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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有三条东西走向的百年老街，它们分别叫沙脊街、中山路和珠海路。其

中，珠海路临街立面的建筑，因具有中西建筑风格糅合的特色而闻名遐迩。

本文重点介绍珠海路。但介绍珠海路不能不介绍它的前身——大街，而大街

的建成及其建筑风格又与沙脊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珠

海路，首先从介绍有北海第一街之称的沙脊街开始。

沙脊街往昔

沙脊街（今北海市民建一街）约始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距今已有 180

多年历史，是北海市区最早的街道，故有北海第一街之称。此街全长 400 余米，

东西走向，建在形呈脊椎隆起的沙带上而得名。

沙脊街只有两米多宽，路面全用花岗石条或其它石条铺砌。街上南北相向的

店铺全为一层或两层的建筑。临街立面除墙柱外，全为木板结构。瓦檐伸出约一

米，起着遮阳避雨的作用，保持着我国南方商居两用建筑的传统形式。

沙脊街始建时从老地名“九曲巷”处自西往东兴建，它的代表性建筑是广府

商人于清末建造的广州会馆（旧址为今五小），该馆占地面积颇大（即今五小校

舍的面积）。馆内建筑有若干个厅、堂、厢房和天井，具有我国南方古典建筑的

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会馆是北海市区近代建造规模最为宏大的民间传

统的公共建筑。该馆的两个慈善机构——广仁社和太和医局都设在馆内，后来又

设立消防队和敬和小学（今五小的前身）。由此可见广州会馆的建立，对当时北

海的慈善公益、文化教育以及医疗消防等方面的贡献甚多。商业方面，较有名的

店铺有荣昌隆洋杂批发专卖店和广成、卜远成杂货铺。其中的广成杂货铺历史悠

久，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清末民初，而它的黄金时代则在 1937 年抗战以前。该铺

是“前店后厂”的双铺头。那时北海通用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北海人叫“铜仙”），

到该铺购货的顾客很多，真是“客似云来”，售货员接过顾客购物的铜币后，为

节省时间，直接把铜币扔到柜台后面的地上，待晚上收市关门后才把满地的铜币



检起来，其生意的兴旺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广成杂货铺经营的相当一部分是自

产的本地货的话，那么荣昌隆经营的则是从广州、香港或澳门购进的“来路货”，

如唱机、铁钉、自行车、缝纫机、布料、家电、娱乐用品等，是北海当时最大最

兴旺的一间洋杂百货批发零售店。此外，还有数间客栈、货栈和当铺。宜仙楼、

珠浦楼和流芳斋均为当时的茶楼酒馆，其中宜仙楼为一连 6间两层的酒楼，有北

海第一酒楼之称。在这间百年酒楼临街的墙柱上，老字号“宜仙楼”招牌还清晰

可见；东西两面屋檐下的墙壁，分别书写“高等旅店，招待士商”和“宜仙酒楼，

茗茶点心，中西饼食，蜜饯糖果”的广告字迹至今还隐约可辨。由于商业的兴旺，

在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1930—1936 年），广东省银行在沙脊街租用广州会馆开

