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七 章 教 堂 钟 声

1876 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夺取了北海关税主权，继而法国、

德国、美国等国也先后染指北海。帝国主义列强在将北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

也实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而设教会从事宗教宣传就是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这是北海

出现外国教会最早的起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 年 5 月，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不平等的中法《天津条约》，允许法国传

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使法国传教士成为近代最先进入北海公开传教的外国传教人员。法国传教

士首先进入北海涠洲岛。1867 年开岛禁，逐溪、合浦等地“漕涌客民”数千人来岛（涠洲岛）定

居，法国天主教会随即派人随同客民到岛上传教
①
。1869-1878 年，历时 10 年建成涠洲天主堂。该

天主堂作为法国传教士办公和传教的场所，隶属于法国“远东传教会广东天主教区”。自此，天主

教传入北海。

19世纪 70 年代，法国天主教传入北海市区，最初法国教会在泰街（现北海市海城区珠海东路）

买地建屋传教，始建正规教堂，并以教堂为中心在附近建立办公楼、女修道院等。从此，北海有

了教会组织和教会建筑。

第一节 涠洲盛塘天主堂

涠洲盛塘天主堂（图 7-1）所在的盛塘村原名为天主堂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易名为反帝

村，1975 年才改为盛塘村。该村现有村民 1200 余人，均为客家后裔，大部分人为天主教徒。该教

堂的由来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条款有关。1867

年，清政府对涠洲岛“重开岛禁”，法国天主教会利用这一机会，派法籍神父上岛传教。因教众日

益增多，为解决宗教活动的场所问题，1869-1878 年，历时 10 年，以岛上的珊瑚石、火山岩、砂

浆、石灰拌海石花及竹木瓦为建筑材料建成了天主教堂。教堂及其附属建筑神父楼（图 7-2）、女

修道院（图 7-3）、孤儿院（图 7-4）和男修道院（已毁）组成了一个院落式的建筑群，建筑面积

1933.05 平方米，占地而积 6974.3 平方米。

▲图 7-1 涠洲盛塘天主堂旧址

①译自《北海杂录》：“涠洲墩，乃一小岛，周围约七十里，在北海之东南百余里……，同治初年广东巡抚

蒋丞，将漕涌客民送至开耕，而居民始事农业，法国神甫有同到传教。”



▲图 7-2 涠洲盛塘天主堂神父楼

▲图 7-3 涠洲盛塘天主堂女修道院 ▲图 7-4 涠洲盛塘天主堂孤儿院

涠洲盛塘天主堂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起源于 11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流行于 13-15

世纪的欧洲。涠洲盛塘天主堂高大雄伟，由钟楼（图 7-5）、厅堂（图 7-6）和祭台间组成。其正

门前端是钟楼，共三层，高 21 米。教堂的顶端有许多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有着随时“向天

一击”的态势，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堪称别具一格。钟楼有一个 10 多级的

石造螺旋梯，只容一人盘旋而上直达二楼；顶层挂有一口铸于 1889 年的白银合金大钟，大钟铸有

各种经文及花纹。据说，大钟是一位法籍妇人所赠送。大钟于早、中、晚 3 次报时，嘹亮的钟声

全岛可闻。大钟被毁于大炼钢时期，今之大钟为政府重铸。正门上方镌有“天主堂”和“天源咫

尺、主宰众生”的汉字，在中间的圆形玫瑰花窗内雕刻有“JHS”的标志。在钟楼和祭台间之间是

教堂的厅堂，是天主教徒平时做礼拜的地方。在钟楼西侧与其相接的一栋券廊式建筑便是神父楼，

是教堂神父起居生活和处理日常教务的地方，现作为涠洲教区的办公场所。在神父楼的东面是教

堂的女修道院和孤儿院，两院中间有一条券拱前廊，相互贯通，连接两座建筑。



▲图 7-5 盛塘天主堂钟楼正立面

▲图 7-6 盛塘天主堂内部厅堂

涠洲盛塘天主堂原是涠洲天主堂区办公和传教的场所，是北海天主教区一座最为宏伟的教堂。

涠洲天主堂当时属法国“远东传教会广州天主教区”管辖，下辖雷州、钦州、防城港、灵山、合

浦等地的教堂。1923 年，涠洲天主教区从涠洲岛迁至北海市区，并改名北海教区，涠洲天主堂归

属北海天主教区管辖。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侵占涠洲岛，天主堂成为当地居民的避难所。当时在教堂工作的信、

