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百年屈辱国耻恨 经济萧条求发展

1.《烟台条约》与北海开埠

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门户洞开，外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在政治上、经济上入侵北海。

1876 年 9 月 13 日，中英《烟台条约》辟北海为对外通商口岸。次年 3月 8 日，设英国北

海领事府，4月 7 日按不平等条约正式对外开放。英、法、德、日、意、澳、丹、美殖民

主义势力相继在北海设立租界、领事府、商行、教会、医院、学校和飞机场。盘踞在北海

的殖民主义分子，勾结当地官僚、军阀和买办，利用掌握的海关、航艇、港务大权，操纵

了北海的经济命脉。

《烟台条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烟台条约》也叫《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1875

年 2 月，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引导由 200 多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八英出发，闯

入中国云南，在腾冲开枪打死打伤边境群众数人，激起当地群众自卫还击，当场击毙马嘉

理等 6名侵略者。英国便利用这一事件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威胁。清政府只好任命李鸿章

为全权大臣，按照侵略者的意愿赴山东烟台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判。会谈历时一年半，

李鸿章和威妥玛在芝罘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从而实现了英国早就想打开中国西南大

门的野心。

读一读：1898 年，由英国人控制的北海海关税务司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北海至南宁铁路的规划，

法国积极介入，并从清政府手中夺得筑路权，英德大哗，竭力反对，双方争吵达数年之久。最后

修路之事不了了之。1918 年，美国商务部官员抵北海港巡视，也提出了港口、铁路的建设规划，

同样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弃。这样，西方列强对北海争夺的结果，使北海的大西南通

道建设延误了一百多年。

图 2-1 港湾一角

《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 《烟台条约》的谈判，双方代表于 1876 年 8 月 21 日（清

光绪二年）开始在烟台作外交礼节性接触，8 月 31 日进入实质性谈判，9 月 13 日达成协



议，双方签字交换文本。

《烟台条约》分“正本”与“专条”两大部分，共 4条 16 款，并附有《另议专条》。

与北海有关的条款是第三条：“增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北

海当时属于广东）四处为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和内地省份，凡有关英国人生命财产的

案件，英国使馆有权派员“前往该处观审”。

《烟台条约》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为英国

侵略势力渗入中国西南诸省和西藏地区提供了方便。

想一想：《烟台条约》与北海有关的内容有哪些？

《烟台条约》对北海历史的影响 《烟台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它侵犯

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也给北海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一）外国人在北海设立的领事馆、教会、宿舍区，占据了北海的黄金地带，达整个

地区的四分之一，这些地区不准中国人随便进入。

（二）根据条款规定，外国侨民犯法中国官员无权审判。

（三）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北海开放及其享有的特权，大量运进鸦片毒害人民身体健

康，吸走中国大量白银。

（四）北海的中国海关关税主权完全被英国设置的“洋关”操纵，中国官员无自主权。

由于外国商人只纳关税不交厘金，而中国商人则关税厘金都要交，导致中国商人都托

外轮运输货物，中国航运业被挤垮的局面。

（五）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其物质基础大肆推销其生活方式，达到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

的目的。

由此可见，北海开埠与《烟台条约》的签订有直接的关系。

思考与练习

一、选择

《烟台条约》签订的时间是( )。

A.1875 年 2 月 B.1876 年 9 月

C.1885 年 4 月 D.1877 年 3 月

二、填空

《烟台条约》第三条是：“增开湖北宜昌、 、浙江温州、 四处为通商口岸。”



2．中法战争智退强敌

属于中国近代史上悲壮一页的中法战争(1883-1885)，其胜利果实在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的妥协下，以中国不败而败的惨局而被断送。但是中法战争作为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战

例，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勇敢的北海人民在战争期间谱写了一曲智退

强敌的悲壮战歌。

1883 年，法国总理理茹费曾毫不掩饰地透露：“在广大无边的中华帝国内竭力地攫取

自己的一份是天经地义的。”

