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翘首“红楼”话沧桑

“红楼”，是北海近现代两幢漂亮的洋楼。它们的历史与 1924 年天主教北海

教区的西迁，1923 年圣德修院从涠洲迁址北海，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同治六年(1867)天主教传入涠洲，教徒人数逐年增多。在以后的三四十

年间，天主教传入合、钦、灵、防各地。据史料记载，1905 年北海、合浦教徒人

数共约 3800 人，涠洲约 1000 人，此外，近邻的灵山约 650 人，钦州、防城共约

1600 人，教堂遍及各县城和乡镇。由于该教发展较快，其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

广都属空前，因此，1920 年罗马教延 j比准天主教北海区成立（属广东七大教区

之一，下辖高州、廉州、雷州、琼州的教会），任命法籍俄永垂神父为第一任主

教。最初主教办公室设在广州湾（今湛江市）。1922 年，英国设在北海的领事馆

裁撤。1924 年，俄永垂主教根据教区西迁北海的需要，向英国驻香港的行政长官

以 20 万英镑买下该馆的馆舍及场地，作主教办公楼和圣德修院（全称为“天主

教北海教区圣德修道院”）。同年，北海教区从广州湾迁来北海，主教办公室设在

原英领馆。

按当时罗马教延的规定，凡经其 j比准成立的天主教区，原则上都要开设一

所修道院，培养教区所在国的神职人员来代替外国派来的神职人员。于是北海教

区于 1921 年成立圣德修院，院址最初设在涠洲天主堂右侧的楼房，1923 年迁来

北海（院址在今中山东路 191 号），1924 年迁入北海的原英领馆。

由于天主教在北海教区的发展较为顺利，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于 1934 至

1935 年间，北海教区在原英领馆东面 65米处建主教府楼，由北海著名的建筑商

衡兴隆承建。这是一幢长 42米，宽 17.9 米的两层西洋建筑，有回廊，廊外墙有

数十个拱券和柱子。整幢建筑在当时的北海显得相当宏大而华丽。于是，主教府

从原英领馆迁入主教府新楼。

接着，北海教区在原英领馆的东端，按原英领馆的建筑风格扩建，使先后兴



建的两部分建筑连接成一个整体，建筑面积达 600 平方米。这样，扩建后的原英

领馆的馆址，成为圣德修院的院址。

北海教区的圣德修院分初级修院和中级修院两部分。毕业的中级修生，其品

行及学习成绩好的，由教区保送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大修院或香港华南大修院学

习。毕业后被晋升为神父的，分配到本教区的各个教堂任职（前后共有 11位）。

由于神父是天主教的主要传播者，圣德修院在开办的 32 年间，对天主教在北海

的迅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20世纪 30 年代，北海的主教府楼和圣德修院（把原英领馆扩建），两楼不但

漂亮，而且近在咫尺，四周是一片茂盛的树林，环境之优美在当时北海的西洋建

筑中堪称一流。因此，这两幢具有欧洲异国风情的建筑，被北海市民称为“红楼”

（我国古代把华美的楼房称为“红楼”，李白的佳句“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

楼觉春好”可资佐证）。“红楼”的所在地，也因为它的有名，而成为北海的老地

名之一。

有“红楼”美誉的原英国驻北海领事馆和天主教北海教区主教府楼，两楼因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 1993 年、1994 年和 2001 年分别被公布为市级、自治区

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往昔有“红楼”之美誉的天主教北海教区主教府楼（第三层是后来加建）



北海原圣德修院旧址，左边为原英领馆，右边为按原英领馆风格扩建的建筑。昔日的圣德修院和主教

府楼，被市民称为“红楼”

1948 年北海圣德修院的 4位神父（穿黑衣者）和全体修生在圣德修院前合影（解放前拍的照片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