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章 领 事 馆 岁 月

1876 年，中英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简称《烟台条约》）（图 1-1），规定开辟北

海为对外通商口岸和领事官驻扎处所。翌年，英国在北海设立领事馆，成为近代第一个在北海设

立领事馆的国家。随后，法国、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和比利时 7 个西方国家

相继进入北海设立领事机构。在这些国家中，英国、法国、德国修建的领事馆楼至今仍保存完好。

曾经，它们作为新奇洋气的楼房，在茅寮草舍林立的北海显得鹤立鸡群。现在，它们已被淹没在

周围的高楼大厦之中，用墙面上斑驳的痕迹见证了一段历史，犹如几位站在摩登青年人群中的老

人，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图 1-1 中英两国官员签订《烟台条约》后的合影

第一节 英国领事馆

一、疍家棚式领事馆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外国领事馆一定是漂亮坚固的别墅式洋楼。然而，英国人最先在北海设

立的领事馆，却租用一间建在临海沙滩上的疍家棚式的木屋作为办公场所(图 1-2)
①
。

▲图 1-2 升着英国国旗的疍家棚就是英国领事馆

①这是一组系列彩绘画（共 7幅）中的一幅，1887 年 3 月 5 日发表于英国《图片》（The Graphic）杂志。

作者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画家 J. Finnemore（费丽莫），而彩绘画内容则由英国驻北海领事馆第二任领事阿林

格的妻子提供。



1876 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翌年 5 月，英国人抵达北海。在没有建造新的领事馆楼之前，