想一想：当时中国面临怎样的危机？

北海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很早就想染指的地方，但是英国却抢先一步，在中英《烟台条

约》中强迫清政府把北海作为开放口岸，关税和通商等特权被英国人夺了头筹。法国对此

心有不甘，因此在中法争端公开化之前，就已加紧介入北海经济的掠夺。

法国天主教会早在同治八年(1869)便在涠洲岛建立了杠杆的支点，并且成功地向钦廉

各县扩展了教务。虽然如此，法国在北海的经济势力仍不及英国。法国内阁认为，只有通

过武力，以稳操胜券的战胜国地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才能达到目的。

1884 年 5 月，当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于河内纸桥时，法方立即组织北海的天主教教

徒数百人在街道上静坐示威，抗议清政府援越抗法。在东兴中越边境的法国军舰也登陆，

并开枪挑衅，威吓清军，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两广总督张之洞判断法军有窥伺北海、钦州的意图，下令要加强这两个地方的军队操

练，并提前在中越边境上作了防务的部署。主持北海防务的是将领梁安真，协助防务的是

将领李起高和张德禄。

梁安真，出生于北海外沙的一个疍民之家，原是高廉雷罗四镇总兵。李起高，廉州人，

右江镇总兵。张德禄，天津人，高州镇总兵。他们同在廉州主办团练。

他们奉命进驻北海后，一方面征集红单船加强海上警戒，一方面在冠头岭至乾体一带

修筑炮台和土垒（俗称“红泥城”），水陆联防，共同制定战斗和防守魄策略。驻扎的官兵

全是廉州北海人，保乡保土的战斗目标相当明确，士兵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士气高涨。

1885 年 3 月 7 日，法军单方面宣布军事封锁北海港，史称“封港”。

北海是广西的海上门户，它和越南毗邻，在镇南关战事一触即发之前，法国如果把北

海或者钦州作为突破口，直逼南宁后方，势必取得主动。而且，清政府的国际援助（主要

是购进军火）渠道来自海上，如果封锁了北海港，一可窥伺北海边防的虚实，二可切断清

军军火输入的渠道。



想一想：法军的最终阴谋是什么？

3 月 14 日，一艘法国战舰闯入北海港航道外下锚，次日，又一艘更大的战舰于同一地

点并排碇泊，并即日起对进出北海港的一切货轮客船进行检查，以防止任何军事装备输入

北海。一时之间北部湾海面上轮船绝迹，市民们惊慌失措，连夜疏散逃往外地，口岸贸易

停顿，闹市顿成死市。

4 月 5 日清明节，北海人的风俗习惯是拜山祭祖，以边防将领梁安真为首的官兵的祖

坟很多都在重点防区冠头岭上。这一天，梁安真等官兵上山扫墓，清兵举着“梁”字帅旗，

身穿号衣簇拥跟随，大家挥锄取土修坟，烧纸钱，放鞭炮，冠头岭上一时烟火漫天，訇然

动地。法军在相距仅数百米的战舰上通过望远镜一看，以为这是清军主帅亲临阵地督战、

清军挖战壕放炮反击的军事行动，就向岸上连开大炮，每炮炸弹重 18 公斤，却未击中目

标，清将士和百姓无一伤亡，民间遂流传下法国军舰开炮为梁安真拜山庆贺之说。

几天后，法国军舰又拦截一艘商船搜查军械，气焰十分嚣张。我守备军官兵忍无可忍，

限于装备落后和朝廷不要轻言战事的约束而无可奈何，但是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在精心策划

