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外国驻北海领事馆的设立

一、《烟台条约》与北海

▲图 1 中英官员签订《烟台条约》后的合影

清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烟台条约》。该条约第三

端第一条规定：“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编者注：当时北

海属于广东省）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北海成为清政府在今广西境内开设的

第一个“条约口岸”。

二、近代外国驻北海第一家领事馆

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的第二年三月即 1877 年 5 月，英国人抵达北海，租用海滩的一栋民房

（图 2）设立领事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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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及其家属均于此办公及生活。

▲图 2 升着英国国旗的房子就是英国领事馆
①

①这是一组系列版画，共 7 幅，发表于 1887 年 3 月 5 日英国《图片》（The Graphic)杂志，作者是当时英

国著名的画家“J.Finnemore”（费丽莫），而版画内容则由英国驻北海领事馆第二任领事阿林格夫人提供。



▲图 3 第二任领事阿林格(C.F.R.Allen)与妻子、女儿在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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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领事馆竟是一栋位于一个肮脏的渔村内的简陋民房，楼下饲养着猪、牛、鸡等牲畜，所以他们决

定住到楼上。

▲图 4 阿林格领事下令搬离最初租住的民房

当时北海关一位医生提醒英国领事馆官员，英国领事馆所租的民房周围环境卫生状况十分糟

糕，不利于领事的身体健康。因此，1882 年第二任领事阿林格下令搬离最初租住的民房，并在附

近的空地搭建了一排平房，把物品和马车带到那儿。

▲图 5 英国领事馆新办公楼，即今天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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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新领事馆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阿林格领事的继任者对它感到非常满意，认为它是英国在中

国建造的最坚固的外国建筑。英国领事馆曾代理德国、奥匈帝国和美国的领事事务。

▲图 6 英国领事馆的宿舍楼，即现位于北海市第一中学北京路校区内的双孖楼旧址

阿林格领事新建的英国领事馆除了办公楼外，还建有宿舍楼、接待室、厨房、小礼拜堂等建

筑。

▲图 7 阿林格领事夫人等人坐船离开北海

1904 年 5 月 2日，北海领事馆与琼州领事馆合并，隶属于琼州领事馆。1922 年，英国领事馆

楼房被转卖。1928 年 4 月后，英国不再派遣领事官到北海，但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北海的领事业

务仍由英国驻广州的领事代理。

▲图 8 英国领事馆旧址平移过程



▲图 9 平移后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1999 年，为配合城市道路建设，北海市对英国领事馆旧址平移了 55.8 米，这是广西首例建筑

物整体平移。

近代英国驻北海领事一览表

任 期 领事姓名 代理领事 领事随员

第一任

(1877.11.9-1880.2)

施维祺

(W.G.Stronach)

①T.L.Bullock[助]

(1877-1878)
－

②A.S.Harvey [助]

(1878.4.1-1878.11.18)

第二任

(1880.2.25-1890.4.6)

阿林格

(c.F.R.Allen)

①C.M.Ford [助]

(1880-1881)
①E.Purse

(1881-1883.8.31)

②P.I.deAlmeida

(1883.12.1-1884)

③A.Hyndman

(1884.6.16-1884.8.13)

④M.Johnson

(1884-1900.8.6 )

⑤D.Ramsay

(1900.10.18-1900.10.28)

⑥H.E.Rogers

(1901.1.17-1902.1.1)

②O.Johnson [助]

(1881 以及 1883.11.10

-1884.12.23)

③G.M.H.P layfair [助]

(1882-1883)

④M.F.A.Fraser

[助](1883)

⑤L.C.Hopkins [助]

(1886.12.11-1888.3.17)

⑥E.L.B.Allen [助]

(1888.3.17-1890.4.6)

第三任

(1890.4.7-1892.6)

司格达

(B.C.G.Scott)
－ －

第四任

(1893.6.15-1894.4.22)

普莱费尔

(G.M.H.Playfair

)

M.F.A.Fraser [副] －

第五任

(1894.4.23-1895.12)

任森

(O.Johnson)
M.F.A.Fraser[副] －

第六任

(1896.2.4-1899)

胡力穑

(R.W.Hurst)

①E.L.B.Allen [副]

(1895.12.23-1897.7.1)
－

②w.H.Wilkinson [助]

(1897.7.1-1899.1.16)



任 期 领事姓名 代理领事 领事随员

(1899-1900.11.20) 缺
①B.M.N.Perkins [助]

(1899.5.13-1900.5.24)
－

第七任

（1900.11.21-12.31）

弗雷泽

(M.F.A.Fraser)

②V.L.Savage [助]

(1900.5.25-1901.6.4)
－

第八任

(1901.6.4-1902)

倭讷[兼]

(E.T.C.Werner)
－ －

第九任

（1902.4.5-1904.4.4）

李达礼

(H.A.Little)
－ －

(1904.4.4-1908.8.31) 缺

①M.Hughes[助]

(1905-1906.2.5)

①Canning

(1905-1910.8.18)

②R.R.Cuthbert

(1910.9.15-1917.9.30)

②v.L.Savege [助]

