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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件

桑金伟 文/摄

穷家也有几个篮子，不消说小康之家了。
篮子种类繁多，无法尽述，在“篮族”中最可回
忆的莫过于板篮、幢篮、杭州篮。以上说的三种
篮均属竹器，尽管有歇后语“竹篮打水一场
空”，但轻便、廉价、通透是其最大优点。

板篮是家乡的俗称，不知它的正规定义是
什么，也许因它由薄木板和毛竹制作而得名，
薄木板多用于篮底。板篮有圆的也有方的，我
在慈溪市横河镇彭桥村拍摄到两个独格圆形
板篮（图①）。左边那个的盖和底均用薄木板制
成，篮圈用竹片围成，密封性较好；右边的那个
稍大，大部分用细竹篾编织，两边有竹雕，很精
细，密封性稍差，这是家乡板篮的常见式样。篮
上写有“民国戊子”字样，民国戊子即 1948 年。

板篮的形制很多。慈溪市匡堰镇石人山村
乡风文明馆陈列的板篮保存完好（图②），自左
至右来看，第一个是较大的长方形三格板篮，
第二个是圆形二格板篮，第三个是长方形三格
透空板篮，第四个是较小的长方形二格板篮。

精细的板篮，让人心生赞叹。我的好友、慈
溪藏家杨志荣收藏的一个板篮上有铜质插销
孔，用于篮盖的锁定，两边插销孔下部各有四
字，一边是“宣统纪元”，另一边据初步考证是

“李雅察置”。文气十足的板篮弥足珍贵（图
③）。

据说，古代浙江的考生是提着板篮进考场
的，这种特殊用途的板篮，又称作“考篮”“书
篮”“账篮”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书
籍中都提到过。

多年前我去窦州古城，窦州是唐宋时旧
称，位于现在的广东省信宜市。古城北街口有

“藜照书院”，“藜照”一词，出自西汉经学家刘
向深夜读书、有老者燃藜照明之典故，故令我
印象深刻。后来，我参观余姚市泗门镇成之庄
的“科举文化博物馆”时，拍到了一个考篮，篮
盖上书“藜照书屋刘”。我当即与窦州古城的

“藜照书院”联系了起来。最近，我请教了“科举
文化博物馆”创办者禇纳新先生，证实考篮上
所写的藜照书屋就在余姚方桥（现属阳明街
道）。之后，我又参观了尚未正式开馆的慈溪教
育博物馆，拍到了一个考篮（图④），考篮中间
有夹层，可放书册之类。

据说，浙江嵊州出产的工艺竹篮颇负盛
名，曾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获奖。几年前，
我在嵊州农村拍到了打制板篮的场景，老人打
的是凹柄板篮（图⑤），很有工艺性。

在我看来，幢篮也是板篮的一种，不过幢
篮往往较大。14 年前，在义乌佛堂老街看到有

“喜庆梁篮出租”的广告语，便知幢篮也可称为
“梁篮”。其实板篮都是有梁的，梁就是提手。

幢篮在家乡又被称作“幢篮担”，有个“担”
字，说明它是被挑着走的，常用于送贵重的贺
礼。陈列于余姚博物馆的幢篮担，中间有特配
的精巧扁担（图⑥），一副“幢篮担”，能装 10 件
以上的贺礼，很有喜庆感。

幢篮担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器具，更承载着
丰富的民俗意义，反映了家乡好客有礼的文化
传统。

如今，板篮使用的机会不多，因为有了其
他的替代物。而幢篮担的使用并未减少，不过
幢篮担并非每户人家都需置办，因为它可借
用。几年前，我在慈溪市横河镇航渡桥桥里 31
号孙家拍摄到晾晒幢篮担的情形，让我看清楚
了幢篮担的内部结构。

杭州篮产自杭州，流通于苏浙一带，当时
与龙井茶叶、西湖莼菜等一同被列为杭州六大
名产。杭州篮多用篾青编制，有时也会夹杂些
许二层篾片。从外观上看，口宽底窄，口沿处呈
绞丝状作收口，篮柄采用倒“Y”形双跨结构，
顶端处收拢成手柄。杭州篮手柄较长，可拎、可
挎、可背，形状多样，高、矮、扁、圆，一应俱全

