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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
“三江送别”的雕像。男人们背
上行囊，向家人告别，准备外出
闯荡，这是历史上宁波生意郎外
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

如今在宁波市镇海区，有
一座地域人文色彩浓厚的专题
博物馆——宁波帮博物馆，其
建筑主体便围合成“三江汇流”
的意向。

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
了晋、徽、粤、陕、鲁、闽、宁
波等商帮。到了清末民初，“无
宁不成市”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
传。1843 年上海开埠后，宁波
商人看到商机，在金融、贸易、
航运、制造等行业崭露头角。中
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商
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民营轮船公
司、第一家商会……均为宁波籍
商人开办。

20 世纪 40 年代后，一批宁
波商人移居港澳台地区，并由此
转向日本、东南亚和美洲，开启
海外创业高潮。其中，香港成为
宁波籍海内外人士的集聚地。他
们在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大
展宏图，并广泛参与各项社会事
业，后来成为助力改革开放的重
要力量。

宁波帮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宁波帮博物馆展示“宁波
帮”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史，创馆
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宁波帮”
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
神，以及他们在取得成功之后不
忘回报祖国和家乡的桑梓情怀。

走进宁波帮博物馆，时光甬
道里，邵逸夫、谈家桢、卢绪
章、董浩云、包玉刚等老一辈宁
波籍人士的塑像静静矗立；综合
展区里，一件件文物、一块块展

板，讲述着当年的传奇故事……
展厅里，一件领子和袖口都

磨破了的白色毛衣，吸引不少观
众驻足观看。工作人员介绍说，
毛 衣 的 主 人 叫 赵 安 中 ， 他 于
1918 年出生于宁波镇海，后辗
转漂泊香港，创业起家。穿着这
件破旧的毛衣时，他已是一名颇
有成就的实业家。虽然自身过着
俭朴的生活，但在给内地捐资助
学这件事上，赵安中毫不吝啬。
据统计，赵安中前后给希望工程
捐献了上亿元人民币，在全国建
了160多座希望小学，每座学校
他都亲自去看过。

一件毛衣，成为宁波籍海内
外人士拼搏闯天下、故土情难舍
的真实写照。像这样的展品还
有很多，而且宁波帮博物馆里
的藏品绝大多数为社会各界无
偿捐赠。

宁波博物院 （宁波博物馆、
宁波帮博物馆） 负责人说，宁波
籍海内外人士密切关心家乡博物
馆建设，他们不仅捐赠大量藏
品，还在馆舍建设、文化交流、
平台搭建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包括宁波博物院在内，宁波诸多
文化机构的发展背后都有他们的
助力。

在展览尾声，可以看到一句
宁波民谣：“走遍天下，勿如宁
波江厦。”江厦街，又称“钱行
街”，早在上海开埠之前，江厦
街就是宁波乃至浙东十分有影响
的金融商贸区，在这句民谣里也
比喻家乡，意思是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

“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
化芋艿头。”宁波籍海内外人士
三江同源、血脉同根，在这个博
物馆里，参观者有了真切感受。

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北岸，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 永久校园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数十
幢楼房拔地而起，十分壮观。

同样坐落在甬江边的，还有一所宁波大学。
说起这两所大学，当地人都会提起一段“一村捐
出两大学”的佳话。这是因为，前有包玉刚捐建
宁波大学，后有虞仁荣捐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两人均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钟
包村。

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重工兴
商，逐渐形成了心系祖国、步履四海的商人群
体，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等爱国爱乡知名人
士，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被称为

“宁波帮”。
步入新时代，越来越多宁波籍海内外人士传

承先辈优良传统、积极服务国家发展。这种爱国
爱乡、创新创业、向上向善、开放开明的精神，
在宁波籍海内外人士中薪火相传。

每一个去过宁波大学的人，都会
对校园里的建筑留下深刻印象。

包氏教学楼群、邵逸夫图书
馆、林杏琴会堂、曹光彪科技楼、
安中大楼、李达三外语楼、绣山工
程楼……在宁波大学，随处可见一
幢幢由宁波籍海内外人士捐赠、并
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建筑。

“宁波大学是宁波籍海内外人
士‘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生动
体现。”宁波大学党委宣传部王湖
清告诉记者，在宁波大学，以“宁
波帮”人士命名的建筑达 70 多幢，
每幢楼宇背后，都跳动着宁波籍海
内外人士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赤
子之心。

