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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却的洋楼

——北海关早期的建筑群

作者：周德叶 来源：北海日报

洋员大楼院内的洋员俱乐部，其前面有一网球场供洋人打球。“球”的英文读音为“波”，

后来北海人把整个洋员大楼的院子叫“波楼”，并成为这一带的老地名。

左图为税务司公馆全景；右图为 1927 年北海关代理税务司贾伯乐夫妇与友人合影，背景

为税务司公馆一角。

左图为洋关外班洋员大楼东北面；右图为该楼的西北面。

2011 年 6 月 21 日，笔者应邀参加市档案馆举行的“北海百年老照片资料捐

赠暨老照片展开展”仪式。会后参观老照片展时，笔者惊喜地看到昔日税务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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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和波楼三栋洋楼的老照片。1996 年笔者撰写《漫话北海波

楼》和《北海第一洋楼》时，曾苦苦寻找“三洋楼”照片作插图无果。想不到当

年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天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几张洋楼照片不久前来自大洋

彼岸的英国。此时笔者的心情确是高兴万分，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把这几张老照

片的故事告诉广大读者。

提起税务司公馆、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和波楼，它们在北海近代建筑史和海关

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先说税务司公馆。它的建造缘于 1877 年清政府在北

海设立北海海关，那时称“北海关”，是广西四大关之一。因清政府腐败无能，

未能有效收取关税，于是聘请有经验的洋人任税务司。起初洋人税务司租用民房

居住，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 1883 年便在今北海市委宣传部办公楼所在地建

造税务司公馆，按西方人居住的洋楼式样建造。这是一栋很漂亮的洋楼。20世纪

80 年代笔者进行文物普查时，曾询问一些老北海，税务司公馆是什么样子，他们

说和德国领事馆旧址相似。建筑的周边范围是一个美丽的园子，颇有欧洲园林风

味。公馆建成后供历任北海关税务司及其眷属居住。因它是北海有史以来建造的

第一栋洋楼而出名，故有“北海第一洋楼”之称。

建造税务司公馆的同时，在其北面约三四百米的临海处，建造了一栋三层的

北海关办公楼。此楼的有关历史，在笔者拙文《北海“洋关”》作过介绍，这里

不再赘述。

再说洋关外班洋员大楼的建造。税务司公馆建成后的第二十二年，由于北海

关业务发展的需要，在旧称“崩沙口”的一处地方（今新安街北端西侧的海关宿

舍二区），建一幢面积约三千平方米的洋员大楼，长方形，包括地笼共三层。仅

第二三层南北两面大拱窗就有 80 个，是北海近代洋楼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

当时的北海关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大洋楼，笔者曾采访《北海海关志》主编周德

权先生。他说，清代后期，政府腐败无能，鸦片战争失败后要向各帝国主义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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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北海关开设后，清政府的旧海关人员无法有效收取关税，除聘请洋人任税

务司外，连海上缉私、公路设卡等执勤的工作人员也聘请洋人担任，而且人数不

少。为使这些外班执勤的洋员能集中管理，方便工作，于是建了这栋大洋楼。此

楼建成后，在其东西两面还建洋员俱乐部和监察长楼各一栋。俱乐部里除了有桌

球外，其北面有一网球场。当时的北海人看洋人打桌球和网球觉得很新奇，因为

北海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运动。洋人把“球”叫做“波”，是英语 BaLL 的译音，

北海人于是把俱乐部大楼叫“波楼”。俱乐部除了为北海关的洋人服务外，各国

在北海工作或旅居的洋人于工余假日都到波楼打球，波楼成了在北海工作或旅居

的洋人的俱乐部。久而久之包括监察长楼和洋员大楼在内的整个洋员宿舍区，都

被北海人称之为“波楼”。后来“波楼”便成为洋员宿舍区一带的地名。

从此，北海关大楼、税务司公馆和波楼，在市区的东南部形成了三楼互为近

邻的格局。北海市区及其东南部的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三楼均在东南郊的高

坡上，在每一栋楼上都可看到西北方向货船进出港口的动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洋人在选址建造北海关建筑群时的高明之处。

由于北海关的建筑群是北海近代对外开放后早期建造的洋楼，故在北海的史

籍中占有一席之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出版的《北海杂录》的“洋楼”一

章中有这样的记载：至 1905 年止，总计北海大小洋楼共二十二座”，但其中只

记载最有代表性的“英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法邮政局”、

双孖楼”、森宝洋行楼”、税务司公馆”和“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共八座。随着

时间的流逝，历经沧桑的数十座西洋建筑，除了英、法、德领事馆旧址和北海关

大楼旧址等十多座洋楼被公布为“国保”单位外，其余的包括税务司公馆、洋员

大楼、监察长楼和洋员俱乐部在内的十多座洋楼已不复存在，其中的许多建筑连

照片也没有留下来。今能找到往昔北海关洋楼群中的数张老照片，对于曾从事文

博工作的笔者来说，确是一件甚为欣喜的事。

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rb/html/2011/09/14/07/images/0.jpg
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rb/html/2011/09/14/07/images/3.jpg
http://bhrb.beihai.gov.cn:8080/epaper/bhrb/html/2011/09/14/07/images/2.jpg


后记：因为找到了这几张老照片，激动的心促使笔者撰写此文。这要感谢市

档案馆领导班子的努力，千方百计搜集与北海名城有关的史料；也同样感谢北海

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领导班子，出资派人到英国采访和搜集与北海原普仁

医院历史有关的史料。在即将完成 6集电视纪录片《百年普仁》拍摄时，还慷慨

地将所有史料捐赠给市档案馆。受此影响，笔者决定，近 20 年来撰写和搜集到

的与北海历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照片，只要市档案馆认为有收藏价值的，将全部

献出，和北海有关单位及广大市民一道，为北海档案馆的档案收集添砖加瓦，为

丰富北海历史文化名城的史料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组照片由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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