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寻老街繁华的印迹

现在的北海老街已经很有名气，来到北海的人都会到这里来转转，感受这里与众

不同的北海风情，我可是还在这条街不大为外边人所知的年代就熟悉这里了。

那时候来到北海，走在这条老街——珠海路上，路两边的骑楼虽然破破旧旧，但

让我感觉很亲切。我曾经生活过的两广的一些城市——南宁、柳州、桂林、广州，或

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骑楼。你在商场购物、在餐厅吃饭，任室外烈日当空抑或风吹雨打，

不用担心没带阳伞雨具，在长长的骑楼下慢慢行走，也是一种悠闲的休息。所以在多

雨而炎热的南方，骑楼是居民们非常喜欢的建筑。

北海的骑楼与其他城市的骑楼还不一样，它们大多建在一条有近二百年历史的老

街上，那里曾是近代北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鼎盛时期的北海是华南一大商埠，那时

候的老街商号林立，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当年，名噪一时的商号及商界的佼佼

者，在这条 1.5 公里长的珠海路上开创了北海商业的鼎盛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这条

街上有个著名的东华公司，就在骑楼商铺的门前贴了一副对联：“选办环球货品，经营

世界匹头”，多大的口气啊！可见当年北海商家在经营上的气魄和胆略！这真不是我们

现在能够想象得到的。

老街的故事讲起来很多。听说我要写老街，马上就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龙姓的先

生，他是老北海人，他的这个家族到北海已有 300 多年，繁衍了六代人。六代人？该

有多少故事啊！

我应邀来到这个传承了几代人的老屋，听龙先生讲家族过去的事。那是一间坐落

在珠海路东头带门面的房子，很容易找到。进得屋来，看到屋里琳琅满目地摆了玉器、

瓷器等各种商品。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在店里各自忙着。

老街的入口处 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街道上和骑楼里 无惧风雨的骑楼



端茶让座后龙先生便拉开话匣子侃侃而谈：“这间屋子是父亲留给我的房产，以前

是木头造的，改革开放以后我把它改造过了，比原来的要好。现在是儿子在做小生意。”

＞龙先生父子 ∧海关大楼旧址

“300 多年前，我的祖上从福建沿海迁徙过来，在北海做海上运输。1886 年这里

建立了海关，100 多年了，现在海关的那栋老楼房还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我的老祖很有



智慧，那个时候为了方便做生意，他跟着海关走，购买了离海关最近的这栋房子。老

祖崇尚风水，认为这里风水好，要求后人不要离开这里，一定要保留这栋房子。”

“你有兄弟姐妹吗？这栋房子怎么就到你的名下呢？”我问他。“我兄弟 7 人，父

亲认为我比较适合拥有这栋房子，就把它留了给我。”“其他兄弟姐妹没有意见？”“我

们的家风好，为什么分配给我，兄弟姐妹们知道父亲的意图，就没有产生家庭矛盾。”

“珠海路上，过去的有钱人家有的出国，有的没落，我的兄弟也有些到国外去了。

如今在老街能够住那么久的家庭很少了，只有我们这个家还在这里，守着这栋房子，

守着老祖宗的牌位，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他继续说道。

过平平淡淡的日子！我想，这样的坚守还真是不容易呢！年轻人总是有梦想的，

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能够回到出生的地方，与父母一起平淡地生活，还有滋有味，难

