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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宁波帮”从这里起航

三江汇外滩，潮起潮落百余年。
1844 年 开 埠 的 宁 波 老 外 滩 ， 一 直 是

“外国人看宁波，宁波人看世界”的重
要窗口。

和老外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
有著名的“宁波帮”，他们参与创造了
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自 1844 年开埠到 20 世纪中叶以前
的宁波老外滩，是近代宁波商帮的起
航地、水运文明的见证者。严信厚、
包玉刚、邵逸夫等工商业巨子，皆从
此处踏上了更加辽远的征途。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后起之
秀”宁波商帮为何强势崛起？宁波大
学历史系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
导师白斌进行了深层次分析。

“宁波帮”利用宁波老外滩这一通
商 口 岸 所 带 来 的 发 展 机 遇 ， 以 及 对
内、对外的航运贸易优势，纷纷在此
创办轮船公司，其中以朱葆三、李云
书等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运输
公司最为出名。

“宁波帮”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

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
输，特别是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他们
以上海、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
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

“从老外滩扬帆，去上海、下南
洋、闯世界，‘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
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在与潮和
海 的 搏 斗 中 ， 宁 波 人 锤 炼 了 经 商 才
干，也培育了敢于闯荡、敢于冒险的
精 神 ， 成 为 一 个 闻 名 中 外 的 商 帮 群
体。”站在甬江畔的沿江码头，白斌感
慨地说。

宁 波 老 外 滩 现 存 的 31 处 文 物 建
筑，多处与宁波商帮有关。这里汇聚
了严信厚父子、朱葆三、谢恒昌、朱
旭 昌 、 李 云 书 等 一 大 批 著 名 “ 宁 波
帮”人士的宅第。

在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
和外马路江堤交接口，有一幢巴洛克
风 格 与 中 式 建 筑 风 格 交 融 的 跨 街 大
宅，它叫严氏山庄，原是“宁波帮”
开山鼻祖严信厚的私宅。严信厚在江
北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

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成为宁波工业化
的起点。

与严氏山庄毗邻的一幢石库门风
格的建筑，是宁波籍的上海大亨朱旭
昌的宅邸，他任董事长的大华公司成
功制造出第一只国产电表。

从老外滩出发，“宁波帮”纵横四
海 ， 成 了 一 代 传 奇 ； 新 时 代 的 新 甬
商，坐拥“港通天下”的优势，开拓
进取，续写“宁波帮”勇闯世界的新
传奇。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
界 的 ‘ 宁 波 帮 ’ 都 动 员 起 来 建 设 宁
波”号召 40 周年，在这特别的历史时
刻，溯源起点，展望未来，一种家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而老外滩就像一位老者，欣慰地
凝望着这一切——不管宁波人走得多
远 ， 他 们 不 会 忘 记 起 航 之 地 “ 老 外
滩”。

百年跌宕如一梦，东方风来满眼
春。踏上新的征途，“宁波帮”和宁波
港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近代开埠，对宁波港、城影响深
远。重新开埠，从空间而言是一种位
移——港口中心由三江口东移到更适
合轮船停泊的江北岸，江北岸临近甬
江入海口，向东是大海，这让宁波港
由内河港向海港又迈进了一步；从时
间而言是一种转折——宁波港口和城
市近代化发展进程由此开启；从更高
更远处俯视，则是一种接力，江北外
滩成为内河文明向海洋文明的接口。”
中国港口博物馆副馆长毕显忠开宗明
义地说。

宁波开埠后，原有的江厦码头已
不能满足近代轮船靠泊的需要。随着
江北岸船式浮码头的建造及上海至宁
波轮船航线的开通，宁波港的重心向
着更适宜蒸汽轮船停泊的江北转移，
并开始与新兴的上海港建立紧密联系。

而随着浙海新关的设立及新江桥
的移位，宁波港轮船停泊区域也得到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由江厦码头转移
至 江 北 下 白 沙 一 带 ， 其 原 因 显 而 易
见：在下白沙至三江口长约 1.2 公里的

岸线上，甬江河道平均水深 6.25 米，
江面平均宽度 290 米，可供 5000 吨的
轮船出入。

港 口 码 头 的 建 设 也 如 火 如 荼 。
1874 年，由招商局建造了最早的栈桥
式铁木结构的 3000 吨级趸船码头，从
此，宁波港完成了从江东帆船码头到
江北轮船码头的转变。

此后，宝隆行华顺码头、招商局
江天码头、宁绍码头等千吨级以上码
头陆续建成，航标设施得到改善，航
道得到整治，到 20 世纪 30 年代，江北
岸港区真正成为宁波港航运中心。