之中。

5月 22 日深夜，北海港月黑风高，海面上因敌舰的封锁而无一星渔火。突然，冠头岭

至乾体海岸十多里的海域内，炮发连珠，响声震天动地，炮火迸射出巨大的火焰，经久不

散。在波涛飘曳中酣然入睡的法军被惊醒，摸不清是什么武器威力如此巨大，搞不清发炮

的目标是什么。忽然又发现在火光水影中，有无数清军像鸭群般向战舰游来，还不时在水

中发射“火铳”。法军急忙用毛瑟枪密集反击，但也无济于事，法国鬼子不由得胆战心惊。

两艘法军战舰同时起锚，急速向外海逃跑。

图 2-2 清军智战侵略者

法军担心清军士兵水性高超，不怕死，拥有威力很强的新式火炮和能在海中发射的步

枪，说不定还掌握了更厉害的水底爆破技术，如果让他们接近军舰，法军将会连同法兰西

移动的“领土”葬身海底，此刻除了赶快溜走已别无选择。原来，我军在施放火炮的火药

中，搀入了谷壳、木糠、炭粉和生盐等物，发射时火焰就特别猛烈、扩散和持久。而像鸭

群般向战舰游去的“士兵”，全是用无数的瓦瓮盖上锅盖形的竹笠，再将点燃的神香缚上



爆竹插在竹笠上，放入海中，趁着潮退水向航道外泄，涌向敌舰锚地。这就是我军上演的

智退强敌的一出好戏。

北海人民用智慧战胜了强敌，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保卫了祖国的南疆，支援了其他地

方的抗法斗争。

随着法舰撤退，历时 75 天的“封港”事件也宣告结束。法国封锁北海港并未达到目

的，反而产生了对己不利的后果。

首先，它损害了英国人在北海的利益，引起国际社会舆论的关注。

北海关英籍税务司惠达宣称，法国军事行动的借口纯属“诡称”，造成“（北海）贸易

停顿（后果）是不必要的”。

率先冲破法军封锁线恢复航运进港的第一艘货轮是德国的 Singae 号。

想一想：英、德对法军的军事行动持何态度？为什么？

其次，经济方面，为中国帆船船运业提供了复苏的良机。

中国帆船发挥不受浅水航道限制的优势，照常航行于近海各埠，法舰对于远在炮火射

程外而靠扬帆破浪的帆船竟然毫无办法！红单船填补了北海口岸贸易的空白，1885 年北海

的进出口额反而比上一年有所增加。

思考与练习

一、填空

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北海防务的是 。

二、做一做

利用班会时间召开“北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故事会。



3．辛亥革命在北海

清朝末年，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北海附近也爆发了反清起义。辛亥革命后，

由于北海口岸也和其他口岸一样，人民生活仍然贫困不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为突出。

廉州起义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革命党派遣的同盟

会会员罗廷侃（合浦党江人）、苏乾初（又名陈武，廉州人）、李市钦先后回合浦发动起义。

他们以廉州镇学前街攀龙书室为秘密联络点，向民众宣传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主张，发展了

400 多人。

图 2-3 民军登陆处

11 月 17 日，罗廷侃一声令下，起义军冲入廉州城，兵分几路围攻县衙门，义兵冲入

大堂，活捉廉州分统杨尊任，清总兵陆建章、知府许莹章狼狈逃窜。革命党人未遇多大抵

抗便接管了廉州府和合浦县政权。第二天，革命党人在廉州小南门城门口处决杨尊任，成

立廉州都督分府，苏乾初任都督。

做一做：参观廉州都督分府旧址。

平息叛乱 12 月 12 日，反正的廉州清军叛乱，抢劫民财，放火烧街。片刻之间，许

多民房毁于大火之中。革命党人纷纷出走向广东省政府求援。12 月 26 日，广东都督胡汉

民派出安抚使黄济川率民军两个团乘军舰到北海登陆，入廉州城镇压叛乱，处决叛军首恶

分子多名，迅速稳定了局势。接着，都督府任命李希白为民国合浦县第一任县长，政权重

归革命党人。

想一想：已反正的清军为什么又会叛乱？

北海反正 北海反正与合浦县是同时进行的。11 月 18 日，北海人民上街庆祝反正胜

利，拥护辛亥革命的正义行动，安抚外国侨民，使英、德、法等外国侨民无一人撤走。12

月 25 日，广东援军乘军舰抵港，将第一团派驻北海，北海的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思考与练习