（图⑦）。杭州篮可谓杭州最早的文创产品和旅
游纪念品了。

杭州篮主要流通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那时有很多宁波人要“奔省城”
公干，从省城返甬时，捎带最多的就是杭州篮。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银行工作，每月都
要前往杭州。出发前，总有邻居、亲友嘱我顺便
捎回杭州篮。后来即便不叮嘱，我也会自觉购
买一串杭州篮回家。我家的一个杭州篮至今还
在使用。还记得那时杭州篮的价格，小的 4 角，
大的 7 角，沿路兜售杭州篮最多的是湖滨、城
站（杭州火车站）、青少年宫前等地。

开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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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7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包陪庆、曹其镛等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在先辈优
秀传统的感召下，海内外宁波籍人士怀抱家国情怀，与祖国同心，与时代同行，始终将自身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更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彰显出巨大的时代生命力和感召力。

本报特开设“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专栏，以宁波帮博物馆收藏的相关史料文物为载体，以史实为依据，回顾海内外
宁波籍人士薪火相传的爱国心、桑梓情，传承他们意蕴深沉、气魄恢弘的时代精神，展现他们不畏艰险、激流勇进的奋进
身姿。

一张龙虎广告画背后——

“中国呢绒第一人”
的时代梦

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①

康京京 高路 黄银凤

这是一幅“中国统一呢绒纺织厂”
的广告画。广告画上用醒目的大字印着

“开国产的新纪录”，背景图案是日出东
方的腾龙瑞虎，昂扬向上。在这背后，
是一个宁波人实业兴国的时代梦。

这张广告画，出现在宁波帮博物馆
“经世济民——上海大都市圈近代爱国
实业家展”中。展览全面展现了近代以
来长三角地区爱国实业家的卓越贡献，

也生动诠释了海内外宁波籍人士在推动
上海大都市圈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
用。

1843 年上海开埠伊始，宁波商人
便率先抓住机遇，开疆拓土，创造了近
代史上的百余个“中国第一”和“中国
之最”。其中就有“中国呢绒第一人”
陈贤本。

不弃学习，偶遇贵人

在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老街，名
为“遗忠堂”的陈氏祠堂见证着走马塘
陈氏以耕读传家的千年传承。陈贤本，
正是走马塘陈氏的后裔。

1900 年，陈贤本出生在鄞县一个
贫民之家。陈家生活困顿，但陈家父母
坚持让三个儿子上学。陈贤本起早贪黑
用功读书，13 岁从百丈街育德小学毕
业，在全县会考中名列第一。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
学，在远房亲戚李缓襄的帮助下，陈贤本
只身赴上海谋生。

与那个时代众多的宁波少年不同，
初到上海的陈贤本并未直接投身商海。
他找到机会在大东门水果公所华实学校
半教半读，白天教导低年级学生，以换
取食宿费用，晚上则挑灯夜读，继续自
己的初中学业。

18 岁时，他考入上海永安公司木
器部当售货员。工作期间，有心的陈贤
本学习了一些纺织知识，知道了“华达
呢、直贡呢、骆驼绒”，见识到了来自
欧洲的精纺呢绒等新鲜事物。

当时的上海租界，各国商人往来频
繁，陈贤本敏锐地意识到英语的重要
性，通过自学，他很快就能流利地用英
语和人交流。

那时的上海，电话号码只有四位
数，用户稀少且多为外国商人，电话费
需要收账员挨户上门收取，这个工作对
收账员的人品和英语要求都很高。陈贤
本凭借之前的口碑和所学，考入了上海
华洋德律风公司 （上海电话局前身） 担
任收账员。

命 运 的 齿 轮 在 1921 年 悄 然 转 动 。
因为这份工作，陈贤本遇到了改变他一
生的贵人——阿仑司白。阿仑司白是瑞
士的毛纺织工程师，专程来沪做骆驼绒
生意。阿仑司白在与陈贤本的交往中，
发现他工作踏实勤恳，还对呢绒小有研
究，于是有心指点他。在阿仑司白的帮
助下，陈贤本获得了一台国外毛纺机
器，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实业兴国，百折不挠

创业早在 1926 年就开始了。陈贤
本 与 朋 友 顾 如 九 等 人 筹 集 了 5000 银
圆，在上海局门路创办了先达骆驼绒
厂。陈贤本先担任技师兼公务主任，后
升为协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代
骆驼绒问世，这种国货一经推出便畅销
市场。然而，股东间的矛盾最终导致

