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九 章 文 物 管 理

第一节 机 构

建国前，北海市没有文物管理机构。建国后至 1986 年 7 月，文物工作主要由文化馆兼管。

1986 年 8 月，成立“文物清查保护工作小组”，属文化局领导，组长罗定汉，临时从下属单位

借用两名干部协助工作，在文化局办公，聘请市志办黄家蕃任顾问，这是北海市第一个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

1989 年 2 月成立“北海市文物管理所”，该所区（科）级建制，属市文化局领导的事业单位，

所长周德叶，原编制人员 2 名，现在增加到 4 名。

第二节 文物普查和保护

一、文物普查概况

北海市在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曾开展过文物普查、收集工作，但是只在个别地

方进行，当时的文物工作主要由文化馆兼管。50 年代乃由夏森林等人负责文物的征集工作，所征

集到的绝大部分是民间传世文物，有青铜器、陶瓷器、各种雕塑艺术品及少量字画等。这些文物

在“文革”期间大部分散失；1959 年由兼管文物工作的庞家佑副馆长协助上级文物部门对在北海

市郊白虎头“高高墩”（一海边沙丘）发现的陶瓷器进行考古研究；1966 年由张维瑞副馆长兼管文

物工作，1972 年张维瑞协助区文物队对高德陶瓷厂搞基建所发掘出来的鸾凤瑞兽铜镜一面，青瓷

罐三件进行清理，经鉴定，属唐代中期的文物。

1986 年市文化局成立“文物清查保护小组”。于同年 10 月报请市政府核准普度震宫为市区第

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开始较全面的文物普查，历时三年多，调查了两个区和其管辖下的所有

乡镇，发现许多有历史价值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点 35 处：其中古墓葬 2 处，古庙宇 5 处，古遗址 2

处，古炮台 4 处，反映中外关系的西洋建筑 21 处，近代重要史迹 1 处。此外，还征集到各种石刻

碑文 19 件，铁炮 1 门，仪仗牌 1 块。并对确定的文物点进行了量度：拍照、测定方位和填表造册，

建立文物保护档案。

1984 年北海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后，许多单位拆旧房建新楼，市区内地

皮昂贵难求，一些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其使用单位也准备拆毁另作它用。为此，市文物清查

保护小组的同志及时向有关单位作了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把德国领事馆旧址和洋关大楼旧址等

重要的历史建筑，从被毁的边缘抡救出来，使我市一批在历史上反映中外关系的建筑物得以保护。

为了提高市民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物宣传活动，请分管市文化工作的

副市长作文物保护法的电视讲话；举办题为《历史的见证》微型西洋建筑展览，对市民和青少年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贴文物保护的布告和宣传画；通过市有线电视台和无线电视台对我市

的文物作了系列报导，取得较大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

二、文物分布概况
关于北海历史，史籍记载不多，可文物胜迹现存不少，兹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

类。其中不可移动文物又分为三个群体：



甲：近、现代重要建筑物旧址：大部份分布在以市政府为中心，直径约 1.2 公里的范围内。

包括以英国领事馆旧址为代表的反映历史上中外关系的西洋建筑，绝大多数集中在旧市区的东南

部；同时，合浦图书馆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西洋建筑也属于该范围内。

乙、近代反帝入侵的重要建筑物旧址：主要是炮台，分布于冠头岭至乾江一带山岭和滩涂间，

著名的有地角岭炮台，东炮台和西炮台，现尚存地角岭炮台和冠头岭炮台。

丙、古建筑、古庙宇；往昔北海村民和渔民普遍信神，因而建在沿海的庙宇特别多，其分布

以南澫武帝庙为起点，沿海岸线向东北方向的高德庙分布；其中较著名的有南沥‘武帝庙王龙岩、

地角庙、龙皇庙、三皇庙、三婆庙、华光庙、普渡震宫、高德庙。现仅存普渡震宫、南澫武帝庙

和高德庙。

第三节 重要文物

一、近现代西洋建筑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海关、

商行、教堂、医院、学校等一系列机构，并建立相应的楼、堂、院、舍办公，这些形态美观，设

计合理，室内设施豪华且具有异国情调的建筑，便成为反映我市历史上中外关系的建筑物，下面

将市政府核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各文物点，按其用途分类作简要介绍：

1、领事馆

①、英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北部湾中路一中校内。建于光绪 11年(1885)。主体建筑二层，占地面积 616 平方米，附

属建筑占地面积 419 平方米。环境风貌保存较好。

②、法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北部湾中路市迎宾馆内，建于光绪 13 年(1887)。占地面积 434 平方米，主体建筑原为一

层。1973 年使用单位加建第二层，致原貌受到改变。环境风貌尚好，现为市迎宾馆使用。

③、德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北部湾中路市工商银行内，建于光绪 31 年(1905)。占地面积 714 平方米。主体建筑二层。