随着宁波的重新开埠，城市的近
代化进程亦拉开序幕。

除了港口主体逐渐从江厦一带转
移至江北岸一带，这一时期的城区范
围，已突破罗城的限制，逐步外扩至
余姚江以北和奉化江以东。

1863 年，连通老城区东渡门和江
北岸桃花渡的新江桥建成，不仅极大
方便了江北岸与老城区的往来，也显
著加快了老城区与江北江东两个新兴

城区的一体化进程。
当时的江北外滩一带，开始形成

新的城市中心。新式马路、学校、医
院、银行、邮局、海关、工厂、仓库
及给排水管、电力网线等纷纷兴建，
许多老城区的商行纷纷转移至此，使
得这里成为宁波近代商业、航运业、
金融业和工业的诞生之地。

原本封闭集中、界域分明的千年
府城，逐步转变为空间开放、多区并
存的近代城市；城市业态也由以传统
手工业、商业为主体，逐步转变为以
近 代 航 运 业 、 金 融 业 、 工 商 业 为 支
撑。这是古老宁波演进的终曲，也是
现代港城嬗变的序章。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镇海港区和
北仑港区分别启动建设，宁波主港区
开 始 从 三 江 汇 流 处 转 移 至 甬 江 入 海
口，再转到深水海岸线，港口能级也
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

今天的宁波，正在朝着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的远大目标迈进，蓝色
脉动的“硬核力量”将再一次被彰显。

开埠通商
拉开港城宁波近现代化序幕B

正是梅雨时节，初夏的江风带来几
分潮热，江水在潮水顶托下哗哗流淌。
岸边林立的欧式建筑，散发着浓浓的异
域风情。沿着甬江岸徜徉，一幢中西合
璧、三层加阁楼的外廊式建筑出现在我
们面前，这就是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叩
开博物馆大门，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逐渐
浮现在眼前——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 正月初
一，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罗伯聃与清政
府签立馆舍租赁协议，将领事馆选址在
江北岸。此后，三江口北岸逐渐成为外
国人的居留地，各国领事馆、天主教
堂、浙海关、巡捕房、邮政局、保险公
司、洋行等相继建造起来，形成了别具
特色和风貌的江北外滩。

“在繁华若梦的老外滩边上，浙海
关旧址并不显眼，但它是宁波外滩现存
近代建筑中较为精彩的实例，更是中
国近代早期海关的历史见证。”站在浙
海关旧址博物馆一楼展陈大厅，宁波市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一锤定
音”。

宁波是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地区的重要节
点城市，因其据东海航运之要冲，一直
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在近代海
关出现前，已有五代的博易务和宋代的
市舶司设立于此。

五代，吴越王钱镠在明州港设博易
务，允许南北贸易，这是宁波历史上具
有海关性质的管理机构的萌芽。

到了宋代，出现了海关的雏形——
市舶司。明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泉
州市舶司并称“三司”。

元代，“提举庆元市舶使司”管辖
范围扩大，为国家“三司”（广州、泉
州、明州） 之一。

市舶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代，后逐
渐衰微。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清政府取消海禁，在宁波设立浙
海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过去的市舶
司。

“浙海关是中国最早的四大海关之
一，距今已有 300 多年，显示了宁波口
岸在历史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徐学
敏告诉记者。

鸦片战争后，宁波正式对外开埠通
商。清咸丰十一年 （1861 年），清政府
在江北外滩设置浙海关税务司，建立浙
海新关，专管出入宁波港的涉外关务，
民众称其为“洋关”。

浙海新关管理范围包括甬江内、外
航道和岸线、水域等，其开展的业务，
从航政、领航、船舶登记注册到征税，
再到码头货物的装卸、过驳及邮政等，
几乎无所不包。

“浙海新关按照近代国际海关的职
能组织日常活动，发展多元业务。这一
时期，西方科技飞速发展，促进了附近
地区的近代化，这些近代化设施也在
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变革。”徐学敏
说。

1948 年，浙海关划归上海海关管
辖，更名为上海海关宁波分关，浙海关
的历史至此结束。

浙海关旧址在外滩已经矗立了 100
多年，它是宁波开埠通商的历史见证
者，亲身经历了宁波港的百年沉浮和近
代“海丝”的百年风云。

历史的巨轮还将滚滚向前，如今，
宁波继续发扬“海丝”精神，吹响港口
建设和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强劲号角。

宁波海关
见证近代“海丝”百年风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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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数百年后
宁波海洋文明
重绽活力

重新重新
开埠开埠

历史的风，吹开了
1844年的门扉。

这一年，宁波正式对
外开埠通商。

明清以降，先有海
禁，而后闭关锁国。沉寂
数百年后，港城宁波是如
何因重新开埠完成近代转
型，迎来海洋文明的又一
次活力复苏？

有着古丝绸之路“活
化石”之称的宁波，到了
近代又是如何再展风采，
一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近
代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组合联运的宁波舟山
港成为当今世界货物吞吐
量第一大港，其实早在一
个半世纪前就埋下了伏
笔，一脉相承的背后，到
底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

……
为了寻找解开这些谜

团的钥匙，我们来到近代
宁波开埠区——江北外滩
一带实地探访。

记者 黄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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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临大海，依海
而 建 ， 是 典 型 的 海 洋 城
市 。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中，宁波的建设与港口息
息相关，宁波港口地位的
变化对宁波城市建设有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响 ， 这 一
点，在近代宁波开埠后表
现得最为明显。

