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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会在北海

在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 年)，北海港已有近代商港的雏形，于是引起

帝国主义列强的瞩目，英帝国主义先拔头筹，光绪二年(1876 年)强迫清政府与

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夺取了北海关税主权；继有法、德、美等也先后染指，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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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这是

北海外国教会历史起始最早的原因。

法国天主教涠州教会与北海教区

同治六年(1867 年)，法国天主教远东传教会派遣文神甫到涠洲岛传教，初

借岛上天然石窟作布道场所，二年后筹建教堂一座于对盛堂村，历时 10年始成，

是北海也是粤西最早和规模较大的教堂。到北海第一次向外开放的光绪二年

(1876 年)前后，涠洲岛教徒已占岛民总数 2 成约千余人。光绪廿一年(1895 年)

又分别在城仔和斜阳岛各建教堂一座，规模较盛塘教堂为小。

涠洲天主教会在岛上拥有大量耕地，教徒和村民都成为佃农。教徒和佃农

都必须按照教会繁锁苛刻的礼仪教规，甘心恪守和奉献，无疑是一群可怜的精

神奴隶。因此，涠洲天主教会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天主教基地。

民国十二年(1923 年)，北海天主教区成立，法国教会任命法籍的主教主持

教区，相继建立了教堂、修道院、育婴堂，并将原法国医院的医生宿舍楼(今解

放北路人民医院宿舍大院至原交通局的范围)，拨归教会管理，是北海市内占地

最广，楼宇最多，外籍教士、教徒最众的教会体系。北海天主教区取代了涠洲

天主堂的地位，涠洲天主堂成为教区辖下的一个堂口。

北海基督教会

北海基督教会有：英国的“中华圣公会”；德国的“粤南信义会”；美国的



“五旬节圣洁会”三个教派。

中华圣公会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由英籍柯达创办，他是开办“普仁医院”

的医师，第一批中国教徒是医院收容的麻疯病人。教会在柯达继任人英籍医生

兼牧师李惠来的积极经营下，教务发展迅速，教徒发展到 200 人。光绪三十一

年(1905 年)，在今人民医院新建门诊楼原址建教堂“圣路加堂”，在今市一中内

建教士楼(俗称“双孖楼”)；同时兴建“普仁医院”和“麻疯院”(今三小范

围)；还创办“贞德女子学校”。此后历届牧师都继承办医院办学的传统。抗日

战争时期，香港沦陷，英国基督教会办的“圣三一中学”曾迁北海。

“中华圣公会”在北海市内设堂口三处，分别在中山东路和高德四街设“福

音堂”各一处、赵屋岭(今玻璃厂与风机厂之间)设“西门堂”一处；在合浦县

廉州城南门外建“巴拿巴”礼拜堂、中山路设“福音堂”和“基督教三友社”。

此外，在常乐镇、钦州、灵山和武利等地亦分设堂口。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圣公会”改组为“钦廉区会”，受港、澳教区管辖。