1984 年 10 月 28 日 ， 已 成 为
“世界船王”的包玉刚率全家和包
氏家族成员，回到了阔别30余年的
家乡宁波。回甬第三天，包玉刚就
答应捐资 2000 万美元兴办宁波大
学。第二年 10 月 29 日，宁波大学
正式奠基；1986年9月10日，宁波
大学建成开学。之后，邵逸夫、赵
安中、曹光彪、李达三等“宁波
帮”人士都慷慨解囊，支持宁波大
学建设。

“这所大学的创办，开启了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侨胞捐资创办

高校的先河，结束了宁波没有综合
性大学的历史。”宁波大学党委书记
朱达说，近40年来，除包玉刚先生外
有70多位“宁波帮”人士及其家人慷
慨捐资近8亿元，充分体现了他们对
家乡宁波教育事业的厚爱和关心。

经过几代宁大人的艰苦创业，
宁波大学已成为一所综合性教学研
究型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

在家乡办一所好的学校，也是从
宁波走出的企业家虞仁荣的心愿。

2022年12月，宁波东方理工大
学 （暂名） 永久校区开工建设。这
是一所由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
举办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开工奠
基仪式上，虞仁荣表示，创建一所
这样的大学，是他“心底时时翻滚
的梦想”。

“ 眼 下 ， 校 园 建 设 、 人 才 引
进、科研创新等正在加速推进。”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 校长助
理、战略规划部部长叶文明告诉记
者，学校本身就是宁波籍海内外人
士实业兴邦、教育报国、情系家乡
的见证。目前，学校已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等联合培养博士，规划十年
内在校生规模为 1 万人，本科、硕
士、博士比例为 4∶3∶3。学校将
坚持志存高远、求真务实的培养理
念，自主培养具有宽厚基础、创新
能力、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拔尖
创新人才。

一个美丽的巧合是，宁波的这两
所大学，其捐建人来自同一个村——
镇海区庄市街道钟包村。两人还有
过“同框”的场景。据钟包村村党总
支书记陈麟透露，当年包玉刚回乡
捐校时，年少的钟包村人虞仁荣就
站在村道上，欢迎同村的“世界船
王”。如今，他已接过这根接力棒。

在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同心路，还保存
着一座白墙黛瓦的中式园林建筑——“江南第
一学堂”。若要感受宁波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这
里是必打卡的地点之一。

“江南第一学堂”其实是叶氏义庄的旧址所
在地。据工作人员张淑娇介绍，清末宁波商团
的先驱、“五金大王”叶澄衷，在事业成功后不
忘故土，立志办义庄、建学堂。1902年，根据
叶澄衷遗嘱，其族叔叶志铭主持创建叶氏义
庄，1903 年建成，内设叶氏义塾，1904 年招
生，后改名为叶氏中兴学堂、叶氏中兴学校和
叶氏中兴小学等。到1949年停办，叶氏中兴45
年的办学历程，哺育了众多精英。包玉刚、邵逸
夫、“香港建筑业巨子”叶庚年，还有著名实业家
包从兴、赵安中等“宁波帮”人物都曾在这里接受
教育。因其办学理念与办学成就当时在江南首
屈一指，故被后人誉为“江南第一学堂”。

如今，人们来到槐树掩映、古色古香的叶
氏义庄，还能看见当年的教室、课桌，墙上贴
着以前的课程表，展厅里展示了当时的校徽、
课本……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属叶澄衷雕
像旁的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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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这是叶澄衷
在家乡办学的初衷，也是众多宁波籍海内外人
士的共识。

例如，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他创立
的香港邵氏基金会资助内地教育、医疗、科
研、文化艺术、扶贫赈灾等多个范畴项目累计
超6000个。其中，以“邵逸夫”命名的中小学
数量超2700所，遍及内地31个省份。

宝韵音乐幼儿园、兆龙小学、逸夫小学、
张和祥小学、范桂馥小学、李惠利中学、惠贞
书院、东恩中学、龙赛中学……在宁波，随处
都能见到宁波籍海内外人士捐资兴建的学校。
这些校名大多以捐建人或其亲属的名字来命
名，成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捐资兴建了东恩小学和东恩中学的王宽诚
先生曾说：“国家要兴旺发达，培育人才是一个
重大前提。”

宁波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宁
波籍海内外人士捐资教育还出现了“父子共
捐、夫妻共捐、兄妹共捐、朋友共捐”的现
象，如王宽诚、包玉刚、曹光彪、赵安中、李
达三、顾国华等家族的后代，都是受父辈鼓励
或继承父辈遗愿，纷纷捐赠以支持家乡教育、
科技、文化建设。据初步统计，2000 年至今，
不算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宁波籍海内外
人士已向宁波市大中小学捐资超过16亿元，有
力助推了宁波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当年的叶氏义庄，如今也有了新气象。
1987年，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

