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湖山楼”说开去

别具一格的“湖山楼”

北海珠海东路 111 号，是一栋四层的楼房。
其骑楼的门板上有一小牌，上书“老中医刘鑫寓
所”。临街立面底层窗台下原用于写商铺招牌的小
横墙上，用三块漂亮的白色大理石拼接成横幅，
阴刻着“湖山楼”三个大字，上款为“庚辰年金
秋建”下款为“刘鑫立”。这一做法在这条商业老
街可说是独具一格。原来，这是楼房的现主人刘
鑫在 2000 年将原为两层的旧楼拆旧建新时，为纪
念祖父刘湖山而这样设置的。

刘鑫医生十分热情健谈。以前笔者与他素未谋
面。2013 年 5 月 8 日上午，笔者散步偶然路经该
处，见骑楼下一老者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看报。老
人见到行过身边的笔者，热情友好地点了点头。
笔者还以礼貌，上前向他问好。屋内的女主人见
状，马上搬出一张靠背椅来请坐。盛情难却，便
想坐谈几分钟再走。怎知话匣子一打开便合不拢
了，刘医生对笔者这个不速之客，畅谈了许多颇具历史韵味的家事，让笔者获益不小，
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湖山楼”主人的行藏

刘医生说：“湖山楼”是为纪念祖父刘湖山而重建
的。作为北海人，笔者对“刘湖山”这个名人早就熟知，
只是不大清楚他的经历。听刘医生说刘湖山是他的祖父，
便请他谈谈其祖父的历史。刘医生说，祖父刘湖山是合
浦县南康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青年时勤奋
好学，考取贡生，是当时有“职称”的文化人。民国初
年，在北海香坪书院（今一小的前身）当老师。1925 年，
北海女子第一小学在中山路的百家祠成立，祖父任该校
的校长。祖父的国学基础较好，青年时自学中医。后来
合浦北海一带瘟疫流行，病死许多人，家中也有人病死，
见此情景决定弃教从医，为家乡人民的健康作贡献。



1930 年在中山东路的天海楼二楼开设中医门诊。由于治病有方，知名度高，被当时的
北海海关、北海盐务局和北海看守所等单位聘为常年的保健医生。

然而，祖父不满足于已掌握的医疗手段，认为中国的针灸能治愈许多疑难杂症。
抗战前到南京中国针灸社学习，毕业后经上海中央国医会馆考核及格，成为北海用针
灸治病的始祖。

抗战期间，越南河东总督胡文孚中风，经多方医治未果。绝望之际打听到北海的
刘湖山医术高明，于是请祖父前往治病。祖父采用服中药和针灸同时并举，治好了总
督的病。祖父回国时，总督敬送一小横匾，上书“穷山极海中国有人”八个字，意为
“我的病医到山穷水尽之际，幸好有中国的医生给治好了”，总督的一位随从见祖父的
银针奇迹般地扎好了总督的病，认为这些针是“神针”，在祖父回国前偷了好几支。

抗战期间，祖父曾在湛江的寸金桥附近挂牌行医，深受患者好评。抗战胜利后返
回北海，在博爱路（今新中路的前身）95 号挂牌行医。1948 年在东泰街（今珠海东 111
号）家中挂牌行医。

解放后，祖父与北海中医界一批有名的医生如李源溥、曾麟阁、刘有志（女）、易
德轩、梁定中等，首获广西卫生厅颁发的中医执照。后来祖父在文明路筹建北海市第
三中医联合诊所，任该所的主任。除与同事给群众治病外，还带中医学徒，为北海的
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8 年农历五月五日，祖父病逝。享年 71 岁。家人把他于清末考取贡生时曾穿过
的整套贡生服，装身入敛安葬。他的生平在《北海市卫生志》的“医林人物”一章中
名列首位。

“医务所”及“湖山楼”的题名

笔者与刘鑫医生交谈时，他的老伴知道我俩谈的是家史，于是在屋内搬出一块绿
色的花岗岩石牌。此牌高 30.5 厘米，宽 45.5 厘米，刻有“中医刘湖山医务所”，是刘湖
山解放前在北海行医的招牌。此牌保存完好，是反映名医刘湖山行医生涯的珍贵文物。
刘医生见笔者如此高兴便接着说，这块石牌上的字是 1927 年先后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
席检察官和第二分院（设在北海）院长廖愈簪所书，他又是一位书法家。笔者问：廖
是民国期间广东司法界的一位高官，合浦的名人，刘湖山是怎样请到他题写牌匾的？
刘鑫医生说，其祖父与廖不但有亲戚关系，而且私交甚好。1947 年祖父准备回珠海东
路 111 号家开诊所时，做了一块高约 2米，宽约 40 厘米，四周镶边的白铁片招牌，请
廖在招牌上方书写“中央卫生部注册”和“中国国医会馆考试及格”；在招牌下方书写
“中医刘湖山医务所”。此招牌挂在骑楼西面的柱头外，在珠海东路东西两头都可看到，
非常醒目。此招牌一直挂到 1958 年，时年因大炼钢铁被拆去炼钢了。



刘湖山于民国期间在北海行医的招牌，此花岗石招牌上的字为合浦名人廖愈簪所书。

2000 年，新楼纪念匾“湖山楼”的三个大字，是请昔日与祖父情同父子的朱颂卿
老先生题写的。朱老是北海有名的书法家，以魏体书法著称，其书法在北海的“南珠
碑林”中有一席之地。他善于根据求写对联人的实际情况写冠首对。他如此写湖山楼
门联：“湖光绚烂枯井浮绿叶，山色璀璨杏林绕崇楼”。此联于十余年前用红纸黑字书
写贴在落成的湖山楼前。至今朱老亲书的这一墨宝已不复存在。刘医生买一质量好的
红纸，请一书法家用金墨重新书写，并特做两块长木板，将门联贴上，挂在大门两旁
的柱头上，使其能较长时间的保存。笔者领悟此联意境深远：受疾病困扰的患者经他
医治后，犹如“枯井浮绿叶”起死回生；旧貌变新颜的湖山楼，其先祖的事业犹如“杏
林绕崇楼”后继有人。这是继廖愈簪之后，湖山楼又保存的另一位北海书法界名人的
记忆。

名医后人传承志业

刘医生说，包括祖父在内，刘家四代行医。父亲刘志愈早年毕业于北海中学高中
师范班，曾任南康小学校长。后受父影响学医，在家开保泰和药店，坐堂行医。解放
后任南康卫生协会副会长，商会会长等职，是南康的名人之一。

刘医生是刘湖山的孙子，解放初期在北海中学读书。自小受祖父影响，后在北海
城镇医院当中医学徒，结业后在城镇医院当医生。1981 年，医院派他到广州中医学院
进修一年。他擅长医治不育不孕等疑难杂症。刘医生今虽已年逾古稀，但他的医术远
近闻名，近的南康、营盘、山口，远的博白、玉林、桂林等地，至今还有患者慕名到
湖山楼找他看病。

刘医生有一儿子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在北海民办中医班学习，今在市二医院负责
住院病人的管理工作……



一点感悟

告别了刘鑫医生，离开了“湖山楼”，笔者感到很欣慰，呵，在我们这条珠海老街，
在我们这座百年珠城，有多少像刘湖山这样一生济世爱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贤
良君子？他们并不耀眼炫目，却是一颗颗质地纯正闪光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