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一巷史迹

东一巷是北海旧市区的一条大巷，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1876 年北

海第一次对外开放的次年，清政府在北海设立海关，并且全部聘用洋人管理。1883

年北海关大楼和税务司公馆建成后（下简称“两楼”），洋人在两楼之间的荒坡地

带来回上下班，所经之处便形成了一条小路。1919 年，此荒坡的南面（今东一巷

地段）逐渐建民房（大部分为篱笆屋）。为继续保留洋人走这条小路，便在小路

的南段建长约百米、宽 4 米的大巷。该巷由“义隆栏”（商号）承建，主要由北

海关出资，不足部分由义隆栏和巷内各住户集资，路面用青砖竖立铺砌。后在南

面的巷口立一碑刻，记载东一巷建造的经过。因它是当时市区最东面的一条巷，

故称东一巷。可以这样说，东一巷最初是洋人走出来的。

清末民初，东一巷曾居住过几位有名的人物，至今其旧址还在，是东一巷不

可多得的史迹。

图中的老屋（今东一巷 10号）最初的主人叫罗树，广东顺德人，出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是一位年轻却有．定资历的建筑商。他于 19 世纪 80 年代带了一

批工程技术人员到北海，首先承建税务司公馆和北海关大楼，这是当时北海两幢

最为高大漂亮的首批西洋建筑，工程之大是北海之最。为了工作方便，他在承建

的两楼工地之间建起这间两层简易的住宅兼办公楼，是东一巷还没有辟建时首先

建起的第一幢楼房。“义隆栏”则是罗树的商号。

罗树承建两楼的工程完工后名声大振，北海许多重要的西洋建筑，如洋关外

班洋员大楼、北海洋务局，以及普仁医院的一些西洋建筑都是由他承建。罗树是

北海早期第一位著名的建筑商，在北海工作了 50多年，其建筑艺术在 20世纪 20

年代，对珠海路和中山路中西建筑风格糅合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约 1920 年，罗树在东一巷家中寿终。

当人们经过东一巷时，会看到一幢二层的西洋建筑立于巷东面的矮墙内，建



筑正面北端有一墙匾的招牌文字虽被损毁，但还能分辨出“东一药局”四字，药

局的主人是罗广庭博士，北海人，1901 年生，17 岁时在越南河内大学医学院学

医，1922 年毕业回北海，在法国医院任医生；1926 年到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深

造；1929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 年回国，在广州光华医学院任教授兼外科主

任。这段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生命起源的研究》论文，对生命的起源作了独树

一帜的论述，在当时国内引起医学界和生物界的极大反响。抗战期间，罗在北海

和桂林两地寓居和行医。东一药局是他在北海期间开的私人诊所，是在东一巷居

住和工作过的北海第一位获医学博士的人。

东一药局的南邻，居住一位民国期间北海著名的建筑商陈兆衡，商号“衡兴

隆”。20世纪 30 年代，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中山路方形电杆、主教府楼（又称红

楼），以及白沙公路桥，都是他的代表作。东一药局也是陈兆衡承建的，从该建

筑前廊一圆心拱和二圆心拱外沿流畅美观的雕饰线，足可领略陈高超的建筑艺

术。

陈的住宅原是一间二层西向，只有 3米余宽的普通建筑（1998 年其后人在旧

址拆旧建新），如果人们看了陈的旧住宅和罗树的旧址谁也不会相信，于清末民

初为北海承建过许许多多漂亮洋房的两位建筑商，他们当年的住宅却是这样的简

陋，惟有罗树的百年旧址和陈的旧宅老照片，能说明他俩创业的艰辛。

东一巷东面的一排两层楼房。左第一间曾是罗广庭博士开设的一“东一药局”



隐约可见的“东一药局”招牌字

图中的两层老屋是建筑商罗树的旧址。清末的罗树曾承建北海最早的两幢洋楼——北海关大楼和税务

司公馆



图为北海昔日著名的建筑商陈兆衡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