设“广东省银行北海分行”，取代先前由私人开设的“银号”，以扩大北海的货币

流通。

街头的“九曲巷”是烟花女出没的地方，是人人皆知的“名”巷。烟馆（鸦

片烟）和赌馆也充斥于此街。警察局、电报局、电灯局、税所（专收屠宰生猪税，

昔日称“猪捐”）以及爱群医院都设在这条街。沙脊街成为北海早期的商业、行

政中心。

沙脊街建成后，接着在其东端往东兴建长 270 米的中华街。此街的商业也很

兴旺，有文化、饮食、鞋业、手工业和故衣业（买卖旧衣物的行业）。清末民初，

北海著名的秀才包国修在此街开了一间“蔚华书店”，是北海市区的第一间书店，

对北海的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高连升笔铺（专卖各种规

格的毛笔）生意兴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手工业也应运而生，如鞋作坊

有复信昌、履信昌、步步娇。金铺有德成、天生；打银铺有耀兴、坤顺等。周升

发汽灯店专营汽灯出租，为北海老街晚上的照明作过贡献；酒楼有珠海楼和茗珍

居。其中珠海楼由北海富商集股经营，所建的酒楼为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由于

是民国初期北海最高的酒楼而名噪一时。昔日中华街的故衣铺最多，不下 20间，

因而有人称此街为“故衣街”。这些故衣铺的货源来自北海各当铺，它们把典当

期满而不取的衣物拿去故衣铺卖，从中获取较高的利润。故衣铺每天早上开店很



有特色，老板们不约而同地用双手举起柜台上的算盘，摇动盘内的数十棵珠子发

出连续不断的响声，先慢摇，然后逐渐加快和把算盘提高，当摇到盘珠子发出最

密集的响声时突然停止，这时算盘上下层珠子会整齐地分开（即使用算盘时最初

的静止状态），然后轻轻的把算盘放在柜台上。老板们就是通过摇算盘这一绝招

祈祷当天生意兴隆。

中华街建成后，过了二三十年才兴建长 248 米的兴华街。此街的商业也很热

闹，有荣兴福皮箱铺、高登科笔铺、雅趣酒楼、山货铺、白铁制品铺、鞋铺、杂

货铺、染料铺以及当铺等多间，但以客栈最多，有天和栈、福和栈、祥和栈、全

昌、成记、西和安、怡兴等多间，从灵山、武利、龙门、小江等山区肩挑果子、

大米、竹织品来北海卖的小商贩到北海，大多入住这些小客栈，一些中介人在这

里做提供买卖服务的“九八”生意。由于兴华街各式各样的店铺多，所以又称“店

铺街”。

中华街和兴华街与最先建成的沙脊街同建在一条沙脊带上，而且这三条街依

次首尾相连，成为北海早期最繁华的商业长街，后来北海人把这三条街统称叫沙

脊街。

一个多世纪以来，北海几经沧桑，商业中心一再转移，沙脊街早已不是什么

闹市了，只不过是一条老街而已。对比今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热闹

非凡的新区，沙脊街更显得寂寂无闻了，只有遗留在街面的花岗岩石条，以及老

街极少数店铺残存的招牌，是北海早期发展小商品经济鼎盛时期的历史见证，那

时它繁华兴旺的景象，依然为“老北海”所津津乐道。

建在海滩上的“大街”