嘉两名神父与涠洲岛人民共患难而遭日寇杀害。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名神父的遗骨被安葬在天主

堂附近的圣地墓园。

解放涠洲岛时，战火不激烈，天主教堂未损坏。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涠洲岛远离内陆，“破四旧”浪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故对教堂

的破坏不大，但教堂曾一度荒废，后期作为当地粮食部门的粮库及学校教室使用。1983 年，国家

推行宗教政策后，该教堂划归北海教区天主爱国会负责管理和使用，作为当地天主教徒进行宗教



活动的场所至今。1986 年，地方政府曾拨款 5 万元对教堂进行局部维修。2001 年，村民自筹资金

对神父楼进行维修加固，在室内及外廊增加了混凝土柱、梁，用于支承楼面及天花楞木。1993 年

被北海市政府公布为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

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2015 年，北海市文物局

申请国家文物局补助资金，完成该教堂第一期维修，主要是对教堂、神父楼和附属用房进行了修

缮。2019-2020 年，北海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再次申请资金完成该教堂第二期的维修，主要是对女修

道院和围墙进行了修缮。如今，盛塘天主堂仍然作为教堂使用，并成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圣堂景区中的景点对外开放。

第二节 涠洲城仔圣母堂

涠洲城仔圣母堂位于涠洲岛城仔村，因岛上天主教徒日益增加，为方便天主教徒参加礼拜等

宗教活动而由法国传教士组织筹建，是北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圣母堂。该教堂由法国天主教李神父

于1883年建立，由教堂、神父楼和女修道院三座建筑组成，是一座较典型的欧洲乡村哥特式小教堂。

▲图 7-7 涠洲城仔圣母堂钟楼和教堂侧面

涠洲城仔圣母堂坐东朝西，大门前是一座 16.19 米高的钟楼，依教堂中厅前檐墙而建，单开

间，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楼面。钟楼正面做半圆形砖券拱门 1 个，是教堂的大门，上有一灰塑

牌匾，写着“圣母堂”3 个字。在南北檐墙外侧设有同楼高的扶壁柱（图 7-7）。教堂的东北角是

神父楼(图 7-8)，与教堂的祭台间相通，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券廊式建筑，高两层，建筑面积

441.4 平方米；建筑前檐北、东、西三面是一条回廊。西南角为女修道院，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

前后廊硬山顶单层建筑，建筑面积 127.9 平方米，建筑墙体使用螺壳、砾石、



黄土混合材料夯筑而成。教堂的主体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堂，在厅堂的东面就是教堂的祭台

间，主要作为供奉圣母和存放物品之用。大厅堂呈“山”字形(图 7-9)，内部由两排柱子纵分为三

部分，采用了简单的三券拱与中国传统山墙搁檩的结构方式，营造内部宽敞的空间，可以满足教

会聚众传教的需要。

▲图 7-8 涠洲城仔圣母堂神父楼

▲图 7-9 涠洲城仔圣母堂“山”字形厅堂

涠洲城仔圣母堂内左前有一座圣母塑像（图 7-10），其下方很奇怪地写着“中华圣母”字样，

更奇怪的是圣母既不是站着，也不是坐在台上，而是坐在一顶轿中。据说，每逢农历八月十五，

村里人就会抬着圣母像去游神。涠洲岛教堂清唱的赞美诗，融入了当地的民族特色，领唱、合唱、

对唱，你唱我和，此起彼伏，颇有现代山歌的韵味。在涠洲岛上，本土化也成了天主教的一大特

色，天主教已经与乡间的风俗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教堂外侧墙脚旁，有一块墓地，墓碑上刻有墓志铭。据信徒解说，这块墓地安葬着清朝末

期至中华民国初期在涠洲岛生活的一名神父，当时他不顾艰难险阻地来到这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传

