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0 日，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首

倡策划、上海大都市圈“1+8”城市博物馆

协同发展合作联盟联合推出的“经世济

民——上海大都市圈近代爱国实业家

展”在（宁波帮博物馆院区）B区一层临展

厅开展,该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5 月 19
日。该展览通过来自联盟各成员馆 120
件（组）珍贵文物展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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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群体在推动

近代民族实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展览分为“踔厉奋发蕴志兴华”“造

福地方回馈社会”“风雨如晦为国担当”

三个篇章，以今天上海大都市圈所在区

域内的近代爱国实业家为主要展示对

象，通过展示“士负国家之责”的张謇、

“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国

货大王”方液仙、“煤炭大王”刘鸿生、“五

金大王”叶澄衷等一大批实业家的人生

故事，再现他们在烽火年代实业救国，造

福乡梓、回馈社会的篇章。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中国工业文明

的最早发生地和窗口，同时显示出了对

周边区域超强的吸纳和辐射能力。19 世

纪 20 年代起，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区

域已发展成为远东乃至世界著名的经济

圈，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引擎作

用。周边包含宁波在内的8座城市，以迅

速崛起的上海为基点，经济获得快速发

展，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

记者了解到，该展览的策划源于上

海大都市圈"1+8"城市博物馆协同发展

合作联盟的深度合作。该联盟由上海、

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

兴、舟山等九座城市的博物馆共同发起

设立，以跨界破圈的新思维，实现联盟内

文博资源的整合利用；同时，以“江南文

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为底层链接，

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共建

一个面向上海、面向国际的文旅多向良

性循环流动的“大舞台”。

本次展览是联盟成立后的首个重要

合作项目，已先后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嘉兴博物馆、湖州市博物馆展出，宁波博

物院（宁波帮博物馆院区）是巡展的第四

站。

此次展览中，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

物，如商标、票据、广告、证章奖牌、合影

照片等，如同一个个时光胶囊，无声地诉

说着宁波籍实业家们在上海的创业的光

辉历程，将我们带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

代。

一枚印着“大中华”字样的火柴盒，

色彩鲜艳的火柴盒贴画，承载着一段打

破洋货垄断的传奇故事。

1930 年，宁波人刘鸿生将荧昌、鸿

生、中华三家民族火柴厂合并，组建大中

华火柴有限公司，致力于技术的创新和

应用。“大中华”火柴物美价廉，畅销大半

个中国，使“洋火”黯然失色，刘鸿生也因

此赢得了“火柴大王”的美誉。

1923 年，宁波镇海人胡西园打破了

中国灯泡市场完全被外商垄断的局面，

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生产灯泡的工厂，研

制出我国第一只白炽灯泡，实现了电灯

泡的国产化，同时带动了照明电器配套

产业的发展。

展柜中的一只“亚浦耳”灯泡，不仅

让光明照进了寻常百姓家，也照亮了中

国民族工业前进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亚浦耳灯泡厂定名为亚明灯

泡厂，直到今天，该厂仍然是全国最大的

光源生产基地之一。

展柜中，还有一张达丰染织厂的广告

单，“中国首创”四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1913 年，王启宇在上海创办达丰染

织厂，首创中国机器印染业，并在20世纪

20 年代末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自

纺、自织、自染、自印花、自整理的纺织染

整联合企业，实现了从纺纱、织布到染

整、印花的全产业链生产，使中国纺织业

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外，陈贤本的“中国统一”呢绒纺

织厂广告、1951 年王宽诚给盛丕华的讲

述捐赠飞机的信件等其他展品背后也很

有故事，都承载着宁波籍实业家的拳拳

爱国之心。

在上海近代化进程中，宁波籍商人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43 年上海开

埠伊始，宁波商人便率先抓住机遇，在金

融、贸易、航运、制造等领域开疆拓土，创

造了近代史上的百余个“中国第一”和

“中国之最”，商业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由

此确立了自身在近代中国的产业主导地

位。以虞洽卿、叶澄衷等为代表的宁波

籍实业家，创办的三北轮船公司、中国化

学工业社等企业，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

角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此次展览在宁波帮博物馆展出既是

对宁波籍商人近代以来峥嵘岁月的致

敬，也是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生动

实践。为了更好地提升观众参观体验，

展览还特别推出限定展览纪念章、“8+1”