中、叶庚年等旅港、台校友共同捐资复校。此
后，中兴中学秉持着中和致远、兴德向善的理
念，继续办学。

新学期伊始，走进中兴园，钟声悠远、书
声琅琅，绿树成荫、新叶茁壮。初一新生的开
学第一课，便是前往叶氏义庄参观学习。校长
王飞说：“回望百廿中兴，我们为辉煌的历史感
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将为培养更多优秀人
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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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专题博物馆

众多以人名命名的建筑

两所现代化大学

一种精神传承

宁波籍作家冯骥才曾这样形容“宁波
帮”人士：“他们很聪明，恪守诚信、苦干
加巧干，闯荡天下获得成功后，又惦记自
己的家乡，帮助自己的家乡，这种帮乡爱
乡的天性，也促进了宁波与外地的交流。”

这些年来，宁波相继实现大港梦、大桥
梦、高速梦、地铁梦、高铁梦、机场梦……这
些都离不开一代代宁波籍海内外人士的鼎
力相助。如今，年轻一代循着先辈的足
迹，积极投身捐资助学、建设家乡的活
动，不断续写新的乡情故事。

“先父捐了宁波大学，我们希望进一步
年轻化，从大学拓展到中学、小学，不断
扩大教育强国的影响力，培养更多具备国
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香港环球航运有限
公司董事包陪庆说，教育强国是父亲包玉

刚的一直以来的希望。多年来，包
陪庆热心内地教育事业，在浙江大
学成立“包玉刚国际基金”“包氏
讲座教授基金”，面向海内外招聘
知名学者来校任教，还先后为宁波
大学捐赠两栋教学楼。包陪庆之子
包文骏深受长辈影响，积极推动教
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香港著名实业家李达三的长孙
李本俊同样在推动家乡教育、体
育、慈善事业发展上不遗余力。他
说：“不论走得多远，始终牢记自
己的根在宁波。我希望带更多新生
代回乡，看看家乡的巨变，培养他
们的家国情怀，让宁波籍海内外人
士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与宁波籍海内外人士打过交道的人
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每每看到宁波
籍海内外人士回乡，或关心家乡发展，或
提出捐赠意愿，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淳朴的

桑梓情怀，令他们深受感染。
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校长黄铁

成告诉记者，2013 年刚来广济工作的时
候，他就听说学校的广济街校区新校舍是

由 FNT 基金会创会主席、浙江省
“爱乡楷模”陈绍华及其儿子陈敏春
于 1998 年捐赠 500 万元建的，2002
年世纪苑校区翻新，两位陈先生也
出了大力。“当时我就很好奇，两
位先生为何对教育事业有如此大的
情怀。”黄铁成说，后来他有机会多
次与陈敏春先生当面接触，对他热
心公益、持续捐赠的义举无比感佩。

“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那就
是陈敏春先生非常节俭，他身上穿
的那件西服，已经穿了二三十年
了，但依然爱惜。”黄铁成回忆
说，“陈先生面容慈祥、气质温
和，他微笑着对我说：‘黄校长，
我感觉家族里的钱还是要趁早捐出

去，这样可能还能多办点事。’说话的语气虽
然平淡，但是情怀却温暖人心！”

从建楼捐物到设立基金，从奖掖后进
到帮困助学，陈绍华父子二人一直关心广

济中心小学的发展。陈敏春表示：“让家乡
人民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
提升家乡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是父亲多年
来从事公益事业的初心。我会将父亲生前
一直关注和挂念的心头事继续做下去。”

在广济中心小学，这种爱国爱乡的优
良品德有了新的传承。学校的“小太阳”
爱心义卖活动已经举办了 18年。孩子们听
说能帮助别人，纷纷拿出闲置的书本、玩
具或者自己制作的工艺品等，踊跃参加。
学校在宁波市慈善总会设立专项“小太阳
爱心基金会”账户，每次义卖后将爱心基
金存入，用于结对学校的助学帮扶。

学校还举办读游项目，引导孩子们去
到名人故居、博物馆等地，品读宁波籍海
内外人士的故事，理解他们的赤子之心。

“你看，学生们自己动手找资料、拍视频，
为大家讲述宁波籍海内外人士的故事，做
得很好呢！”黄铁成一边展示视频，一边欣
慰地说。

▲宁波大学校园。

▲8月17日，建设中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 胡学军摄 （人民图片）

▲叶氏义庄旧址。

▲8月27日，中兴中学初一新生在叶氏义
庄上开学第一课。

▲宁波帮博物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广济中心小学学生为“小太阳”爱心义卖活动准备的
手工绘制的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