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领馆旧址忆昔

近代，英国、法国、德国等 8个西方国家在北海设立的领事馆当中，德领馆

于 1886 年设立，时间仅后次于英国。但德国设馆 19年后，才在北海置地建造领

事馆办公楼，是英、法、德三国在北海建造领事馆办公楼最晚的国家。那么德国

在北海设领事馆后，却没有办公楼办公的 19 年当中，其领事业务是如何开展的

呢？

当时西方 8 国在北海的领事业务，主要职责之一是协助本国在北海的通商事

务。德国名义上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实际上没有派本国领事官进驻，也没有建造

领事馆办公楼，而是委托英国驻北海的领事，代理德国在北海的通商事务。

北海自开埠以来，德国商船在北海港的进出最为频繁，是那一时期英、法、

丹麦等国商船的主要竞争对手。即使在 20世纪初，北海对外贸易因近邻沿海港

口的开放竞争，进出口贸易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德国商船在北海还有很强的实力，

其商轮运进的火水油（煤油），是当时北海进口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此外，从北

海到苏门答腊、新加坡和文岛等地做苦力的数千名出口华工（旧称卖猪仔），大

都由德国船运送。德国曾派兵舰到北海港巡航，以示对该国商船的保护，可见德

国当时非常重视在北海的商贸。

由于德国商贸在北海得到持续的发展，德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式派本

国的领事官法时敏驻北海，兼负责海口的领事业务。先暂借税务司公馆（旧址在

今市委宣传部，已毁）办公。一年后另租一小洋楼设领事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

八月才迁入新建成的办公楼办公（新办公楼位于今北部湾中路 19 号的南珠宾馆

院内）。

这是一幢长方形的券廊式西洋建筑，南向，二层，总建筑面积 969 平方米。

四面坡瓦顶，各层有回廊，地笼高 2 米。正门的门厅两边各有长 10 米的弧形台

阶。室内有壁炉壁台，在我市众多的西洋建筑中，该楼不但漂亮，而且是原貌保



持得较好的一座。

新落成的德领馆北面与本国的森宝洋行相邻，南面与长期为德领馆代理业务

的英领馆仅一墙之隔，相距仅几十米，可谓既有“远亲”，也有“近邻”。周边环

境非常优美，是开展领事业务最佳的地方。但法时敏在新馆工作仅 3年便被调离。

1908 年 10 月由德国驻琼州的领事麦令豪兼任。民国六年(1917)三月，因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中德断交，德国领事撤离北海。

德领馆旧址约在抗日战争前至北海解放期间，为广东盐务局管辖的“白石盐

场公署”所在地（该署下辖合、钦、灵、防四大盐场），故市民称该旧址为“白

石盐场”。

1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解放那天，国民党残部依托该楼坚固的墙体负隅顽抗，

是当天战斗最激烈的战场之一。

解放后，该楼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为北海党校的所在地，是培训党政干部的摇

篮。党校于 1987 年迁址后，该楼为市工商银行幼儿园，但老北海还习惯称它“旧

党校”。

德领馆在北海建立的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是 100 多年前北海对外开放的物

证。该旧址于 1993 年、1994 年和 2001 年分别被公布为市级、自治区级和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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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领馆旧址门厅前的弧彤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