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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海贸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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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北海地区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像

火山一样喷发。民国的成立，虽然客观上为北海当地资本主义发展开拓道路。但

是，民国以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严重限制了民族资

本主义发展，北海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港口城市。

1905 年，我国掀起反对美国排华运动。

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北海亦发生了抵制

美国面粉的风潮。当时北海百姓出于爱国，在街头巷尾谣传“花旗面有毒”。结

果，店铺的美国面粉卖不出去，连用面粉制成的北海月饼亦无人问津。据当时的

《时报》记载：自抵制美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结果，沉

重地打击美商。次年北海进口美国面粉由八万担下降到三千六百余担。这种抵制

运动，不仅使美商震动，而且代理美国商务的英国驻北海领事府官员亦感到不安。

英国公使向清政府表示：华人禁止美货事，非但美商受损，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

之虑。”并扬言如果清政府不制止，马上出兵动武。殖民主义者的叫嚣，吓坏了

清朝官员，光绪皇帝下诏给各级官员取消抵制美货运动，谓：倘有无知之徒从中

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两广总督岑春煊亦下令廉州官府

“出示禁谣”，把抵制美货运动镇压下去。1896 年北海进口洋货价值为 315 万两

关平银，1905 年和 1906 年北海进口洋货分别下降为 184 万两和 159 万两。洋货

进口量比以前减少，除了当地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下降以外，

更主要的因素是当地人民反帝和抵制洋货运动的高涨。

1907 年旧历三月，钦廉发生旱灾，饥民饿死路旁的现象屡有发生。清政府为



了《辛丑条约》赔款，下令各地增税。廉州、钦州官府不顾黎民疾苦，仍然摊派

苛捐。结果，钦属那丽、那彭、那思三乡抗捐酿成民变”。愤怒的群众捣毁税卡，

把斗争矛头指向官府。与此同时，廉州的群众对帝国主义分子在北海胡作非为早

就不满，现又因清政府为了赔款加重捐税，便把愤怒迅速转移到外国教士身上，

自发地起来捣毁英国、德国教堂。当时，廉州镇发生“教堂被焚，教徒被杀”的

事件，当地人树起了反对洋教的旗帜。对此，北海关税务司阿歧森在 1907 年 10

月 19 日致赫德的函件中记载：这一带所以动荡不安，或多或少地与反清情绪有

关系……地下的火山正在酝酿着，可能爆发出来，使周围地区遭到毁灭。”当地

人民群众反帝反清的怒潮，确实像火山一样爆发。据北海关税务司爱尔学记载：

当英国领事昨天下午收到廉州的雇员来电，报告英国教堂被毁，教士都逃走的消

息时，大家都吓了一跳。后来又收到电报说，德国教堂也被毁了，英德两国教士

都在廉州府衙门安身。下午六点钟在法国领事馆召开会议，各国领事决定把妇孺

送上英轮。关员都领了海关的来复枪，其他一些人的武器由各领事馆供给……预

料英法两国的军舰不久就要来了。”当时，英国派来巡洋舰“舞鹤”号，法国亦

派巡洋舰“河内”号抵北海港碇泊，进行军事恐吓。清廷闻讯慌了手脚，命令廉

州官府执行“保教抑民”的政策。一方面追查和捉拿参与拆毁廉州德国教堂的市

民，另一方面将廉州街的“同善堂”赔给德国，又赔偿六千两白银，才了结了此

案。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帮助清政府镇压人民，自然遭

到北海及内地人民的反抗。一方面，他们继续抵制洋货进口，使北海“入口贸易，

比去年大有减色”。另一方面，则组织了“万人会”反抗清政府和外国教会。这

种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光绪帝上谕说：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

一隅，动关全局。”要求各地加强镇压群众的自发性反抗斗争。于是，两广总督

“派郭人漳、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抵钦廉进行镇压。然而，星星之

火，已变熊熊烈火。



全国已进入辛亥革命的前夕。郭、赵与同盟会有联系，孙中山利用这个机会，

在钦廉一带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派王和顺率部攻防城、钦州、灵山。

第二次，孙中山和黄兴亲率“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而与龙济光、陆荣廷等数

千之众连战七昼夜”。第三次，孙中山又派黄明堂“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

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孙中山在钦廉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客观上由于

敌人势力太大，加上郭人漳违背诺言，反过来镇压革命，结果失败了。军阀郭人

漳两手沾满革命党人的鲜血，爬上了钦廉道台的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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