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崩沙口”上的“长老会”

位于今中山东路的市公安局院内，有一幢北向的、建筑面积 506 平方米的券

廊式西洋建筑，老北海称它为“德国楼”，是昔日德国教会在北海建立长老会的

所在地。

德国长老会在北海的建立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据《北海关十年报告

“1892-1901”》记载：“德国教是瓦特(watt)牧师于 1900 年在此（即北海，笔者

注）创建的（据北海有关宗教史料记载，该教在北海的创始人是德籍传教士巴顾

德。笔者注）……它的成员中现有 8个外国人，其中包括 4 个女子。在北海的房

产有公馆、住宅……并且在往廉州的公路上占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面向海岸和市

郊。”从这一历史记载，可了解该教创立的地点，是昔日北海东郊的崩沙口（具

体地点为今市公安局大院），并在那里兴建教堂、会客室、教会办公楼、牧师住

宅楼以及德华学校等一批建筑，开展传教和办学等活动。

德国长老会，是基督教新教派的主要宗派之一。该教会的组织原则，是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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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在北海崩沙

口建立的教堂，是该会的总堂。廉州、南康、福成、党江、大龙圩、白龙圩等地

都有它的分堂。1922 年，该会改名为“信义会”，当时廉北地区位于广东南部，

故又称“粤南信义会”

由于合浦地域适中，人口也较多，该会为了更好地向内地发展，把信义会的

传教中心由北海移到合浦，称“中华信义会粤南总会”。北海信义会作为一个分

会继续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德教会在经济上无力支持，1947 年世界信义宗联

合会从美国派芬兰籍牧师嘉里奥前来主持会务，差会（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

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也拨款修复被炸毁的教堂等建筑。

该教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办德华学堂，“分男女两学”，聘请德籍教师

两人，华人教师一人，教授中德文字及体操等课程，初办时只有男生 43 名，女



生 15 名。该校是继英、法教会之后早期在北海开办的教会学校。在合浦县城、

南康、福成等传教点，凡有条件的都开办教会小学。

1903 年 3 月，该会创办了北海最早的一份报纸，叫做《东西新闻》。该报与

香港的一份地方报纸相联系，并转载它的指导性文章。编辑是德国教会的 Bach

先生。该报每周发行一次，读者订阅最多的时候达 1800 份。后因报费太责难以

支持而于 1906 年 3 月停办。

教会还开设印刷所，学校的课本和《东西新闻》报刊都是由该所刊印，是北

海早期的一间活字版印刷所，对北海早期文化教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解放后，外籍传教士在北海传教的历史宣告结束。

德国长老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原建在崩沙口上的教会建筑，现仅剩教

会楼一座，成为该会（后称德国信义会）在北海的遗迹。该旧址于 1993 年和 2001

年先后被公布为市级、自治区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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