他们只能租用北海海滩的一间疍家棚式的木屋作为领事馆办公场所，并升起了英国国旗。这是近

代外国在北海设立的第一家领事馆。自 1877 年到 1882 年，英国驻北海领事馆的领事及其家属均

于此办公及生活。

这间简陋的疍家棚式木屋位于海滩一个斜坡的底部，建在覆盖着厚厚黏土的多孔沙地上，仅

使用一些竹子支撑房子。周围环境卫生状况差，居住面积狭小，房屋设施简陋，一楼饲养着猪、

牛、鸡等牲畜和家禽，动物粪便随意排放，污水横流。19 世纪 80 年代初，第二任英国领事阿林格

C.F.R.Allen)与妻子、女儿刚来到北海时，就在这间疍家棚式的木屋办公和居住。

阿林格领事正挺直身板，左、右手分别拿着拐杖和帽子，叉着腰，翘首望着像牛棚猪舍一样

的房子，似乎在沉思（图 1-3）。恐怕他怎么也没想到，英国在北海的领事馆的条件竟然如此糟糕。

该领事馆很有可能是当时外国在中国唯一的疍家棚式领事馆，也是办公及居住条件最糟糕的领事

馆。

迫于无奈的现实，阿林格领事一家人决定搬到疍家棚式领事馆的楼上居住和办公。

▲图 1-3 第二任领事阿林格与妻子、女儿生活在疍家棚式领事馆里面

二、牛棚式领事馆

▲图 1-4 近代英国在北海搭建的“牛棚式领事馆”（左上角）

当时北海关的一名医生在给英国领事官员看病时指出，疍家棚式领事馆恶劣的居住环境不利



于领事及其家属的健康。再加上阿林格领事的妻子怀孕在身，不久将要分娩。于是，阿林格领事

决定搬迁领事馆，在北海城外建造一座新的领事馆楼。

1882 年，英国领事馆花费 80 英镑购买了今北海市第一中学一带的 21 英亩（约 8.5 公顷）土

地，用来兴建新的领事馆楼。在新领事馆楼落成前，阿林格领事下令在北海城外另外购买的土地

上搭建了一排 5 间工棚式平房，平房墙面很粗糙，看起来像牛棚（图 1-4），被称为“牛棚式领事

馆”。不久，英国领事馆请了北海当时最大型的运输工具——牛车，以及手推车和苦力，把所有的

办公用品、生活用品从疍家棚式领事馆全部运到“牛棚式领事馆”。这座“牛棚式领事馆”便成为

英国领事馆在北海的临时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三、坚固的英国领事馆建筑

1884年，阿林格领事邀请英国建筑师F.J.马歇尔及河顿有限公司前来设计和建造新领事馆楼。

新领事馆楼的附属建筑有宿舍、接待室、厨房、小礼拜堂等。翌年，新领事馆楼正式建成并投入

使用。该领事馆曾代理德国、奥匈帝国和美国的领事事务。

新建成的英国领事馆楼坐西朝东，是一栋两层的券廊式西洋建筑，砖混结构，平面呈长方形，

长 27.29 米、宽 12.14 米，建筑面积为 993.90 平方米（图 1-5）。第一层是架空层，俗称“地垄”。

第二层券廊的券拱间都有砖砌的栏杆，绿釉瓷瓶做栏杆柱，显得精巧美观。栏杆、廊柱和拱券均

有雕饰线，造型优美。馆内装饰豪华，设有壁台和壁炉，地面铺设图案精美且耐磨的方形花阶砖。

阿林格领事的继任者对新建成的英国领事馆楼感到非常满意，并认为由花岗岩、砖头、瓦、

水泥构成的领事馆楼是当时较为坚固的建筑，大火和白蚁都无法摧毁它。

▲图 1-5 新建成的英国领事馆楼（即今天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四、“大英帝国日”的献礼

在英国领事馆正面的右下墙角有一块独特的奠基石，青石材质，长 68.5 厘米宽 38.5 厘米、

厚 30 厘米，重 100 多千克，双面刻着英文碑文（图 1-6、图 1-7）。为了方便运输特意在其顶部加

了一铁圈。这块奠基石是从英国运至北海的。

正面碑文如下：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IS CONSULATE WAS LAID BY MRS C.F.R.ALLEN

THE 24
TH

DAY OF MAY 1885

F.J.MARSHALL C.F.R.ALLEN

HERTON&C．



▲图 1-6 英国领事馆奠基石正面碑文

（碑文表达的意思：本领事馆的奠基石于 1885 年 5 月 24 日由 C．F．R．阿林

格夫人立。工程负责人是 F．J．马歇尔、英国领事 C．F．R．阿林格，施工单位是英国河顿有限

公司）

背面碑文如下：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IS CONSULATE WAS LAID BY MRS C.F.R.ALLEN

THE□DAY OF MARCH 1885

F.J.MARSHALL C.F.R.ALLEN

H.M. OFFICE OF WORKS H.M CONSUL

（碑文表达的意思：本领事馆的奠基石于 1885 年 3 月□日由 C．F．R．阿林格夫人立。工程

负责人是英国工程处的 F．J．马歇尔和英国领事 C．F．R．阿林格）

▲图 1-7 英国领事馆奠基石背面碑文

由奠基石的正面碑文可知，19世纪 80 年代初期，阿林格领事、F.J.马歇尔及英国河顿有限公

司共同参与建造新领事馆楼。

一般的奠基石人们往往只在正面刻碑文，但英国领事馆奠基石的正反两面部刻有碑文，内容

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正面碑文的落款日期是 1885 年 5 月 24 日，施工单位为英国河顿有限

公司；反面碑文的落款日期是 1885 年 3 月□日，缺施工单位，反而明确了 F.J.马歇尔的工作单位

是英国工程处。

结合正、反面碑文，我们分析认为，奠基石反面的碑文应该是在运至北海前刻好的，但可能



因为工程延期，或日期有误，或其他原因，再加上缺少施工单位，所以需要重新书刻碑文。也许

考虑到这块奠基石坚固厚重，切割工整，造价不菲，运输困难，为了不浪费此碑石，便在该碑石

的正面重刻碑文，并将奠基时间改为“1885 年 5 月 24 日”。有趣的是，这个日子恰恰是“大英帝

国日”。因此，阿林格领事极有可能将北海新领事馆楼作为庆祝当年“大英帝国日”的献礼。

五、联合围剿海盗
清末，北海时局混乱，社会环境恶劣，常有海盗出没。海盗数量多达几百人，他们作案猖獗，

大肆劫掠官民的财物。据《1843-1943 年英国驻华的全部领事机构》一书记载，北海作为中国西部

地区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周围有很多海盗，且频繁有关于海盗烧杀抢掠的传闻。1869 年，一名被