教，因忍受不了岭南酷热的气候环境，水土不服而病逝。



▲图 7-10 涠洲城仔圣母堂内的圣母塑像

如今，涠洲城仔圣母堂仍然作为教堂使用，同时也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第三节 北海天主堂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天主教传入北海市区，最初法国教会在泰街（今北海市珠海东路）买地

建屋传教。1881 年，教堂迁建到当时的广西行（今北海市中山东路百货大楼）后面。1918 年，法

籍颜神父（北海天主堂第三任本堂神父，是一位工程师）设计和主持建造了一座建筑面积为 316.8

平方米的教堂（图 7-11），为盛行于 10-12 世纪被称为西欧“罗马式”建筑风格。该教堂位于今北

海市海城区解放里下村 2 号，距北海市人民电影院约 50 米。该教堂坐西朝东，由钟楼（图 7-12）、

厅堂、祭台间（图 7-13）三部分组成，钟楼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根据遗留下来的历史

照片及手绘图于 2014 年修复。

▲图 7-11 北海天主堂历史照片 ▲图 7-12 北海天主堂旧址钟楼现状



▲图 7-13 北海天主堂祭台间外立面

教堂的主体呈长方形，其大厅横截面呈“山”字形，内部被两排柱子纵分为三部分：中间的

部分宽且高，叫中厅；两翼的部分窄且矮，称侧廊。在厅堂的西面就是教堂的祭台间，祭台间由

祭台和回廊（祭衣间）两部分组成，平面呈 2 个同心半圆。其中，祭台在内侧，面积较小，原用

于安放已毁的路德圣母的塑像。

在教堂南面约 30 米处，有一座教堂的附属建筑——神父楼（图 7-14）。神父楼坐南朝北，是

一座砖木结构的券廊式西洋建筑，高 2 层，各层的南、北、西三面均设有回廊，建筑面积 319.76

平方米。因年久失修，利用不合理，神父楼已不复往日光彩。2017 年，北海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完

成对此楼的全面维修，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如今，神父楼作为神父办公、接待和居住的场所。

▲图 7-14 北海天主堂神父楼历史照片

北海天主堂外墙的扶壁厚实，窗子小，外观封闭，显得非常坚固。这一建筑结构形式流行于

古罗马时期，当时四处征战，每一栋建筑都成为军事据点或要塞，教堂则成为城市的防御丁事或

人们的庇护所。钟楼除平时召唤教徒做弥撒，在战争年代还可做嘹望所和指挥所之用。

当时很多北海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聚集在天主堂附近。每到星期天早上教堂钟声响起，信徒



们便到教堂做弥撒。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先后共有 17 任本堂神父，其中法籍神父 11 人，

瑞士籍、爱尔兰籍神父各 1 人，中国籍神父 4人。1956 年起，北海天主堂停止了传教活动。在“文

化大革命”中，受“破四旧”运动的冲击，北海天主堂受到较严重的损坏，教堂前的钟楼被拆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北海市天主教会管理使用。1993 年，被北海市政府公布为北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1994 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国务

院公布北海天主教堂等近代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北海市文物局申请国家重点

文物专项保护资金对教堂进行全面修复。如今，教堂现已恢复往日风采，用作教会举行弥撒和宗

教活动的场所。

第四节 主教府楼旧址

北海教区成立于 1920 年，是当时广东七大天主教区之一，负责管辖广东高州、雷州、廉州、

琼州、钦州、防城等 12 个县市的天主教事务。主教府楼是北海教区主教的办公楼（图 7-15）。“主

教”是对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的称谓，有任免神父的权力。主教团内设有主教、副主教等职位。

北海教区设有圣德修道院、女修道院、育婴堂、广慈医院等附属机构，其活动经费直接由罗马教

廷中心所在地梵蒂冈经香港寄来。主教府楼未建成之前，北海教区主教的办公室设在原英国领事

馆的圣德修道院内，1935 年主教府楼建成后才迁至此办公。主教府楼旧址位于北海海门广场旁，

长 42 米、宽 17.85 米，原为两层。1962 年，主教府楼旧址划为北海市渔业广播电台使用。1983

年，使用单位在原楼上加建一层，建筑总面积为 1499 平方米。1988 年，北海市渔业广播电台搬出

主教府楼，该楼归还北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使用。1990 年，北海天主爱国教会将其出租经营。1994