近代，宁波作为第一
批开埠城市，对区域经济
的带动是有目共睹的。

以宁波港口为节点，
宁波人在舟山群岛捕捞的
海产品，经冰鲜与海盐加
工 后 经 上 海 转 销 其 他 沿
海、沿江城市，部分出口
海外，极大地拓展了宁波
渔业经济的消费市场，刺
激了宁波渔业经济的产业
化发展。

其次，开埠后的宁波
港口在传统帆船码头的基
础上，陆续在江北岸建造
了一批轮船码头及现代化
的港航设施，为临港经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座
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
一箱箱工业制品经宁波港
输送到全国各地，或经上
海远销海外。

开埠后的宁波是中西
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一
批批外国人来到宁波，在
这里开建了浙东地区最早
的学校、医院、出版社等
现代公共设施。江北岸的
西式建筑与宁波老城的传
统建筑相互呼应，构成了
宁波市政建设传统与现代
杂糅的文化景观。

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
宁波人从这里起航，经上
海前往世界各地求学，使
宁波成为当代著名的“院
士之乡”。此外，依托地域
经济形成的“宁波帮”，也
在宁波开埠后放眼世界，
以宁波为起点，经上海走
向世界，从传统的地域商
帮逐渐转变为具有一定世
界影响力的商业群体。

可以说，宁波城市的
发展源于其港口地位的崛
起 。 明 代 专 通 日 本 的 港
口，奠定了宁波在东南地
区的城市地位。这一优势
在近代开埠后再次显现出
来，中西文化交汇形成的
宁波港口文化，铸就了宁
波人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
神，唱响了向海图强的时
代强音。

我与老外滩的初次相遇，始于 2004
年的一次采访。其时，老外滩作为旧城
改造项目的样板之作开门迎客，初次撩
起她那神秘的面纱。这个昔日的城市低
洼地，在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的同
时，植入了新都市文化，成为与天一广
场并驾齐驱的宁波网红地标。

20 年光阴转瞬即逝。如今，走在宁
波的大街小巷，各种主题、各种风格的
历史街区、文化综合体比比皆是，但老
外滩却越“老”越吃香，网红一当就是
20年，这倒颇耐人寻味了。

20 年后再次探访老外滩，我试图寻
找她在时间长河中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

事实上，老外滩如同一面多棱镜，
折射出百年宁波城市开放进程中的很多
张面孔。

一张是建筑景观的脸。
今天，让城市建设者倍感困扰的是

“百城一面”。以近代宁波来说，它的建
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而老外滩就
是一个展现宁波中西合璧通商口岸风貌
的集成地。

初夏的一个午后，走在老外滩不算
宽阔的石板路上，仿佛穿越回百年之
前，中西合璧的建筑随处可见。

今天的老外滩保持了当年十里洋场
的风貌，街区有众多历史建筑，包括宗
教建筑、洋行商号、名人宅院等多种类
型，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国保 1 处、
省保5处。

以 老 外 滩 为 主 区 域 的 外 滩 街 区 ，
保留的大量文保建筑，不仅成为展示
宁波这座古城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瑰
宝，也是见证开放宁波海纳百川气派的
窗户——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巡捕房、
天主教堂、宁波邮政局、浙海关等一字
排开，还有英商洋行、太古洋行等，具
有 浓 郁 的 欧 洲 风 格 ， 囊 括 了 英 、 法 、
德、荷等多国建筑风格。想当年，外滩
是宁波城市对外通商贸易的核心区域，
繁华一时。

另一张是人文景观的脸。
代表地方特色，接续人脉、文脉的

这张“文化脸”，就是叱咤世界各地工商
界的“宁波帮”，而“宁波帮”恰恰是从
老外滩起航。

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三北轮埠
公司、宏昌源号……静静伫立在甬江边
的这些石库门风格的老房子，表明这里
曾是宁波近代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和
工业的诞生之地。

如今，老外滩已被评为国家级步行
街，致力于打造“最时尚的网红打卡
地”“最宁波的商业步行街”“最国际的
人文交流窗”，着力挖掘宁波国际化港口
城市特质。

拥有很多近代建筑的老外滩，在保
护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还兴建了美术
馆、画廊、酒吧等新建筑，形成一条独
具特色的中外风情街。不同年代的建筑
物，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

时尚和传统、新颖和古典、东方和西
方、现实和未来、静态和动态，种种现代都
市的内涵，大概也只有历史沉淀厚重的老外
滩可以承载，历史和现代在这个焦点汇合，
这大概就是老外滩的独有魅力吧。

严氏山庄。（江北区外滩街道供图）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唐严拍摄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舵轮。

中国港口博物馆展出的德国石座钟。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罗盘。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展出的天文六分仪。

浙海关旧址博物馆外景。 宁波邮政局旧址。（江北区外滩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