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文明整合后的北海：从枝叶追溯到根脉

多元文化聚合，美美与共的建筑群落

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历铸就了这一古丝绸之路上的古港，西南地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

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 1877 年至 1902 年间，先后有英、德、法、奥匈、意、美、葡、比

等 8国在北海设领事馆、洋行、教堂、医院、学校等机构。分散的或是集中的遗留下了不少近

代西洋建筑，这些建筑是英、法、德等西方列强，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掠夺中国市

场和资源的物证，客观上也促进了北海的对外开放步伐，加强了与西方的经贸科技文化交流，

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经济史、建筑史、海关史、医学史和对外贸易史等方面的重要史迹。这批

建筑展示了不同国家的建筑特色和独特风格，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

中国西南地区的珍贵遗存。现在，它们均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区）、市文

物保护单位。

英国领事馆旧址

英国领事馆旧址位于今解放路市第一中学校门口旁。清光绪三年（1877 年），英国在北海

租用民房设立领事馆。光绪十一年建领事办公楼，为二层券廊式西洋建筑，砖木结构，南向，

建筑面积 664 平方米，天面中部为长方形四面坡屋顶，其周围为“回”型天面平台。地垅高

0.9 米，正面地垅左侧嵌一用英文阴刻的奠基石，记载建馆日期为 1885 年 5 月 24 日和英国领

事阿林格(Clemm. F.R. Allen)夫人奠基等内容。室内装修考究，地板铺高级花瓷砖，天花板

与墙体连接处有雕饰线，全部安装活动百页门窗，室内设有壁炉和壁台，地下到二楼的楼梯用

花岗岩石铺砌，楼梯栏杆的护手雕刻精美。廊柱和券拱都有雕饰线，整幢建筑体现了西洋建筑

特有的风格。附属建筑有宿舍、接待室、厨房、小礼堂等，建筑面积 419 平方米。领事馆周围

樟树葱郁成荫，环境优美。

英国领事馆旧址，《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 （本书作者 摄）



民国十一年（1922 年）英国领事馆撤出。此后，馆址卖给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作圣德修

道院。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该院在英国领事馆旧址东侧按旧址风格扩建，使整幢建筑面

积扩大至 1133 平方米。

英国领事馆旧址是外国在广西最早设立的领事馆，是西方国家在北海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是北海近代建筑中的代表，见证了北海近代被动开放历史，199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该

旧址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 年 7 月 20 日，因改造解放路工程的特别需要，经国

家文物局同意，北海市迁移“英国领事馆旧址”。1999 年 10 月 2 日至 3 日，北海市将英国领

事馆旧址从原庭院往东北方向成功平移了 55.8 米（即现在所在地——北海解放路旁），拆除来

扩建部分建筑，主体建筑保存较好。2001 年 6 月 25 日，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 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2016 年英国领事馆旧址用作“北海近代外国领事机构历史陈列馆”。

馆内的清朝地方官员会见外国官员的蜡像、档案、文物、照片等，似在诉说近代 8个西方国家

在北海设立领事馆的那段历史。2020 年 11 月，列入《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法国领事馆旧址

法国领事馆旧址位于今北部湾中路北海迎宾馆内。据清·梁鸿勋《北海杂录》内载：“法

国领事署，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先租用民房办公，对此，《1890 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

告》中柯达写道：“因为我们的房子被法国领事馆租用，所以直至 7 月中旬我们都不得不占用

两间大病房。”佐证了法国领事馆租用“双孖楼”来办公的史实。北海海关 1902 年贸易资料摘

编内载：“法国在本口建造法国领事馆署，以便办理通商教案各事。”

法国领事馆旧址 （本书作者摄）

建成的领事馆办公楼原为一幢平面呈“凹”字形的券廊式西洋建筑，砖木结构，北向，一

层的主体建筑，长 34.7 米，宽 20.7 米，四周回廊宽 2.5 米，四面坡屋顶，地垅高 1.85 米，



占地面积 718 平方米，建筑面积 636 平方米。建筑有回廊，回廊的栏杆饰有古香古色的蓝色陶

瓷瓶和长石条，在地台上原镶嵌一块用英文雕刻“大法国领事馆”的奠基石。室内装饰豪华，

设施齐全，设有办公室、台球室、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和壁炉等，其构造在北海算得上别