派驻到北海负责征收关税的廉州口海关官员被海盗割下了头颅。直至 19 世纪 90 年代，在一个离

海边约 80 千米的偏僻山谷里的小村庄仍保留有坚固的防御海盗的设施。

严峻的形势迫使外国领事馆必须联合北海的地方官府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剿杀和镇压海盗，以

维护北海的治安，保护其本国公民和法人在北海的利益。

阿林格领事到任后，继续奉行联合剿匪的政策，加大力度剿灭海盗。有一次，他们捕获了数

名海盗，并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海边示众，以儆效尤（图 1-8、图 1-9）。

图 1-9 描绘的是，在一次中英联合剿杀海盗的行动后，北海海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阿林格

领事一家前往海边游泳，领事馆的 2 名助理及保姆一起随同。他们来到海边时，发现以往他们游

泳的地方附近悬挂着 6 个海盗的头颅。

▲图 1-8 清末被清军抓获的海盗

▲图 1-9 英国领事阿林格一家发现海边悬挂着海盗的头颅



六、躲避中法战争战火

《北海杂录》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中法失和，南关之役，法驶兵舰三艘来北海，封

禁口岸，港电纷驰，商家震动，尽将货物迁移，一时居民惊恐，如避兵燹。”1885 年，中法两国失

和，爆发了镇南关之战。同年正月二十一日，法国单方面宣布封锁北海港，派遣 3 艘炮舰先后闯

进北海港，以检查各国商船私运军火接济中国为名，强行占领龙门和北海港，从而进逼钦邕以切

断清军镇南关前线的后路。

但由于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事前已获法军突击北海的情报，早已发动军队修筑北海至合浦乾

江沿海炮台和土城多处，并设置炮位，驻军防范，日夜巡弋海港沿线。法舰探知清军早有防备，

便向冠头岭击炮。图 1-10 描述的是清军与法国炮舰在北海冠头岭海边对峙的情形。当时，2 艘停

泊在海面的法国炮舰正向列队整齐、严阵以待的清军开火。不过，法军只击中了前排骑着战马的

军官，他被战马抛落在沙滩上。

▲图 1-10 清兵与法国炮舰在北海冠头岭海边对峙

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阿林格及其家人和同事只好乘船离开北海前往香港躲避战火。阿林格

及其夫人、2 个小孩、小孩保姆及同事等人正坐在北海当地人使用的木船上，等待水手划船驶往香

港（图 1-11）。在木船的不远处海面上有一艘规模宏大、装备精良、杀伤力大的法国炮舰正在停泊，

旁边还有几艘小船，估计是北海的商人正在争先恐后地驶离北海，躲避一触即发的战火。

▲图 1-11 阿林格及其家人和同事坐船逃离北海



七、把西方网球运动带入北海的第一人

现代网球运动诞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很快便风靡整个英国乃至其他欧美发达

国家。19 世纪 80 年代，阿林格来到北海出任领事，也把这项风靡欧美国家的时髦运动带到北海。

阿林格可谓是把西方网球运动带入北海的第一人。

据《1843－1943 年英国驻华的全部领事机构》一书记载，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阿林格领

