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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丰告诉记者，如今的慈溪市锦堂高级
职业中学有1300多名学生，是一所国家级重
点职高。

在锦堂职高采访时，记者遇到了返校来拍
毕业照的袁黎娜。袁黎娜说，在学校三年，她
知道吴锦堂是爱国华侨，在家乡做了很多好
事。

1999年出生的袁黎娜，是锦堂职高整车与
配件营销班的一名毕业生，慈溪龙山人。虽然
已经毕业，但她并不着急找工作，因为她在汽
车营销中职组全国大赛中获二等奖，获得了
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深造的机会。说起
自己的学校，她言语间有止不住的自豪：“现
在慈溪很多汽车大牌4S店的经理，都是我们
的学长。”

孙绍丰说，如今锦堂职高的汽车专业在业
内小有名气，慈溪的职业学校参加全国职高技
能大赛获得的金牌中，有一半来自锦堂职高。

记者离开慈溪锦堂职高的时候，一批批毕
业生正在古老的教学楼前拍毕业照。灿烂的
阳光下，学子们朝气蓬勃。一旁的草坪里，吴
锦堂铜像默默伫立，他仿佛从未离开。

杯水车薪何所济，遥求义粟众
宏颁。吴锦堂，宁波旅日华商的杰
出代表，从豆腐坊小工做起，白手起
家，后来成为日本关西实业界的十
大巨头之一。

人们用“富而有德”来评价这位
成功的华商。于华侨社会，吴锦堂
创办慈善、教育事业，有筚路蓝缕之
丰功；于家乡慈溪，他兴教育、修水
利、办赈济，有福荫家乡之伟业；对
孙中山，他捐巨款、献宅邸，有情同
手足之友谊。

当年吴锦堂在家乡创立的锦堂
学校，如今成为全国知名职高之
一。百余年来，这里走出数以万计
的学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吴锦堂
“实业兴邦、服务社会”的宏伟愿景。

吴锦堂曾获
孙中山所赠“热心公益”匾额

吴锦堂在日本的时候，十分关心祖国前途
和民族兴衰。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他还支持孙
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日本唯一的孙中山纪念馆——孙文纪念
馆，前身就是吴锦堂的私宅别墅“移情阁”。吴
锦堂曾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并让出私邸供
同盟会办公。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
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旗帜鲜明地支持共和政
府，向上海、宁波军政府分别捐银，并出任浙江
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

1913年3月13日，孙中山以全国铁路总督
办的身份到达神户，神户华侨组织多场盛大集
会欢迎，吴锦堂几乎全程陪伴、主持欢迎活动，
并设宴招待。

1915 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
户，吴锦堂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吴锦
堂支持革命的义举，孙中山亲笔题赠他“热心
公益”匾额一方。

记者 孙美星 杨静雅

亲眼目睹了日本的崛起，吴锦堂深知教育对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重要性。他一生花在教育
上的投资高达28万银元，黄炎培曾把吴锦堂与陈嘉
庚、聂云台并称“办学三贤”。

吴锦堂倾注最多心血的教育事业，就是他一手
在家乡创办的锦堂学校。1909年学校落成的时候，

“规模宏大，为全乡之冠……同宗子弟，既免费又优
待之，供午膳、赠文具，贫不能入学者，赡其家……”
这所学校弥补了他家乡没有新式学堂的空白。

百余年来，锦堂学校几经变迁，从当初的“蚕业
学校”，到后来的“农业学校”“师范学校”，再到现在
的职高。学校一直秉承“实业兴邦”的理念，为国家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著名书法家沙孟海、
著名花鸟画大师陈之佛，还有著名农学家卢守耕、
童玉民、包容等，都是锦堂学校的校友。

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因急性肺炎，在日本
神户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将遗体运回
祖国，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出生于慈溪贫苦农家 曾在豆腐坊里当小工