1984 年，国务院确定北海为全国首批 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自此之后，

到北海参观访问的中外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珠海路作为市区老街的代表性建筑，

因受到众多来访者的关注和称赞而闻名遐迩。人们从其斑剥的临街立面，感受到

它的沧桑岁月而称它为“百年老街”。其实就现在人们看到的珠海路，它的历史

只有 70 多年，其前身的历史却比它还要长一些。此文是介绍珠海路的前身——



“大街”，一条真正建在海滩上的百年老街——而写。

大街建在北海第一街——沙脊街的北面，比沙脊街更靠近海。每当台风刮来，

巨浪冲击海岸发出的浪花，飞溅到大街“下水铺”（本章有专文介绍）的后屋。

大街和沙脊街一样，最先是从外沙桥头南岸，分别向东西两头兴建。

在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 - 1861)最先兴建升平街，其路段从外沙桥至金鱼

巷口，它可说是大街的中心。随后在升平街的东端建东安街（至今民生路口），

在西端建大兴街（至今新兴路口）和西靖街（至今盐仓路）。宣统年间，大兴街

因位于大街的西面而改名为大西街。

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在东安街的东端兴建东华街（至今民权路口）。

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从东华街东端兴建东泰街（至今民族路口）和接龙桥

（至今海关路）。

从道光初年至民国初年的百年间，北海的大街由上述 7条小街组成。这些小

街取名很有特点，除了以升平街为中心而有明确的“东”、“西”方向外，还表示

了对“平安、吉祥”和“生意兴隆”的祈求。如每个街名不是有“平”、“安”、“靖”、

“泰”等字，便有“兴”、“华”、“龙”等词，因而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商业特

色。

建成后的大街，其街貌和沙脊街相似，没有骑楼，临街的立面全为一至两层

的砖木（板）建筑，铺面有铺窗趸，街道全用花岗石条铺砌。每条小街的两端都

有闸门（本章有专文介绍），以保晚上一街平安。所不同的是大街的街道比沙脊

街宽一米余，长 400 多米而已。这是大街得名的原因。一位原居住在东泰街的 90

多岁的老人说，如果想了解当年的大街是什么样子，去看一下沙脊街就知道了。

据史料记载，1876 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英国驻北海的“领事署”

