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英领馆的建立及迁址

19 世纪初，英国侵占了比其本土大 140 倍的殖民地，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

国。在那个时候，太阳照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英国国旗在其殖民地上空

飘扬，故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英国殖民主义者早就看中了北部湾畔当时只有

两万多人口的海隅，认为北海会成为中国南部的主要港口。1876 年，英国借口“马

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条款之一是把北海辟为

通商口岸。1877 年英国在北海租用民房建立英国领事馆（下简称英领馆）。在地

球的东方，又升起了一面“日不落帝国”的国旗，北海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驻香港办事处于 1988 年出版的《英国驻华的全部领

事机构》(1843-1943) 一书的部分资料记载，当时英政府在北海租用作领事馆的

民房位于海滩一个斜坡的底部，三面都是本地的房子（从这一地形地貌及其周围

环境分析，这间民房应在今珠海路下水铺的某一位置），尽管英领馆租用的民房

内配备了一些现代化设施，但该民房的两边各有一排茅厕。一位海关医生曾谈到，

这所房子的地方被粪便浸透，在炎热的夜晚，尤其在下雨过后，从茅厕发出的气

味奇臭难闻。这样恶劣的环境对领事馆官员的健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害。而

且夏季非常热，冬季非常冷，因此，英领馆的官员认为必须在北海郊区建一座新

的领事馆。

当时北海的土地价格很便宜，80英镑就可买到 21英亩（1 英亩约 4000 平方

米）的土地。于是英政府买地一幅（今一中原英领馆所在地），建造新的领事馆

办公楼。在施工期间的 1884 年，新任领事 C·F·R·阿林格偕同其怀有身孕的妻

子和孩子到达北海，其妻于当年的 8 月生了一个小孩，并于第二年为该馆奠基。

阿林格在领事馆还没有落成之前便被调离。他的继任者对这座新的领事馆非常满

意，认为它是英国在中国建造的最为坚固的一座西式建筑。

新建成的英领馆坐北向南，是一幢长 27.29 米，宽 12.14 米，二层的券廊式



西洋建筑。馆内装饰豪华，有壁炉和壁台，地面铺图案精美耐磨的花瓷砖，天花

板四周的边缘有吸音槽。门窗均安装百页门和玻璃门。从地下往二楼的阶梯全用

花岗石做材料，楼梯扶手的栏杆为木柱浮雕，显出它的高雅和艺术性。英领馆后

面还有几座附属建筑。四周栽种的樟木树，为这座异国情调的建筑增添了亚热带

丛林的环境风貌。在 19世纪末的北海，它无疑是最为漂亮豪华的建筑。

这就是北海原英领馆的建立及迁址。

1877 年 5 月 1 日，英国在北海的大街（珠海路的前身）租用民房设立领事馆。图为英领馆及其周围

环境风貌

第一次迁址后的英领馆，它被当时的主人称为“英国在中国建造的最为坚固的一座西式建筑”



原英领馆内的花岗岩阶梯及木浮雕栏杆 原英领馆室内的花瓷地板砖和壁炉、壁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