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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8_80_81_E5

_A4_96_E6_BB_A9_E7_c34_43503.htm 全国拥有外滩的城市20

余个，影响之大首推上海，历史之久则数宁波江北的老外滩

。现在，老外滩正在实施大规模的保护性开发，新外滩将于

今年10月向市民开放。在外滩旧貌换新颜之际，本报特刊发

一组关于新、老外滩对宁波有何影响的文章，以飨读者。 三

江之水，潮起潮落，百年外滩，沧桑变迁。 总建筑面积近8

万平方米的老外滩开发项目，是今年宁波城建的一大亮点，

已于今年5月完成土建工程，可望于今年10月向市民开放。 老

外滩实施大规模的保护性开发，目的是要唤醒这个沉睡已久

的历史街区，赋以现代时尚的内涵，使之成为传承宁波历史

和文明的纽带。那么，老外滩保护的价值会有多大？开发的

内涵能有多深？它究竟给宁波留下了些什么？ 留下风格独特

的老建筑 宁波外滩不算大，从新江桥到轮船码头沿江堤岸

仅600余米，正在开发建设的老外滩项目占地面积也不

过44000平方米，但宁波外滩却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具有百年历

史的外滩之一。鸦片战争失败后，宁波被迫按《南京条约》

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在江北

岸的外马路一带建立起“外国人居留地”，即最早的“租界

”，历史上也称为“外滩”,其开埠历史在国内“外滩史”属

于最早一批，比上海外滩还要早。英国太古洋行即是第一家

进入外滩的洋商企业，在宁波经营糖业、轮船、保险等业务

，时间长达50余年，其西式建筑框架至今依然硬朗。位于甬

江大桥南侧的永安贵重物品保管公司的贮藏库即为当时英国



人所建的金库，其安保条件绝不比新建银库逊色。 幸存下来

的还有和德坊、朱氏洋宅和王宅等20多幢颇具特色的老房子

，包括“宏昌源号”南货店、上海大亨朱旭昌的朱宅、首任

上海钱业同会会长严信厚的严氏山庄和巡捕房等4处文物保护

建筑，都将在维持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本着“修旧如旧，造

旧如旧”的原则，原状保留或修缮、复建。 老外滩之于独特

，在于这些老建筑的中西合璧、互为贯通：中式结构西式门

面、西式雕花石库门、青砖铺地花玻璃窗，或载百年工艺精

华，或袭浙东民居之灵韵，宁波文化和世界文化在这里融为

一体，成为宁波近代百年城市变迁的一个缩影。 宁波大学退

休教授王启新是老外滩的原住民。他说，1941年他父亲在老

外滩置下了一栋小洋楼，当时大概要1万块至3万块银元。解

放以前外滩聚集的主要是银行和教会。 留下水运文明的印记 

老外滩代表了宁波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它曾经是宁波兴盛

繁荣的见证。遗留下来的浮码头尽管已经破败，但依稀能找

到其曾经创造水运文明的印记，让人遥想当年“市舶殷集，

廛肆众多”的繁荣景象。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开辟沪

甬航线后，老外滩相继办起了13家轮船公司，甬江沿岸先后

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船码头。宁波港的重心也从鸦片战争前的

三江口南岸江厦街一带，转移到江北岸甬江带的外马路。老

外滩也在此时进入了鼎盛时期。 老外滩傍水而生，得现代文

明之先。19世纪50年代，宁波商帮就首创购买外国轮船为我

所用的先例。宁波港也由开埠初期以英美法日等外国商船为

主逐步演变为宁波商船为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出宁

波港的千吨轮就有近20艘，包括虞氏宁兴公司的“宁兴”轮

和宁波招商局所属的“江亚”轮和“江静”轮，吨位都不比



英国太古洋行的小。这些船只往来于沪甬之间，以“无宁不

成市”著称的宁波商帮也开始向上海寻找发展，进而形成“

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在上海滩十里洋场很是风光。宁波

商人甚至占据了当年上海仅有的两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

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 时光穿梭，如今的老外滩不再具有从

前水运文明时期的功能，也失去其曾孕育“宁波帮”的光环

。相反，由于老街区长期年久失修，成为一块“低洼地”，

每年台风汛期，居住其中的居民就深受水淹之苦。 去年，市

政府决定改造这块“低洼地”，让当地居民搬迁出去，从保

护的角度再造老外滩。为此，负责外滩开发项目的宁波城建

投资控股公司花了2亿元拆迁费，并投入3亿元建设费，外加1

亿元用于改造沿江景观，力度把老外滩建成一个引领现代时

尚的历史文化特区。 建成后的新外滩，将不复其水运时代的

功能，但依托于老外滩所崛起的宁波港，在完成早期商业港

向近期工业贸易转折的基础上，凭借北仑深水良港得天独厚

的优势，正奋力建设成世界级大港，进而把宁波建成现代化

的国际港口城市。 留下宁波帮创业的足迹 老外滩留下的不仅

仅是几幢独具风格的老房子和斑驳的船码头，更留下了宁波

商人创业的足迹和他们所传递的“宁波帮”精神。 老外滩开

埠以后，外商接踵而至，洋货源源涌入，刺激了宁波民族工

商业的兴起，使宁波人经商达到“十居其半”。与外滩隔江

相望的太丰面粉厂，是目前宁波历史最悠久的工厂，于1931

年就引进英国西蒙公司制粉设备，与当时的洋面粉展开竞争

。作为宁波旧工业“三支半烟囱”之一，“太丰”现在已经

成为达能、联合、纳贝斯克世界三大饼业大王的原料供应商

。 与“太丰”一样，当时兴办的工商业大多集中在事关民生



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上。无论是最早的商办工业通久源公司，

还是后来陆续开设的和丰纱厂、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

、顺记铁工厂、明华玻璃厂等，都是通过引进洋设备，再凭

借货真价实的产品与洋货进行竞争。宁波商人在长期经商的

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意经，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逐渐形成了宁波商帮诚实守信、善于经营、居安思富的鲜明

特色。 据老外滩开发项目全程策划、北京利鸿天投资管顾问

公司总经理彭利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需要一种精神

符号，新的老外滩志在成为海内外“宁波帮”的精神家园，

让他们再续宁波情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