“先租用民房办公”，“这间民房位于海滩一个斜坡的底部”。由此可知，大街建

成后，英国驻北海的领事馆便设在大街的“下水铺”，是一座建立在海滩上的领

事馆。



北海大街的码头——街渡口

约在清·道光初年(1821)始，北海沙脊街和大街（今珠海路的前身）相继建

成以后，北海与廉州街（指合浦县城的众多老街）日渐加强商贸来往。那时没有

公路，更没有汽车，从廉州街来北海做生意的客商（旧称“走水客”），除了走路

外就是坐渡船。船开到北海后，在外沙东端内港南岸的一个码头（旧址在今珠海

中 92号西邻下面约 50米处）停泊，乘客及随带的货物由此上岸直达大街。渡船

停泊的这个码头，北海人称“街渡口”。

在北海大街的历史上，街渡口是一个有名的地方。不了解街渡口历史的人，

以为街渡口的“街”，是北海大街的“街”，其实不然。街渡口的“街”，是廉州

街的“街”，当时北海人称廉州为“街”。“街渡”即是廉州开往北海的客货混装

的渡船。“口”是指客商和货物上落的码头。从廉州街开往北海的渡船，是从合

浦簸箕屯附近一个名叫老哥渡的码头启航的。老哥渡至街渡口的航线，成为晚清

廉州街与北海大街之间的海路通道。

1876 年北海开埠以后，北海商贸日益发展，从北海进出的货物与日俱增，开

往北海的渡船除了老哥渡以外，还逐渐增加从合浦县城周边开往北海的渡船，如

乾体渡、党江渡、沙岗渡、西场渡、那丽渡，更远一点的还有钦州渡、安铺渡和

东兴渡。这些渡船都是帆船，船舱装货，船面载客。载客人数视渡船的大小而定，

约 20至 30 人不等。从廉州街及更远一点的渡船，运来北海的大多是黄麻、青麻、

生油、药材、蔬菜等北海居民生活用品和渔民生产的必需品；从西场、党江渡船

运来的是家禽、生猪和盐。客商运回去的则是海味、洋纱及百货日用品。街渡口

成为北海大街最为繁忙的码头。

笔者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在珠海中路 92 号西面墙脚下，发现一块高 60

厘米，宽 50 厘米的告示碑。此碑约 300 字，记载光绪二十一年( 1895)由绅商陈

世珍等联名，向合浦县政府反映（有引号的为告示碑原文）：“渡夫邓振武”“揽

载霸撑滋事”，要求对他严肃处理，“以免再滋事端”。县政府为此对邓振武立案

调查，并作了“判令将所换新照作为废纸”，并“勒石为记”等有关处理，日后



邓振武若再“揽载滋事”，必定“从重究惩决不宽贷”。此告示碑于当年六月廿四

日立在街渡口公布于众。人们从百多年前这块告示碑，可从侧面了解到街渡口昔

日客货上落之频繁，于是出现了邓振武在街渡口欺行霸市的事件。

珠海路拓建成有骑楼的商业街后，合浦与北海之间往来不但有机动船，而且

也有了汽车。抗日战争时期，公路被破坏，两地之间的帆船和机动船往来更为频

繁。抗战胜利后，香港、越南的大批货物进出北海，其中不少货物也经街渡口上

岸或下船。当时北海与香港之间，人们来往不用办签证等手续，出入非常方便，

来往的客船都在街渡口码头上下岸。那一时期的珠海路真是“客似云来，货如轮

转”，是这条商业大街的鼎盛时期，其中街渡口帮了不少忙。

解放初期，由于北海至合浦的汽车恢复营运，合浦及其周边到北海的渡船日

渐减少，街渡口的作用随之消失。

二十世纪 50年代末，北海在市区北岸筑海堤，昔日街渡口停泊渡船的码头

不复存在。事过 30 余年后，原街渡口码头的东西面建了楼房，成了老街区的巷

口，于是有好事者在街渡口旧址筑一门拱，拱顶用有图案的彩色碎瓷片堆砌“街

渡巷口”四个字，一来把街渡口旧址作为老地名纪念，二来似乎在告诉过往的行

人；尽管北海老街也有龙王庙码头、三王庙码头和三婆庙码头，但街渡口却是昔

日北海的第一码头。

街渡口旧址南面，还有往昔防盗贼的闸门遗迹。那块光绪二十一年立的告示

碑，当年被镶嵌在闸门东侧的墙脚下。百多年来，它历经 1927 年大街拓建的变

迁和解放后街渡口闸门的被毁却幸存下来，成为昔日街渡口的历史见证。

老街的闸门

北海老街（指珠海路的前身“大街”，下同）的闸门，消失至今已有 80年历

史，只有年过 80 多岁以上，在北海土生土长的老北海才记得它的模样。这是一

种古老的“安全门”，由高约 3 米，宽约 3 至 4 米的大门框，和十余根长 2 米多，

直径 15 厘米左右的杉木条，（老北海叫“木栋柱”）组成。北海的老街如沙脊街

和靠近海边的从东至西的东泰街、东华街、东安街、升平街、大兴街的两端都安



装闸门。此外，凡通往这些老街的各条小巷（又称“横巷”，宽 1 米左右）也有

小闸门。这些大大小小的闸门早开晚关，犹如古代的城门。

北海的老街为什么安装闸门，这是因为北海自开埠以后，往来商船和移民日

益增多。盗贼常在海上和街市抢劫。关于北海那时的治安情况，《北海关十年

( 1892-1901)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北海是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抢劫已成

