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楼”漫话

20 世纪初年，北海东面近郊有一个洋人宿舍大院（旧址在今新安街海关宿舍

二区和三区，以及两区之间的新安街路段），面积约 30亩，院内建有洋关外班洋

员大楼、监察长楼和俱乐部三座大小不同的洋楼。其中的俱乐部，因有一张英式

桌球台供洋人打球而出名。这张桌球台不但造型精美豪华，而且桌球是用名贵的

象牙做成。这些“小玩意儿”初次在北海出现，市民感到特别新奇。因洋人把“球”

叫做“波”，即英语 Ball 的译音，所以本地人给这座小洋楼（即俱乐部，建筑面

积 199 平方米）起了个名副其实的名称——波楼。久而久之，人们便把整个院子

称为波楼，成为北海一个特别的老地名。

波楼院内的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建于 1905 年，是北海众多洋楼中最为宏大的

一座。长方形，包括地下室共三层。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是外班洋员（负

责海上缉私、公路设卡和执行外勤的洋员）的宿舍大楼。监察长楼建于 1909 年，

二层，建筑面积 250 平方米。顾名思义，此楼为监察长居住，监察长负责安排外

班洋员的具体工作。整个院子实为昔日北海关洋员生活宿舍区。

此外，院内有一个网球场，设施较为简陋，四周没有铁丝网，球场中间除架

设一张球网外，球场四周高处用宽阔的长布围住，防止打球时网球飞出场外。近

邻的小孩喜欢去波楼看洋人打网球，每当球飞出界外时，都乐于帮忙拾球。波楼

内还设有小卖部。在 20 世纪初，各国驻北海的洋人约几十人，他们认为这个地

方是较为理想的娱乐场所，因此，除了住在波楼的洋员外，各国驻北海的洋人在

工余假日，都喜欢相约到波楼打球，这么一来，波楼便成了在北海工作或旅居的

洋人的俱乐部。

抗日战争期间，波楼曾遭厄运，于 1941 年的北海“三·三”事变时被日寇

洗劫一空：院内的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当年也被日寇飞机炸毁三分之一。据老北

海说，被炸毁的部分（大楼的东段）后来没有再修复，只对剩下的三分之二进行



维修，维修后的建筑面积还有 1977 平方米，由此可见此洋楼初建时规模之大。

1942 年以后，波楼没有再住洋人，全由我国海关人员居住。抗战胜利前夕，

波楼曾一度作为我国远征军的医务所和俱乐部。

图为北海的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