(1906.2.5-1907)

③B.Twyman [助] (1907)

④W.J.B.Fletcher [助]

(1908)

⑤G.W.W.Pearson [助]

(1908-1908.9.1)

⑥J.B.Affleck [助]

(1908-1908.9.1)

第十任

(1908.9.1-1911.1)

威金森[兼]

(F.E.Wilkinson)

①G.W.W.Pearson

(1908.9.1-1911.1.10)

－

②J.B.Affleck

(1908.9.1-1909)

③W.R.Brown

(1909-1910)

④H.F.Handley-Derry

(1910-1911)

第十一任

(1911.1.20-1914.6.30)

德为门[兼]

(B.Twyman)

①G.W.W.Pearson

(1911.1.10-1911.3.10)

－

②A.C.Major

(1911.3.11-1914.5.28)

③H.F.Handley-Derry

(1911)

④H.I.Harding (1911)

⑤G.S.Moss (1911)

⑥E.A.H.Sly

(1913-1914.6.30)

第十二任

(1914.7.1-1917.3.31)

皮尔逊[兼]

(G.W.W.Pearson)

①E.A.H.Sly (1914)

－
②W.S.Toller

(1914.7.1-1915)

③J.B.Affleck

(1915-1917.3.31)

(1917.3.31-1918.7.1) 缺

①J.B.Affleck(1917)

－②W.J.B.Fletcher

(1917-1918.7.1)

第十三任 布雷特[兼] C.D.Simth[副] －



任 期 领事姓名 代理领事 领事随员

(1918.7.1-1918.12.31) (H.J.Brett) (1918.7.20-1921.12.29)

第十四任

(1919.1.1-1921.12.29)

伊斯茨[兼]

(A.E.Eastes)

C.D.Simch[副]

(1918.7.20-1921.12.29)
－

第十五任

(1921.12.29-1925.1.19)

布里斯托[兼]

(H.H.Bristow)
－ －

(1925.1.19-1928.4.22) 无

①R.S.Pratt[副]

(1915.1.19-1926.4.16)

①C.J.S.Boland

(1920.7.9-1921.6.9)

②W.W.Duffield

(1921.7.13-1928.4.22)

②J.M.Groves [随]

(1927.5.29-1928.4.22)

(1928.4.22-1940) 不详，居住在广州

注（资料来源）：

1．国际知名历史学家骆惠敏等著：《英国在中国 1793-1949 的外交与领事编制》。

2．[兼]表示兼任，[副]表示副领事，[助]表示领事助理，[随]表示领事随员。

三、西方列强相继设立北海领事馆

▲图 10 德国领事馆的老照片 ▲图 11 法国领事馆的老照片

继英国设立领事馆后，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

纷纷援用“利益均沾”原则，相继在北海设立领事机构。除了英、法、德外，其他国家均未建有

领事馆办公楼房。其中奥匈帝国和美国的领事业务委托英国代办，葡萄牙的领事业务委托法国代

办，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领事业务则由其驻香港领事兼管。

四、北海原貌保持最好的外国领事馆

▲图 12、13 北海－海口德国领事馆的印章照片（德国驻广州领事馆提供）



德国领事馆设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初由英国领事代理业务。1902 年始派领事，暂借

税务司公馆办公，后又另租楼房为馆址，1905 年在英围领事馆附近（现在工商银行南珠支行内）

建成领事馆办公楼。因一战中德交恶，1917 年撤出北海。所辖业务范围包括北海、海口、东兴等

地通商事务。

▲图 14 德国领事馆旧址现貌

德国领事馆是一幢长方形的券廊式西洋建筑，黄色墙体，南向，二层，总建筑面积 900 多平

方米。四面坡瓦顶，各层有回廊，室内有壁炉、壁台，是北海原貌保持最好的外国领事馆，也是

北海市原貌保持得最好的近代西洋建筑之一。

▲图 15、16 德国领事馆建筑图纸（德国驻广州领事馆提供）

德国领事馆简洁大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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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历久弥新，虽经历百年仍充满时尚感。

近代德国驻北海领事一览表

任 期 邻事姓名 备 注

第一任(1886-1890) 阿林格(C.F.R.Allen) 英国领事兼

第二任(1890-1892) 司格达(B.C.G.Scott) 英国领事兼

第三任(1894.6-1895.12) 任森(O.Johnson) 英国领事兼

第四任(1896.2-1899.1） 胡力穑(R.W.Hurst) 英国领事兼



任 期 邻事姓名 备 注

第五任(1900.11-1900.12) 弗雷泽(M.F.F.Fraser) 英国领事兼

第六任(1901.6-1902) 倭讷(E.T.C.Werner) 英国领事兼

第七任(1902.4-1902.12) 李达礼(H.A.Little) 英国领事兼

第八任(1903-1908) 法时敏(H.Von Varchmin)

