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宝洋行古今谈

北海市文化大院和国通商场的范围，是 19 世纪末北海对外开放后德商森宝

洋行的所在地，该洋行的办公楼，是当时英、法、德、葡萄牙等国设在北海的洋

行中最大的一座。

德商森宝洋行的开设，可上溯到 19世纪末的 1886 年。据《北海杂录》记载：

“德商森宝行始建于光绪十二年，该行专办火水及代理招工等。”当时德国在北

海的通商非常活跃。据《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记载：“（1896 年北海港

全年）航运总吨数 186262 吨，其中德国占 39%，丹麦占 30%，法国占 27%，中国、

挪威各占 1%。”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中期，是北海开埠后对外贸易的一个旺盛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

进口货物有棉花、毛织品、棉纱、火水油和火柴等；出口货物为茴香油、靛蓝、

海味、牛皮、糖、动物油和烟叶等。由于各国商船到北海的贸易与日俱增，德商

森宝洋行为了更好地开拓商务，加大竞争力度，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市区的近

郊（今市文化大院），建造一座漂亮别致的洋楼办公。

这是一座主体为二层的券廊式建筑，四面坡瓦顶，有回廊。只有一层的附楼，

其建筑风格与主体建筑相同。主楼与附楼之间有一长 6 米、宽 2.85 米的连接廊

把两楼连为一体，总建筑面积 854 平方米。楼房周围绿树成阴，环境优美，是北

海当时著名的洋楼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森宝洋行为了安全和卸贷方便，在外沙西面建了一个

大煤油（旧称火水）仓。煤油是当时北海最大宗的进口货物。

森宝洋行楼建成前后，是德国商人在北海通商的鼎盛时期。1914 年，德国发

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招致失败，该国在北海的商贸便日渐衰落。森宝洋行

约在民国初年完全停止了它的商贸活动。

民国期间，森宝洋行旧址先后为两广盐务稽查支处和北海联合小学使用。解



放后，先后成为市防疫站、市水产学校、湛江地区干部疗养院、市文艺工作团和

市文化局等单位的办公楼。由于文化单位使用该楼时间较长，故市民称该旧址及

其院落为“市文化大院”。

由于森宝洋行旧址是一座具有异国情调的漂亮建筑，解放后曾引起北京一些

建筑专家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反映中外关系的电影故事片曾到此拍摄外景；中央

美术学院一批著名教授看到该旧址时对其建筑风格赞叹不已。

100 多年前各国在北海开设的洋行中，还有德商捷成洋行、法商孖地洋行，

现仅存德国森宝洋行旧址，成为北海开埠以来外国资本渗入的历史物证。该旧址

于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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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森宝洋行旧址现位于北海市文化大院内

德国森宝洋行旧址



1999 年 1 月 30 日，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右五）参观森宝洋行旧址后，与他的弟子们一起合

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