得啊！说话之间，龙先生从旁边的黑色匣子里拿出一把小提琴，拉了起来。琴声洪亮，

音色优美，木质的外壳铮铮发亮。那真是一把不一般的提琴！让我吃惊的是，这位先

生还拉得一手好提琴。看他摆好架势，试了试琴音，一段梁祝曲子拉下来，告诉我：

这是他的儿子不久前才在美国从拍卖会上拍下来的意大利老琴，此琴已有 100 多年历

史了。没等我说话，他把手机上的视频翻给我看：有他拉小提琴、拉大提琴的视频，

有儿子弹钢琴的视频，还有父子俩钢琴、小提琴合奏的视频，颇有专业水平呢。原来

他早年就请了广西艺术学院的老师为儿子教授钢琴，请广州音乐学院的老师为自己教

授大提琴，自学小提琴，一直乐此不疲。

我很感慨，一般来说，现代家庭的两代人观念和兴趣爱好上往往很难融合，孩子

们常常把老人“out”了，看到他们父子合作演奏那么和谐，没有疏离感，毋庸置疑，

这确实是把一个家族好的家风传承下来了。刹那间，我忽然感到他们有种大隐隐于市

的感觉！

我问：“你们家六代人，哪一代人生意做得最好呢？”龙先生答道：“我父亲这一

代生意做得最出色，我们家靠几艘驳船做运输，在北海的驳运业里做得算是比较大的。

因为父亲很诚信，口碑非常好。他与一些大的商团老板交朋友，北海很多商品的海运

都集中到了父亲这里。有一个大老板非常信任我父亲，原因有两点：一是父亲与海关

熟悉，报关快；二是父亲在运输过程中货损货差几乎为零。有一次老板在香港要父亲

帮他运一船货，那时北海突然刮起大风暴，船上的货物被打散到甲板上，按当时的规

矩，损失一部分货物是情理之中的，但是我父亲还是把货物一件不少地收拾好，没有

任何损失。这位老板很感慨地说，以后我的货都给你做。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

“我的父亲为人善良，愿意帮助穷人，也很会用人。他从乡下找一些穷人来帮工，

给他们很好的待遇，把这些穷人培养成了技工。父亲还常年做慈善，这条路上的水井

是父亲出钱修的，那时候有很多人挨饿，我家常常在中午时煮很多饭让那些穷人吃。



我也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现在秉承父亲的遗志，做人踏踏实实，在北海这个城市做

了 30 多年的义工。我参与建了冠头岭普度寺，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也还继续在做呢。

“我父亲还非常有爱国情怀。1950 年解放海南时，解放军急需船只，父亲当时便

将自己的一艘驳船捐献给了解放军以解燃眉之急。”

这是一个家族的品格：做人善良慈悲讲道义，做商人不奸不诈讲诚信。家族的品

格、人的品格也是一个民族光辉的展现。

龙先生家族的故事说不完，老街的故事就更说不完……

走进老街，你首先感觉到的是它那沉重的历史沧桑，路两旁的二、三层楼房虽然

大多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但已经不再亮丽，斑驳的墙体很多在剥落，也有些修旧却

是经过了改造。临街两边墙面的窗顶多为拱券结构，拱券外沿及窗柱顶端都有雕饰线，

线条流畅，工艺精美，墙面都用不同式样的装饰和浮雕，有如空中艺术走廊。骑楼的

方形柱子粗重厚大，颇有古罗马建筑的风格。

法国领事馆旧址现貌（上）

德国领事馆旧址现貌（下）

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在这里中西文化艺术能够这么好地交汇？



∧英国职业医生班查梨 100 多年前绘制的图，升着英国国旗的房子就是英国领事馆（左）

∧班查梨绘制的图，第二任领事阿林格( C.F.R.Allen)与妻子、女儿在准备租用的领事馆楼下（中）

∧班查梨绘制的图，第二任领事阿林格（C.F.R.Allen）与妻子、女儿在准备租用的领事馆楼下（右）

稍稍追溯一下北海的近代史，就可以得知，1876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

《烟台条约》，把北海辟为通商口岸，作为英国领事馆驻扎所。1877 年，英国在北海设

立领事馆和海关。此后，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葡萄牙、比利时也

相继设立北海领事馆。一个小小的海滨城镇，在那个年代就有 8 个西方国家在此设立

领事馆，足见北海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了。有的国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此兴办洋行、教

堂、学校、医院、修道院、育婴堂等机构。虽然《烟台条约》让我们这个贫困落后的

国家受尽了屈辱，但是，北海的开放格局还是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时代的影响和变化。

如近 10 个国家在北海开办公司，设洋行，做运输，建工厂，把西方企业模式和经营理

念传播到北海，这才有了北海企业家“选办环球货品，经营世界匹头”的豪言壮语，

在经济方面这个城市受到的影响是深刻的；在科技、教育方面，他们也对这个城市产

生影响，如英国在北海兴办北海普仁医院和中国第一家麻风医院，带来了显微镜、X 光

机等先进的医疗器械，还传入了电报、望远镜、打印机、缝纫机、照相机等，他们还

在北海开办了十几所学校，传入西方的教育；再如西方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得

以传入，北海开始有了信众，对百姓思想上产生了影响；而在体育、文化艺术方面更

是有了中西的交融，西方的职员喜欢打网球，从此北海人就学会了打网球的技巧；西

方人带来油画、水彩画的绘画艺术和西方的建筑风格也丰富了中国艺术的品类。老街

的房屋即是受了那些西方券柱式建筑的影响，在岭南建筑特点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建

筑的一些艺术风格，形成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建筑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还是表现得

最精彩的。骑楼的花头墙在建筑屋顶上的正中央最高处，常常安放龙和凤的吉祥物，

一些骑楼上部“天目”的“空”和“圆”，展现了“天地和合”的中华文明。这种艺术

与文化的交融，使老街的骑楼显得多姿多彩。

老街是北海的代表性建筑，也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碰撞的结晶。由于保存还算完整，

珠海路老街被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们誉为“近现代建筑年鉴”。著名作家舒乙就说过，

珠海路和新加坡国宝级的老街一模一样，他希望保护好这条极具开发价值的老街；英

国建筑专家白瑞德先生认为“珠海路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对北海有意义，而且对华



南地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意义”；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前市长皮埃尔·布尔克则建

议北海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珠海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保护。

现在，这条老街虽然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街道建筑也已老化，但人们在游览这条

历经沧桑的老街时，还是能感受到它昔日的美丽和曾有过的兴旺。

女儿墙是老街建筑最具特色的部位

外国传入的各种器械



2019 年 6 月我再次来到老街，还是能够感受到它昔日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