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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廷佐（1882-1941），

浙 江 定 海 城 关 周 家 塘

人。6岁丧父，靠母亲洗

衣为生。13 岁由外国传

教士介绍去上海一外商

饭店工作。他勤敏好学，

服务周到，深受店主赞

赏。十年后，用所攒积蓄

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

创办益利饭店，销售进口

名酒、汽水、饼干、罐头。

不久，许廷佐又创办益利

汽水厂、益利五金店、益

利拆船打捞公司等企业。

民国十一年（1922），

许廷佐与同籍商人朱葆

三在上海创办舟山轮船

公司，开辟上海—定海—

穿山—海门（今椒江）航线。民国十五年（1926），又创办益利轮船

公司，购置轮船经营上海—定海—温州航线。民国十八年（1929），

又开辟上海—定海—三门湾航线。同年发起组建“三门湾开埠公

司”，自任经理，聘请比利时工程师设计，计划修筑10里防浪堤，围

涂16万亩，建三门港，筑三门—义乌铁路，至杭州、宁波、温州公路，

并计划创办造船厂、机械厂、采矿场、飞机场等，需资金 300 亿元。

又以私产抵押，借政府公债50万元，建益利码头、堆栈、旅馆，上海

商人闻风而至者百余家。不久“益利”轮在上海被劫，开发资金不

济，商人纷纷掩囊裹足，工程停顿，许廷佐忧愤成疾，于1941年在上

海病逝。

许廷佐热心教育事业，曾在定海捐建廷佐义务小学（今定海廷

佐小学），又捐助城关南郊小学，受到浙江省政府嘉奖。

1995年 5月，许廷佐的儿子，90岁高龄的许文贵专程从香港来

到定海，喜庆廷佐小学建校70周年。他用地道的舟山方言说：“继

承父辈的遗志，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希望小

朋友们用功读书，将来为国出力，为家乡增光。 ”随后，许文贵又

设立了许氏父子基金会，专门用于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

如建造舟山医院门诊大楼、为舟山图书馆捐款、为《定海县志》的出

版捐款等。自爱国实业家许廷佐创办廷佐小学以来，许家已累计

为该校捐资近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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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宇（1883-1965），字志正，定海白泉

人。父亲王晋侯精通中医，后因为一名荷兰

人诊治疾病，受邀赴上海，任职于和兴洋行。

王启宇幼年时随父亲来到上海，考入圣约翰

大学，因学费昂贵，一年后停学，后任和兴洋

行司计。当时的洋货充斥着中国市场，衣着

纱布，也多是进口而来的。王启宇立志实业

报国，振兴纺织印染工业，自学棉布加工技

术，业余钻研棉纺线丝光染色技术，艰苦创

业，终获成功。

民国二年（1913），王启宇与人合作集资在

上海塘山路创办达丰染厂，自任经理，专营纱

线漂炼染色。刚开始时仅有草房数间，染缸数

对，所产丝光线，极受厂商欢迎。翌年，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进口货骤减，达丰产品供不应

求，数年间获利5万银元。1919年，王启宇又

集资在曹家渡浜北光复西路1161号创办新厂，

除染色外，又增设织部，实行自织自染，并向英

国订购印染设备，首创中国机器印染业。投产

后日产布2000余匹，尤其是黄卡其销路最广，

致客商每提及卡其，必曰“达丰”。

王启宇管理工厂一秉至公，为投资合作

者及职工所敬服。他用重金聘请外国专家任

工程技术人员，培养国内技术骨干，使生产蒸

蒸日上。1920年，王启宇另邀李柏葆等14人

投资，在上海曹家浜渡苏州河北岸西光复路

开设振泰纺织厂。李柏葆为董事长，王启宇

为经理。当年厂部先行试车投工，翌年10月

全部建成投产。拥有纱绽2万枚，生产月虎

牌、吗福牌棉纱及双股绒。为扩大规模，与达

丰染织厂分别增资，生产日渐兴旺。两年后，

两厂改组成立“中国首创达丰染织厂”，王启

宇任经理。1925年后，由于“五卅”惨案发生，

上海各界抵制外货倾销。该厂开始生产花

布，并再次增资，在宝山顾家宅开办宝兴纱

厂。抗战爆发后，两厂先被日军侵占，后改组

为英商第一中纺公司中纺纱厂，继又改组为

英商中纺公司中纺二厂。1933年，该厂发还

原主，董事长顾杏卿，经理王启宇。抗战胜利

后，与中纺一厂协同发展。1948年，向瑞士订

购3万枚纱锭，因政府限制进口，便改运香港，

于1950年成立香港纱厂，王启宇任董事长。

1920年至1950年，王启宇先后在上海、南

通、常熟等地创办振泰纱厂、宝兴纱厂、达记

织布厂、泰山纺织厂、中纺纱厂、大纬织造厂

等企业达30年之久。并与人合资创办泰山保

险公司，投资参与经营舟山轮船公司、信和纱

厂、兴业钢铁厂、中华劝工银行、统原银行

等。历任上海华南纱厂联合会董事、中华工

商业联合会理事，苏、浙、皖、鲁、沪六省市棉

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59年任香港纱厂同

业公会理事长，是香港纺织业开拓者之一。

事业有成的王启宇也十分关心家乡教育

事业。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旅沪巨商朱葆

三、刘鸿生等创办定海公学，王启宇出资500

元。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定海中学（即定

海公学，今舟山中学前身）所设的捐款助学铜

匾至今犹存，王公大名列在其中。

商帮人物商帮人物

定海区档案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