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园及其主人

当人们进入北海中学（前身是合浦一中）美丽宽阔的校园，会看到位于“合

浦图书馆”旧址东南面一小片茂密的老林子，它就是民国期间北海市区近郊有名

的东方园旧址。当时，它与北中校园仅一“路”之隔，虽说这两个园子的使用功

能不同，但它们因相邻而关系密切，以至最后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

东方园的面积约大于一个足球场，长方形，四周以簕竹为墙。园子里种植的

是荔枝、龙眼等南方亚热带果树。据原合浦一中几位 90 岁上下的老校友说，合

浦一中于 1926 年成立时便有了东方园。当时的老主人叫苏志明，因时间较为久

远，人们对他的历史知之不多，可对他的儿子苏东舫却极为熟悉，他后来管理的

东方园在北海园林界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据老北海说，苏东舫曾任滇越铁路老街站站长。抗战胜利后返回北海管理父

亲遗下的东方园。他有文化，懂法文，爱好广泛，常练刀、棒、拳等武术。东方

园原是一个很普通的果园，自他经营后，建了一个颇为气派的园门，门柱有对联：

“东箭南金广储伟器；方言国语早裕经纶”，人们从中可了解园主的爱好和学识，

使园子显得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一些果树下不但吊着网床，还摆设着几套由他从

云南带回的暗红色花岗石桌椅，显示了主人退休后闲居故园的生活特色与追求；

园内辟建一块小葡萄园，葡萄棚的三角形水泥柱上书写许多关于为人处世的格

言，下款书“东方言”，使这个小小的“园中园”具有独特的文化色彩；每天拂

晓他便起床习剑练武，然后护花栽果，生活很有规律。他还是一位集邮爱好者，

据说他收藏的邮票有的是“无价之宝”，他在当时北海集邮界享有一定的声誉。

东方园种植的果树品种较多，除了有荔枝、龙眼、大菠萝，还有番菠萝、番

鬼荔枝、香蕉和木瓜，东方园的一年四季都瓜果飘香。苏东舫还引种越南海防咖

啡山的名种咖啡，数量不但多，而且生长得很好，收获颇丰，成为北海各园林种

植咖啡的佼佼者，使东方园的名气锦上添花。苏东舫于是得出结论：北海的土地



和气候适宜种植咖啡。解放初期，他把种植咖啡的经验写成一本详细的小册子送

交市有关部门，希望能在北海开展这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可惜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后来，中国热带作物院的一批专家到南方作“华南亚热带植物调查”，专家们曾

到东方园进行调研，认为北海的土壤和气候也适宜种植咖啡，将这一观点载入调

查报告中。

园内开设一小卖部，有早粥、炒粉、水果和香烟，主要为部分师生提供服务。

每当荔枝、龙眼果实挂满枝头时，师生可交相应的小钱进入园内自摘自吃，吃到

肚子不能再承受为止，因而许多师生都乐于到园内大饱口福。北海商界的一些名

人陈宁法、叶庭寿、张显甫、陈鸣东等人常到东方园与园主相聚，品尝主人自栽

自制的咖啡。

1954 年，市政府为发展中学教育，经与东方园主洽商，择地与东方园交换，

以扩大北中校园。尽管苏东舫很舍不得他的果园，但为了北海教育事业的发展，

也乐意接受了。于是市政府在校门（当时位于文明路）西南方约百米处的一块空

地，按原东方园的面积及原有房屋的大小回建，所有果木和咖啡等作物全部作价

赔偿。

从此，东方园旧址成为北海中学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茂密的园林则成为学

生课间休息和周末师生的集会地点。

这片茂盛的果林为往昔的东方园



每到收获的季节，东方园旧址的荔枝、龙眼树总会果实挂满枝头

苏东舫每天早晨在园内练剑习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