纪念章、老字号商标复刻章，以及互动明

信片，观众可通过集章留言的方式，与展

览“对话”。

斯人去已远，遗业至今存。一代代

实业家将家国之爱，化作一座座工厂的

机器轰鸣，一条条商路的繁忙往来，一个

个品牌的传世荣光。百年沧桑，他们与

城市共生的深情，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绵

延生长，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本文图片均由宁波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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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件珍贵文物！上海大都市圈近代爱国实业家展在宁波开展

展品见证多个历史第一
◎ 记者 陈 冲

▲燃起民族工业之火的“大中华”

◎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盛 晨 供图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升级版越剧现代戏《龙港的春天》杭州首演

演绎温州龙港巨变

▲演出海报

“没有风险哪有风景！”伴随着演员

那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唱词，12 月 6
日，为庆祝龙港撤镇设市 5 周年，由浙江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中共温州市委宣

传部指导，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支持，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与中共龙港市委宣传

统战部出品，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

剧团）演出的越剧现代戏《龙港的春天》

在蝴蝶剧场举行杭州首演。

《龙港的春天》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浙江越剧团）省地合作的重头戏，在原

作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渔

港之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升级与创新，

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舞台。

春天里，万物复苏。龙港市的第一

个春天，注定不凡。从小渔村到农民城、

从农民城到小城市培育、从小城市培育

到撤镇设市的三次历史性跨越，都体现

了龙港人“把改革进行到底”的激情与勇

气。敢闯敢试、创业创新、奋勇拼搏乃是

龙港精神的应有之义。

该剧深情再现了浙江温州龙港的民

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勇立潮头、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壮志豪情。

故事缓缓拉开序幕，带观众回到 20
世纪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家庭

贫困的渔民妇女陈小梅，在丈夫外出务

工后，不仅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更借着

龙港户籍改革的春风，办理了城市户

口，并勇敢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转型

升级遭遇重重困境时，镇长及时送来了

政策的暖阳，同乡创业者也纷纷伸出援

手，共渡难关。龙港人正是凭借着这股

敢为天下先的闯劲，让龙港从一个默默

无闻的小渔村，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新兴城市，迎来了属于它

的崭新春天。

在 唱 腔 设 计 上 ，该 剧 既 保 持 越 剧

的流派韵味特色，又不失为生动鲜活

的人物特点设腔的浙派风格；主题音

乐上以龙港道情为素材，展现出浓郁的

地域风情，还结合了极具时代特点的经

典歌曲《春天的故事》的元素进行创作衍

生，通过豪华阵容的浙越乐队倾情演奏，

呈现出大气豪迈、气势恢宏的质感。

在演员阵容上，《龙港的春天》继续

秉持浙江越剧团男女合演的独特风格，

汇聚了众多实力派演员。其中，国家二

级演员、新松大赛银奖得主、袁派传人徐

琼与国家二级演员、省戏剧节优秀表演

奖获得者黄剑勋等领衔主演，一众青年

共同演绎改革大潮中的群像，为观众呈

现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

济的发祥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

富的创作资源，打造了一批小切口反映

大时代、以温州故事彰显中国精神的优

秀作品。在温州影视飞速发展的重要时

刻，为了进一步挖掘温州影视的巨大潜

力，调研重点创作方向，浙江省文联和温

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文联在12月初，共

同策划了新时代影视创作选题研究与题

材库建设指导恳谈会，邀请国内知名的

影视专家来到温州，为温州影视的发展

赋能。

在这个充满多样化文化娱乐选择的

时代，创新发展沉浸式越剧演出，助推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需要相关部门以

及相关演出团队共同发力，打开以新的

表演形式来推广地方文旅特色资源的新

思路，在新时代、新科技、新场景、新业态

的背景下探索传承发展传统戏曲的新

路径。

回到《龙港的春天》，台上的演绎栩

栩如生，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创作载

体或许有所不同，但让参与者在超越现

实世界的物理或虚拟空间中获得感官震

撼和情感共鸣的效果却是共性。比如，

沉浸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凤冠》等作

品，不仅让传统越剧文化的表现力从平

面走向立体纵深，也让人们看到了沉浸

式越剧演出对于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广

阔潜力。

▲剧照

▲照亮近代中国的“亚浦耳”

▲引领时代潮流的“达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