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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俞蓓苗 记者 俞素梅） 9
日，宁波帮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上海，接收了宁波籍
爱国实业家竺梅先之孙竺士性捐赠的20余件珍贵
史料实物。“爷爷一生赤子情真，我一直认为这些物
品捐赠给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在把这些史料交给
宁波帮博物馆工作人员时，竺士性动情地说。

此次捐赠还得从清明节说起。今年3月28日清
明前夕，竺士性和家人一起从上海来宁波寻根谒祖，
他表示乡情是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来到宁波帮博物
馆时，对家乡的亲切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宁波人
杰地灵，人才辈出。宁波籍人士在社会各个领域各
领风骚。”在参观过程中，竺士性还谈起自己的爷爷
竺梅先，“爷爷富有爱国情怀。身为宁波人的他，战
乱年代在奉化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帮助了
600多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孤儿。”

作为后人，竺士性说爷爷给自己留下的最宝贵
财富是爱国精神。作为家族召集人，竺士性曾多次
在各地的档案馆查证史料，提笔写下25万字的《匹
夫虽微，兴亡有责——竺梅先传》一书，用来记录爷
爷的生平事迹。结束在宁波帮博物馆的参观后，竺
士性当即决定捐赠爷爷的史料实物，并希望通过在
宁波帮博物馆的展示，让竺梅先情系桑梓、热心家乡

教育事业的精神传承和延续下去。
竺梅先（1889－1942），字佑庭，学名炽潮，奉化

人。13岁到上海，在何源通五金杂货号当学徒，辛亥
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参加了1911年上海光复起
义。1914年奉命去长春，秘密组织救国团体，图谋倒
倾军阀。后秉承“生产救国”的理念，弃政从商。1929
年起，竺梅先先后创办或接办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
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以及上海丰裕
公行、宁波大新军服厂等企业。他还在国内首创薄白
纸版和卷烟纸，获制造专利权，是近代民族造纸工业
及烟草业的先驱人物。1938年，竺梅先和夫人徐锦
华在奉化后琅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接收流浪
孤儿600余人，免费提供食宿，并对这些孤儿进行小
学、初中教育。

此次竺士性捐赠的20多件史料实物中，有竺梅
先实业救国的见证——入股企业的股权证以及合伙
议据等。“清明节后回到上海，我把爷爷的东西又整
理了一遍。相信这批物品在宁波帮博物馆能够得到
更好的保管，并能得以深入研究，让其中的人文历史
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展示爷爷‘匹夫虽微，兴亡有责’
的爱国情怀和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宝贵精神。”竺士
性说。

“把爷爷的东西
放这儿最合适”

竺梅先后人向宁波帮博物馆捐赠史料实物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丰

文/摄） 宁波市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男女
乙、丙组总决赛昨天在市体育中心笼式足
球场落下帷幕。最终夺冠的球队中，既有
江东中心小学这样由“网红”足球小将领
衔的队伍，也有惠风书院这样首次参加市
级比赛即荣登榜首的队伍。

随着我市青少年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校园足球联赛也不断壮大，在前期各区县
（市）进行预选赛后，本次小学乙组和丙组
市级总决赛的参赛规模为 154 支球队
1500余名球员。加上已经结束的甲组比
赛，今年市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组参加球队
达232支，队伍数量创历史新高。而在本
届赛事期间，还同步进行了亚足联草根足
球节宁波站活动。

本次赛事最后展开的是小学男子乙
组决赛，江东中心小学与瞻岐中心小学上
演了“鄞州德比”，他们也是去年鄞州区校
园联赛该组别的冠亚军球队。最终，由

“网红”小将孙臣曦领衔的江东中心小学
队以40战胜对手，这批孩子是去年市校
园足球联赛小学男子丙组的冠军，今年升
到乙组依然是冠军。孙臣曦作为名声在
外的选手，表现非常抢眼：1/4淘汰赛中独
进8球；半决赛攻入2球，帮助球队20战
胜余姚城南小学队晋级；决赛中则是3球
入账。

小学男子丙组决赛中，惠风书院队以
40战胜镇海实验小学队获得冠军。这
是惠风书院队首次亮相市级比赛，不过此
前他们已经在区级比赛中崭露头角，有些
球员还参加了今年“五一”期间的中国足
球小将冠军杯，获得优胜组亚军。“这些孩
子训练了一年半时间，他们的进步值得肯
定。”惠风书院队教练刘德州告诉记者，孩
子们一年级时，每周两次训练，之后在学
校和家长们的支持下，从二年级开始一周
四练。

女子组比赛，乙组冠亚军分别是余姚
肖东二小队和鄞州朝晖实验小学队，丙组
同样是这两个学校的队伍进入决赛，朝晖
实验小学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了余姚肖
东二小队。

纪录片《天童寺》将在央视播出

破解“一带一路”活化石的文化密码

市校园足球联赛
小学组结束
冠军队中
有“网红”也有“新贵”

福彩开奖信息
七乐彩 第2019053期：
01 05 10 12 16 21 23 26
3D 第2019123期：1 5 7
15选5 第2019123期：02 04 07 08 10

体彩开奖信息
6 + 1第19053期：9 0 0 4 4 4 9
20选5第19123期：03 06 07 19 20
排列5第19123期：4 7 1 8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宁波帮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竺士性家中接收史料宁波帮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竺士性家中接收史料。。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记者昨日从鄞州区有关
部门获悉，历时两年打磨的纪录片《天童寺》将于5月
15日、16日晚9点43分在央视十套科教频道《探索
发现》栏目播出。

纪录片《天童寺》由央视摄制团队制作，全长80
分钟，分上下两集，探索破解天童寺在1700余年历
史中的文化密码，重新审视它作为“一带一路”活化
石的重要价值。

据制片人之一祝永良介绍，该纪录片上集的
内容，就是探究天童寺的由来及其在1700多年沧
桑岁月中屡毁屡建，一次次涅槃重生的渊源；下集
讲述以天童寺为代表的宁波佛教文化、茶文化、建
筑文化、书画艺术、陶瓷文化等在日本落地生根的
故事。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唐朝时题
名“玲珑”“天寿”，宋代赐额“景德”，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正式定名为“天童寺”。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之一。从宁波
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列岛南部的新航线在公元8世纪
就已经出现。唐代的宁波，逐步发展成为“东亚贸易
圈”的枢纽港之一，日本遣唐使先后四次在明州登陆
入唐。天童寺是“海丝”史迹中非常重要的地标。据
《天童寺志》记载，宋、元、明时期，有32批日僧到天童
寺参禅、求法，有11批中国僧人赴日弘法、传教。

有学者认为，天童寺对东亚地区的文化贡献主
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禅文化精神的传播，创于天童的

默照禅法，倡导“只管打坐”，专注做事，这对东亚地
区的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有影响的。第二个是
禅文化审美的传播，影响了东亚地区的生活方式。
天童茶礼对日本茶道有很深的影响，日本僧人荣西、
道元在天童寺游学、得法，荣西在日本普及了饮茶的
习俗，道元则将天童寺的饮茶礼仪带到了日本。

今天的天童寺对外交流仍然频繁，各国禅宗人
士相继到访，特别是日本曹洞宗，仍尊天童寺为祖
庭，常有信徒前来朝拜。

而天童寺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功绩，不仅
仅限于佛教交流，它对中国文化东传也起了很大
作用。1467年，日本画家雪舟乘船来到明州，赴
天童寺求法，太白山的景色使他的山水画有了浓
厚的“浙派”气韵，给日本后世画坛带来巨大影响。

天童寺 记者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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