具一格。

1950 年 4 月，法国领事馆撤出后，该旧址由北海市人民政府代管，有段时间曾作为钦州

地区干部疗养所，后为北海市政府的招待所。1973 年原法国领事馆办公楼被使用单位在原建

筑的基础上加建一层，为迎宾馆 5号楼（贵宾楼）。

法国领事馆旧址是与 1895 年 6 月 20 日签订的不平等的《中法条约》这一起重大历史事件

有关，是法国在北海建立外交机构的证物。199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该旧址公布为自治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德国领事馆旧址

德国领事馆位于北部湾中路 19 号的南珠宾馆庭院内。《北海市志》“大事记”记载：“光绪

十二年（1886 年）德国驻北海领事馆开办，领事馆委托英国领事官阿林格兼任。”所有该国通

商事务，由第五任英国驻北海领事官兼署奥匈帝国驻北海领事阿林格代理。当时在航运和商贸

方面，德国商船在北海的活动最为频繁。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德国派驻北海领事官为主

要负责德国在北海的领事业务。法时敏来驻北海，兼负责海口的领事业务。当时暂借税务司公

馆办公，主要负责德国在北海的领事业务。一年后另租一小洋楼设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旧址，《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 （本书作者 摄）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8月德国领事在北海南郊买地建成新领事馆。德国领事馆办公楼

为一幢长方形的券廊式西式建筑，南向，二层，主体建筑长 23.1 米，宽 18.5 米，占地面积

427.35 平方米，建筑面积 855 平方米。砖木结构、南向、四面坡屋顶，各层有回廊，回廊宽

2.5 米，正门有门廊，门廊两边各有长 10 米的弧形台阶，使整幢建筑在北海众多的西洋建筑



群中别具一格，室内有壁炉壁台，地垅高 2米。四周环境优美。

对当时德国领事馆的情况，清（1905 年）·梁鸿勋撰写的《北海杂录》记述：“德国初无

驻北海领事官，所有该国通商事务，由英领事代理。嗣于光绪二十八年，始派领事来驻，暂借

税务司公馆办事。是年租小洋楼，即迁入为署，至现年乃建成新署，八月间，遂由旧居迁入。”

“大德国领事府，署北海领事官，兼理海口领事官法时敏。”

德国于 1886 年在北海设立领事馆，至 1908 年撤出，历时 22 年。1908 年德国领事机构撤

出，官署洋房转卖给他人。抗日战争前，该旧址已由广东省白石盐场公署使用，1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解放那天。国民党残余部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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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旧址曾交由北海市宣传部门和党校使用。约 1983 年，该旧址转交由北海工

商银行作为办公楼使用。1994 年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后，北海工商

银行将其作为幼儿园使用直至 2020 年。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现存的德国领事馆旧址主体建筑保存完好，北海市文物管理部门规划作为近代金融历史陈

列馆。2020 年 11 月，列入《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23

年初，一楼及地下室作为北海·古钢琴·馆藏地。

德国森宝洋行旧址

在解放路 19 号，市文化大院内，有连廊双孖楼洋楼尽收眼底，这是德国森宝洋行旧址。

德国森宝洋行，始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北海市志》内“大事记”载：“德商建森

宝楼一栋，另一栋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专营煤油及代理招募华工出洋业务。”德国森宝

