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文明整合后的北海：从枝叶追溯到根脉

大量法兰西文明遗痕在这里被发现

北海与法兰西，两者不但有历史文化共通点，而且北海遗存有大量法兰西文明的遗痕。比

如法国领事馆旧址、涠洲盛堂天主堂旧址、涠洲城仔教堂（圣母堂）遗址、北海天主教堂、女

修院、法国学堂、法国医院等，这些史迹证明：北海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较早的地区。

北海与法国结缘始于何时何地？根据北海史书《北海杂录》的记述得知：北海与法国的民

间来往于同治年初（1862 年），地点在北海的涠洲，一个面积不足 25 平方公里，人烟不旺，

交通不便，百业不兴，远离大陆的海岛。当年，广东巡抚蒋中承将大批客家人遣送到岛上开耕，

从事农业。恰巧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也同期到此岛传教。1840 年，鸦片战争后，“重开

岛禁”的涠洲催化了北海与法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刚刚渡海登岛的福建、江西迁徙来的客家人

与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的西方人遇见，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中法人士以非同寻常的宽容与热

情，互相沟通。

涠洲天主堂及附属建筑 （本书作者摄）

范神父执念宗教信仰，就地取材，运用周密的力学设计，用当地的火山灰块石和珊瑚石砌

筑墙体，螺壳灰粉墙兴建教堂。历时 10 年，长 58.92 米，宽 16.2 米，占地面积 955 平方米的

天主教堂，终于安落涠洲盛塘村中部。建于 1876 年的涠洲盛塘天主堂，钟楼正面雕有“天主

堂”三字，附属建筑有男、女修院和神父楼。这座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哥特式教堂，外表高耸的

罗马式尖塔有着“向天一击”的动势，造就一种“天国神秘”的幻觉。此后在教堂附近还建有

育婴堂、医院、学校，演绎了“借医传教”和“借办学传教”的历史过程。

《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有这样的记载：“在北海以南 23 英里，涠洲

岛的居民几乎全是客家人，总数 6000 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罗马天主教教徒，有两名法国传教

士作为精神上的统治者。岛上有大小教堂各一个，小教堂，坐落在麻风病患者居住区内，这里

是麻风病人的领地。”

在涠洲除了盛塘天主堂外，1883 年法国传教士（李神父）在涠洲城仔村建了一座圣母堂，



典型的欧洲小型哥特式建筑。钟楼正面雕有“圣母堂”三字，与教堂后相连的是一座二层神父

楼，原来西面还有一座二层的修女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涠洲岛上居民八千余人，天

主教民一千余人。

时光荏苒，百年后的涠洲盛塘天主堂、城仔圣母堂主体建筑依然矗立在原址上，盛塘天主

堂钟楼顶上时不时鸣响起钟声……

说到涠洲法国教，不得不提北海法国教，都同属于法国宗教团(Etrangeres de Paris)。

法国教传入北海市区，始于十九世纪 70 年代，最初法国传教团在泰街（今珠海东路）买地建

屋传教。（1881 年光绪七年），传教场所地址迁建到当时的广西行（中山东路百货大楼）后面。

1917 年，法籍颜神父（北海天主堂第三任神父）设计并主持兴建北海天主教堂，1918 年建成

的北海天主堂，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是一座哥特式教堂。法籍神父在北海传教曾有 11 人。

1923 年，涠洲法国教迁至北海市区，改名北海教区。1925 年法国教在当时的博爱路建女修院

（位于今北海市人民医院内）。女修院旧址与隐藏于今北海市解放里下村 2 号（北海市人民电

影院北侧约 50 米处）的北海天主堂、神父楼主体建筑都得到了修缮保护。均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北海的很多近代建筑和珍贵遗存得到完好保护，使我们能看到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痕迹。

北海法国领事馆：不仅是故事

提及北海与法兰西的缘分，避不开法国领事馆旧址（北海市北部湾中路迎宾馆内）。据《北

海市志》载：光绪十三年（1887 年）十月，法国在北海设立领事署（馆），先租用民房办公。

光绪十六年（1890 年）法国在北海（南郊）买地皮建领事馆办公楼。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

档案馆的《1890 年北海普仁医院年度报告》柯达医生写道：“因为我们的房子（双孖楼）被法

国领事馆租用”。建成的法国领事馆在地台上原镶嵌一块用英文雕刻“大法国领事馆”的奠基

石（已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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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领事馆是外国驻北海时间最长的一个领事馆。

1985 年出版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

内载：法国驻北海领事年表、葡萄牙驻北海领事年表（见附表）。

法国驻北海领事年表

年 代 姓 名

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安迪[副] Pierre Bons d'Anty．

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高[副] Camille Guuthier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 1896 年 6 月 德儒 Vèran Dcjoux．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1899 年 2 月 联伯尔 Gaston Lièbert.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Vicomte de Bondy Riario



年 代 姓 名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1903 年 3 月 福理业[副] Lèonce Flayelle

光绪三十年五月 1904 年 6 月 陆功德[副] G.Lecomte.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 1905 年 12 月 施备[副] A.Guibert.