事任期）北海仅有 8 个外国人。阿林格为活跃大家的生活，在新领事馆楼工地附近建了一个网球

场。如图 1-12 所示，挥拍打球的大胡子外国男人就是阿林格，他正在和 3 名外国男人打网球。他

的妻子和女儿坐在球场旁边观看网球比赛，当地一名男子在俯身弯腰帮忙捡球。网球场周边挑着

担子的妇人、手推独轮车的汉子、坐在土墙上的民众等都在好奇地观看他们打网球。

▲图 1-12 英国第二任领事阿林格（右一挥拍者）携妻女与友人在北海打网球的彩绘图

八、广西空前的平移盛举

1922 年，英国领事馆楼房被以 20 万英镑的价格转卖给法国天主教北海教区做圣德修院，从而

结束了它长达 37 年作为领事馆的使命。

1934-1935 年，天主教北海教区的主教府按原英国领事馆的建筑风格及大小扩建了圣德修院，

并将扩建部分做礼拜堂。圣德修院及礼拜堂风格一致，浑然一体，北海市民统称其为“红楼”。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海市人民政府拨款购买“红楼”，将其作为北海市第一中学的教学楼。

1999 年，为配合城市道路建设，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北海市有关部门决定利用技术含量颇高

且难度大的平移技术对英国领事馆旧址进行易地保护。由于后来扩建的圣德修院礼拜堂建筑与原

英国领事馆建筑的地基不一致，为了确保英国领事馆平移的安全，平移前拆除了后来扩建的礼拜

堂建筑，仅保留和平移原英国领事馆建筑（图 1-13）。

1999 年 10 月 2 日至 3 日，成功地将英国领事馆旧址往东北方向平移了 55.8 米。这次成功的

平移，开创了北海乃至广西建筑物整体平移的先河。如今，平移后的旧址作为北海近代外国领事

机构历史陈列馆对外开放（图 1-14）。



▲图 1-13 英国领事馆旧址平移现场

▲图 1-14 平移后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第二节 德国领事馆

一、北海原貌保持最好的领事馆旧址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德国商船在北海港口进出非常活跃。德国政府为了加强对德国商人

在北海港口的贸易保护，于 1886 年在北海设立德国领事馆。最初由英国领事代理业务，1902 年德

国才委派本国人法时敏担任领事，暂借税务司公馆办公，后又另租楼房作为馆舍（图 1-15）。1905

年，在英国领事馆附近（现中国工商银行南珠支行内）建成领事馆办公楼（图 1-16）。该领事馆当

时所辖业务范围包括北海、海口、东兴等地的通商事务（图 1-17）。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德两国

交恶，德国领事馆于 1917 年撤出北海。



▲图 1-15 德国领事馆旧址旧照片

（德国驻广州领事馆提供）

▲图 1-16 德国领事馆旧址全景照片

▲图 1-17 北海－海口德国领事馆的印章照片

（德国驻广州领事馆提供）

德国领事馆旧址是一栋长方形的券拱回廊式西洋建筑，砖木结构，坐北朝南，长 23.16 米、

宽 18.88 米，建筑面积 1362.9 平方米。黄色墙体。共有两层，第一层下面是地垄，第二层有回廊，

室内有壁炉、壁台，正门有一座门庭与主楼相接，门庭两侧各有弧形台阶。该领事馆旧址是北海

原貌保持最好的外国领事馆旧址，也是北海市原貌保持最好的近代西洋建筑之一。

德国领事馆建筑简洁大气，色彩庄重，功能实用，风格别致，尺寸精确，注重细节但又无多



余的装饰，历久弥新，虽历经百年仍充满时尚感。德国领事馆旧址在抗日战争前由广东省白石盐

场公署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交由北海市宣传部门和党校使用；1983 年交由中国工商

银行北海分行使用；之后先后用作办公楼和幼儿园；现计划建设为北海近代金融历史陈列馆并对

外开放。

二、重见天日的廉州教案的物证
2015 年 1 月 21 日，北海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在中山路旧公安局门前进行地下管道改道时，发

现 2 块刻有德文的墓碑（图 1-18、图 1-19）。其中，一块墓碑与北海近代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廉州教案”密切相关，而另一块墓碑因信息量过少难以考证。