洋行办公楼，是德国商人森宝（犹太人）驻北海的商务机构，北海德国森宝洋行旧址由一幢一

层和一幢两层的两幢楼房连接而成。建筑面积 835.1 平方米。主体为二层的券廊式西式建筑，

长方形，长 18.3 米，宽 13.1 米，占地面积 240 平方米，坐东向西，四面坡瓦顶，地下室（地

垅）高 2米。第一层高 4.5 米，第二层高 4.2 米，有回廊，回廊宽 2.5 米。其附属建筑风格与

主体建筑相同，长方形，长 20.4 米，宽 15.8 米，占地面积 322 平方米，只有一层，地垅高

0.5 米，主楼与附楼之间有一长 6 米、宽 2.85 米的连接廊把两楼连成一体。回廊宽 2.3 米，

连接廊上面为 17 平方米的房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关闭，楼房变卖。之后，先后用作“两广盐务稽查支处”办

公署、广东湛江专区干部疗养院、广东湛江专区北海水产学校校址、北海市珍珠博物馆，北海

市文化局办公楼。

据《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 年）》内载：“这十年期间，有四个外国商行：

德国、法国、英国、葡萄牙的，但只有德国和葡萄牙的有国家代表，其余由中国代理商代为经

营。”德国森宝洋行旧址是当时英、法、德、葡等国设在北海的最大的洋行之一。是外国在北



海设立商行的重要物证，也是北海目前仅存的外国商行旧址。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得以修缮的德国森宝洋行旧址，原环

境风貌基本保存完好。现为北海近代洋行历史陈列馆。馆里陈列着雕塑、照片、保留历史的物

件、史料等。2020 年 11 月，列入《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德国森宝洋行旧址，《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 （本书作者 摄）

双孖楼旧址

现位于北海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双孖楼旧址，为两座造型相同，相距 32 米的券廊式、坡

顶，造型似孪生兄弟的西洋建筑。据清·梁鸿勋著《北海杂录》中载：“双孖楼者，一连两楼，

同在一围墙之内，一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一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英国教士，

现居于此。”具有欧洲古典风格，一层，四面坡瓦顶，有回廊。廊柱间的卷拱有雕饰线。室内

有壁炉，门窗安装有百叶窗，有一米高的地台，室内铺木地板，每座长 29.2 米，宽 13.5 米，

总占地面积 788 平方米。双孖楼旧址是北海最早的西洋建筑之一。为英国大英传教会在中国北

海“借医传教”的历史见证物。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史料载：“两栋平

房，一栋给柯达医生，另一栋给黎德牧师，这是包尔腾主教同意的。拨了 5000 港币给黎德牧

师建房子。”双孖楼并非当地人说的英国领事馆附属建筑。1890 年法国领事馆曾租用“双孖楼”

办公。抗战时期，双孖楼一度成为病人的避难所、广州“圣三一”中学转道香港迁到北海办学

场所。1947 年中华圣公会钦廉区租双孖楼给广西同乡会办私立旭初中学。1949 年 12 月 4 日解

放北海，双孖楼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部队的临时驻地。现为市第一中学的教师宿舍。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座于 2008 年进行了全面维修。

八角楼旧址

八角楼旧址位于北海市和平路 183 号庭院内，八角楼是英国大英传教会 1886 年在北海创

办的普仁医院的历史标志，国宝级历史建筑文物。八角楼由英国柯达医生买地建于 1886 年，



该楼为八边形三层建筑，高 13.2 米，边长 2.75 米。占地面积约 9平方米。八角楼东西南北每

层面都有窗户，顶层为天台。“是一高大坚固的大厦，高高建立在平地上，俯瞰全港。有诊疗

室、手术室、小教堂，及男女病房。”史料记载八角楼是北海普仁医院建筑“元老级”历史标

志物。100 多年前，八角楼是北海的最高建筑，是北海当年的地标。

2001 年 6 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07 年，英国来北海人员拍下北海地标性建筑八角楼 （英国剑桥大学城 约翰供图）

普仁医院医生楼旧址

穿过北海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宽广的庭院内，百年古樟挺拔参天，鸡蛋花树婆娑多姿……

