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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商——尤其是宁波帮——名闻天下，20世纪下半叶移师港台，异军崛起，涌现出“世界船王”包玉
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以及王宽诚、应昌期、王德辉等商界巨擘。
本书条分缕析这六位巨商的创业历程、经营之道、为人处世；特别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落地扎根，艰
苦奋斗、审时度势、敢为人先、诚信务实、勤俭节约、爱国爱乡、报效社会等独特的浙江商文化传统
。
有志于经商的人们，必定能从中获得诸多启迪，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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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光中，男，浙江鄞县人。
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大学学报》主编，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甬商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致力于传记文学与商帮文化研究，已出版《赵树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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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包玉刚大事年表王德辉   一 置牛大战 “华懋”露头角   二 妻承夫业 亚洲女首富   三 豪门恩怨 世纪
争产案   附录 王德辉与龚如心大事年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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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邵逸夫一 兄弟同心 南洋淘金1907年10月4日，邵逸夫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今属宁波市镇海区）庄市
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商人家庭。
他在家中排行第六，上有三位哥哥、两位姐姐，所以后人称他“六叔”或“六老板”。
这四兄弟原名仁杰、仁棣、仁枚、仁楞，进入电影圈时分别取了富有诗意的大号——醉翁、邨人、山
客、逸夫。
除了仁枚，其余三人后来均以号闻名于世，父母给的名字反而不为人知。
 镇海庄市是近代“宁波帮”的发源地之一，富商辈出。
早期以号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为代表，现今则有举世公认的大富豪邵逸夫和包玉刚。
叶澄衷造福桑梓，在庄市创办中兴小学，邵逸夫和包玉刚便是中兴学生，先后就读，接受启蒙教育。
一脉商缘，或许因此而传承。
邵逸夫的父亲玉轩先生（1867——1920），也是步叶澄衷的后尘，前往上海“淘金”，开设“锦泰昌
”颜料号，经营有方，生意红火。
但他众多的孩子却没有一个继承家业，而是在老大邵醉翁的率领下一起“触电”，投身新兴的电影事
业。
“邵氏兄弟”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诸多第一。
邵醉翁（1896——1979），原来是一名律师，在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工作，可其“醉翁之意”在
于时髦的文明戏和电影。
1922年，他与人合股经营“笑舞台”，并创办“和平社，，剧团，自编讽世剧本，演出文明戏。
这是中国话剧的前奏。
他以此为基础，于1925年6月另辟蹊径，在上海虹口横浜桥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尚属草创时期
的中国电影业。
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起初有几家外国人开办的制作公司，拍摄一些纪录性短片。
1922年，也是宁波镇海人的张石川成立明星影片公司，翌年拍成故事片《孤儿救祖记》，上映后反响
强烈，第二天就有人上门，用8000银元买下南洋地区放映权。
这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没想到电影这个“玩意儿”居然可以名利双收。
大小资本遂冲着高额利润蜂拥而上，短短几年，上海滩的影片公司犹如雨后春笋。
但最后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名声的，只有同时成立的“天一”和“大中华百合”。
邵醉翁对电影有浓厚的兴趣，又有敏锐的商业眼光，他用戏院赚来的钱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以“笑
舞台”文明戏演员为班底，全家总动员，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
他自任编剧导演，邵邨人和邵仁枚负责制片及发行。
邵逸夫当时已从家乡来到上海，就读于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
年轻人无一不对摄影感兴趣，他在这方面颇有天赋，便专事摄影。
大嫂陈玉梅则领衔主演所拍电影，后来星光四射，在1934年成为《影戏生活》组织选举的“电影皇后
”。
显然，“天一”实为邵氏兄弟的家庭企业。
“天一”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编自导的故事片《立地成佛》。
由于是自家人制作，开支省，成本低，全片花费共2000银元，而回报的利润令人喜出望外。
于是再接再厉，又拍摄了《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白蛇传》、《孟姜女》、《七侠五义》
、《乾隆游江南》等。
天一影片公司公开标榜：“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
”因此，这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旧小说的电影，由于故事情节家喻户晓，传统道德深入人心，加上浩
大的宣传声势，投入市场后，很能满足小市民观众对电影的好奇和喜爱，甚至在当时电影界掀起了“
古装片浪潮”，与张石川掀起的“火烧片浪潮”相映成趣。
自然，钱财也随着浪潮滚滚而来。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提供的资料： “至1926年底，全国共有包括4家美资公司在内的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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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片公司挂牌，而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
1923年，常规长度的国产故事片总共只有5部，而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和1926年则又分别激增
到51部和101部。
”由此可见，当时的电影市场何等热闹；但也表明，民族资本已陷入恶性竞争的局面。
在混乱无序的纷扰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影片公司，多数又如昙花一现般地倒闭出局了，包括注
重社会效益、教化功能的“神州”与“长城”两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天一”制作的影片虽然得到观众的追捧，却也不断遇到种种艰难险阻。
负责发行的邵仁枚首先意识到，必须为公司的产品寻找新的渠道，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
邵氏兄弟不约而同，把目光瞄准了遥远的南洋地区。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们背井离乡，最思念故国风情，最热爱中华文化，对宣扬传统伦理道
德的国产影片必定特别喜欢。
片商用8000银元买下《孤儿救祖记》在南洋的放映权，就是一个明证。
大哥邵醉翁拍板定音：“去！
