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路的往昔

清末民初，北海尚无中山路，它的前身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宽约 5米，那时

路的两旁稀稀疏疏的建有一些没有骑楼的小平房。东端是崩沙口（一老地名）地

带，中段是一片荒坡，西面是种植长毛水稻的水田，又称“长毛田”。高德的农

民驾驭牛车到香坪书院（旧址为今海城区一小）北面外沙内港取海泥做肥料，都

从此路经过。

民国十四年(1925)，北海当局沿着这条牛车路辟建第一条大路。此路全长约

2500 米，东起审判厅（旧址为今市中级法院），西至西炮台（旧址为海角大道外

贸桂皮仓外），路面宽 9 米，历时 2 年完成。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此路被命名为中山路。路分两段，即中山东路和中山西路。

中山路早在没有辟建之前，在清末民初便有了一些较重要的西洋建筑，它们

都集中建在崩沙口地带。此地近海，平坦且开阔，是北海通往廉州的必经之地。

这些建筑有（从东至西排列）审判厅大楼、德国长老会（后改称信义会）建筑群、

波楼、孔继严公馆（后为邓世增公馆）、大清邮政局、梅园。北海商会则建在牛

车路中段，是一座具有南国情调的古建筑。

拓建后的中山路日见繁荣，如中山路有历史悠久的“北海商会”，是北海商

业曾一度繁荣的历史见证；“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和“农民银行”是当时北海

早期的金融机构；而“珠光电力公司”则是北海较大的股份制公司，使用先进的

德国西门子发电机发电，是北海普及电灯照明的开始。饮食业相当兴旺，酒楼林

立，各有特色。“南豪酒家”是专为当时的军阀官僚提供吹、嫖、赌、饮的特殊

酒店；“天海楼”是解放前规模最大、经营时间最长，集饮食、音乐茶座和粤剧

演出于一体的酒楼；“大东酒家”因具有省港豪华气派而名噪廉州和北海；“桃园

酒家”以其花园式茶座餐厅而独领风骚；“西施酒家”因具有独特的广州风味而

出名；“上海楼”开设的音乐粤剧茶座因聘请广东名班演出而轰动一时。



文体、娱乐和教育方面有：“靖海戏院”、“世界影画院”、“中山戏院”和“娱

乐戏院”。其中“娱乐戏院”位于天海楼西邻，是由北海著名归侨赵丽泉（又名

咖啡晚）独资经营的。后更名为“国光戏院”和“永光电影院”，是解放前经营

时间最长的影剧院。“民众剧社”是抗战期间以演出救亡剧目为主的群众文艺团

体。“强北体育会”是北海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主要活动是邀请外轮船员进行

足球比赛。较大的书店有“强新书局”和“绿波书社”，后者是一间经营进步刊

物的书店，店主冯道先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6 年 7 月被

反动派杀害于广州黄花岗。学校有德华小学、培德小学、中心小学和敬和小学。

其中前两间小学为教会学校。

中山路于解放前在商业、文化、娱乐、饮食和金融等方面有较大的发展。解

放后，由于中山路处于市区中心，老街的商业区于是逐步从珠海路向中山路转移，

中山路在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成为北海的商业中心。

图中的两层骑楼商铺是中山路早期建筑



位于中山东路的“中国工商银行”，于 20 世纪 30 年代曾一度为广东省银行北海支行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