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人坟园

19 世纪末到解放初期，北海市区的南郊有一处很出名的坟园。它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那儿安葬的都是在北海工作或旅居期间病逝的洋人。北海人当时把洋人称

为“番鬼佬”，故把该坟园称为“番鬼坟”。

洋人坟园的建立，始因 1876 年北海第一次对外开放，北海逐渐来了许多洋

人，他们有些是领事官，有些是商人或传教士，也有在北海海关工作的洋人。据

史料记载，在 1892-1901 年的 10 年间，常居住在北海的洋人，平均每年约 50人，

他们主要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而 1905 年史料记载旅居北海的洋人

有英国人 19名，法国人 13名，德国人 8 名，葡萄牙人 14名，以及美国、丹麦、

瑞士、挪威等国人各 1名。另有旅居合浦及其周边地区的洋人共 9名。由于早期

北海时有霍乱、鼠疫等严重威胁人们生命的瘟疫流行，因此不免有病死并安葬在

北海的洋人。

洋人为了按照其本民族的葬式安葬和日后便于管理，于是在北海市区南郊购

地，设置洋人坟园。据史料记载，该坟园按宗教信仰的不同，又分为两个坟区，

最早建立的是“耶稣教坟”（即基督教坟园），建于 1886 年，“占地横直约五丈”

（约 272 平方米）。在该坟园东邻约 35米处是“天主教坟”，建于 1903 年，面积

与基督教坟园相仿。

两坟园内各自安葬了多少个洋人已无资料可考。笔者在采访数位老教友和老

北海时，他们都对基督教坟园的印象较深（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看到的）。

该坟园座南向北，四周有比人头稍高的围墙，墙的上半部有两三行“十”字窗眼，

人们走近围墙即可在通透的窗眼看到坟园内的景象。四周生长着树径 30-40 厘米

大的松树，给坟园内的墓茔遮阳避风。坟园的东侧有一小屋，是教会雇请看墓人

的住所。坟园内的墓茔全为长方形，墓碑用白玉石或花岗石制作。有些墓茔上面

盖一大块厚厚的、且非常平滑的长方形花岗石板，上面用英文或中、英文刻上墓



主的姓名、生卒年月。有些还刻有墓志铭。大多数墓茔的头部位置，都立有花岗

石“十字架”，这是逝者生前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标记，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

为替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坟园就像一个小型的露天石雕展，显得

很肃穆。

市人物管理所于 20世纪 90 年代搜集到两块洋人墓碑，其雕刻的精美和制作

的讲究，印证了老教友所说的属实。如在 1903 年死去的一位洋人的墓碑高 106

厘米，宽 54.2 厘米，厚 12.2 厘米。碑文用英文阴刻。墓碑从选料、设计到雕刻

都很讲究。如在选碑石时，专门选质地坚硬、呈灰白的花岗石，这样阴刻的碑文

不但清晰，而且经受得起天长日久的风雨侵蚀。在墓碑的设计上，则根据死者生

前在海关工作的身份，在墓碑正面的上端，刻有当时中国海关的标志——船锚。

锚的周围用攀枝藤图案衬托，攀枝藤生命力强，象征逝者“永生”。墓碑正面的

下端，阴刻着形似舵机（即操作船舵的圆形装置）的图案，表示逝者生前曾当过

船长。墓碑顶端呈尖状，象征着逝者永远向着“天国”，“与上帝同在”，具有强

烈的宗教色彩。其碑文翻译如下（有省略）：

以此纪念

中国（北海）海关一等监察长

兼港务长享利·阿其伯德·麦林斯船长。

1842 年 12 月 27 日出生于英国……

1903 年 7月卒于北海

北海海关同仁设立此碑

于 1920 年死去的另一位洋人的墓碑则制作非常精美。它是一块白玉石墓碑，

高 60 厘米，宽 46 厘米，平均厚度 12.5 厘米。碑文为镶嵌金字的英文。尽管金

字早已剥落无遗，但根据墓碑上固定金字的小孔及字槽残存的痕迹，碑文内容还

隐约可辨，全文翻译如下：



深情地纪念

威廉·约翰·马丁，北海巡视海关行政官员。

卒于 1920 年 6 月 19 日，终年 65 岁。

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姐妹们敬立，

谨以此寄托我们心中的哀思。

从这两块墓碑的石质和制作工艺来看，墓碑是逝者的亲人在家乡做好后，通

过货轮运来北海安装在墓茔上的。

在老教友的回忆中，基督教坟园有两位女传教士的墓葬。一位是叶吉莲（她

的生平在本书第 176 页的《叶吉莲与印书局》一文中另有介绍），另一位女传教

士叫白姑娘，澳洲人，她在合浦圣巴拿巴堂传教，兼负责该堂点“赠医所”的工

作，于 1932 年病逝，她被安葬在北海基督教坟园。墓茔上盖着一块很漂亮的石

板，除镌刻她的姓名和生卒年外，还有她的座右铭：

人要有爱心。

但，爱心必须献给别人

至于天主教坟园，现健在的老教友能回忆安葬在该坟园的有法籍金神父，于

1915 年病逝。另一位是法籍颜神父，他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今北海天主堂旧址（“国

保”单位）是他设计和负责建造的。他于 1925 年病逝。

还有一位法籍步依理神父，1946 年病逝，被安葬在离天主教坟园东面较远一

点的另一墓地。

洋人坟园原来的规模很小，后来北海籍的教徒死后被安葬在洋人坟园的近

邻，使其范围逐年扩大，成为北海著名的教会坟园。天主教每年 11月 2 日的“追

思已亡日”；基督教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的“复活节”，教会都组织教徒

到坟园举行追念活动，内容有唱赞美诗，做祈祷和念圣经等。洋人的追思已亡日

和复活节，与我国的清明节有异曲同工之处。



约从抗日战争以后，在北海工作和旅居的洋人逐年减少，加上受战乱的影响，

洋人坟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解放后，北海人口逐年增多，市区不断向南扩展，

昔日的洋人坟园及其近邻的坟园，现已成为人口稠密的居民住宅区。随着时间的

流逝，老北海已很少有人再提起“番鬼坟”了。只有那两块遗留至今的洋人墓碑，

多少还能勾起老北海对昔日具有异国风情的洋人坟园的回忆。

北海巡视海关行政官员威廉·约翰·马丁的汉白玉墓碑

北海的基督教洋人坟园



北海关一等监察长兼港务长享利·阿其伯德·麦林斯的花岗岩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