“先达”解散。
陈贤本没有气馁，密切关注市场。

1931 年，又和人共同创办了胜达呢绒
厂和达隆呢绒厂。在胜达呢绒厂，陈贤
本大胆引进毛纱织造精纺哔叽、华达
呢、花呢等，成为上海最早生产精纺呢
绒的毛织厂。第二年“一·二八”事变
爆发，达隆呢绒厂将“一·二八”作为

产品商标，调动了国人保家救国的热
情，产品销路极好。不料一年之后，因
为“交友不慎”，陈贤本几乎倾家荡产。

连续三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却没
有磨灭掉陈贤本的信心。实业兴国，艰
难前行。

1932 年，机会再次降临。陈贤本
与刘文浩等人筹备开设“中国统一呢绒
纺织厂”，先在甘肃路设铁工厂制造机
器，继而在杨树浦桥丹阳路建厂。一年
后，以 5.5 万元股本起家的工厂正式开
工，陈贤本出资 1 万元担任经理。1936
年，合资人退出后，工厂变成陈贤本的
独资企业，更名为“中国统一本记”。
面对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困境，他与日商
岩井洋行合作，转向加工包销化纺原
料，度过危机，继续着实业之路。

展品中有一块藏青色呢绒布片，正
是陈贤本创办的“中国统一呢绒纺织
厂”生产的布片，诉说着“中国第一呢
绒”的辉煌，也诉说着中国纺织业发展
的不易。

不畏强权，救国救民

1937 年抗战爆发，陈贤本断然终
止与日商合作，机器厂房被日商强行占
用，工厂宣告停业。他宁可自己受损
失，也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抗战期
间，他基本上不做生意，多口之家的生
活全靠之前参股大光明毛织厂的股息红
利和陆续卖出存货得以维持。

生意停止了，陈贤本救国救民的行
为却不曾终止。

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上海市呢绒工
厂业同业公会在陈贤本的带领下，在公
共租界冒着生命危险设立难民收容所，
为难民提供吃住。就连他自己的家里，
也常常住满了逃难的亲戚朋友。

展厅中，几张泛黄的纸页上，苍劲
有力的墨书诉说着这段烽火岁月的故事：

“迳启者：凉秋已过，严冬将届。
前线将士冲风冒雪，浴血肉搏，以期杀
敌致果，后方难胞号寒啼饥流离失所，
以致无家可归凄惨孰甚⋯⋯”“寒衣捐
之募款尤属重要问题，迫不容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封真挚感
人的募捐书，由陈贤本后人捐赠，饱含
深切的家国情怀，今天读来依然引发强
烈的共鸣。

《征募寒衣捐启》 作为本次展览的
重要展品之一，记录的是 1940 年陈贤
本以上海市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主席身
份发起募捐，号召在沪同业捐款支援抗
战前线。后附的募捐名录显示，包括陈
贤本在内的一众爱国同业人士慷慨解
囊，用实际行动支援了抗战。

1975 年，陈贤本在上海离世，他
的重教爱国理念深深影响了下一代。十
个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投身教育
科技领域。其长子陈子元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今天，当我们在宁波帮博物馆凝视
这些展品时，仿佛能看到一个时代的缩
影：一位白手起家的宁波商人，在时代
的浪潮中坚守初心，在商海中搏击进
取，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最终将这
份精神财富传承给后代。

照片由宁波市博物院（宁波帮博物
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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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陈列于余姚博物馆的幢
篮担。

⑤打制板篮。

④慈溪教育博物馆展示的考篮。

③板篮上有铜质插销孔，用于
篮盖的锁定。

②慈溪市匡堰镇石人山村乡风
文明馆陈列的板篮。

①两个独格圆形板篮。

“中国统一呢绒纺织厂”广告画。

上海市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主
席陈贤本《征募寒衣捐启》。

陈贤本创办的“中国统一呢绒纺织
厂”生产的素色骆驼绒衣服内胆。

1933 年陈贤本率子女在“中国统
一呢绒纺织厂”大门口所摄家庭照。

⑦当年排队购物时，杭州篮是一道独特风景。陈贤本

“经世济民——上海大都市圈近代爱国实业家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