古树名木满目苍翠，鸟语清亮，花香袭人，在这一方小天地却集中了数幢“国字号”百年历史

建筑物。大院正南方券廊式二层建筑洋楼就是北海普仁医院医生楼旧址，建于 1906 年，由北

海普仁医院第二任院长英籍李惠来医生出资所建。该楼为一座二层的西式建筑，长 26 米，宽

12.9 米，占地面积 335.4 平方米，建筑面积 671 平方米，南向，有回廊，廊宽 3 米，四面坡

瓦顶，地垅高 0.8 米，拱券结构，造型优美，门窗安装有百叶窗。普仁医院医生楼是英籍李惠

来医生出资所建的住宅楼，其夫妇在此安居乐业 10 年，育有 6个孩子。1916 年他们离开北海

后，该楼成为普仁医院各接任院长之家。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04 年进行了全面维修。2006 年 6 月北海市人民医院举办建院 120 周年院庆活动，作

为院史展览馆至今。

女子寄宿学校（贞德女校）旧址

女子寄宿学校旧址位于北海市和平路 183 号庭院内。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

史料馆一张建筑草图标注载：女子寄宿学校筹建于 1895 年，校舍有 6栋建筑物，构成独立的

院落，内有一口水井。现幸存建筑为拱券结构，歇山坡屋顶。主体建筑长 16.3 米，宽 8.65

米，占地面积 141 平方米，建筑面积 280 平方米的二层“洋楼”。该校是北海第一所女子学校，

1896 年底有 11 位寄宿生。它是培养教师、口译员和护士的摇篮。

据清·梁鸿勋著《北海杂录》内记载：“英国义校分男女两所，均附普仁医院内。男校创



于光绪十二年，聘请教习，专授中国经书、地理、算学、信札、体操等。初时学童，不过十名

左右。现年学童则有七十余名。女义学，始于光绪十六年，分男女教习，教授一如上，女童兼

学针黹。初年女童亦十名左右，至现年（1905 年）约七十名。男女学童，均不取脩金，且均

可在堂食宿。

1926 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天津“大沽口事件”和广州“中山舰事件”激起反帝怒

潮，北海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举行罢课、驱逐校董英籍人董恩典，该校停办。因就读该校的两

名学生钟竹筠、沈卓清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被捕，于 1927 年、1929 年英勇就义，当地人

为纪念烈士称该校为贞德女校。1928 年，北海普仁医院首任华人院长沈永年将其改为产科病

房。女子寄宿学校（贞德女校）是北海历史上第一所女校，更是北海教育史上难得保存较好的

旧址。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仁医院护士楼旧址

普仁医院护士楼旧址位于北海市和平路 183 号庭院内。护士楼（又称姑娘楼），建于 1895

年，为二层西式建筑。该楼长 19.86 米，宽 10.48 米，占地总面积 208 平方米。廊柱间的券拱

有雕饰线，两面坡屋顶，有 8个拱券大回廊道，有气孔、圆拱窗、百页窗门、壁炉等独特的造

型。1919 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中，有一张大英传教会在中国南部北海的基地图描绘当年

的 11 处建筑物，用英文表示的第一处建筑物就是护士楼和女校，图见护士楼和女校形成独立

的院落。除了护士楼和女校外，还有 3栋小的建筑物，其中一栋建筑物紧贴护士楼的后面中央，

构成丁型。护士楼曾是北海普仁医院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护理先驱者和英籍校董监、教

师之“家”。史料记载：1936 年 4 月 23 日，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常务委员会通过制定北海普

仁医院组织章程，普仁医院成为中华圣公会辖下的医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海一度沦陷。

1943 年大英传教会最后一位代表——胡礼德离开北海，此后，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廉北教区

华人会吏长慕容贤借用护士楼，从此护士楼的使用功能被改变，开始被传为“会吏长楼”。北

海解放后，1952 年 11 月，人民政府接收普仁医院，护士楼结束了会吏长楼的功能，成为北海

市人民医院行政楼，护士楼附属建筑物成为医院的供应室，直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拆除圣路