问答

1．辛亥革命中北海社会秩序为什么比廉州稳定？

2．简述廉州起义的经过。



4．近代北海的社会经济

19 世纪初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向中国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凭着船坚炮利，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地处中国北部湾畔的北海，因遥临港澳、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殖民者垂涎之地。北海的社会发展

陷入低谷，经济在萧条中寻求出路。

开埠通商，遭掠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洞开，西方列强急欲把北海作为掠夺西

南物资和推销剩余商品的“漏斗”。1876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辟北海为对外通商口岸，

其后，法、德、美、日、葡相继入侵北海。中法战争以后，外资和宗教加紧渗透，使北海

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港口消费城市。那时，北海对外贸易逆差严重，鸦片和洋货大

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北海本地的民族工业及农业受到极大冲击，土法生产业和手工织

布业纷纷破产，农产品的自给也严重不足，加上连年遭水旱灾，粮食歉收，米价暴涨，人

民生活十分贫困。

图 2-4 原法国领事馆

1890-1899 年 10 年间，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北海推销了价值 3000 万两白银的洋货，

但出口仅 1200 万两白银。鸦片输入的数量惊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 3919 担，但事实上，

仅雷州、高州、广州三府每年输入北海的鸦片就已达 4000 至 5000 担，可见殖民主义者在

北海口岸输入鸦片，掠夺中国财富的数量难以计数。

甲午中日战争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西方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北海优

越的地理位置，又成了各西方国家相互角逐的场所。这种角逐不仅表现在对商品的倾销上，

而且还表现在对北海的港口、公路、铁路等战略利益的控制权上。为了夺得北海的港口和

铁路控制权，打通北海到广西腹地和西南的通道，英、法、德、美等国前后经过了近 20

年的明争暗斗，致使北海近代交通设施的建设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成就。

中英《烟台条约》之后，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测量了北海港，并于 1879 年 6 月由英

国皇家海军公布了其绘制的北海港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898 年法国获得了北海至南宁铁路的筑路权，此举引起英国政府强烈反对。1899 年

英、法、德三国驻北海领事馆官员多次在北海海关召集会议，围绕北海铁路修筑权和管理

权问题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北海至南宁铁路建设搁置下来。



短暂的繁荣发展时期 由于西方列强通过海上贸易及兴办工商企业，更重要的是北海

人民的勤劳和开拓，客观上刺激了北海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就整个广西来说，北海是最

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地区。

据史籍记载，早在 1879 年，北海就出现了蒸汽轮船，1895 年就已有了发电机和电灯

公司，1919 年就成功地造出了机动木船。20 年代初，北海已有了飞机，并开辟了至广州

的航班。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由于各路军阀混战，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北海，而北海得

利于本身的基础和条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为港口贸易方面。当时北

海各类商铺已超过千家，常住人口近 10 万，成了北部湾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

图 2-5 北海渔港一角

北海是著名渔港，百分之三四十的当地人以渔业为生。外商十分注意从事北海的水产

品贸易，由此输出的海产品以鱿鱼、墨鱼、鱼干、咸鱼和虾米为大宗，大部分输往香港，

每年估值十八万两关平银。另外，生猪亦是出口的传统贸易产品。

1929-1936 年 8 年间，洋货进口总值只有 1496 万元，而北海土货出口和转口总值为

3035 万元，为洋货进口总值一倍以上。仅 1933 年北海土货出口（含转口）总值达 628 万

元（洋银），居全国沿海商埠第十位。可见，北海对外贸易已由入超变为出超。

但抗日战争前后，由于日军的骚扰，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以及对人民的横征暴

敛，北海的海上贸易再次中断，商人和百姓大批远走他乡，躲避战乱，北海亦逐渐萧条和

冷落下来，这种状况至解放前夕也没能改变。

当时北海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食做到硬直（死）。”

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北海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思考与练习

近代北海经济短暂发展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