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章 文明整合后的北海：从枝叶追溯到根脉

高德古镇史料为何能被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典藏

这完全是一个偶然又惊喜的发现。

那是 2007 年 3 月，笔者来到大洋彼岸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在总图书馆里查中国北海百年

普仁医院历史史料。一沓沓文献资料从史料馆库房柜架中拿下来，又一本本拂去书上的尘埃细

细翻看。突然，一册仍保有端庄、整洁外观的刊物封面冲进眼帘。封面上文字为《MERCY AND TRUTH》

(仁慈与真理)，这是一份专事记述北海高德的史料集！

高德、一个中国沿海的小街巷，为何能被揽收藏品标准严格的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典藏？带

着疑问搜寻，找到了高德老街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北海百年高德史料 （本书作者辑自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

讲述百年史

阅读这些英文史料，其内，主要记述有：高德老街百年西洋建筑群，高德医疗站、教堂、

女校的建立时间，医疗场点、师生活动场景等。

高德老街为何引起西方史家如此注意？

查阅志书，从地理上找到些许缘由。高德老街雄踞在北部湾畔滨海平原，是江与海共同孕

育出的新大陆，它冠名高德，是出于《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取其仰慕高尚道德之意。高德自明朝起便被载入史册。对此《北海市志》有记载：“明

朝改廉州路为府，高德、冠头岭等盐田产海盐。”那时，高德就有先人在此劳作，形成了宿营

地。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此处由北向南依次形成了高德街区，小镇风貌呈现，商埠雏

形诞生。

高德被西方史学家关注的另一点是高德开埠比北海早，对此，北海市《北海史稿汇纂》一



书记载：“高德成埠较早，离郡邑也较北海近。”高德有天然的避风港、码头和交通要道交汇，

具陆路运输优势，自清代就成为幅员几百里的商贸中心。

从清朝的 1736 年到民国时期的 1931 年这近 200 年间，高德一直是重要的海关分卡，是守

护国门的重要哨所。也是北海与廉州镇之间的重要节点。

北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有高德所起重要作用影响。《中国海港纪要》（民国版）写道：“廉

州湾长 11 公里，宽 36 公里，湾内从冠头岭至三汊港一带称北海埠，范围包括地角、外沙、高

德、乾体、党江一带。其中，地角至高德成为船舶主要寄碇之所。”其时，高德已有较大商业

规模，日渐成为北部湾畔繁盛之区，并不断向东延伸，向南扩展。晚清（1905 年）梁鸿勋编

写的《北海杂录》内载：“高德铺户约数百家，居民约数千，渔船之泊于此者，常有百艘之多。”

高德老街就是以这样的内涵，这样的沧桑，述说了百多年北海锚地的历史。

兴旺大海岸

漫步高德老街，依稀可见当年此处四方繁盛的景况。

高德老街是外沙、下低沙、中间沙、里头栏、上高街总称。自海边算起，分别为：

外沙（现高德五街），它与南面的陆岸形成一个长 700 米、内宽 200－300 米的小内港，古

称外沙港，现称高德内港。

下低沙（现高德四街），是高德最老的街道，因地势而得名，它是外沙港口南岸一条只有

两百米长的街道。此街虽短，却是高德老街街区中唯一有闸门的街道。

中间沙（现高德三街），是一条从港口陆岸由西向东延伸 240 米的沙丘形成的街区。中间

沙使港口从中隔开，形成东有海湖、西有狭长避风港的一处地方。

里头栏（后称李桃栏，现高德三街），是高德外沙内港南岸的一处街面，它是一个天然避

风港池，捕鱼、采珠的舟筏经过此港避风和补充淡水。

上高街（现高德一街、二街），因地势比下低沙略高而得名，从陆上来高德的移民大都住

在此处。

未经开发的高德老街、狭窄的街面只有两米宽，两边是砖木结构、一层平房商铺，铺房留

下“铺窗趸”，佐证这里曾经商贸兴隆。

高德老街一层平房商铺及铺房留下的“铺窗趸”（本书作者 摄）



高德老街最让人驻足的是今高德三街 92 号。两边西洋建筑群——百年北海普仁医院高德

医疗站与基督教礼拜堂、高德女子学校旧址都静立在这一隅。这些一层的西洋建筑，坐北向南，

占地长 21.38 米，宽 23.30 米，分前座、天井、后座三部分。前座分正厅和东、西辅助用房。

正厅长 7.95 米，宽 11.30 米，前部是西式券廊，后部是三开间，两个大圆顶拱把三房连在一

起；正厅后面建有连廊与后座相通，连廊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长 5.35 米，宽 3.0 米的天井，每