加教堂建北海市人民医院门诊大楼，该附属建筑被毁。1988 年 11 月 15 日护士楼又一次改变

它的使用功能，成为医院财务科的用房。普仁医院护士楼见证了南丁格尔创建的近代西方护理

学传入北海发展演变过程。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护士楼（会吏长楼）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同年 12 月 25 日，护士楼又成为医院的被服室，使用至 2008 年，因该楼成为危

房而搬离。

2013 年，北海市文物局申请到国家文物局拨款 80 万修缮护士楼（会吏长楼），同年 10 月，

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施工队动工修缮护士楼，因资金不足受阻，后经使用单位（北海市

人民医院）投入 21.3 万元经费，终于使维修工程在 2014 年 8 月竣工，饱经沧桑的北海普仁医



院护士楼，得以安落在原址上。

女修道院旧址

女修道院旧址位于北海市和平路 183 号庭院内，占地面积 5423 平米。女修道院是天主教

区的附属机构，十九世纪末期设在涠洲岛盛塘村的天主堂右侧。主要培养合格的修女帮助做教

区内各堂口的管理。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北海天主教会为女修院另在北海建新院舍。女修道院由涠洲迁至

北海。

女修生来源主要是教区内各堂点教廷的女孩。本着志愿的原则到女修道院学习。学习科目

有高小至初中的中文、算术、教会历史、圣经、教理详解和一些中外史知识。半工半读，修女

每天都有固定的劳动时间，生产项目，有养蚕抽丝，纺纱织布，养猪养鸡等，有时还帮居民染

布或加工其他产品。女修生的生活费用基本上自给。1964 年停办，培养了 48 名修女。

女修道院旧址现存两座建筑。一座为长方形的两层楼房，长 31.45 米，宽 8.7 米，占地面

积 273.6 平方米。另一座为小礼拜堂式的建筑，长 12.3 米，宽 6米，占地面积 73.8 平方米。

两座房子占地总面积 347.4 平方米，主体建筑保存尚好。该旧址曾为市机关幼儿园使用。现为

北海市人民医院使用。女修道院旧址是法国天主教在北海建立女修道院的历史见证物。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海天主教堂旧址

北海天主教堂旧址 （本书作者 摄）

北海天主教堂（又称路德圣母堂）旧址在北海天主里（今市解放里下村 2号，北海市人民

电影院北面约 50 米处），该堂由第 3 任（1916－1925 年）法籍颜神父于民国七年（1918 年）

迁移重建的一座歌德式教堂，教堂占地面积 329 平米。教堂前为钟楼，在教堂南面 30 米处还

有附属建筑是一幢两层的神父楼，占地面积 160 平方米。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法国古佑

道神父第（13 任）在教堂旁创办北海私立培德小学（市第四小学）。从明神父到北海传教至 1956

年，共有 17 任神父在北海天主堂传教。解放后，外籍传教士在北海传教的历史宣告结束。“文

革”期间，钟楼被毁，教堂主体建筑保存较差。该教堂是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天主教传入北海，



在市区建筑诸多建筑物中仅存的一个天主堂旧址，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年，北海政府一直都抢救维修重要文物，2017 年，投资 80 万元，对天主

堂的屋面、墙体裂缝、木架构、地面、木门木窗、墙面等进行了彻底维修，同时，修复了钟楼，

北海天主堂旧址基本上恢复了原貌。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旧址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旧址位于今中山路 213 号。《北海市志》内记载：“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德国传教士巴顾德在今中山路蹦沙口买地一块，约 6500 平方米，兴建教堂及附属楼房，

建筑面积 1669 平方米，光绪二十六年竣工。对此，《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 年）》

中有详细的记述：“德国教(The Kieler China Mission)，是巴顾德(Witl)牧师于 1900 年创建

的。这个教会的老家在德国基尔市，与德国 Evanglical Nationl Church 同一教派。它的成员

中现有 8个外国人，其中包括 4个女子。在北海的房产有公馆，住宅，一个布道厂和一所学校，

所有这些建筑物都连成一体，并且往廉州的公路上占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面向海岸和市郊。几