宣统元年四月 1909 年 6 月 苏馨[副] J.E.Saussine．

宣统三年 1911 年 施备[副] A.Guibert.

葡萄牙驻北海领事年表

年 代 姓 名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1899 年 2 月 联伯尔 Gaston Liébart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Vicomte de Bondy Riario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1903 年 3 月 福理业（副） Leonce Flayclle

光绪三十年五月 1904 年 6 月 隆功德（副） G.Lccomte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 1905 年 12 月 施备（副） A.Guibcrt

宣统元年四月 1909 年 6 月 苏馨[副] J.E.Saussine

宣统三年 1911 年 施备[副] A.Guibert

附注 列表葡驻北海领事，均法领事兼。

还有北海市政府 1954 年档案，文书等资料记载：“法领事名单 1905 年陆公德，1912 年施

备、1919 年何世昌、1921 年巴西蒙、1923 年狄龙、1925 年雷乐、1928 年顾易安华卸、1932

年苏阑墀狄西、1937 年杨克维，抗日时期没有领事，1947 年为马仕歇、1949 年－1950 年 4

月高雅惠等史料使今天的我们能够了解到法国领事馆 1888 年建立至 1950 年撤出，历时 62 年，

先后有 19 任正副领事的基本情况及领事。

据北海海关历年贸易资料记载：“1895 年 6 月 20 日中法在北京立约（《中法条约》），有添

设领事驻扎东兴一款，业于 9 月 20 日举办，系由北海法副领事兼任摄其事”。对此，1905 年

出版的《北海杂录》内记载：“大法国领事府，现年领事官，始为陆公德，继为施备。该领事

兼理东兴领事及北海法学堂、法医院事，又代理在北海之葡国（葡萄牙）商务。”《北海市志》

（大事记）内记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应廉州府请求，把土匪林中

月（绰号“水蜘蛛”）等 28 人，从越南海防引渡回廉州处决。”1908 年德国领事机构撤出北海、

1922 年英国领事馆裁撤后，法国领事演变为独立王国，法国领事更是身兼数职。

1925 年 5 月，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同年 6月 23 日，在广东发生“沙基惨案”，之后整个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6月下旬，

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北海发动了罢课、罢工、罢市活动和举行反帝国主义的游行，浓烈的

革命气氛笼罩着整个城市。6月 28 日，法国领事馆要求外籍妇女和儿童离开北海。

6 月 30 日半夜，一些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传教士赶到法国枪支船上，法国领事馆的工作



人员只说了一句：有对外国人的攻击，所以我们要离开。

抗日战争爆发的 1938 年，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宣教士曾两次被法国领事馆要求远离北海，

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次是跨过平原来到一个麻风村。另一次是上到一艘汽艇上，但由于日

军飞机袭扰，这次逃难过程极为困难，最后，使用一条小船来把他们运送出北海。

这些史料，仿佛透过历史的烟云，看见当年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广泛复杂的业务活动的幕幕

场景。

1950 年 4 月，法国领事馆撤出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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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成两层的迎宾

楼。又叫 5号楼（贵宾楼）。该楼曾接待过丹麦前首相哈特林和美国、英国、法国等五大洲国

家来访的几十个外宾。还有国家一些领导人曾在此楼下榻。

法国学堂：西式教育，文化交融

说起北海与法兰西的缘分，不能忘记北海设法国学堂的那段历史。

北海关 1898 年贸易资料载：“十月有法国文士设法国义校，不两月而华人入学者竟至 80

人奇有。”对此，清（1905 年）梁鸿勋《北海杂录》内载：“法国学堂，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堂内设掌院一名，综理教育事：中文教习一名，法文副教习一名。分司教育，胥聘华人

