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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隆”商号

作者： 来源：北海日报

永济隆旧址

永济隆(原名“广万和”)商号，坐落于我市珠海东路 172 号。它建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1929-1931 年)。永济隆商号楼房是北海划时代的一座建

筑，它是当时众多商铺和民宅中唯一使用进口钢材和水泥(俗称“士敏土”或“红

毛坭”)结构的近代建筑。北海市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公布永济隆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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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该建筑建设宏伟，门楣横跨 8 米，纵深 60 米，高三层，每层面积 552 平方

米，总建设面积达 1656 平方米。楼顶天面还建有一座小凉亭。站在天台上，向

北可远眺钦州湾沿岸和钦州那丽乡的那丽岭；远视西边可见冠头岭和地角网门边

停泊有轮船。地层(一层)前座铺面宽阔明亮，能陈列多种商品，有宾客接待室，

后座有餐厅、厨房，可供客人用餐，最后是仓库。后门可直接通往海滩，接近海

滩处砌有石阶，海水涨潮时驳艇直接泊石级装卸物资上落。二层是接待客商的住

房和洽谈生意的厅堂，来往客商可以不出大门，便可解决住宿、餐饮和娱乐。永

济隆的老板拥有一艘小轮船“同仁号”，客货混合运输往返广州。永济隆开业后

曾有过一段辉煌鼎盛时期，钦廉四属(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县)，雷州半岛

的海康、廉江、遂溪、徐闻等县，琼州(海南岛)的海口、临高、儋州、文昌等县

以及广西(当时北海属广东省)南部的玉林、博白、陆川、贵县、桂平等县富商巨

贾，纷纷来此洽谈土特产进出口业务和物资交流贸易业务。永济隆商号的建立和

开展业务，对促进北海当时商贸活动起了很大作用。

1937 年 7月，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侵略战争，日军先后占领海南岛和涠洲岛，

扰乱和破坏北海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经济曾一度衰落和萧条。经过中国人民八

年抗战，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在 1945 年投降，北海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和发展，

永济隆商号也逐步兴旺和热闹起来。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节节

败退南逃，1949 年秋粤桂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占用永济隆作为指挥部，司令官张瑞

贵率残部企图作最后负隅顽抗，最终敌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12月 4日北海解放。

1949 年 12 月下旬，北海军政委员会公示接管 120 多间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后弃

留和逃亡地主遗留房产中，“永济隆”在接管之列，业主是陈树松。

永济隆商号业主是谁？迄今社会上仍有讹传是陈济棠的产业，也有传说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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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棠与陈伯堂共有财产。其实，真正的业主是陈济众。陈济众是防城县那良乡人，

是陈姓族中人，他是陈济棠兄长。陈济棠担任广东省省长(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

十年代中期)期间，陈济众曾担任过汕头和合浦县禁烟局局长，同时又从事经商，

投资兴建“永济隆”商号，开张后交由儿子陈树松(字伯堂)管理经营。外界人士

把“济棠”与“伯堂”的谐音而混淆不清。陈氏族谱“济”字下辈是“树字”，

树字下辈是“耀”字。“济棠”与“伯堂”(树松)是叔侄关系，不太可能联手兴

建永济隆。

笔者是在 1945 年从高德来北海“合浦县立第一中学”(今北海中学)读书时，

才知道珠海东路有间永济隆商号。路过永济隆，“永济隆”三个正楷大字，刚劲

稳健，阳嵌在二楼前窗下骑楼横楣上。只是这三个字，如今已不知什么时候被人

为铲掉，但阳嵌字样模糊可辨。笔者真正认识永济隆的“庐山真面目”，是 1983

年在北海市侨务办公室工作期间。单位接到香港同胞冯家鸾(陈树松的妾氏、遗

孀)申述要求归还永济隆房产所有权，上级把任务交给我调处。经过现场勘察永

济隆建筑结构，询问当时使用永济隆的广西外贸局驻北海办事处有关人员，到防

城县委统战部查阅陈济棠家谱，访问香港同胞冯家鸾，访问陈树松的儿子陈耀强

(北海中学老师)和陈耀权(市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以及调查曾租赁永济隆经商的

刘学凯(北海二中老师)等。证实永济隆的业主确实是陈济众，其继承人是陈树松

(字伯堂)。经上报北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将永济隆楼房产权退给冯家鸾管理，市

侨务办公室与北海外贸办事处协商腾出永济隆楼房交由陈济众孙子、陈树松儿子

陈耀强签名接收，至此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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