调，是近代宁波商人
处世行事的显著特点，这在严康懋
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严氏担任了
甬上多个慈善公益团体或机构董事
等职务，在相关会议上却难觅其身
影，更难见其发声。时人称严康懋
对 于 应 尽 的 义 务 总 是 当 仁 不 让 ，

“苟有缓急，无不援手，虽千金不
吝”。如他担任主持新江桥修理与
维护事务的新江桥厂董事 （实际上
主持工作） 数十年，不离不弃，正
是他的默默坚守，赢得一方交通的
平安。

四
严康懋是一个成功的宁波商

人，又是一个受人敬仰的慈善家，
两者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一代商人慈
善家。在大力倡导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下，近代商人慈善家的价值取向
与行为方式，是值得人们回味与尊
崇的。特别是其善于聚财又善于散
财的行为取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对当代企业家更是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
中心主任）

近代宁波商人严康懋的财富态度近代宁波商人严康懋的财富态度————

富而思进富而思进，，富而思善富而思善
善于聚财和散财

汪金友

如果你已进入富裕阶层，那就
掰着手指数一数，自己家里缺少什
么？房子有了，不止一套；车子有
了，不止一辆；家具家电，应有尽
有。家里的存款，也达到了六位数
七位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
穿什么就穿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
么，还缺什么呢？

当年齐国的孟尝君，也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他让冯谖到自家的封
地薛邑去收债，并告诉他，债款收
齐之后，看我家里缺少什么东西，
就买回来。

冯谖是孟尝君的食客，已经在
孟尝君的府里住了几年。但他绞尽
脑汁，一路走一路想，也想不起孟
尝君家里缺什么东西。后来灵机一
动，想出一个好主意。

冯谖到了薛邑之后，通过当地
官员，通知各家各户前来还债。欠

债的百姓虽然大多生活艰难，但还
是想方设法，凑齐了债款。冯谖先
让他们核对自己的借契，都表示无
误后，他站起来说：“我这次奉孟尝
君之命而来，不是来收债，而是来免
债。孟尝君知道大家都有各种各样
的困难，所以决定免除各家所有的
债务，以实现共同富裕。”说完，冯谖
把借契全部送给欠债的百姓，并让
他们当场烧掉。这些百姓感动得不
得了，都欢呼孟尝君万岁。

第二天，冯谖就回到都城。孟
尝君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债款都收齐了吗？”冯谖答道：“收齐
了。”孟尝君又问：“你买了什么回
来？”冯谖说：“您不是说家里缺什么
就买什么吗？可我想了想，家里堆积
着无数珍宝，马圈里充满了骏马，堂
下站满了美女。现在您家里最缺少

的东西，不是财物，而是仁义，所以
就买了一些‘义’回来。”孟尝君惊
问：“‘义’怎么能够买卖？”

于是，冯谖就把自己假传命
令、烧毁借契、免除债款、老百姓
高呼万岁的过程，详细说了一遍。
孟尝君听了，不太高兴地说：“既
然借契都已烧了，那就算了吧。”

一年后，孟尝君被免去朝里的
职务。失落之际，他来到自己的封
地薛邑。在他离那里还差一百里
路时，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前来迎
接 他 。 孟 尝 君 回 头 看 着 冯 谖 说 ：

“先生你给我买义的道理，今天才
算见到了。”后来，孟尝君也是依
靠这样的“义”，得以东山再起。

现在一些有钱和有权的人，家
里可能也缺少这样的“义”。假如
有一天，像孟尝君一样，自己突然

被免职了，或者退休了，或者犯事
了，还会有人到百里之外来迎接你
吗？还会有人接近你、关心你、帮
助你、支持你吗？

如果风光和富有的时候，只知
道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尽情享受
荣华富贵，没有行过善，没有关心
过穷人的疾苦，没有在意过他人的
感受，在失落和遇难的时候，老百
姓都巴不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连那些曾经和你进行利益交换的
人，也都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们社会下一个重要的发展目
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既要靠国
家的政策，更要靠富人的行动。先
富起来的人们，如果为富不仁或为
富不善，报应就会接踵而来。不妨
按照冯谖的提醒，如果缺少或没有

“义”，那就赶紧去买。

冯谖为孟尝君买“义”

