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期间的反帝事件

1926 年和 1936 年，北海曾先后发生驱逐啤路鬼、董恩典和刺杀中野顺三事

件，这是现代北海军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说啤路鬼和董恩典其人其事。啤路鬼是哪一国家的人，人言人殊，有的说

是英国人，有的说是秘鲁人，也有说他的名字就叫“啤路”，总之，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后来笔者采访一位周姓的老北海，知道啤路鬼是英国人，是个浪迹天

涯的流浪汉。他到北海后在北海与香港之间做贩卖鸦片（旧称烟土）等投机买卖，

发了财便定居北海，娶一外沙妹做老婆。后来他暗地购买枪支卖给土匪和坏人，

给北海的治安造成极坏的影响。其家中有一口水井，在井下挖一地道，用来藏匿

鸦片和武器。后来他的罪行被发现，激起了群众的义愤。

董恩典是英国“安立间”教会驻北海的一位女传教士，任北海华文男校和贞

德女校的校督。此人常打骂甚至迫害进步学生，曾制造数起“国旗风波”。她说，

只有在庆祝圣诞节才能挂国旗。那时的国庆节，她也不准挂国旗（指中国国旗），

甚至孙中山逝世时，也不许下半旗致哀。更有甚者，一次她竟骂“你们死中国人”，

然后把当时的国旗扯下来践踏，她这种敌视中国人民和侮辱中国国旗的行为，激

起北海爱国学生的极大愤慨。

由于啤路鬼在北海做尽坏事，董恩典也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作

威作福，故在 1926 年因北平“三·一八”惨案而激起全国的反帝怒潮中，北海

民众和爱国学生在驻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的支持下，于 1926 年 4 月的一天，

在北海中山纪念台举行声讨啤路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界代表、主诉人和学生。

群众高喊打倒啤路鬼，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口号，主诉人则列举啤路鬼在北海所

犯下的各种罪行。声讨大会结束后，学生列队驱赶啤路鬼到马园（旧址位于今市

政府的北面），那儿事先停着一辆汽车，啤路鬼在人们一遍遍愤怒的口号声中上

车滚出北海。一个月后，北海市民又以同样的方式驱逐董恩典出境。



1936 年 9月 3日，北海发生了震惊中日朝野的北海“九·三”事件，即刺杀

中野顺三事件。中野顺三是日本人，于清末来到北海定居，开一药店叫“丸一药

房”（旧址在今珠海中路 104 号），娶本地妇女成家并生儿育女，精通本地语言。

此人声称做生意，但大部分时间到海边打鸟和钓鱼，因而有探测航道水深和测绘

地图的间谍嫌疑，并引起当时驻北海的十九路军的注意。经周密调查后，驻军在

1936 年 9 月 3日晚上，派出便衣队将其杀死在家中。

中野被杀后几天，日本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9月 8 日，蒋介石派凌士

芬等人负责调查。在调查期间，日本的“嵯峨号”和“球摩号”等七艘军舰停泊

在冠头岭外进行武力威胁。尽管当时日寇兵临城下，凌士芬和日方调查员前后两

次上岸调查，但在全市军民抗日反蒋的形势下，始终无法查清此案真相。最后于

1956 年底，由国民党政府赔给中野顺三遗属 3万元抚恤金而了结此案。

北海往昔的中山纪念台。它自建成以后，历年北海的重要节日或集会都在这儿举行



20 世纪 20 年代，北海军民在中山纪念台声讨啤路鬼和董恩典，并把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图

中的洋人为啤路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