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 开路先锋也是邵仁枚。
他带上几部影片，乘船来到新加坡，为“天一”公司组建南洋地区的发行网络。
谁知城里的影戏院异口同声，都不接受“天一”影片，理由是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
而真实的原因，是当地一个名叫王雨亭的“地头蛇”，独霸着南洋影片业务，不能容忍邵仁枚跑到自
己的地盘来抢饭碗。
新加坡的华侨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福建，王雨亭便利用他们的地方观念，排斥浙江人邵仁枚。
更有甚者，王雨亭还专程到上海敦促“明星”等六家影片公司组成六合公司，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在
南洋地区封杀“天一”影片。
邵仁枚在这严厉的商业围剿下到处碰壁，一部影片也没能卖出去，但他毫不气馁，转而跑到星马乡镇
去碰运气。
结果他发现，那里竟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连一家影院也没有，老百姓不知电影为何物，顶多看
过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
毫无疑问，这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蕴含着极大商机。
一向搞推销的邵仁枚灵机一动，何不改推销为放映？
露天影院，不要租金，自己动手，无须求人。
邵仁枚因地制宜，决定用“流动放映车”来开垦这片处女地。
但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件事，于是发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邵逸夫此时中学毕业，正准备上大学深造，接到三哥的电报，二话不说，赶赴星岛。
兄弟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装上放映机、银幕、胶片、折叠椅等设备，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
保、马六甲、槟城等地的大街小镇，甚至深入丛林中华侨众多的橡胶园工场。
每到一地，邵仁枚负责清理场地、安置设备，邵逸夫则制作和张贴海报。
放映时，两人轮流着，手握放映机的摇柄，逐格逐格地把画面投在银幕上。
一场电影放下来，尽管他俩年轻力壮，也会累得腰酸手痛。
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忍，没有坚韧的毅力万难忍受。
邵逸夫的办法是：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来抵抗。
工作很辛苦，兄弟俩从早晨干到凌晨3点是常有的事。
从如此卑下的工作开始，生意慢慢地扩大。
两位上海大少爷，就这样在赤道烈日下、椰风蕉雨中奋力拼搏，硬是依靠吉卜赛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
，载着简单的黑白默片巡回传播，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大大疯魔了当地的群众。
入场费只要5美分，收入最好的日子，总是在月底发薪之后。
而这种原始的方式，倒也行之有效。
不久，他们的“流动放映车”巴增至六部了。
“天一”影片在南洋家喻户晓，同时也推动了电影的普及，成为人们娱乐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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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经历，邵逸夫终生难忘，他在功成名就后回忆那段日子时，曾感慨地说： “在那样的生活中，
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
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
现在的青年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邵氏兄弟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扎稳打，足迹踏遍了星马的山山水水。
这种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感动了当地一位热心的旁观者——槟城首富王竞成。
他挺身而出，一伸援助之手，许多困难便迎刃而解了。
邵仁枚和邵逸夫成功地“曲线进城”，凭借汗水换来的第一桶金，先后租下新加坡的“华英戏院”、
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专门放映“天一”摄
制的影片，构成了最早的院线和发行网络。
邵氏兄弟终于突破王雨亭及“六合”的封锁，在南洋站稳了脚跟。
也许是时来运转，邵仁枚与邵逸夫又结识了新加坡大富豪黄文达与黄平福，成为莫逆之交。
黄氏兄弟产业众多，其中有当年南洋一带最大的游乐场“新世界”，独占星马娱乐业的魁首。
黄氏兄弟把“新世界”信赖地交给邵氏兄弟经营。
而邵氏兄弟也不负黄氏兄弟重托，把“新世界”经营得锦上添花。
一年下来，获利极为丰厚，超过此前数年收入的总和。
两家人皆大欢喜。
不久，新加坡另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老板因无力经营、难以为继，有意转让，邵氏兄弟闻讯后果
敢决断，斥巨资予以收购。
此役再获成功，激起兄弟俩万丈雄心，斗志昂扬，展开猛烈的收购大战。
数年之间，邵氏独资拥有了15家影剧院，还有多家与别人合资开设的连锁戏院。
1930年，邵逸夫与邵仁枚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准备大展宏图。
然而商海波诡云谲，此时，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猛烈冲击东南亚，许多工厂、商店破产倒闭，失业工
人布满街头。
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为减少。
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
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抉择。
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知难而进，毅然决定坚持下去。
因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
他们降低票价以招徕观众，前排由50美分降到5美分，后排由75美分降到10美分，即使是已经放映过的
老影片也重新放映了。
另一方面，他们决定出奇制胜、放映有声电影。
那时西方已经兴起了这种新鲜玩意儿，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时代。
邵逸夫提议：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购买和拍摄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
邵仁枚深表赞同，并嘱他立即前往美国采购“能讲话的机器”。
邵逸夫远涉重洋，来到全球最大的“制梦工厂”好莱坞。
那庞大壮观的电影基地令他大开眼界，那电影生产王国的流水作业更令他惊叹不已。
他考察了好莱坞的每一个角落，观摩了数十部有声电影。
第一次的印象总是最深刻的。
也许就在那时候，邵逸夫立下了要自建一座“制梦工厂”的宏誓大愿；也升始培养天天观摩电影的良
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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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籍港台巨商》：邵逸夫，兄弟同心，南洋淘金，邵氏影城，亚洲称雄；王宽诚，宁波到上海，
实业救国，“贱取如珠玉”，扬名香港；董浩云，在惨淡经营中崛起，在追求桂冠中壮大；应昌期，
从上海到台湾，靠自学成理财高手，化腐朽为神奇，创多元化实业集团；包玉刚，年近不惑，银行家
下海，花甲船商，加冕王中王；王德辉，置牛大战，“华懋”露头角，妻承夫业，亚洲女首富。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六位浙江籍港台巨商的的世界，体会他们的创业历程、经营之道、为人处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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