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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初，英国侵占了比其本土大 140 倍的外国领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

国。在那个时候，太阳照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英国国旗在其殖民地上空飘扬，故

有“日不落帝国”之称。英国殖民主义者早就看中了北部湾畔当时只有二万多人口的北海。

雅片战争后的 1876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

其条款之一把北海辟为通商口岸，并于次年在北海正式设立领事馆。

由于英国开了欧洲国家第一个在北海设立领事馆的先河，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纷至沓

来，竞相在北海设立领事馆。从 1887 年至 1902 年间，共有 8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

按设馆先后顺序有：英国（1877 年）、德国（1886 年）、奥匈帝国（1886 年）、法国（1887

年）、葡萄牙（1899 年）、意大利(1899 年）、美国(1901 年)、比利时（1902 年）。其中在

北海建领事馆办公楼的只有英国、法国和德国。其它没有在北海建领事馆办公楼的国家，

如奥匈帝国、美国在北海的领事业务均委托英国驻北海领事兼任；意大利和比利时的领事

业务则分别由其本国驻香港的领事兼任。

这 8 个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时间最长的为法国，共 64 年，最短的为意大利，只有

一年。

至今，北海还保留着英、法、德三个领事馆旧址。

英领馆（英国领事馆简称，下同）旧址位于今解放广场，是一座建筑面积 669 平方米

的双层券廊式西洋建筑，南向，各层有前后廊，廊柱和券拱均有雕饰线，室内装饰豪华，

有壁炉和壁台，天花板四周的边缘有吸音槽，地面铺图案精美的耐磨花瓷砖，门窗均安装

百叶门窗，从地上往二楼的阶梯用花岗石做材料，楼梯的扶手栏杆为木浮雕柱，显出它的

高雅和富有艺术性。此外，领事馆四周樟树成林，为这座异国情调的建筑增添了热带丛林

的环境风貌，它在 1885 年的北海，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大洋楼。

该馆于 1922 年易主给北海天主教区作圣德修院，于 1934 年按原建筑风格扩建，扩建

后的原英领馆又成为北海当时最为高大和漂亮的西洋建筑，市民称它为“红楼”（我国古

代把华美的楼房称为“红楼，李白的佳句“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可资佐证），

成为北海近现代著名的楼房之一。

于 1934 年扩建的原英领馆，在 1994 年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 10

月初，因工程建设特别需要以及技术上的原因，把该建筑扩建的部份拆除，然后把原英领

馆往东北方向平移 55.8 米，再把拆除部分按原貌修复。北海原英领馆的平移，开了我国

文物保护建筑被易地保护的先河。

法领馆旧址位于北部湾中路迎宾馆内，是一幢平面呈“凹”形的券廊式建筑，北向，

一层，建筑面积 636 平方米，有地笼和回廊，廊边栏河饰以古色古香的蓝色花瓷瓶。屋顶

是三面坡与四面坡瓦硕的结合。北面的地台上镶嵌着一块用中文和法文阴刻的“大法国领



事馆”奠基石。室内设施齐全，装饰豪华，有办公室、台球室、客厅、饭厅、卧室、浴室

和壁炉等。整座建筑显出异国情调，四周种樟木林和四季常青的花草，具有欧洲古典园林

的风貌。

法国自 1887 年在北海设领事馆至 1950 年间，先后有 19 任正副领事，首任领事为安

迪，最后一任领事为高雅惠。法国在我市设领馆长达 64 年之久，是外国设在北海时间最

长的一个领事馆。该馆于 1994 年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法领馆旧耻经历了百年沧桑，其外貌也受到改变（1973 年被市迎宾馆加建一层作

高级宾馆楼，现为市迎宾馆“五号楼”），但人们细心观察，还能看到了它当年的风韵。江

泽民总书记于 1990 年 11 月下榻该馆时，看到它结构大方，装修雅致，便很随和地向服务

员了解这幢楼是什么时候的建筑。该馆除了江总书记下榻过以外，胡耀邦、乔石、李鹏、

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该馆下榻过，此外，该馆还接待过美国、英国、法国、澳在

利亚等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的外宾。有一位法国友人来到北海，在迎宾馆住宿，当得知这

幢楼是原法国领事馆时，表示不管出多少钱也要在楼内住一晚。

德领馆旧址位于今北部湾中路南珠宾馆内。1876 年北海对外开放后，德国紧随英国在

北海设领事馆，但它在 1886 年设馆之初并没有派本国的领事官驻北海，而是委托英国驻

北海的领事代理德国在北海的所有通商事务。当时在航运和商贸方面，德国商船在北海的

活动最为频繁，每年常有商船在北海港进出，是那一时期英、法、丹麦等国商船的的主要

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商轮运进的火水油，是当时北海进口的最大宗的货物之一。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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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

由德国船运送的。

由于德国商贸在北海得到持续的发展，德国于 1903 年正式派本国的领事官法时敏驻

北海，1905 年建成新办公楼。这是一幢漂亮的券廊式西洋建筑，长方形，南向，三层，建

筑面积 969 平方米，四面坡瓦顶，有地笼和回廊，正门的门廊两边各有长 10 米的弧形台

阶，室内铺杉木地板，有壁炉壁台。该楼于 1994 年被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的英、法、德领馆旧址，是欧美各国在北海设立众多领事馆的见证物。其中英、

德领馆旧址位于新建的解放广场，法领馆旧址则与英、德领馆旧趣隔路（北部湾中路）相

望，它们不但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而且成为北海近代对外开放的历史窗口，这对人

们了解北海的过去是极其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