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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波，秦代称“鄮”，意为商贸之邑，是我国极少数源自商贸的古地名之一。
　　所谓宁波帮，原本是指明清以来浙江宁波府属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和定海（今之舟山
市）六邑的地域性商人集团。
孙中山在1916年说过：“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坚强之魄力”；“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
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
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①1949年5月6日，毛泽东致电解放浙东的前线将领，指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
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②这表明毛泽东也是这么看待的。
但当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③，其内涵就大而扩
之了，不仅仅限于商人集团，而且泛指活跃在国内外各项事业的甬籍人士。
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宁波行政区划的变化，其地域又增加了原属绍兴府的余姚市和原属台州府的
宁海县。
　　宁波位于东部海岸线的中段，南通闽粤，东接日本，北与朝鲜半岛相望，扼南北水路之要冲，拥
天然深水之良港，遂有“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甬商，前往沿海各地乃至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经营航运
和贸易，自唐至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号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
。
这里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明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日商“争贡事件”，因此而遭海禁。
于是甬商“弃海登陆”，习计然策，谋什一之利，足迹遍及天下，声势有增无已，中国十大商帮中有
了宁波帮。
清末浙东民谚“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
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集市没有宁波商人，没有一个衙门没有绍兴师爷。
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宁波帮更是超越老牌的徽商、晋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在经济金融中心大上海
独占鳌头。
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宁波帮在大陆进入休眠状态。
但移师海外的宁波帮依然活跃，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涌现出好些世界级的商海巨子。
改革开放后，大陆宁波帮也迅速复苏，新生代悄然崛起，并与海外宁波帮交融合流，展现出新时期重
振雄风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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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宁波逐渐形成了文商共融、两脉并济的地域文化特点，《宁波帮志：
教育卷》以晚清至20世纪末的百年历程为时间起讫，从“宁波帮捐资兴学”、“宁波帮创办学校”和
“宁波帮教育名家”三条线索回顾并凸显了宁波帮对于宁波本土教育与中国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人事代谢与往来古今中较为系统地回溯了宁波帮志于教育、献于教育的人文美德与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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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茹文，1974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宁波大学人文与
传媒学院，已发表研究性论文著作共计二十逾万字，著文及研究成果曾数次获省市级奖项。
　　陈春玲，1963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现任《宁波教育报》编辑记者，现为宁
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宁波教育》杂志副主编。
著文曾多次获省市级奖项。
1998年起任宁波市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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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清寒教育基金会　　1931年，由吴蕴初、张逸云（祖籍镇海崇邱乡衙前村）集资5万元在上
海创办，聘请著名化学家陈世章、曹梁、吴承洛等人做评委，当时，清华、浙江、沪江等大学都有学
生会申请，至1934年年底，基金会共出资46000元，其中吴蕴初个人17000元，天厨厂13000元，张逸云
等人6000余元，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是此时得到赞助，得以深造。
　　（四）王伯元奖学金　　在上海发展实业的王伯元（慈溪人）热心公益事业，除了在慈溪家乡创
办植本小学外，还捐巨资于南洋中学和复旦大学。
据有关学者研究结论，王伯元首开以个人名义设置奖学金之先河，1930年他创设了“王伯元奖学金”
，规定凡成绩优异有志升人大学，但因家境贫寒不能供给学费者，不论何地何人，均可申请，一经确
认合乎规定者，即无条件颁给全部学费，至大学修业期满。
该奖学金最初额定20名，后扩充至60多名，从《甬光初集》所载部分该奖学金领受者的情况来看，领
受者来自全国各地。
　　（五）宁海庄士小学教育基金　　1937年1月，严苍山（宁海旅沪邑人）等为宁海庄士小学筹募教
育基金100万元（注：为国民政府当时所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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