乎是一切从头做起，巴顾德牧师及其同事们为了向内地发展，在附近各处建立了次级教会。”

1900 年，来北海，合浦工作的 4 名德国女子 （陈考思 供图）

对德国教会，清·梁鸿勋撰写的《北海杂录》内记载：“德国教堂，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为德教会名又长老会所设，有德教士长驻此。奉传耶稣教，教民之在北海者、约

一百三十名。”“德国德华学堂。（1901 年）附设德教堂内，即以该教士为掌院，另聘德人二名

为帮教习，华人一名为中教习，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亦分男女两学。男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女学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现计男学童四十三名，女学童十五名。除男学

童内有十三名兼习德文，每名每月须送脩金一元外，其余男女学童，均不取脩金。现年（1905

年）经费约二千五百元，俱有德人捐出。堂内另有刊印所刋印各书，并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设报纸，每礼拜派一次，名曰《东西新闻》，北海只有此报。惟新闻抄袭省港各报为多，

且文字平常，故不甚畅销。”1906 年 3 月停办。后来，因修北海马路印刷所被拆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来北海、合浦工作的 12 名德国人闲暇之余在北海海岸乘帆船出海的情形

（陈考思 供图）

1928 年，在德国信义会教会楼后幅空地建起的“中德小学校”（后改名“信义小学”）旧址。（今幼儿园

使用庭院和部分房屋）另一部分楼房为北海媒体楼使用 （本书作者 摄）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前）、中德小学校（后）旧址 （本书作者 摄）

据史料记载：1924 年，鲍闾巽牧师(REV·Felix PAULSEN)来北海传道，1928 年其接欧沛

曼牧职后，被提升为廉北教会监督。他在任时，再在北海信义会后幅空地建起教室三间及小房

五间，把教会原办的德华学堂正式立案办为完全小学，命名为“中德小学校”。从广州聘来陈

寿源为校长，潘筱川、李达一任教师。抗战停办，抗战胜利重办，改名“信义小学”1950 年

下半年停办。

德国信义会经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在“崩沙口”所建的教会建筑，现仅幸存一层券廊式建

筑，长 30 米，宽 16.9 米，占地面积 507 平方米，主体建筑保存尚好的教会楼旧址（传教士居

住楼）及 1928 年建的“中德小学校”旧址，成为该会在北海的遗迹。德国信义会教会旧址是

长老会在广西的总堂，也是北海最早的基督教堂。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该旧址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海关大楼旧址

北海关大楼旧址位于北海市海关路原海关大院内，始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 年），是一座

方形的三层西洋建筑。长 18 米，宽 18 米，占地面积 324 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向，楼顶的中间

为方形四坡屋顶，其四周为“回”形天台。各层都有宽达 28 米的回廊，廊柱和券拱都有雕刻

线。室内有壁炉和壁台，南向的楼外有一倒“T”字形花岗岩石台阶通往二楼。主体建筑保存

尚好。

北海关大楼旧址，《印象·1876》北海历史文化景区（本书作者 摄）

北海关（旧称洋关），成立于清光绪三年（1877 年），英国人任税务司，清政府委派海关

监督，但该监督形同虚设，控制权在英国人担任的税务司手上。《北海市志》内载：“自光绪三

年（1877 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的 66 年间，先后有英、美、法等 10 个国家的 48

名外国籍人员充任北海关正、副税务司，其他重要的职位也由外国人占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起虽由中国人任税务司，但仍受由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控制。1949 年 12 月 4 日北海解

放，海关主权回到中国人手里，1950 年 2 月 16 日，国家海关总署命令北海关易名北海海关，

废除旧海关的规章制度。”北海关大楼旧址成为新中国的北海海关办公地点。1987 年，北海海

关新办公楼建成后，北海关大楼旧址不再作办公用途。北海关是广西最早的海关，它见证了近

代北海口岸开放的历史。1994 年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 年 5 月进行维修。2020 年 11 月，列入《印象·1876》