▲图 1-18 北海市中山路管道改道现场

▲图 1-19 北海市中山路德文墓碑发现现场

这块易于考证的墓碑长 91 厘米、宽 46.5 厘米、厚 8 厘米，碑身正面阴刻德艾（图 1-20），其

内容如下：

HIER RUHT

DER HEIZER

PAUL RICHARD JAENSCH

GEB AM 24.1.1878



ZU POSEN

GEST AM 16.6 1901

AN BORD

S.M.S.J AGUAR

GEWIDMET

VOM

OFFIZIERKORPS

UND

BESATZIJNG

S.M.S.JAGUAR

（碑文表达的意思：司炉工保罗·理查德·杨施于 1878 年 1 月 24 日生于波兹南，1901 年 6

月 16 日卒于船上，在此安息。德国皇家军舰“渣架”号全体军官及船员默哀）

▲图 1-20 北海市中山路发现的司炉工保罗的墓碑

1900 年，德国信义会传教士在廉州（今合浦）购买了民房作为传教场所。此举激起民怨，后

来该房屋被拆毁。之后，德国驻北海领事（英国代理领事赛斐敕兼任）就此事电告德国政府。不

久德国、英国、法国三国纷纷出动军舰前往北海港进行威逼。最后，清政府屈服，不仅赔偿德国

完好的房屋，还赔偿德方兵费 6000 元，并惩办“肇事”民众，史称“廉州教案”事件。

1901 年 6 月 16 日（即保罗死亡当天），《申报》刊登了一则关于“廉州教案”的报道。该报报

道了廉州教案的始末，并称德国水师人员“乘巡船名‘渣架’者前往诘责华官”。其中“渣架”是

德文“jaguar”的音译，“渣架”者就是保罗墓碑所说的德国皇家军舰“渣架”号。“渣架”号军

舰制造于 1898 年，长 62 米、宽 9.1 米，吃水 3.3 米，配备海军约 120 人（图 1-21）。1900 年，

它从德国驶往中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其后多次参与德国对华战争；1914 年在德日战争中沉

没。报道还指出，当时中德双方曾发生过冲突。保罗可能就是死于冲突之中，被葬在北海，后来

他的墓碑被用来铺路。

这两块墓碑是北海市首次发现的德文墓碑，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保罗墓碑不仅见证了北海



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廉州教案”，反映了近代北海被迫开放的屈辱历史，而且揭露了近代

帝国主义野蛮的侵华行径。

▲图 1-21 德国皇家军舰“渣架”号

三、一只保险箱引起的遐思

在北海近代外国领事机构历史陈列馆里，有一个外表陈旧、黑漆剥落的保险箱（图 1-22）静

静地躺在展柜里，供游人观赏。

这个保险箱不大，高 27 厘米、长 26 厘米、宽 19 厘米，重约 3 千克。箱面涂黑漆，漆层已剥

落，箱内涂有鲜艳的红漆，盖底印有德文“K．K.Pakhoi”。

▲图 1-22 近代德国“K.K．Pakhoi”保险箱

别看这只箱子外表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它可是大有来头的。据专家分析，“K.K.Pakhoi”有

可能是德文“Kaiserlich Konsulate Pakhoi”的缩写，即北海“帝国领事馆”的意思也有可能是

“Kaiserlich Kriegsmarine Pakhoi”的缩写，即北海“帝国海军”的意思。由于近代德国曾在

北海设立领事馆，并派遣过海军军舰来到北海，因此这两种解释都有其道理，至于哪一种解释更

加准确，目前尚未有定论。

第三节 法国领事馆

一、近代北海开设时间最长的领事馆

法国于 1887 年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先租用民房办公。1890 年在英国领事馆不远处（现北海迎

