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的客邮局

读者看到本文插图的建筑物，是笔者于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参加全市文物普

查时，在东二巷北海警备区司令部内拍摄的法国信馆旧址。这栋占地面积 200 平

方米的两层小洋楼，对于它的历史，当时只在 1905 年出版的《北海杂录》一书

中有数语的记载：“邮政局（即法国信馆）于光绪二十五年(1900)开设，先租用

民房办公，次年建成新办公楼。该邮局兼办理来往各地的信件。其中寄往越南的

邮费便宜于中国邮局，所以来寄信的人较多；而寄往中国各处的邮费则高于中国

邮局，故来寄信的人较少……”除此之外，笔者对其历史没有更多的了解，故未

能向广大读者介绍。十多年后《北海市志》的出版，向人们讲述它的历史由来了。

从《北海市志》邮电篇其中一节的题目——客邮局，人们可知客邮局在北海

的邮政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席之地的惟一占有者正是北海原法国信馆。《北

海市志》写道：“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在北海私设‘法国信

馆’，实为清政府所称的客邮局。”何谓客邮局？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在第一次

鸦片战争之前的 1834 年，英国首先在我国的广州私设邮局，鸦片战争后，陆续

扩展到各地。于是法、美、日、德、俄五国也相继效尤在我国设邮局，发售其本

国的邮票，经营在华外侨的通信业务。清政府当时把上述六国在华经营的邮局统

称客邮局。

被清政府称为客邮局的北海法国信馆与龙州的法国信馆（同为客邮局），开

办不定期的邮件往来专线，还用“于爱”号邮船开办海上邮路，每周一次往返于

海口、广州湾（今湛江市）、广州、香港和越南的海防。法国信馆把在北海收寄

的邮件，擅自使用法属安南邮票，并在安南航海商务神像邮票、安南法兰西神像

邮票和安南妇女图邮票加盖注有“PAKHOI”（为“北海”旧译名）的邮戳。客邮

局的开办，是一种对我国主权侵犯的行为。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



从 1919 年开始，各国设在中国的客邮局才陆续取消。北海的法国信馆也于 1921

年撤销。

北海的法国信馆被撤销后，其办公兼营业楼被卖给一位黎某作律师事务所，

后又几经易主。解放后，法国信馆旧址曾作为北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办公楼，后

为北海市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使用。这栋曾被数棵大橡胶树环绕的、与北海法

国领事馆旧址近在咫尺的漂亮小洋楼，由于其使用单位因建设的需要，于 1989

年拆除。惟有这张照片，使我们还能看到北海原法国信馆昔日的风貌。

法国信馆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