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裕民會長熱心赞助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
包承吉

    上海人聯誼會會長朱裕民，多年來，

不僅在美國積極支持和親自參與上海文化

交流和聯誼活動，而且始終全力支持與上

海相關的歷史研究活動。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他和十餘位

南加僑領出資30萬美元捐助上海世博會的

玫瑰花車。2009年，他更出資人民幣500萬

元，贊助復旦大學歷史系成立“上海史國

際研究中心”，旨在進一步推動上海的歷

史和文化研究工作。

    为此筆者訪問了朱裕民會長，問及“

為什麼會大手筆地資助復旦大學成立專門

研究機構，研究上海歷史”時，朱裕民

說，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捐助，因为上海

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性大都市，也是他的故

鄉。 1942年，他出生在上海浦東南匯。

雖然他在十歲那年就隨父母到香港定居，

但由於香港是一個和上海最接近的國際性

大都市，那裡本來就有很多上海人。1949

年之後，沒有一個境外的城市可以象香港

那樣獲得更多、更準確的與上海相關的訊

息。 1964年他在香港理工大學獲得紡織 

工程學位。後來又在美國創辦了經營女裝

的紡織公司。而當時香港也聚集了許多來

自上海的紡織業精英。上海四大公司先

施，永安，新新，大新的老闆在香港也都

有產業。 香港有一家著名大銀行，其英

文名稱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

poration Limited ，簡稱HSBC）。1949

年後，儘管滙豐在內地的其他分行全部關

閉，但上海分行卻仍然繼續營業。而當

時香港首富，電業鉅子嘉道理也是香港上

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的擁有人。香港最早、

最豪華的半島酒店就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

司的旗艦酒店。嘉道理對上海情有獨鍾也

不是偶然的，他的家族就是隨著另一個來

自巴格達的猶太裔富豪沙遜，在上海發跡

的。因此生活在香港的朱裕民, 感覺和家

鄉從來就沒有疏離過。
    朱裕民說，上海人不是“人”，而是
一種形象。上海是由眾多移民組成的中國
第一個國際大都市。 第一批上海人來自江
浙，包括寧波、蘇杭、江北，第二批來自
廣東，永安公司的老闆郭樂、郭泉就是廣

東人，1918年開業後，所雇傭的一千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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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全部是廣東人。 除了第一代商人，其他

很多社會名流也是移民到上海的。 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宋美齡，她雖然出身廣東文昌

（今屬海南），但卻稱自己是上海人，并

以此為榮。 

    朱裕民特別提及上海人的博大胸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成為三萬多猶

太人逃避納粹分子迫害的避難地 。1938

年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升級，猶太人為避

免被抓入集中營，只有離開歐洲。但要想

逃離，就必須獲得外國簽證，於是成千上

萬的猶太人奔走于各國使館之間，申請簽

證。在當時，一張簽證就可以拯救一條生

命，因而被稱為“生命簽證”。但1938年7

月6日，在法國召開的國際難民會議上，與

會的美國 、加拿大等32國均拒絕接受猶太

移民。 而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基於人道主義

立場，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在

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向數以千計的猶太人

發放了“生命簽證”。納粹當局又以總領

事館原屬於猶太人房產為由，將其沒收。

而當時國民政府拒絕出資租房，何鳳山自

掏腰包租下一套小公寓，把總領事館搬到

那裏，繼續堅持發放簽證。 並因此被外交

部記過一次。到上海避難的猶太難民有3萬

之多，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 、印度 

、南非 、新西蘭 五國當時所接納猶太難

民的總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演

奏家海因茨· 格林伯格 （ Heinz Grün-

berg ）、美國前財政部長 麥可·布魯蒙

賽爾和億萬巨富伊斯雷爾·辛格，都是當

年手持何鳳山所發的簽證，到上海避難的

見證人。 當時有一本書中提到，1939年有

4000名猶太人在維也納拿著到上海的簽證

逃離迫害。 

                       右圖：何鳳山

上圖：何鳳山簽發的字號3639上海簽證。這些簽
證讓猶太人透過上海這個渠道轉往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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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何鳳山的事蹟，聯合國于2000 

年 4 月舉辦《“生命的簽證”：正義而高

貴的外交官》展覽。並于2005年正式授予

何鳳山“中國的辛德勒”稱號。2000年7

月，何鳳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以色列最高

榮譽的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稱號。2001年， 該國政府還在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為何鳳山建立紀念