宾馆内）买地建造办公楼，同年落成并投入使用。该领事馆于 1950 年撤出，历时 64 年，是近代

在北海开设时间最长的外国领事馆。



法国领事馆旧址位于北海市北部湾路 32 号北海迎宾馆内，原为一座一层的券拱回廊式西式建

筑，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图 1-23）。平面呈“凹”字形，长 34.7 米、宽 20.7 米，回廊宽 2.5 米，

建筑面积 1436.58 平方米。四面坡屋顶，一层下面是地垄，地垄高 1.85 米，地垄墙体使用独立砖

柱或砖墙砌筑成拱券形，大部分为敞开式。回廊的栏杆饰有古色古香的绿釉瓷瓶，室内装饰豪华。

1950 年，法国领事馆撤出北海，该办公大楼由北海市人民政府代管。1973 年，使用单位北海饭店

（现更名为北海迎宾馆）在旧址原建筑的基础上加建一层（图 1-24）。

▲图 1-23 近代法国领事馆旧照

▲1-24 法国领事馆旧址现貌

二、“独立王国”

法国政府曾于 1890 年和 1900 年，在北海向当地人以一次性买断的方法共购入相邻的 4 块土

地。签订的购地合同约定，法国政府享有随意支配这四块土地的权力。

法国领事馆在购买的土地上兴建了办公楼、宿舍、车库、卫兵营房、校舍、医院、信馆、墓

地等建筑物，并把它们围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如同“独立王国”一般（图 1-25、图 1-26）。



▲图 1-25 近代法国领事馆庭院

▲图 1-26 近代法国领事馆公墓

当时法国领事馆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海迎宾馆及其西面的工人文化宫、总工会、广慈商场、

市人民医院宿舍、各民主党派原大院和原交通局等一大片土地。

三、华人勿近的领事馆

近代法国在北海购买了大片土地，并用砖砌围墙将其围起来，形成似“独立王国”般的禁地。

为了防止中国人随意出入领事馆的地界，法国领事馆特意在领事馆围墙的大门口左、右两侧竖立 2

块高大的方形石碑，上面醒目地书写着“大法国领事署”6个汉字（图 1-27）。

▲图 1-27 近代法国领事馆围墙大门



为了防止他人侵占其土地，法国领事馆还在其地界范围竖起了地界石碑(图 1-28)。这块完整

的法国领事馆地界石碑弥足珍贵，现存放在北海近代外国领机构历史陈列馆。这块石碑高 106 厘

米、宽 32 厘米、厚 14 厘米。碑身呈长方形，碑顶为半圆形。在其上部，约占据碑身三分之二大

小的地方，表面平整，阴刻着“大法国领事府地界”8 个汉字。在其尾部，约占据碑身三分之一大

小的地方无镌刻文字，颜色泛白，表面坑坑洼洼，很明显是因长期深埋于土中受到腐蚀所致。

▲图 1-28 近代大法国领事府地界石碑

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这块法国领事馆地界石碑已成为 19 世纪末期法国在北海建立领事馆的重

