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路忆往

北海有一条路，路名几经更迭，史迹斑斑，它就是今天的和平路，即市工人

文化宫和今海城区三小前面这条路。它东起今海城区二小，西尽中山中路，中间

与解放路相交，初名牛车路[约始于清·道光元年(1821)]。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

迁，其历史就像巨大的牛车木轮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碾出一道道深深

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追溯，人们发现它曾经有过一串长长的路名：牛车路——

旧猪行（1915 年后）——新民路（1935 年后）——和平路（1953 年后）——反

帝路(1967 年后)——和平路（1973 年复原名）。其中最具政治色彩的要数反帝路。

为什么在北海众多的路中，把和平路更名为反帝路呢？这与此路有英、法、美等

国留下的近代遗址有关。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

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治六年(1869)，法国传教士首先到北海传教。光绪二年

(1876)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法、德、美等国先后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洋行、

邮局、教堂、医院和学校等一系列机构，这些机构以今天的和平路南北两面地带

最为集中。如：法国领事馆在今市迎宾馆；法国信馆在今市警备区司令部内；法

国学堂在今市工人文化宫内；法国医院在今市人民医院宿舍区内；北海天主堂位

于今人民电影院北面；天主教区女修院位于今市机关幼儿园内；育婴堂则位于今

解放路邮电局内。

普仁医院（又称英国医院），位于今市人民医院内；圣路加堂位于普仁医院

东面；贞德女校在圣路加堂后面；普仁麻风院位于今海城区三小内；税务司公馆

和五旬节圣洁会（又称美国教堂），则位于今市政府大院内。

在近现代，这条只有 1 公里长的牛车路地带变成了殖民建筑区。

20世纪 60 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反帝反修”

的口号声中，人们不会忘记当年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人民受侮辱的年代，便把这条



遗留着当年众多帝国主义旧址的和平路，更名为“反帝路”，这是那一段历史的

产物。由于社会的进步，不久人们又把反帝路恢复为和平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

从 20 世纪初的牛车路到今天的和平路，这条路前后共更名五次之多，创造

了北海路名更改次数之最。这些路名串起来，无疑是和平路发展的“简史”。也

可以这样说，它也是北海近代发展的“简史”。

和平路东段。往昔此路的南北两旁有法国领事馆、法国医院、法国学校、法国信馆、税务司公馆、五

旬节圣洁会等洋人设立的机构

和平路西段。往昔此路的南北两旁有天主堂、育婴堂、女修院、普仁医院和普仁麻风病院等由洋人设

立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