慈溪市观海卫镇东山头村，是吴锦堂出生的地
方。近日记者专程来到观海卫镇，寻访这位商业巨
子在家乡留下的遗迹。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锦堂职高，是吴锦堂留给家
乡最重要的礼物之一。一走进学校，一幢古色古香
的日式口字楼洋房带来浓厚的年代感。老教学楼
上挂着一行大字：“且行且思，争做有愿景的锦堂
人”。校园内，一棵百余年前移栽而来的沙朴树绿
荫如盖。

当年吴锦堂投入23万银元建造了这所学校，这里
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聚了他浓浓的爱乡之情。

慈溪锦堂职高副校长孙绍丰带记者一行在校
园参观，在一块块展板前驻足，介绍了吴锦堂这位
近代海外宁波帮杰出代表的一生。

吴锦堂，又名吴作镆，1855年11月14日出生

于慈北东山头的昂义房。东山头吴氏，据传是明初
从江西迁来的，传到吴锦堂父亲吴麟初已是第12
代。吴麟初生有五子三女，吴锦堂是长子。

吴锦堂出生的年代，慈北一带天灾频繁，战事
连年。他8岁时，只读了两年私塾，为避战祸，中断
了学业。战事平息后，因家中贫病交迫，吴锦堂在
1880年经人介绍到宁波一家豆腐坊做小工。在当
时，“打铁、撑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营生，艰难的
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

豆腐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吃苦耐劳，便介
绍他到上海一家油烛店帮佣。在这家生意兴隆的
油烛店，吴锦堂刻苦学习经商之道，出众的商业才
华得以展现。他勤谨精明，深得店主赏识，还被派
往苏州的分店，有了独当一面经营商业活动的锻炼
机会。

携银千两赴日创业 成为日本关西实业界巨头

吴锦堂人生的转折是在他东渡日本之后。
1885年，在友人资助下，30岁的吴锦堂携银千两来
到日本长崎经商。

此时的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资本主义商
业迅速发展。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
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商行，并定居神户。他把
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
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还投资
火柴厂、水泥厂、针织厂等实业，收获颇丰。

吴锦堂的资产像滚雪球般增长，成为日本关西
实业界的十大巨头之一，是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
产业资本家。日本大正末年，吴锦堂在日本全国富
豪排行榜中列第56位，资产近300万日元（当时1
日元可买10公斤白米）。他在富豪榜上的排名最高
曾列第13位。

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吴锦堂和神户纺织
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

事业成功的吴锦堂，一方面将资金转向国内，
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开始为家乡的水利

事业和教育事业捐资。
慈溪慈北平原有杜湖和白湖两处水利设施，关

系着慈北10万人民的生计。1905年，吴锦堂返乡
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又有人占湖造田，使两湖水
旱频仍，灾情不断，决计出资修建杜、白两湖，为乡
邻造福。

吴锦堂亲自考察、制定修建计划，遇到恶劣天
气，还赤脚撑伞，涉水督工，三昼夜没有离开工地。
他花了五六年的心血，捐资修建了闸15座、桥21
座，多数至今仍在使用。据统计，为修建杜、白两湖
的水利工程，吴锦堂共捐资逾7万银元。

身在日本的吴锦堂时刻心系祖国，国内遭遇海
啸、水灾、台风，或是闹灾荒，他都慷慨解囊。1902
年到1922年的20年间，吴锦堂有记录的捐款就达
到3万余两纹银、13.1万银元。日本宫城县、北海道
等地发生自然灾害，他也曾多次捐巨款赈济。

吴锦堂曾写诗表达自己回报家乡的心愿：梓乡
叠歉冠尘寰，五万余金输自艰。杯水车薪何所济，
遥求义粟众宏颁。

斥巨资在家乡办学 锦堂学校走出沙孟海等名人

新闻延伸

从宁波豆腐坊小工到日本实业界巨头

爱国侨商吴锦堂一生心系家乡
他在慈溪兴修水利，创办的锦堂学校百余年来走出数万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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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大批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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