要物证。

四、一块镶嵌在墙内的奠基石
1996 年，北海饭店对法国领事馆旧址进行内部装修。因安装水管，需要在该楼西北角的外墙

基凿出一管位。当施工工方打碎一块镶在墙基上的石块时，发现墙内藏有 2 个瓶子。2 天后取石块

时，才发现它原来是一块奠基石，可惜已被打掉了一半，仅残留半块（图 1-29）。这块石碑残长约

80 厘米、宽 38.5 厘米、厚 9 厘米，正面阴刻着法文“REPUBLIQUE”（共和国之意）字样。时人推

测，奠基石已被打掉的那半块石碑正面应该也刻有法文，极有可能是法文“DE LA FRANCE”（法兰

西之意）。这样整块奠基石的碑文应该是法文“REPUBLIQUE DE LA FRANCE”（法兰西共和国之意）。

▲图 1-29 镶嵌在法国领事馆旧址墙角的奠基石

2 个瓶子里面各装有 1 张法文报纸和 2 枚钱币（图 1-30），报纸分别为法属印度支那报刊《东

京湾的未来》和《海防捷报新闻》。前者于 1890 年 7 月 2 日由越南河内出版，后者于 1890 年 7 月

3 日由越南海防出版。这两张报纸充分证明了北海的法国领事馆办公楼建于 1890 年 7 月前后。至

于这两枚钱币，很有可能是法国人在建造领事馆办公楼时效仿中国人建房子的传统习俗，把钱币

置于墙内，以图个吉利。



▲图 1-30 法国领事馆旧址墙心发现的 2 个瓶子及其中的法文报纸、2 枚钱币

五、身兼数职的法国领事

近代，法国先后向其驻北海领事馆派遣过 20 多任正领事、副领事（图 1-31）。所辖业务范围

包括北海商务、法学堂、法医院，兼管东兴领事事务，并代理葡萄牙的商务领事业务（图 1-32）。

▲图 1-31 1884 年法国驻上海公使们合影，前排左一为 1898-1899 年法国驻北海领事 Guillien

▲图 1-32 近代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印章图



当时为了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北海民众，外国共在北海开办了 12所学校，其中法国学校

5 所，包括法华学堂、培德小学、明德小学等（图 1-33）。法华学堂开办于 1898 年，开设中文、

法文课程，不收学费，办学经费由法国政府提供。每年大考 1 次，并奖赏学生。颁奖日，由法国

领事主持，邀请中、西方人员参加。

▲图 1-33 近代北海小孩在外国人创办的学堂里上课的情形

1900 年，法国领事馆在北海开设医院，法国领事掌管医务。有趣的是，第十四任（1918-1921

年）领事及从第十六任至第十九任（1923-1932 年）领事均由领事馆医院的医生担任，详见表 1-1。

表 1-1 近代由医生担任法国领事的人员名单

序号 任期 姓名

1 第十四任（1918-1921 年） Dr. Béchimont

2 第十六任（1923-1928 年） Dr. Gouillon

3 第十七任（1928-1929 年） Dr. Pautet

4 第十八任（1929-1930 年） Dr. Chaloin

5 第十九任（1930-1932 年） Dr. Pautet

六、一次中法征收渔船规费的交涉①

1889 年，法国驻北海领事馆以中方北海渔船常到越南（法国殖民地）海域捕鱼靠泊为由，向

廉州府衙门提出，北海渔船必须向法国领事馆领取牌照后才能到越南海域进行捕鱼作业，否则法

方就扣留中方渔船。

廉州府将此事请示上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认为这是法方的无理要求，《中法条约》中没

有这条依据，决定不予理会。但是，法国领事馆仍在中方没有认同的情况下，单方面张贴告示，

征收中方船只的船规费，要求每艘船需向法方交纳银元数元至数十元不等，并对外宣称是经过请

示法国驻华公使总署后才这样做的。

①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微”说北海( 2016～2019)》，2020．第 198-199 页。



面对法方的无理做法和嚣张气焰，两广总督张之洞呈文要求法国驻华公使总署立即停止这种

行为。但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又出新招，把船规费改为渔船牌照费，继续向渔船征收。最终，广东

省督抚通过清朝外务部明确对法方严正宣告，法方这种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中方坚决不认同，

绝不接受。至此，这场中法交涉才得以终了。

随着外国领事馆的建立和增加，前来北海居住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西方列强开始在北海设立

海关、开办商行、办医办学、开设教堂、发放报纸等。除建造了英、德、法三国的领事馆楼及其

附属建筑外，西方国家还在北海建造了海关大楼、监察长楼、税务司公馆，以及用于开办教堂、

医院、洋行、学校、洋员俱乐部、邮政局等的建筑和场所。1905 年，北海城区的洋楼多达 22 座，

共有 70 名外国人居住在里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北海的外国领事馆逐渐关闭，一个个在历史

的尘埃中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