年，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7-15 主教府楼旧址往日风采 ▲图 7-16 主教府楼旧址现状

主教府楼各层四周有宽阔的走廊，廊外墙有雕饰的数十个拱券和柱子（图 7-16）。该建筑是北

海有名的洋楼之一，曾因建筑漂亮、环境优美，被北海人称为“红楼”。

第五节 女修道院旧址

女修道院旧址（图 7-17、图 7-18）作为天主教区的附属机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骑楼式

建筑，是法国天主教在北海建立女修道院的历史见证。女修道院的作用主要是培养修女以帮助管



理教区各堂口。北海女修道院始建于 19 世纪末期，最初位于涠洲岛盛塘村的天主堂右侧。1925 年，

北海天主教会在北海市市区为女修道院建新院舍。1926 年春，女修道院由涠洲岛迁至新院舍，位

于今北海市人民医院内。1958 年，女修道院停办。1958 年后，女修道院旧址交由北海市机关幼儿

园使用，直至 2013 年移交给北海市人民医院，使用至今。1994 年，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

保护单位。2001 年 6月 25 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7-17 女修道院旧址（局部）

▲图 7-18 女修道院旧址

该旧址现存 2 座建筑。一座为长方形的两层砖混瓦房，南面第一、第二层均设有廊，建筑长

31.38 米、宽 8.7 米，建筑面积 492.3 平方米；另一座为小礼拜堂式的建筑，砖木结构，长 12.3

米、宽 6 米，建筑面积 70 平方米。这两座建筑均为双坡瓦屋顶，石灰砂浆裹垄，瓦采用杉木制作

椽子和檩条。女修道院为木桁架支撑屋面，礼拜堂为券拱墙支撑屋面，前后檐均设砖砌排水天沟，

内、外墙面均抹石灰砂浆，现因年久失修，已成危房。2020-2021 年北海市博物馆申请资金对女修

道院旧址的 2 座建筑进行维修。



第六节 双孖楼旧址

在北海市第一中学内，有 2 座相距 32 米、造型相同、具有欧洲古典风格的券廊式西洋建筑，

似孪生兄弟，故称为“双孖楼”。双孖楼分为北楼（图 7-19）和南楼（图 7-20），均为坐东南朝西

北、单层、砖木结构，总建筑面积 788 平方米。两座楼均是四坡瓦屋面，用红色素面板筒瓦砂浆

裹垄，清水屋脊，无脊饰，屋面下使用桁架作为支撑体系；有外廊，柱间由砖券拱连接，墙面、

柱、券拱及门窗洞均大量使用了枭、混线进行装饰；由回廊包围的是 4 间宽敞的房间，东、西侧

各 2 间，中部由过道分隔，在建筑的西北角和西南角、位于回廊廊道位置还有小房间各 1 间，室

内有壁炉，安装百叶窗，室内及廊道均铺红方砖。每座建筑的下部是砖砌券拱形式的地垄架空层，

高 1.25 米，具有防潮湿的功能，是为适应南方潮湿气候、改善居住条件而设计。1994 年，双孖楼

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双孖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图 7-19 双孖楼旧址北楼

▲图 7-20 双孖楼旧址南楼

一、双孖楼建造的背景①

1876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将北海辟为通

商口岸。1878 年 3 月，香港维多利亚教区第三任会督（主教）包尔腾到北海传教半年，并建立新

教会。1882 年，包尔腾返回英国向大英传教会呼吁到中国北海传教。1883 年，英籍医生柯达成为

医学传教士，1884 年被派往北海建立医院并传教。因中法战争爆发、北海港被封锁等原因，直至

1886 年 4 月柯达医生才在北海建立普仁医院。同年，英籍牧师黎德也来到北海开展医学传教。

①刘喜松：《提灯女神的笑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 183-185 页。



当时，柯达医生在北海的生活状况非常不好，他跟 2 个外国人合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这种

