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领馆旧址忆昔

19 世纪末，法国成为世界主要的殖民帝国之一。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

战争爆发之初，法国军舰曾在冠头岭海面封锁北海港，从香港开到北海港的德国

轮船，也被法国军舰拦截检查，因此，北海港的贸易曾一度中断。

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先租用民房

办公。光绪十六年(1890)，法国在北海买地（位于今北海市迎宾馆内）建造法国

领事馆（下简称法领馆）办公楼。这是一幢平面呈“凹”形的券廊式西洋建筑，

北向，一层，建筑面积 636 平方米。四面坡瓦屋顶。地台高两米，有回廊，廊边

以古色古香的蓝色花瓷瓶和长石条板为围栏，显得高雅华丽。馆的西北角有八角

形水塔，正面的墙角下镶嵌一块用中、法文阴刻的“大法国领事署”奠基石。室

内设施齐全，有办公室、台球室、客厅、饭厅、卧室、浴室和壁炉等。该馆从外

表的拱券雕饰到内部的高雅设置，以及四周种植的樟木树和四季常青的花草，都

展示着欧洲古典园林的风貌和异国情调。

从 1887 年至 1950 年，法国在北海设领事馆长达 62年，先后有 19任正副领

事，首任（副）领事为安迪，最后一任领事为高雅惠。法领馆在北海长时间的开

设，与法国航运业在北海港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1892 年北海港的航运总吨数，几乎全由德国和丹麦独揽；从

1894 年起，法国商船参与德国和丹麦在北海港的竞争；1895 年法国在北海港航

运的吨数只占全港外轮运输总吨数的 3%，1896 年上升到 29%。自此以后，法国商

船使用了运载量较大的船只，至 1899 年，法国在北海港航运的吨数，占北海港

外轮运输总吨数的 73%，使法国在北海港的航运占领先地位。

20世纪 20 年代，法国和英国几乎包揽了北海港的运输业务。

此外，北海的法领馆除协助管理在北海开设的法国医院、法国学堂外，还兼

理法国设在东兴领事馆的业务及代理葡萄牙在北海的商务。



解放后的 1950 年 4 月，法领馆停办。该旧址先后由钦州地委和北海市委使

用。由于法领馆旧址环境优美，室内冬暖夏凉，设施齐全，非常适合做休养所和

宾馆。1955 年，著名民主人士陈铭枢曾下榻在该旧址。1956 年 3 月该旧址改为

广东省干部休养所。1958 年底改为合浦县北海招待所，1962 年，我国文化名人

田汉曾入住该所。1973 年原法领馆办公楼被改建成两层的迎宾楼。1984 年北海

辟为沿海开放城市后，该旧址更名为北海饭店。1985 年又更名为北海迎宾馆，经

改建的原法领馆办公楼叫“五号楼”。1980 年至 1998 年间，胡耀邦、谷牧、乔石、

江泽民、万里、宋平、李鹏、朱铬基、李岚清、李瑞环、尉健行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到北海视察，均在该楼下榻。该楼还接待过丹麦前首相哈特林（1981 年）和美

国、英国、法国等五大洲国家来访的外宾。

由于法领馆旧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 1993 年、1994 年和 2001 年，先后

被公布为市级、自治区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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