个天井都连这房子；后座长 4.78 米，宽 11.30 米。清末民初青砖建筑，砖木土石结构。而两

层西洋建筑物，高 7米，长 13 米，宽 12 米，每层都有回廊，回廊外墙券拱，周围有饰线。

这些上百年的西洋建筑，其西式券廊、大圆顶拱、百叶窗等极具当时的西洋建筑特色和风

格，印刻着北海开埠，西方文化传入古镇的印痕。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的文献、档

案、照片，都明证着高德老街的这些特征，并对其医疗功用有详述：英国的《大英医疗总章》

这样记载：“1899 年，在距北海 3英里的高德创建一个医疗站。高德医疗站开业后 8个月有 2000

－3000 个病人来看病。”

又有一本在英国出版的《1899 年年度书信节选》里，北海普仁医院英籍波顿护士长在报

告中写道：“1899 年 4 月，我们在距北海 3英里的高德开设了医疗站，我和郗来医生每周两次

去那里为病人看病。”

在 1902 年印行的英国《仁慈与真理》刊物中，北海普仁医院英籍基辅医生写道：“1902

年 3 月，来到北海，此后，每周四下午骑脚踏车到高德给病人看病，通常病人在 15－50 位左

右。有专人负责药房配药工作。”

高德老街上不仅有诸家西医医疗机构，还有新潮的教育机构。在《1902 年度书信节选》

里，英籍华丝小姐再报告：“1902 年在高德新开一个女子学校，找到一个名叫王太的人来管理”。

1902 年，北海普仁医院院长柯达筹资 120 英镑，在医疗站附近开办高德女子学校。一位名叫

乔治的小姐每周都去授课。波顿护士长在 1905 年北海普仁医院年报中写到：“高德女子学校办

得很成功，新办了一个男子学校，她的班有 16－20 个学生。”若要说北海是中西文化交流交往

互鉴较早的地区，那高德就是桂南首开“西方风气之先”的市镇。高德的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牢

笼，享受教育权利，打开了面向大海洋、大海岸的视窗。这在当时让社会一振。

高德老街除了兴旺着医疗，兴起着教育，还兴隆着工业。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高德里头栏（今

高德三街 25－27 号）的锯木厂，该厂不仅归高德所属，还被誉为北海近代工业的“始祖”。1901

年 12 月 31 日，北海海关专员保尔在《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一文中记道：

“有一个由中国人集股的公司，名叫怡和公司（1900 年成立）在高德村，距北海东约二里开

设了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仓库。全套设备均从英国格拉斯哥市进口，机器是垂直式或竖拉式

的，能自动调整厚度，一次出 12 块木条板。工程动力由一个矮式机器和大约 7个马力的锅炉

来完成。每日开工 12 小时，雇员 20 人。主要出口产品是镶制木桶用板，由本地帆船运到越南

芒街，也出产黄包车车轮盖板，套护车身。还加工船肋木条，造舢板。”



站在高德老街四望、守在路边倾听，仿佛看见白衣天使往来穿梭，又听见教室书声琅琅，

还可遥见机器轮盘滚动——百年前高德老街分明就是一幅文化、文明的实体图景。

走进新时代

再斑斓的过去也要创新创造，再辉煌的既往也要融入时代谱写新篇。

高德老街经 100 多年风雨冲刷，老街上的建筑呈现疲态，一些墙垣残破了、一些屋字疮痍

了，一些旧有的设施处在危殆临界点。衰落多年的高德老街，亟待焕发新生机、注入新业态，

赋予新生命。受国家对中华文明源流保护政策吹拂、受整个社会对历史文化热爱熹风劲吹，2018

年 9 月北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高德老街保护与开发项目，在这里打造集历史古迹、文化观

光、民俗休闲于一体的高德历史文化新街区。后续的改造一个接一个，新高德老街由蓝图变为

现实。

2022 年 4 月的一天雨后，踏访高德老街，满目皆新。新修建的高德三街广场，一座古香

古色的三街牌坊引入驻足。广场旁重新铺设了青石板路，竖起醒目的路标，与之配套的商业网

点均衡点缀着街旁树间。老街褪去昔日杂乱的样子，原有蛛网般的电线埋进地底；两侧违章建

筑被拆除；民房外立面经过修整恢复了原本的青砖结构，现装点了体现海洋文化的图幅物件。

本地特色的糖水铺、老牌酱园、具北部湾风情的茶饮店与老街融合统一。整条老街核心景致—

—高德三街西洋建筑群（北海普仁医院高德医疗站、基督教堂、女子学校）得到了保护性修缮，

既保留了古建筑原有风韵，又不失传统地体现了现时代的精神气质。

伫立在高德老街，忽想：这一切变化，这一切实现，不更应典藏到更宏大、更权威、更有

历史见证力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去么？！

新修建的高德三街广场（左图）、高德老街新貌（右图）（本书作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