经历很是痛苦。因此，包尔腾想在北海为柯达医生买 1 间房子。得知情况后，柯达医生绘制了北

海平房草图并申请资金。

双孖楼的建设在 1887 年和 1889 年的 2 份传教会记录中都有记载：“计划给黎德牧师建的房子

已经动工了，由于北海的冬天（有时候）比伦敦冷，夏天热，租住的房子摇摇晃晃，房子必须在

冬天前建好。但柯达申请建房子的经费，基金会给的钱只够建一栋房。”“两栋平房，一栋给柯达

医生，另一栋给黎德牧师，这是包尔腾主教同意的。拨了 5000 元港币给黎德牧师建房子，因为他

是第二个在北海丁作的传教士，应该有一个舒适的房子。当时北海很脏，而且疾病很多。”

柯达医生在北海买地建医院和欧洲人的住房，选址以 1885 年 5 月 24 日动工建设的英国领事

馆为核心，形成两翼，这样便于展开医疗工作。

1905 年出版的《北海杂录》记载：“双孖楼者，一连两楼，同在一围墙内，一建于光绪十二年

（1886 年），一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

二、双孖楼与传教士活动①

1888 年秋柯达医生回国结婚，1889 年黎德牧师从南流江进入广西境内传教。同年 11 月 3 日，

柯达医生夫妇和陂箴牧师来到北海。柯达把医院的一间女病房改为饭厅和客厅，一间男病房改为

卧室，给陂箴牧师也安排了一间卧室。根据柯达医生 1890 年的医院报告得知，1888 年下半年至

1890 年 7 月双孖楼被租给法国领事馆使用。

1893 年 12 月、1895 年 2月和 12 月、1897 年，香港维多利亚教区会督（主教）包尔腾携夫人

多次到北海视察、传教并下榻于双孖楼。此后，英籍女传教士华丝和负责在廉州、北海、高德及

附近村庄传教的女传教士史多均曾在此楼住。

1901 年，陂箴牧师因病回国，兰哲牧师接替其工作在北海传教 7 年。因此双孖楼成为兰哲牧

师的家。1901 年 2月，麦坚士牧师两兄弟来到北海。1902 年初接任史多的女传教士芬妮、左安慰，

还有 1902 年 2 月来北海的英籍牧师韦司提反，他们最初落脚的地方也是双孖楼。1906 年，叶惠露

牧师来北海接替兰哲牧师，其一家也住在双孖楼。

一张 1906 年的大英传教会华南教区的统计表上记载，北海信徒（洗礼）200 人，发展本地男、

女传道各 9 人。由此可见，双孖楼见证了英国传教士融合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并在北海传播

与发展的历程。

三、双孖楼的历史变迁

长期以来，双孖楼都是大英传教会在北海的传教点，由英籍传教士使用和管理。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双孖楼曾作为病人的避难中心（救济站）使用。1939 年，大英传教会在广州开办的“圣

三一”中学曾转道香港迁到北海双孖楼办学。1943 年，大英传教会最后一名代表胡礼德先生（退

休，少校军衔）撤离北海，大英传教会在北海的物业由中华圣公会华南教区（港粤教区）负责管

理。同年，“圣三一”中学由双孖楼迁到北海博爱路普仁麻风医院旧址（今北海市海城区第三小学）

办学，至 1946 年迁回广州。1947 年，私立旭初中学租用双孖楼办学。1949 年北海解放战斗期间，

①刘喜松：《提灯女神的笑靥》，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 185-186 页。



双孖楼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 43 军第 128 师第 384 团、第 382 团和第 127 师一部的

临时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孖楼曾作为新民中学的校舍使用。1951 年 5 月，新民中学

