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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大亨潘尚林

潘尚林，浙江定海小盘峙人，1888 年生于

渔民之家。兄弟 4个，潘尚林居首。潘尚林 8

岁丧父，母亲张氏（白泉张家人）含辛茹苦拉扯

大4个儿子。潘尚林16岁去上海学泥水匠，20

岁时还在上海外白渡桥做小工，凭着精明能

干、刻苦勤奋，潘尚林渐渐地在上海成为一名

建筑包工头。上海24层国际饭店建造时，潘尚

林承包搭脚手架项目，由此发迹。他在上海开

有潘荣记营造厂、蘑菇厂、中南皮革厂，建造过

上海档案馆、衡山宾馆、扬子饭店等著名大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他事业成功、财运亨通的

顶峰期。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上海被外

国列强瓜分，到处是外国租界，交通被封锁、阻

隔，潘尚林工厂原料不能进，产品不能出，几近

破产。潘尚林与总会计张华（定海人）商量，张

华建议写信向国民政府要员宋子文反映，由张

华起草写信。3个月后，经宋子文与外国使馆协

调，交通畅通了。

潘尚林素性慷慨，对于桑梓公益慈善事，无

不解囊相助。他捐资将石阶状元桥拆建为混凝

土桥，畅通了城中交通。之前的监狱房屋因陋

就简，潮湿黑暗，不利犯人改造。为改善犯人居

住条件，政府要重建监狱看守所，共需一万二三

千元。潘尚林捐资一万元，并亲临指导，将八间

看守所全建为坐北朝南的水泥房，改善了犯人

的居住条件。

1928年，潘尚林在小盘峙南沿的一块盐田

上建造了一座半土半洋的小院。此屋与一般农

舍不同的是比较洋气，门窗均用高档五彩花玻

璃，地平无一石块，皆为水门汀，中堂设玻璃屏

风相隔。因小盘峙交通不便，1933年，潘尚林又

在定海道头建造豪宅——潘家大屋。那是座钢

筋水泥结构的近现代建筑，原为二层楼，主楼七

间，东西厢房六间，占地 880平方米，建筑面积

1300平方米，楼层高4.5至 4.7米，柱子、柱础、

台阶均为磨石子，一楼地面统铺彩色马赛克；二

楼为席纹地板，天花板用石灰堆塑，门窗等采用

进口柚木精工制作而成，窗玻璃皆为高档法国

进口玻璃，还建有地下室。2001年，潘家大屋被

列为舟山市文物保护点。

艰苦创业的王福元

王福元，祖籍浙江定海白泉镇，1917年

出生于上海，王启宇之子。1940年，王福元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继承父业，以秘

书身份进入大维织造厂实习。数年后，王福

元阅历渐深，王启宇令其主持大纬织造厂。

1947 年，王启宇将达丰染织公司交予王福

元执管，接手后第一年即扭亏为盈，以后逐

年创造同业最高盈利记录。

解放后，王福元担任染织业同业公会要

职。1972年和1975年，王福元创设怡泰（新

加坡）、福新（新加坡）制衣有限公司。1978

年，在美国成立“FERA”国际集团。功成名就

的王氏家族一直把造福社会、助学乡里作为

己任。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舟山东海中学

（定海一中和五中的前身）成立之初，王启

宇先生就寄来了2万元，作为建校费用。从

1982 年以来，王氏家族已先后向家乡捐助

50余次，为家乡捐资办学金额累计达千万

元人民币。1982 年，王福元先生专门托人

来定海一中，商谈捐赠30万元人民币建造

一幢启宇图书楼事宜。建筑面积达1430平

方米，可容纳180人同时阅览，藏书可达15

万册以上的四层启宇图书楼落成开馆是当

时舟山最早、设施最完备、建造结构漂亮的

学校图书楼。

1985 年王福元再次慷慨解囊，捐资 50

万元，建造面积为 1360 平方米的启宇体育

馆。一年后，王福元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

了这幢体育馆的落成仪式。1992 年，又出

资50万元兴建启宇教学楼、启宇纪念堂，成

就学校规模，使定海五中成为莘莘学子的求

学乐园。2000年捐资 10万元，建立启宇立

基科技房，为学校多媒体现代教育技术的应

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3 年，捐资

50万元合建定海五中塑胶运动场。在定海

一中新校区，捐款100万元新建定海一中后

勤生活楼……王福元先生深知国之发展，倚

之教育；家乡发展，教育为先。除投巨资改

善学校办学硬件，从1988年开始，又设立了

“启宇奖学、奖教、助学金”，18年来，“启宇

奖学、奖教、助学金”从原来每年一万元增

加到每年 12 万元（五中 6 万元，一中 6 万

元），累计达到141万元人民币。

为发扬王福元“殷殷桑梓情，拳拳赤子

心”的崇高精神，2001年7月，舟山市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授予王福元为“舟山市荣誉市民”的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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