吴启钱

“满街皆圣贤”，这句话出自王
阳 明 《传 习 录》。 近 读 记 录 鄞 州

“红色力量献血队”事迹的 《热血
无价》 一书，笔者的看法是，满街
圣贤，可能只是一种理想，但每个
人都能成为别人的贵人，倒可以做
到。

“红色力量献血队”是鄞州一
支义务献血的民间公益组织，由私
企员工、种地农民、工地民工、小
区保洁保安、家庭保姆、个体户、
小老板、家庭主妇、学生等为主，
自发形成。从组建时的 3 人发展到
目前的 2100 多人，18 年来，已累
计献血 32 吨，且每年总量仍以至
少 20%的幅度在递增。个人献血
3.5 万毫升以上的有 52 人，1 万毫
升以上的有 200 多人，其中献血时
间最长献血量最多的是队长郑世
明，累计无偿献血 14 万余毫升，
相当于 30 个成年人的血量总和。

除了定期献血，但凡医院有突
发用血情况，血站要应急大量供
血，患者需骨髓配型，队员们都能
随叫随到。各地血站工作人员、医
院的急救医生和很多等待捐献的患
者，对他们的感激和评价里，有一
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贵人来了。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贵人”
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符号。在我们
遇到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希望有贵
人出手相助，克服困难；当我们彷
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有贵人
鼓励教导，指点迷津；在我们春风
得意、志得意满的时候，也需要有
贵人用逆耳忠言当头棒喝⋯⋯

贵人的一句话，会使人茅塞顿
开，困惑立解；贵人的一个提携，
能让人脱颖而出，成就事业；有时
甚至贵人的一个不经意的小小举
动，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人生
路上，能遇到贵人的人，都是有福之
人。我们也愿意成为贵人。成为贵

人，意味着人生成功，受人尊敬。
传统观念中，要成为贵人，似

乎只有读书和做官两条路。刻苦攻
读，进士及第，鲤鱼跃龙门，跻身
上流社会；做官更是显贵，权贵权
贵，有权即贵，达官贵人，当上官
也就成了贵人，不仅自身贵，往往
还有家贵族贵、母贵子贵。不过，
凭读书和做官而成为贵人，无论在
哪个朝代，对于多数人来说，只能
是梦想，甚至连梦想也显得奢侈。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更是一种应
该抛弃的封建糟粕。

其实，用不着那么复杂，成为
贵人也没那么困难。回望贵人的

“初心”，所谓贵人，就是乐于助人
的人。我们常说的遇贵人，就是遇
到了帮助自己的人。鄞州“红色力
量献血队”队员们的事迹告诉我
们，人皆可成贵人，只要去助人即
是贵人，无论男女老幼，不分强弱
贫富，无问动机是为己还是为人，
也不管能力大小。换一个角度说，
就是人不助人身不贵。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既是
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一个保证，也
是一个人成为人类社会合格一员的
条件，更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人格的
最佳途径。我们常说，一滴水要想
让自己不干涸，最好的办法是融入
大海。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要想获
得别人认可，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帮
助别人，成为贵人。

古人说，人不出门身不贵。为
什么人出了门身就贵了呢？肯定不
是出了门，在景点刻上“到此一
游”，到商场疯狂购物，让人觉得
显得贵气；也不是因为出了门长了
见识、开了眼界，显得高贵，而是
只有出门，才能帮助别人，显得尊
贵。所以，雷锋一出门，总伴随着
做好事，成为受人尊敬的贵人。

一个人纵有苍生为念之心，如
果不出门，不与别人来往，不去帮
助别人，“躲进小楼成一统”，自认
尊贵也没用，身价再高也白搭。更
多人通过帮助他人而成为贵人，也
意味着更多人可以遇到贵人。

人皆可成贵人
“一言堂百货多，二（严）康懋

钞票多，三法卿木器多，四明药房
药片多，五芳斋点心多”。这首在
宁波一地流传颇广的顺口溜，说
出了近代宁波商人严康懋（1878
年—1929年）的富有。

其实，在富豪“群雄并起”的
近代宁波商帮中，严康懋拥有的
财富并不突出。他在史上留下英
名乃至宁波城乡妇孺皆知，在于
他为人称道的财富态度，更在于
他遍布宁波城乡的善举义行。其
所作所为，对当下的社会仍有启
示意义。

善园的牌善园的牌
楼楼，，上面分别上面分别
写着写着““广植德广植德
本本”“”“善善与善善与
共共 ，， 天 下 大天 下 大
同同””等文字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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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爱心城市宁波爱心城市““公益地标公益地标””善园善园，，为严康懋百年前留下来的慈善建筑为严康懋百年前留下来的慈善建筑
群群。。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网友网友““懦弱非万宝路懦弱非万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