与北海中学合并。1959 年，北海市第一中学从北海赵屋岭迁到这里，双孖楼作为教师的宿舍使用。

1961 年双孖楼成为北海市第六小学的校舍。1976 年以后，双孖楼成为北海市第一中学内的建筑。

1998 年，北海市第一中学出资对双孖楼南楼进行全面维修，并将其作为学校医务室使用。2016 年，

北海市文物局申请国家资金对北楼进行整体维修。如今，双孖楼保存情况较好，作为北海市第一

中学的后勤办公室使用。

第七节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旧址

大约在 1900 年，德国基督教长老会传入北海，并在中山东路崩沙口一带购置土地，兴建 10

多间教会楼房，建立教会据点并传教。这些教会楼房中，有一座西式大楼专供德国传教士居住，

另一座西式大楼用以招待来往住宿的德国人。有一座教堂（已毁）于 1900 年建成的，当时约有教

徒 130 名。现保存下来的一座德国信义会办公楼（图 7-21、图 7-22）建于 1902 年，位于教堂的

南边，由德国长老会传教士巴顾德主持修建，用于德国传教士居住和办公。这栋办公楼仅一层，

主体建筑长 30 米、宽 16.9 米，廊宽 3 米，四面坡瓦顶，地垄高 1 米，建筑面积 507 平方米；南、

北两侧设廊，廊道卷拱边缘有灰饰线条；四坡瓦屋顶，石灰砂浆裹垄瓦面，采用杉木、硬木制作

椽子、檩条及桁架支撑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该旧址被钦廉专署借用办公。1952 年后，

北海市公安局将其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为满足办公需要，北海市公安局对该旧址进行了改造。1994

年，被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0 年，北海市公安局搬离后，该旧址闲置。2014 年，北海市机关管理局将该旧址

移交北海市博物馆进行修缮。2015 年 12 月正式开展修缮工作，历时 10 个月完工。2016 年，北海

市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遗产保护与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该旧址作为办公场所开展北海海上

丝绸之路的宣传工作，使用至今。

▲图 7-21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旧址全景



▲图 7-22 德国信义会教会楼旧址侧面

一、德国信义会往昔①

德国基督教长老会，是德国信义会的前称，是基督教新教派的主要宗派之一，遵循教会的组

织原则，由教徒推选有威望的领袖数人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故称长老会。其总部设在德国，中

国教友称它为西差会。1886 年，德国人巴顾德奉派来北海传教。自此，德国长老会入驻北海，其

传教历程同天主教等外国教会一样，先在北海扎稳根基后，再向合浦等地推进，相继在廉州、南

康、福成、党江等地建立传教据点，并从德国派牧师、教士前来传教，后培养华人充当传教士（图

7-23）。1922 年，长老会改名为“信义会”，当时廉北地区位于广东南部，故又称粤南信义会（图

7-24）。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合浦地域适中，人口多，信义会传教的中心由北海迁往合浦，改称中

华信义会粤南总会。

▲图 7-23 建于 20 世纪初的德国长老会牧师楼

①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门回声——北海文史第一至十七辑合编本（肆）》，2013，第 1824-1825

页；周德叶：《北海老街——老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 125-126 页。



▲图 7-24 粤南信义会旧址

德国信义会从事慈善事业，以办学为主，对北海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1901 年，德国教会开设德华学堂。学堂教授中国文学、德国文学、圣经及体操课程，有教员

3 名，其中 2 名德国教员、1 名中国教员。德华学堂有男、女 2 所学堂，男学堂创办于 1901 年，

女学堂创办于 1904 年，1905 年计有男学童 43名、女学童 15 名。该学堂是继英、法教会学校之后

较早在北海开办的学校，1927 年改称中德小学，1945 年又改称信义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信义

小学有学生 6 班约 200 人。校址初期在教堂，后期迁至朝阳里。这些学校经费原由德国西差会资

助，后因办学经费等原因，办学常时断时续，于 1950 年 8月正式停办。德国教会除办学堂外，还

开设刊印所，用铅字活版机器印刷中文版教会刊物，还承接外界印刷业务，这是北海地区最早使

用铅字活版的印刷所。1903 年 3月，德国信义会创办了北海最早的报纸——《东西新闻》，新闻多

摘自香港的一份地方报纸，每周刊出一期，初期读者订阅最多的时候达 1800 份，后因报费太贵而

难以支持，于 1906 年 3 月停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德国信义会在北海传教的历史宣告结束。信义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