充当，专授中法文字，不取学生惰金。每年大考一次。奖赏学童，颁赏日由法领事主席，邀请

中西员到览。其经费由法国政府支出。现年学童约四十名，除葡童一名外，俱是华童。”后停

办。

《北海市志》内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法籍古佑道神父（第 13 任）在路德圣

堂旁创立北海私立培德小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招生 1~5 年级各一班，校长邹才明。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增招 6 年级一班，校长陈维藩。1953 年，北海市人民政府接受培德

小学，改名为市第七小学，1954 年春，市第七小学与第三小学合并，”文化大革命”期间，改

名为第四小学。

法国医院：救治、接纳与爱心

法国医院遗址 （本书作者 收集）



谈及北海与法兰西的缘分，还应该回望法国医院。

《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这样写道：“本地有两家外国医院，与传

教会有关联的北海教会医院（北海普仁医院又称英国医院）由柯达医生建于 1886 年，附属于

该医院的还有一所很大的男女麻风病人收容所（北海普仁麻风医院），这所医院装备有进行外

科手术的各种现代化设备，包括一台 X光机，事实证明这些设备在诊治各种疾病上是很有效的，

连麻风病也不例外。法国政府医院开办于 1900 年，在北海做了很好的工作。该医院的规模不

如教会医院那么大，但所有求医的人都受到接纳和细心的诊治和爱心的抚慰。经值班医生熟练

诊治许多疾病都收到很好的疗效，这使得这所医院的名声远播到远离北海的地方。”1905 年三

水人编写的《北海杂录》对法国医院也有记述：“法医院亦以赠医施药为事。归法医士办理，

由法政府派来。向僦民房（旧猪行，今和平路）以为医所。现年秋天，即

在法学堂侧建院（今解放路人民大榕树宾馆），下年落成。各经费均由法政府捐出。”

本书作者的论文刊登在法国《起源、地方和全球史：东亚科技与医学——文摘书》一书中

（本书作者 收集）

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组委会联席主席 Frederic Obringer 致北海市人民政府的函

（本书作者 收集）

另据《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记述：“北海现有医院两所，一日英教会医院（北海普仁

医院），一曰法国医院，前者有医师 2人，病榻 70 张；后者有医师 2人，病榻百张。此外，并



无其他医师行医，每当天花流行，该两院即施行种牛痘，以事预防。”字里行间可见，法国医

院住院病人曾一度超过普仁医院。遗憾的是由于法国经济危机，法国医院于 1932 年停办。之

后，北海天主教租用法国医院开办广慈医院至 1954 年，1995 年法国医院遗址被毁。

北海历史文化在法国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笔者应邀参加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

历史会议”。报到次日，将北海史书《提灯女神的笑靥：北海普仁医院百年护理史略》、还有《北

海日报》报道法国医院的照片、文章和“普仁医院”护理研究成果赴法交流的消息原件提交大

会。出乎笔者意料，专著、报纸受到众人的喜爱。

由于虑及国际旅行，所带书和报纸有限，书只送给了大会主席、大会秘书长和课题组成员：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台湾长庚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学者。在赞扬

声中，感受到了专家学者对北海历史文化和北海普仁医院百年史料的钟爱。

7月 9日上午，在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组委

会联席主席 Frederic Obringer 先生看着自己办公室桌上的《提灯女神的笑靥：北海普仁医院

百年护理史略》和两张《北海日报》，面对这来自北海表示友好和祝贺的礼物时，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亲笔致函北海市人民政府致谢致贺，并于当天下午，由大会秘书长 SicaAcapo 女士

转交笔者。印有“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会标的信纸上清晰写着：“感谢中国北

海市政府重视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重视中西方文明互鉴。”信纸下方是主席先生“龙飞凤舞”

的签名。“

本书作者参加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后参观著名的埃菲尔铁塔

（北京大学甄橙教授 摄）

在法国巴黎，会议的 7 月 10 日，笔者用英语向大会做“北海普仁医院百年护理史略”主

旨报告。这是北海人第一次在这种规模的国际讲坛上阐述主张，看到与会专家学者沉浸在对北

海历史文化的迷恋中，看到他们了解中国北海历史文化的热情，深刻感受到了文化的巨大辐射



功能。

在法国交流文化，无论是听学术报告，还是参观药物博物馆，都强烈感受东西方文明交流

交往互鉴的必要。

文化，飞越地域的阻隔，终使东方、西方在文明这点上达到共通共融。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本书作者参加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14 届东亚国际科技医学历史会议”期间

宣传北海历史文化，赠送专著《提灯女神的笑靥》给大会秘书长 Sica Acapo 女士

（上海留法一学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