北海历史文化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20 年 12 月建成北海近代海关历史陈列馆。主

要展示的是近代海关的发展历史及对北海的影响等内容。

高德医疗站和高德小学旧址

高德医疗站和高德小学旧址位于中间沙（今高德三街），建于 1899 年。高德医疗站现存券



廊式一层建筑。是纪念百年大英传教会的献礼项目。开办以来，由北海普仁医院医护人员每周

2次前往诊疗。开业 8个月，诊治病人 3000 人次，还建立女麻风病房，收容 31 位患者。1902

年在医疗站对面建高德小学校。幸存券廊式二层建筑，长 13 米，宽 12 米，高 7 米。1905 每

班有学生 16~20 人。现存的高德医疗站和高德小学百年西洋建筑物，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汇。

2018 年 9 月，北海市委、市政府实施高德老街保护与开发项目，这两幢西洋建筑得到了维修

与保护。

高德小学旧址 （本书作者 摄）

北海普仁医院廉州医疗站旧址建筑

在合浦小北街 107 号庭院内，有一所 1902 年建立的北海普仁医院廉州医疗站。

百年西洋建筑早已不复原先的样貌，这幢二层洋楼已被改造为民居。但，它的回廊形象，

凸显英国古典建筑风格，它的骨骼、格局与史料手绘廉州地图，所标明的方位、名称吻合，与

另一张建筑草图相符合。1895 年陂箴牧师在年度报告写道：“廉州的医疗站（诊所）：直到今

年 7月底，在廉州买了一个房子，这些开设医疗站的筹备工作都是郗来医生负责。”1898 年郗

来医生的报告亦有记述：“我们正在商议购买地皮，建廉州医疗站，在廉州一位军官帮物色一

块地，去看过后，那位军官帮助以适当的价钱买到地皮。”华丝小姐的报告提到：1900 年 4 月，

和波顿护士到了廉州，当时他住在一位军官家里，此人是柯达医生的朋友，去过美国，所以跟

当地人不一样，经常拿咖啡和面包给我们吃。”1902 年北海普仁医院廉州医疗站建成。1906

年澳大利亚籍护士负责廉州医疗站工作，普仁医院医生定期出诊，1907 年 1 月至 1908 年 11

月，诊疗 3000 个病人。

北海普仁医院廉州医疗站，见证了西方医学、西方建筑艺术传入北海合浦廉州的历史。



德国长老会教堂、德华小学旧址建筑

合浦随考街的同善堂（原县公安局旁），发现一幢长约 30 米，宽约 10 多米，宏大的两层

西洋建筑。其特点是半回廊，三角山头，圆柱。这是德国长老会教堂、“德华学校”旧址。据

《北海市（含合浦县）基督教信义会简史》内记载：“1899 年进入北海的德国长老会，在北海

扎好根基后，即向合浦内地推进。1900 年，德国长老会首位牧师巴顾德(Witl)在廉州随考街

（即今中山公园附近），租一间民房作为居住、宣教和行医用，后来商得屋主同意，将该房卖

给教会建次级教会（在廉州成立长老会），因发生群众殴打卖主，捣毁兴建中的建筑物事件。”

德国长老会教堂、“德华小学”旧址 （本书作者 摄）

《北海市志》（廉州考棚事件的交涉）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廉州德国教会负责

人巴顾德（译音）购买考棚前民房数间作为教会活动场所，廉州市民以中国祖遗产业、不容外

国人占有为由，聚众抗议，并将该民房拆毁，廉州籍陈姓教徒进行阻止被众殴伤。德国教士和

医生护士多人以廉州府衙门作庇护所。德国驻北海领事馆（领事 Richard Willet Hurst 兼）

电告德国政府，德即派兵舰一艘进入北海水域，要求与地方政府交涉。廉州知府富纯出面与德

代表磋商，结果以考棚东面完好的原同善堂房屋抵偿，惩办“肇事”者。另外向德国军舰赔偿

兵费银元 6000 圆结案。”