变迁，只在北海留下了教会楼旧址 1 座。

二、女传教士——容观莲的传奇①

德国教会在北海传教期间，曾派多名牧师、教士前来传教，其中女传教士容观莲(图 7-25)最

值得一提。容观莲（有史料称“荣观莲”），德文名为“Mwhta Wendt”，1873 年 3 月 14 日出生在德

国北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家庭，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有一次，她听一名牧师讲起在中国传

教的艰苦历程，深受感动，于是在德国教会号召志愿者到国外传教时，她申请到中国传教。1900

年 4 月 19 日，容观莲跟随被遣派到北海的德国教会传教团到达北海。起初她在北海和高德两地传

教；1901 年 6 月，教会派她进驻龙潭村传教。

容观莲很友善，乐于助人，与龙潭村民相处和睦，并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北海方言（图 7-26）。

当时，龙潭村及其周边乡村盗贼较多。1902 年的一个深夜，一盗贼进入她宿舍，正要盗窃财物时

①周德叶：《北海老街——老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 167-169 页。



突然雷雨交加，盗贼可能迷信，便认为“鬼婆”（两广地区当时对女外国人的惯称）的东西偷不得，

于是赶紧离开。好心的村民知道后，为了她的安全，劝她离开龙潭村回北海。回北海后，教会根

据传教需要，把容观莲调往合浦。容观莲生活艰苦朴素，教友们吃什么她就吃什么，并在工作中

很快学会北海和合浦的方言，还成了“合浦通”，在当地小有名气。

▲图 7-25 德国女传教士容观莲 ▲图 7-26 容观莲（右抱男孩者）与孩子们

1923 年 7 月，合浦发生“八属军攻城”之战，守城部队为黄明堂部队。守军虽然凭着高大的

城墙抵御了八属军枪炮的攻击，却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县城内居民砍芭蕉、捉老鼠、掘蚯

蚓充饥，县长张卓光召集绅商计议，请德国传教士容姑娘出城议和”
①
。时年 50 岁的容观莲在合

浦城内居民危难之时，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出城谈判。她因这一勇敢的举动受到廉城人民的

高度赞扬，且留名于合浦史志。

1924 年，已年超 50 岁的容观莲回国探亲，民众以为其返乡不再回来，为感谢其恩德，士商们

用最隆重的中国民间感谢方式——赠送其锦旗（图 7-27）表达崇高敬意。锦旗宽 3 米、高约 1 米，

红底金字，左、右两边绣有我国古代象征福禄寿的人像；中间从右至左题书“婆心救世”4 个大字；

题词为“大德国、容姑娘来廉宣教，以医术济人，好行其德。屡次德军压境，皆赖大力解围，士

商咸感戴之。今将远别，依恋同深，爱缀片言，以留纪念”，落款为赠送锦旗的 40 位上商的名字；

锦旗文字周边绣有各种象征吉祥的鸟兽图案。但探亲后，容观莲又回到了合浦，回到了曾与她朝

夕相处的同事和教友之中。

▲图 7-27 合浦士商赠送给容观莲的锦旗

①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 283-284 页



1941 年 3 月 3 日，日寇入侵北海 7 天，其间到处奸淫掳掠，许多妇女逃往英国、法国、德国

的教会避难。一些日寇企图进入德国教会抓妇女，容观莲紧急关头与其中一名德籍女童勇敢地站

在教会门口，不准日寇入内。因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同盟国，日寇也不敢在德国

传教士面前贸然入内胡作非为，躲进德国教会的妇女因此而幸免于难。

容观莲在北海教会期间，常一个人步行或坐“鸡公车”到合浦、福成、南康等几十千米外的

传教点布道。她经常早出晚归，不怕苦、不怕累，扎根于北海、合浦、南康等地区的贫苦信徒和

乡村群众之中，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热爱的传教事业，终身未婚。

在北海工作了半个世纪后，她于 1949 年 2 月退休离开北海返回德国，时年 76 岁；于 1966 年 3 月

13 日在家乡与世长辞，终年 93 岁。在容观莲家乡的教堂里，至今还悬挂着合浦人民 1924 年赠送

她的那面“婆心救世”的锦旗。这面锦旗成为中德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

第八节 已毁的圣路加堂①

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签订了《烟台条约》后，约在 1886 年，基督教新教便开始传入北海。首