碑，碑上刻著“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

。

上圖：前以色列駐華大使安泰毅在何鳳山博士

纪念墓地献花籃

    朱裕民說，上海受西方經濟文化影響

很深，這與租界和教會這樣特殊的歷史存

在，有著密切的聯繫。鴉片戰爭以後，從

1845年上海第一塊租界劃定起，到1943年

列強交還租界，經歷了將近一百年。上海

人拍照，總是西裝、斯迪克（手杖）、高

跟鞋、旗袍，這就是引領時尚的上海的特

色。西方的經濟文化融入了東方的社會生

活，近代上海的地位和特徵，就是這樣歷

史地形成的。

    朱裕民還說，上海在繼續創造新的歷

史。 今天的上海，不僅浦東浦西同時高速

發展，而且以江浙為依託，正在逐步形成
 

大上海經濟發展區。江南傳統吳越文化，與

西方傳入的工業文化相融合，形成上海特有

的海派文化。作為中國經濟、交通、科技、

工業、金融的中心之一，2014年上海 GDP 

總量居中國城市第一，亞洲第二。 他總結

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動。 歷史為進化而

存在，為發展而存在，歷史具有生命。歷

史、現實、未來總是上下承傳和相互關聯

的，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支援成立上海歷史研

究中心的原因。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上海史研究中心成

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 復旦大學歷史

學系的中國近現代史于2007年被評為 “國

家重點學科”。 2009年，朱裕民會長慷慨

捐助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500萬元

人民幣，用於推進復旦大學的上海史研究。 

同年10月26日，楊玉良校長與來自美國的朱

裕民簽署資助協定，並代表復旦大學教育發

展基金會向朱會長頒發捐贈證書。 得益于

朱會長的資助，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

心的工作得到了極大的推動和發展

 

附：

 • 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In-

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hanghai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的

建設方案在2012年通過，並聘請熊月之教授

擔任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  

 •  2012 年和2013年間，復旦大學上海史

國際研究中心主辦了“明清江南與近代上

海”、與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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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與上海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與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

市歷史學會、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上海師

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等單位聯合舉辦了“史量才與

《申報》的發展”、“開放城市與近代中

國”等數次學術研討會。

  • 2013 年7月，中心主辦“開放城市與

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2014年4月在

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

還主辦了“多學科視野下的上海史研究”

學術討論會。同年11月舉行了“外僑與近

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10舉辦“斷裂與延續：共和國史研究再

思考”討論會。 2015年12月舉行了“上

海史研究：新視野· 新方法· 新史料”

國際學術研討會。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2015年

7月，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與上

海市歷史學會聯合舉行“近代上海外國僑

民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學術論壇：以猶太

人為中心”。 除了上述學術交流活動，

該中心的教授和專家還發表了不少專著和

論文，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的代表作《西

學東漸與晚清社會》英文版已由Silkroad 

Press出版，全書共分三卷，英文名稱為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熊

月之教授還在2016發表了論文《中共一大

為什麼選在上海法租界舉行？ ——一個城

市社會史的考察》。 他指出，法租界規

劃嚴格，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環境

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築精緻，租金適

中，安全又有保障。 這正是當時的召集人
看中的主要因素。

                     右圖：嘉道理家族

    
   

 

 • 嘉道理家族，猶太人，是一個富裕的巴

格達米茲拉希猶太族裔。祖先世居伊拉克

首都巴格達。18世紀時遷居至印度孟買，

後在上海跟隨沙遜家族發跡。他們成功建

立歐亞商業王朝。連同上海的沙遜家族， 

嘉道理家族成為顯赫的富豪家族。

嘉道理家族又從英國人手上購入廣州電力

廠，但在廣州的生意出現虧蝕，轉到香港

發展，並建成鶴園街電廠，主要供電給半

島酒店，埃利·嘉道理在電廠重組之後成

為當時的大股東。嘉道理家族於1866年創

辦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早期在上海

經營酒店。旗下的半島酒店品牌，在世界

各地管理多家豪華酒店，包括香港尖沙咀

半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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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朱裕民先生和USC校長 DR MAax nikias 合影

下圖：朱裕民先生和大家合影
 後排是院長 Jack knot 和她的夫人
 後排中間是 Yoshi Honkawa, 他前面的是他夫人

   上圖：朱裕民先生 上圖：朱裕民先生和老校友馮靜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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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朱裕民先生和 Jack Knott( USC price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合影


	02-朱裕民会长热心赞助复旦大学-A頁
	03-朱裕民会长热心赞助复旦大学-B頁
	04-朱裕民会长热心赞助复旦大学-C頁
	05-朱裕民会长热心赞助复旦大学-D頁
	06-朱裕民会长热心赞助复旦大学-E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