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的地方志

100 年前，市区只有 2 万人左右的北海，出版了一本名为《北海杂录》（下简

称《杂录》）的书。此书虽然只有 2 万余字，却把“北海市创于道光中年”至“光

绪三十一年”间的“风教政俗”（本文凡有引号的内容均摘自《杂录》）有历史价

值的东西——收集，于 1905 年冬季由中华印务有限公司承印出版。此书的作者

是梁鸿勋。他在《杂录》的“自序”中说，因此书是“有闻必录”，故“名曰北

海杂录”。实际上《杂录》是北海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杂录》在“原始”目中说，北海“古昔为泽国”，“相传此地原名古里寨”，

“大抵先有南澫一埠，迨南澫埠散，而北海市始成。”随后，《杂录》对北海的“天

时”、“地势”、“村民”、“风俗”、“商务”、“农业”、“渔业”、“港海”等诸方面均

作了记载，为人们了解北海早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此书另一珍贵之处，是把北海于 1876 年第一次被迫对外开放的历史也加以

收集。《杂录》记述：“光绪二年，烟台条约立，遂开作通商口岸，光绪三年三月

十八日，英领事始悬其国旗，其至北海为最早，故其建署亦最先。”接着又记述：

“光绪十三年十月，法国始建领事署，嗣是外人渐至，而商务亦浸盛矣。”北海

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杂录》自 1905 年统计，北海共有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美国、丹

麦、瑞士、挪威等国的西方人共 70 人在北海生活和工作。这些人当中有驻北海

的领事官，北海海关关员、商人及其眷属。由于北海“水土和平，饮食便宜”，

所以西方人喜欢在这里居住，并建造“大小洋楼共二十二座”，其中有英、法、

德领事馆，以及法邮政局、税务司公馆、海关外班洋员大楼、双得楼和森宝洋行

楼等，这些楼房的建造，是西方建筑在北海最早的传入。

北海自开埠作为通商口岸后，“外人办庆典，亦有数起”，如 1887 年和 1897

年，分别为“前英皇六十、七十万寿”和 1901 年“为今英皇加冕”。“至于每岁



年节国节，中西官均彼此往来致贺，亦间有宴会张灯燃炮，以为庆贺者。”此外，

英、法、德三国的教会均在北海开展传教活动，“法国天主堂”、英国“福音堂”

和“德国教堂”在北海市区建造。三国的教会当时(1905)约有教徒 630 人。与传

教密切相关的一些慈善机构有“普仁医院”，该院有“驻院英医士一名，赠医施

药，不受分文”。普仁医院内“并设风院（即麻风病院，笔者注）一所”，“法医

院亦以赠医施药为事”。

“英国义学”、“法国学堂”、“德国德华学堂”的开办，均是北海早期的学堂。

德国教会在“堂内另有刊印所，刊印各书”。1903 年还办报纸，“名曰东西新闻”，

为北海地方最早的报纸。

《杂录》在“官廨”目中记载：“珠场司属合浦县，其衙署向在南康”，“迨

咸丰五六年，始僦衙署移驻北海”。这一史料记载非常重要，说明北海从咸丰五

年，即 1855 年开始成为“珠场司”驻地，还反映了北海从开埠之初的道光中年

（1835 年前后）时的情况，从“斯时生意，不过渔船伙食而已”的字里行间，揭

示了北海已从一个小渔村逐步成为一个港口城市。至光绪年间，北海已有“洋关”、

“厘金厂”、“电报局”、“邮政局”、“水师行台”、“香坪书院”等重要机构。

《杂录》在北海成为“珠场司”驻地后的 50年发表，应该说，这 50年是北

海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杂录》的作者梁鸿勋于 100 年前为北海写了这部历史文献功不可没。这部

文献的问世，与作者在“序言”中称“族弟”的梁澜勋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梁

澜勋是广东三水人，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到北海任“洋务局委员”，负责“办

理北海洋务事件”。梁澜勋是一位很有学识的人，他认为到一个地方做官，必须

对该地方的“风教政俗”有所了解，才能在做官期间做到“补偏救弊，兴利除害”。

于是请他的一位很有学问的族兄梁鸿勋，负责收集北海各方面的历史资料，供他

工作时参考。一方面由于梁鸿勋“与观察知颇深”（这里的观察指的是梁澜勋），



表示愿意替他效劳；另一方面，由于梁澜勋身任北海洋务局委员要职，为梁鸿勋

的采访提供了“得以接晤其间之贤士大夫，及巨商长老”的便利。经过近一年的

努力，梁鸿勋把收集到的史料“掇拾成帙，名曰北海杂录”，成为一部反映北海

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