先来北海的是英国安立间教会的英国籍柯达医生夫妇，在祥懋里附近的地方开设一家医院——普

仁医院，一边行医，一边传教。当时教众做礼拜的地方，就在医院候诊室的一个小礼堂里。不久

柯达医生夫妇在医院左邻设立一家麻风院，招收几十名合浦所属各地的麻风病患者，一边治疗麻

风病患者，一边传教，发展教徒，还教麻风病患者学习手艺，使他们能从事印刷工作、编织竹器、

制造家具并将它们出售，以改善生活。北海原来只有“太和医局”“爱群医所”两家中医诊所，到

这时才开始有西医治病。由于柯达医生医术高明，不久便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发展了不少教徒。

后来，柯达医生因水土不服便束装返回英国。继柯达医生来中国的是李惠来医生夫妇。据说李的

岳母是一个拥有七八艘大轮船的企业家，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他给予很大的支援。他到北海后

继续行医传教，打好了发展教会的根基。由于教徒的人数日增，在医院的礼堂做礼拜显得太拥挤，

1904 年，李惠来医生便在医院右邻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礼拜堂——圣路加堂（图 7-28）。当时，建

这座教堂时发动过当地的教友募捐，但大部分经费都是英国安立间教会差会供给的。圣路加堂有

大礼拜堂、副堂（纪念楼）和会长室各 1 座及 2 座办学的校舍，还有小平房多间。从此，该教会

▲图 7-28 北海普仁医院里面的圣路加堂（已毁）的老照片

①周德叶：《北海老街——老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 142、146 页。



的会务日益发展壮大。之后还在礼拜堂后面办起了贞德女子学校，招收妇女学习文化，并教学员

学习罗马字，利用罗马字作为拼音工具识字和阅读罗马字的拼音读物。这对当时解放妇女思想、

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樊篱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会务的发展，李惠来医生夫妇兼

顾不暇，差会便派英籍传教士陂箴夫妇来协助，负责传教事务。李惠来医生便专职负责医务工作。

李惠来医生夫妇在北海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跟他们一起回了英国。他们的女儿长大后又被派来北

海传教，一直到 1947 年才返回英国。

圣路加堂受英国差会派遣的第一任牧师姓叶，叶牧师夫妇于 1912 年来到北海，在这里传教 4

年。叶牧师夫妇于 1916 年回国。继叶牧师之后，来北海的第二任牧师是兰哲，此后还有麦坚士等

英籍牧师。

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及该教

的中国教徒中的少数坏人，往往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作威作福，因此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

常称呼信基督的人是“吃洋教”，甚至导致各地发生一些“教案”。1926 年，全国产生一场怨“非

教”风潮，并蔓延到北海，当时北海出现砸教堂、驱洋人的事件。这时，我国的广大爱国教徒已

认识到依靠不平等条约传教，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纷纷要

求教会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差会的支配。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安立间教会不得不把自主权勉强交

给中国的教牧人员。从此，安立间教会也和全国的“圣公宗”一样，改为“中华圣公会”，并把北

海的“圣公会”划入“港粤教区”管辖。圣公会的体制系统：会督－会吏长－牧师－会吏（传道）。

但当时港粤教区的会督何明华、副会督候利华都是英国人，因此实际上圣公会的教务、经济大权

仍然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后来也封立一个中国籍教牧人员莫寿增为会督，负责管理港澳和广东

各地“中华圣公会”的会务。英国安立间的教会会督曾几次到北海来视察会务，最后在北海逝世，

并葬在北海圣公会的墓地。

北海圣公会“圣路加堂”的第一任中国籍牧师是夏步云。夏调离后，接替他的是黎其壮，接

着是黄福平。抗日战争以后，担任圣路加堂牧师的是梁清华，接着是叶日青。抗日战争胜利后，

圣路加堂牧师由张绿芗接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才调离北海前往香港担任圣公会的

牧师一职。张绿芗调离北海后，刘坚信接任圣路加堂的牧师职务，直到 1971 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