环境风貌尚好，现为市工商银行使用。

2、海关

洋关大楼旧址

位于市海关路海关大院内，建于光绪 9 年(1883)。占地面积 324 平方米，主体建筑三层。环

境风貌尚好，现为市海关使用。

3、洋行

德国森宝洋行楼旧址

位于解放路市文化大院内，建于光绪 17年(1891)。由一幢一层和一幢两层的两幢楼房连接而

成，占地面积 585 平方米。环境风貌尚好，现为市珍珠博物馆和市文化局使用。

4、宗教

①、涠洲天主堂

位于涠洲盛塘村，始建于同治 8 年(1869)。属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占地面积 988 平方米，



附属建筑占地面积 523 平方米。环境风貌尚好，现为涠洲天主教爱国会使用。

②、双孖楼旧址

位于北部湾中路市一中校园内，由造型相同的两座楼房组成，建于光绪 12 年(1886)。主体建

筑一层，每座建筑占地面积 395 平方米。环境风貌较差，现为一中使用。

③、德国信义会楼旧址

位于中山东路市公安局院内，建于光绪 36 年(1900)。主体建筑一层，占地面积 506 平方米。

环境风貌较差，现为市公安局使用。

④、会吏长楼旧址

位于和平路市人民医院内，建于 1905 年前后，主体建筑二层，占地面积 208 平方米。环境风

貌较好，现为市人民医院使用。

⑤、北海天主堂旧址

位于人民电影院北面约 50 米处，建于 1917 年，为哥特式建筑，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环境

风貌甚差，现为北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使用。

⑥、天主教区女修院旧址

位于和平路市机关幼儿园内，建于 1925 年，由一幢一层和一幢二层的房屋组成，占地面积共

347 平方米。环境风貌尚好，现为市机关幼儿园使用。

⑦、涠洲城仔教堂

位于涠洲岛城仔村内，建于 1833 年，为哥特式建筑，占地面积 280 平方米，附属建筑占地面

积 428 平方米。环境风貌甚佳，现为涠洲天主教爱国会使用。

⑧、北海教区主教府楼旧址

位于市公园路一号院内，建于 1934 年，占地面积 750 平方米，主体建筑原为二层。后来使用

单位加建第三层，环境风貌较差，现为北海天主教爱国会租给其它单位使用。

5、医院

普仁医院旧址

位于和平路市人民医院内，建于光绪 12 年(1886)。现仅剩下八角楼和医生楼。八角楼为三层

八边形建筑，占地面积 45 平方米；医生楼主体建筑为二层，占地面积 342 平方米。环境风貌尚好，

现为市人民医院使用。

6、学校

贞德女校旧址

位于和平路市人民医院内，建于光绪 16年(1890)。占地面积 143 平方米，主体建筑二层。环

境风貌尚好，现为市人民医院使用。

第四节 古墓群和近、现代重要旧址

①、孙东墓群

位于高德孙东村公所一带，是汉至南北朝的古墓群，经普查，目前发现较大的墓堆有六处，

其中北海至合浦公路 18 公里地段路旁的一座封土堆经探测为砖室墓，专家认为，孙东墓群应视为

合浦古墓群的延伸，故其年代应与合浦古墓群的年代大体相同。



②、冠头岭炮台旧址

位于冠头岭西岸的山腰上，建于康熙 56 年(1717)。是我市最早的海防设施之一。炮台高 3.5

米，底部直径 13 米，园型，用大石垒砌而成，地势险要，可俯控通往北海港的航道。炮台原有的

门楼、兵房、火药库等设施现已毁。

③、地角炮台旧址

位于地角岭主峰及其左右两翼，两炮台完好，另一炮台半毁。建于光绪 11 年(1885)，中法战

争初期。炮台共三座，用天然石块、三合土构筑。主峰炮台呈“匙羹”形，炮台中心直径 9.米，

其余二炮台平面呈半园形，直径 38 米，三座炮台在地角岭形成三台鼎足相峙，俯控北海航道，在

1885 年抗法入侵和 1936 年的“北海事件”中，起着威慑敌舰的作用，成为我市近代反帝斗争的重

要史迹。

④、合浦图书馆旧址

位于北海中学校园内，建于 1926 年，该馆现为北海中学图书馆，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

主革命家、爱国将领陈铭枢先生捐资建造。1938 年间为中共地下党重要的活动场所。该馆为券廊

式西洋建筑。四面坡瓦顶，砖木结构，西向，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主体建筑完好。

⑤、普度震宫

普度震宫位于市茶亭路，建于清光绪 24 年(1898)。宫内先后共建三殿，自北至南分布有中天

殿、金母殿和地母殿。普度震宫是一座集佛、道、儒三教于一体的古庙宇，是北海市规模最大的

清末古庙宇之一，亦曾是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四县佛教、僧尼、居士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广

东省“合钦灵防”联县支会的会址。1986 年 10 月核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海市文物

管理所现设于宫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