第九任(1908-1917) 麦令豪(Dr.P.Merklinghaus) 德国驻琼州领事兼

五、近代在北海开设时间最长的外国领事馆

▲图 17、18 近代法国领事馆旧址原貌

法国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原先租用民房办公，1890 年在英国领事

馆不远处（现北海市迎宾馆内）买地建造办公楼，同年落成并投入使用，1950 年撤出，历时 63 年。

它是近代在北海开设时间最长的外国领事馆。

▲图 19 1884 年法国驻上海公使们合影前排左一为 ▲图 20 1884 年法国驻上海公使们合影后排左三为

1898-1899 年担任法国驻北海领事 Guillien 1898-1899 年担任法国驻北海领事 Guillien



▲图 21 近代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庭院

法国先后向北海领事馆派遣 26 任正副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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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代理葡萄牙国商务领事业务。

▲图 22 近代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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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了相邻的四块土

地，用来建立法国驻北海领事馆的办公楼、宿舍、车库、卫兵营房、学校、医院、信馆、墓地。

范围包括今天的北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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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图 23 近代大法国领事府地界石碑



法国驻北海领事馆地界石碑现尚保存完好。石碑通高 106 厘米，通宽 32 厘米，厚 14 厘米。

碑身呈长方形状，碑顶为半圆形、碑身阴刻着“大法国领事府地界”几个汉字。这块地界石碑当

年应该是矗立在法国领事馆围墙大门旁边，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如今成为 19 世纪末期法国在北海

建立领事馆的重要物证。

▲图 24 近代法国领事馆奠基石

法国领事馆奠基石残留半块，残宽约 80 厘米，厚 9 厘米，高 38.5 厘米，1996 年被发现。正

面阴刻着法文“REPUBLIQUE”（共和国）。据推测，奠基石还阴刻着法文“DELA FRANCE”（法兰西），

可惜已毁。

▲图 25 法国领事馆旧址现貌

经过岁月变迁，当年构成独立王国的法国领事馆建筑如今仅剩下办公楼旧址一栋，即今天的

北海市迎宾馆 5 号楼，新中国成立后多位中央领导人视察北海时曾下榻于此。



近代法国驻北海领事一览表

任 期 领事姓名 任 期 领事姓名

第一任

(1887-1889)

安迪（中文）

M.Pierre Bons D'Anty

第十六任

(1923-1928)
Dr.Gouillon

第二任

(1889-1892）
M.Camille Gauthier

第十七任

(1928-1929)
Dr.Pautet

第三任

(1892-1893）
M.Fernand Guillien

第十八任

(1929-1930)
Dr.Chaloin

第四任

(1893-1894)
M.Gaston Kahn

第十九任

(1930-1932)
Dr.Pautet

第五任

(1894-1896)

M.Camille Gauthier

M.Gaston Kahn

第二十任

(1932)
M.Raoul Tulasne

第六任

(1896-1895)

德儒（中文）

M.Véran Dejoux

第二十一任

(1933)
M.Rene. Waché

第七任

(1898-1899)
M.Fernand Guillien 1934 年 6 月归入法国驻海口领事馆

第八任

(1899-1901)

联伯尔（中文）

M.Gaston Liébert

第二十二任

(1936-1939)

M.Léon

Jankélévitch

第九任

(1901-19605)

福理业（中文）

M.Léonce Flayelle

第二十三任

(1939)
M.Joseph Siguret

第十任

(1905)

陆功德（中文）

M.Georges Lecomte

第二十四任

(1939-1946)
M.Jules Médard

第十一任

(1905-1909)

M.施备（中文）

M.Amédée Guibert
1946 年 12 月 31 日，归入法国驻广州领事馆

第十二任

(1909-1911)

苏罄（中文）

M.Emile Saussine

第二十五任

(1947-1948)
M.Paul Viaud

第十三任

(1911-1916)

施备（中文）

M.Amédée Guibert
1949 年 9 月 30 日，与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合并

第十四任

(1918-1921)
Dr.Béchimont

第二十六任

(1949-1950 闭馆)
M.Pierre Royère

第十五任

(1921-1923)
M.Louis Reynaud

六、近代外国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原因简述

▲图 26 近代北海海边码头繁荣景象的老照片



第一，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开放北海等四地作为通商口岸和领事官驻扎处所。在此设立领

事机构，有利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和思想文化渗透。

▲图 27 英国人所绘近代北海海边码头 ▲图 28 建于 1883 年的北海关大楼老照片

第二，北海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良港和便利通道，港口宽阔、水深、无礁、不冻。它面向

北部湾，自古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它是连接港澳和越南的中转站，外连东南亚乃至

西非、欧洲，向内沿南流江、西江，经灵渠、湘江可入中原。

第三，西方列强为了控制北海关，享受进出口特权，垄断北海的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操纵

北海经济命脉。图 28 为建于 1883 年的北海关大楼老照片，门口“北海关”三个字清晰可辨，楼

顶的回形天台上还有一个岗哨，海面上的动静一览无遗。

▲图 29 英国领事馆手绘的北海位置图

第四，北海是粤西的商业中心以及滇桂黔和粤西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拥有广阔的市场和经济

腹地。1879 年英国驻华公使 Wade 坦言“北海港对英国贸易非常重要，当地人为贸易障碍的存在使

得领事的设立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