粤南信义会 原称“长老会”，总会设在德国，属德国基督教系统。清朝

光绪十二年(1886 年)德籍教士巴顾德奉派来北海传教，二十六年(1900 年)在崩

沙口(今中山东路市公安局)建礼拜堂一座，有教徒 130 人。以北海为据点，不

断扩大信义会的教区范围，在廉州、南康、福成和党江等地均分别建有礼拜堂，

并从德国派多名牧师、教士前来传教，后培养华人充当。

信义会最后一任总监是德国人鲍闾巽牧师，在任时间最长，培养教士和发

展教务最著，人称“鲍牧师”。抗日战争后，信义会迁往合浦廉州，改组为“粤

南总会”，太平洋事变发生后，因德国属“轴心国”，德籍牧师鲍闾巽夫妇、荣

观莲、黎美德姑娘奉命集中广东乐昌县。北海和廉州教务由华人牧师李保罗和

李达一掌理。

信义会慈善事业以办学为主。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该教会开办“德华学

堂”授中、德文、男女学童兼收，兼办报纸《中西新文》周刊和印刷业。属北

海最早的一份报纸和铅字活版印刷。

五旬节圣洁会 属美国基督教的差会。宣统二年(1910 年)，德籍传教士巴

顾德脱离长老会，在朝阳里买地一幅，建立礼拜堂、教士住宅和课堂等小洋楼

群，创办新约教会，会址即今市政府小礼堂至市妇联以西一带范围，华籍传道



人有何作骧、马叔观等。民国 12年(1923 年)，美国五旬节圣洁会派美籍传教士

段惠廉来接办新约教会，改名五旬节圣洁会，此后相继有美籍女教士皮勒令和

伦罗兰，牧师李佐治夫妇和许理佳夫妇主持教务。抗日战争时期，美籍教士先

后撤离。抗战胜利后，许理佳夫妇重返主持教会，(1923 年)，美国五旬节圣洁

会派美籍传教士段惠廉来接办新约教会，改名五旬节圣洁会，此后相继有美籍

女教士皮勒令和伦罗兰，牧师李佐治夫妇和许理佳夫妇主持教务。抗日战争时

期，美籍教士先后撤离。抗战胜利后，许理佳夫妇重返主持教会，1948 年离开。

北海解放前后一段时期，均由华籍教士主持教务。

五旬节圣洁会在北海影响较小，慈善事业只有办学一项。民国 8 年(1919 年)

在廉州下街租赁房屋开办“华美小学”，民国 26年(1947 年)在北海开办“建光

小学”，均因经费不足，办学时间不长。

外国教会在北海历史上的功过

北海各外国教会尽管教派、教义和宗旨各有异同，但都遵奉劝恶从善、宣

称实行人道主义、举办各项慈善事业如办医院、办学校。法国教会办“广慈医

院”举办赈灾活动；英国教会办“普仁医院”、麻疯病院、中小学等；德国教会

办报纸《中西新文》等；美国教会办小学等。这些医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设

施如 X 光透视、发电机、电影机等。学校传授外语和数学、化学等，都为北海

社会进步作出一定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外国教会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活

动，并为难民提供庇护所。

但外国教会毕竟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工具，宣扬“西方民主”，向

教徒灌输西方优越的观点，对中国每次历史变革都抱怀疑和对立心理，甚至从

事颠覆中国政权的罪恶活动。

外国教会的新生

解放后，北海天主教与基督教各教派人士于 1951 年开展“三自”(自立、

自养、自传)爱国革新运动，割断与外国教会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一切联系，走

爱国革新道路。在历次爱国运动中，积极响应并作出一定贡献。教会人士遵纪

守法，历届政协委员中，宗教人士都占有一定名额，是党的统一战线团结的对

象。



但是，在“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各个教会场所均被征用或捣

毁，所有经书、圣像、圣衣及各种宗教用品均被没收和破坏，教会人士受到不

公正待遇，宗教活动被完全禁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会财产已归还，

教堂与及宗教建筑或由政府拨款修建或重建，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在改革开放

新时期，教会人士本着爱国爱乡的热忱，利用与国外宗教团体或个人的联系渠

道，积极开展友好正常的对外联系。

与国外教会团体和宗教人士的友好联系

1984 年圣诞节，联合国儿童福利基金会驻北京的代表美籍泰勒一家 6 人，

专程来北海教会访问，同教会人士一起欢度圣诞节，同做礼拜，宾主洋溢着热

情友好的气氛。1986 年香港梁善生牧师和基督教人士一行数人前来访问教会并

参加北海麻风院建院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还以国际麻风救济基金会香港分会名

义赠送皮肤医院面包车一部和药品假肢等一批。同年 6 月，香港五旬节圣洁会

监督黄保罗牧师以私人身份访问和了解北海教会的工作情况。7 月，香港牧师梁

善生陪同西德音乐指挥家 N·D 博士专访北海麻风院的“西门堂”，慰问信徒，

并捐赠风琴一台，吊扇两把供信徒聚会之用。1987 年 4 月，原在合浦圣巴拿巴

堂工作、中华圣公会的第一位女牧师、现在加拿大定居，并担任多伦多圣公会

牧师的李爱添女士和她妹妹李爱琼，偕同美国布朗牧师密契尔先生一行 4 人前

来北海和合浦教会访问并与教徒们共度复活节，故地重游，大慰李牧师怀旧之

情。同月，原在北海信义会传教 50 年的荣观莲姑娘的侄孙一行 15 人，从西德

专程来北海、合浦教会访问，追怀已故姑姑的传教活动故地。1988 年 9 月，荣

观莲姑娘的侄孙荣先生夫妇专程从西德来北海了解荣姑娘生前在北海传教和生

活的事迹并为她撰写《回忆录》。1989 年 3 月，西德汉堡爱普差传会亚洲干事居

利加前来北海教会访问，参观并了解教会举力的“和平幼儿园”与“荣益工艺

美术厂”，并慰问西门堂信徒。

5月，美籍华人郁为瑾长老夫妇，在自治区基督教会牧师梁保罗的陪同下前

来北海教会访问并看望西门堂教徒，对北海教会、西门堂、幼儿园等分别给予

捐助。此后，国外宗教团体和人士前来北海教会访问的络绎于途，因篇幅所限

恕不赘述，可见北海教会国际影响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