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海版的“清明上河图”

——班查梨画笔下的《北海风情图》赏释

本文副标题的《北海风情图》，笔者初见于 2009 年出版的由刘喜松著的《寻根》一
书。图的中文说明为：“班查梨院长在 1919 年工作年报中插入的《北海风情图》，有红
十字旗的船是北海普仁医院的运输船，远处可以看见的八角楼，是当时北海的地标。”
图下面有三行英文说明。2011 年 7 月，北海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肖仁立先生
送给笔者一张与《寻根》书中相同的《北海风情图》，不同的是肖仁立的儿子把图中的
三段英文说明全部翻译了出来，译文如下：“上面的图片描绘了一个大致的关于北海房
屋，交通方式以及船类的全景。图中的山丘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较远的地方。”“在
图的最前面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种类的船舶。带有红十字的代表医院的舢板，
用于运送人员和物资上岸。”“在海滩上，从读者的左手边开始，首先是一辆牛车，车
轮有六英尺高，主要用于运输农业产品，然后可以看到一台轿子，还有它旁边挑着扁
担的人都是很常见的交通运输方式。再右边一点可以看到两位戴着纱巾遮面的女性，
而一旁的手推车和中国北方地区的不同，只由一人推动。然后右边可以看到士兵和士
绅骑的马驹，以及两辆黄包车。徒步的旅行者当然还是大多数。”看完这三段说明，笔
者对图片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由此想起我国一幅著名的图画《清明上河图》。
这张《北海风情图》不就是北海版的“清明上河图”吗？

班查梨院长画的北海风情图。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书画作品中的一幅珍品。作品采用长卷形式，以精致的



工笔，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末期，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
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城市生活面貌。此图的作者为北宋画家张择端。“北海风情
图”是以方形画纸形式，用中国传统白描法和景点移位构图，形象记录了二十世纪初
北海港口城市的风貌。有意思的是此画的作者班查梨竟是一位洋人，一位爱好广泛的
著名外科医生。

班查梨(Dr.G.G.S.Baronsfedther)为爱尔兰人，毕业于都柏林大学，系文学硕士、医
学博士和法学博士。1913-1919 年任北海普仁医院及普仁麻风院院长。他在北海工作了
七年，对市区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业余时间画了这幅“北海风情
图”，并把它作为在北海最后一份“年度工作报告”的内容之一。

此风情图的景点自下而上可分为五组。最下面的一组（称第一组）画面的景点是
北海市区北面与沙滩交接处的浅海区。其海面共有大小帆船 5艘，小艇 4艘，大小竹筏
4张。浅海区中间的一艘单桅杆帆船，其桅顶上系一红十字标记的旗子，表明此船为北
海普仁医院专用。此船稍大，船头两边有栏杆，船面中间有平顶舱室，供人员乘坐和
安放货物。红十字船右面有两艘较大的双桅杆帆船，桅顶均有一风向兜。船头两边也
有栏杆，船中间有拱形舱，为当时的渔船。所有的帆船均扬起了风帆而处在行驶中。
此外，在这些帆船周围还有摇橹的小艇、小篷艇和竹筏。所有的这些海上船艇，构成
了一幅反映北海港繁忙多彩的画面。

第二组画面的景点是市区北面临海地带。上面有一行长长的东来西往的各式车辆
和人群。画面东端可明显看到一辆由两头牛一前一后拉动的牛车。车轮有六英尺高，
是农村最大型的运输工具。两头牛旁边有一农夫手握牛鞭掌控着前进的方向。牛车的
左前方有两个轿夫抬着一顶轿子，是当时官商人家出行的工具。轿子前面的一个挑夫
挑着东西，这是当时农村最常见的货物运输方式。挑夫前面站着两个头戴凉笠环绕纱
巾的妇女。有纱巾的凉笠，是农村妇女常用的遮阳帽。两妇女的右面是一行从西往东
走的各种载人的交通工具。最前面的是一前一后的两辆人力手推车。前车的车架上装
着货物，后车的车架上坐着一位撑着遮阳伞的妇女。说明手推车不仅可以载物，还可
以载人，是城乡间常见的运输工具。手推车后面有一人骑着一匹马，骑马人后面有一
前一后坐着乘客的两辆黄包车，是当时常见的载客交通工具之一。这些所有的车辆和
人群都向着北海港边的老街走来。

其实，第二组画面景点上的各种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在沙滩上行走是不合实际的。
它们主要是在第三组的街道上走，但在画面上无法表现出来，作者于是将景点的画面
移至沙滩上来，这是景点移位构图法。

第三组画面的景点为北海老街的房屋。这些房屋均为单层，且具有统一的建筑风
格和特色，沿着东西走向的沙滩整齐排列。图中的房屋主要有三排。第一排和第二排



之间的街道，由数条短街组成，那时统称“大街”，为今珠海路的前身；第二排和第三
排之间的街道，也由数条短街组成，统称“高街”，为今沙脊街的前身；第三排以南只
有零星房屋和牛车路，统称“后街”，为今中山路的前身。这几排长长的街道，都是建
在沙滩上的老街，这就是 1927 年以前北海东面市区（为今文明南路和民生路至海关路
一带）的概貌。

第四组画面的景点只看到图中右上角一座高三层的建筑，为普仁医院八角楼，楼
旁有高高的旗杆，杆顶有一红十字旗，表示那儿是一座教会医院的所在地。普仁麻风
院也设在那儿，说明当时那一带为北海的近郊。再远一点的地方有英、法、德领事馆
等西洋建筑群，但这些景点稍远，在图中便看不到了。于是，八角楼也成为近代北海
对外开放而建造的西洋建筑群的代表性建筑了。

第五组画面的景点是山丘。右上角的山丘为冠头岭。左上角的山丘为地角岭，两
山丘位于市区西南郊七八公里处。作者把北海地区唯一的这两处山丘景点移到老街南
面，使整幅风情画远处有山，近处有水，且水陆交通发达，人员往来繁忙和谐，是一
幅不可多得的北海风情画。

“北海风情图”的技法是白描。作者善于选择二十世纪初的北海作为一个港口城
市最有代表性的船只、车辆、房屋及人群，面面俱到，景小而不失全貌。笔者认为此
图最可贵之处是真实。2002 年 4 月笔者曾写过健在沙滩上的大街》一文，却没有找到
适合的插图。如果当时有这张图的话，那是最合适不过了。

班查梨院长为什么画这张风情图？这要从几张昔日摄于“普仁两院”的老照片谈
起。“普仁两院”院长谭逊和屈顺先后任满离开时，都曾在以八角楼为背景处留影( 哪
怕只拍到该楼的局部)；柯达夫人于 1925 年重访北海“普仁两院”时，在麻风院与病人
留影也同样如此。这是为什么？因为八角楼在他们心中是一座“圣楼”，是他们一生中
值得留恋和牵挂的地方。2009 年 7 月，笔者把这些普仁先贤留影的故事，写成了《魄
牵梦萦八角楼》一文。此文今天却成为班查梨院长画此风情图的注脚——不知读者看
到了没有，班查梨在图的右上角画上小小的八角楼，为这张北海版的“清明上河图”，
增添了往昔普仁先贤离开“两院”时，在八角楼留下的一个个无限留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