巴顾德在清政府调停赔给随考街（旧时停棺的庙）建教堂，在教堂内开办初级小学，名叫

“德华学堂”。当时招生百余名，由传道人李宝罗兼任校长。所授课程与普通学校相同，但，

每周宗教科目两小时，学生礼拜天要参加主日学。对此，《北海史稿汇纂》中载：“德华小学，

前身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德国长老会在廉州随考街附设的德华学堂。1945 年再改名为

信义小学，迁往小东门街林家祠（今合浦师范附小）。”1951 年政府接管信义小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地方政府没收教会房产，这幢德国建筑风格的“德华学校”旧址，

曾作为民国合浦县政府使用。解放后至今改为民居。

德国长老会教堂、德华小学旧址是廉州古城的第一座西洋建筑，是德国长老会在廉州办学



传教的证物，该旧址建筑风格独特，蕴含丰富历史信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是我国西南地区

的珍贵遗存。2018 年 6 月 7 日，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粤南信义会建德园旧址

粤南信义会建德园旧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定海路还珠宾馆内，史料记载：德国长老会于

1922 年改称信义会，因当时属广东南部，故称粤南信义会。德国派欧沛曼牧师来主持廉州教

会时，将信义会中心迁往廉州。因城内教堂不够住用，1923 年在当时廉州镇大南门外沙窝，

向蔡姓人买荒地一幅 2000 多平方米，建造教堂，俗称德国楼。主楼为钢筋混合土结构的二层

西洋建筑，占地面积为 274 平方米，高逾 10 米。附属建筑有平房二十间（分为五座），立名为

“建德园”。

1925 年廉州粤南信义会建德园竣工庆典照片 （陈考思 供图）

1949 年廉州中华粤南信义会同人欢送包师奶、荣旋祖凤留影 （陈考思 供图）

主楼房坐北向南，仿照西方别墅的建筑形式，下设一层地楼，东南西三面宽阔的拱柱构筑

的走廊，百叶两层门窗，一楼为厅堂，地面铺有花阶砖。天花与墙壁的交角批有装饰条条，厅

堂中央悬挂有华丽的灯饰。为冬天取暖之用，室内设有壁炉。

主楼当时主要是供德籍传教士及家属居住。自 1925 年至 1942 年间，先后在此居住过的传



教士有：欧沛曼牧师夫妇、罗某某牧师夫妇、鲍闾巽牧师夫妇、女传教士黎美德姑娘等。建德

园建成后，粤南信义会在该园开办神学班，培训中国本土传道人才。当时参加培训有十余人。

同时，德籍传教士黎美德姑娘开办“育麟留产所”及简易医疗所，为平民施医赠药。

抗战时期，每当日军轰炸廉州，城中百姓大多来此避难。

廉州南粤信义会建德园旧址 （本书作者 摄）

1945 年，伪专署占用建德园，经交涉，当时，伪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指令退还，但终未能

落实，导致鲍阊巽牧师拟在建德园开办医院的计划因缺房落空。1949 年荣观莲姑娘等外籍传

教士回国前曾在建德园留影。近代西洋建筑 1993 年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现是合浦县

文物局办公所在地。

美国教会福音堂学塾旧址

美国教会创办的福音堂学塾旧址。位于合浦白石场街（今中心小学宿舍），史料记录道：

福音堂学塾，系美国教会开办的义校，校址在廉州白石场街（今中心小学宿舍）后迁西湖堂后，

负责人周景春，不久停办。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福音堂学塾旧址被白石场公署使用。现

挂“白石场公署”牌匾。文物建筑现由廉州镇中心幼托园使用。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承载物。遗留的近代北海建筑群，展示西方建筑风格与技术、医学和教

育传入北海的历史，隐现着一张张异域文化地图，是近代北海城市的特色风貌和历史文脉，是

研究北海乃至中国近代社会卫生、教育、建筑、宗教、文化、对外开放史不可多得的不可移动

文物。

美国教会福音堂学塾旧址建筑 （本书作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