了遗传……。”除“令人讨厌的海盗抢劫外……更重大的是对大当铺的洗劫一空，

以至抢劫由马六甲海峡一带或苏门答腊回来的移民……。”为防盗贼抢劫，各街

区为保一方平安，各自都安装闸门，由各商号出资请更夫早晚负责开关。

那时的店铺在晚上是不做生意的，这是因治安和照明（当时只点小油灯）不

好之故。每天晚上 6 至 9 时（视天气和治安好坏而定），便由各街的更夫上木栋

柱关闸门，此后一般不再给人进出。更夫晚上约从 10 时起，提着方形镜灯，每

隔两小时巡逻打更一次。到天亮鸡啼时（一般为早上 6 时），更夫打完最后一更

（第五更），便逐条搬开闸门的木栋柱，恢复街道的正常通行，各间店铺也陆续

开门做生意。

那时每间店铺门前的左面或右面，都有一个用砖砌成的高约 90厘米，宽约

120 厘米，厚约 33 厘米的构筑物叫“铺窗鼎”，它们是老街铺面的一大特色。鼎

脚侧面有一凹下去的小空间作“门官神位”，店主早晚为其敬香，祈求门神保佑

平安。到了晚上关铺门以后，鼎上的大门离地面约一个人身高之处，有一个长约

20厘米，宽约 15厘米的小窗门，它有两个作用：一是晚上街坊有人来买少许货

物时，可从此窗交货接银；二是防止盗贼借入铺买东西之机抢劫。铺窗鼎也有两

个作用：一是顾客在鼎上的小窗门买东西时，可把买到的货物暂放在上面，以便

腾出手来交接货款时数银；二是更夫晚上临时的睡床，在那儿休息易于监视街上

的动静，一旦发现抢劫或火灾，即密锣紧鼓报警。各户的男士壮汉听到报警的锣

鼓声后，便一起出来共同对付“突发事件”。更夫在那治安恶劣的年代，在某种

程度上起着“治安员”的作用。

到了 1927 年，靠近海边的那一串长长的老街被拓建成现代商业大街，珠海



路加上那时北海已有了警察，治安有所好转，这些曾为北海老街安全作过重要贡

献的闸门和更夫，从此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不复存在。

升平街有位“24 孝”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是摆在首位的。孟子说过：“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亲”，意为看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主要是看他是否尊敬父母。自古

以来，我国有 24 位孝子的典型事迹，受到后人的称颂而千古流传。如“卖身葬

父”，讲的是汉代人董永因家贫，父亲死后无钱安葬而卖身葬父；“扇枕温衾”，

说的是汉代人黄香，9岁时母亲死后，他对父亲生活甚为关心，夏天给父亲扇凉

枕席，冬天先以身温暖父亲的被褥；“闻雷泣墓”，记载的是晋代人王裒，他母亲

生前很怕雷声，母亲死后葬于山林，每逢下雨打雷时，他便跑到墓前跪拜哭着说：

“孩儿在此，母亲勿惧”，并终生这样做。上述只是 24孝中的三个例子而已。

民国初年，北海升平街（今珠海西路中段）的一产（双铺产，为今珠海西路

167、169 号）人家的主人叫叶桂初，自小就没有了父母，由祖母抚养，他非常孝

敬祖母。宣统三年(1911)，其祖母死后葬于市郊冠头岭，他在坟旁搭一小棚，每

天上午用一条小竹竿挑着一只内盛茶酒、香烛的小竹篮，步行约 9 公里路到祖母

的坟前拜祭和守孝。他不但天天、月月如此，而且年年如此，风雨无阻，连守三

年。他的孝道在当时北海老街中被传为佳话，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孝子，因此，

街坊邻里不约而同给他起了一个雅号——“24孝”，与我国古代著名的“24孝”

有着同样的美誉。就这样，叶桂初成了北海老街尽人皆知的孝子。

叶桂初知名度高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肯为家乡做好事，并得到当局和学校大

张旗鼓的褒扬。他靠在家里办私塾为生，业余喜欢习武和用中草药给群众医治铁

打刀伤。他除了在其宅地的后院种草药外，还经常出野外采药，为群众治病，对

穷苦病人则施医赠药，故其助人为乐的口碑很好，成为小有名气的中草药医生。

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的篮足球队每次出外参加比赛时，叶桂初便背着药

箱，主动前往为在比赛中受伤的队员进行及时包扎和治疗。他的义举深受一中师

生的称赞，学校赠一大横匾给他，由学生抬着，请民间乐队随学生队伍奏乐，把



横匾送到他家，以表彰他对家乡体育运动的关心和支持。这使叶桂初一次又一次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至现在，叶桂初早已逝去，其旧址也早已易主，但后院还在，地上的杂草，

似乎还散发出昔日草药的芳香。许多老北海早已忘记叶桂初这个人的名字了，但

一提起“24孝”，他们都说有这个人，并能说出他的故事。

叶桂初的孝道，被收集在《合浦县志》（民国版《人物志》中的《乡贤》编），

成为载入史册的珠乡名人。

珠海路是怎样建成的

北海的珠海路以其历史悠久及房屋建筑风格的特殊，20世纪 80 至 90 年代备

受中外专家、学者、政要的关注。该路建于 20世纪 20 年代后期。它的建成与当

时北海建制的升格有关，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三月以前，北海属广东合浦县靖海区管辖，属乡镇级

编制。同年，广东省政府在佛山、陈村、北海、梅菉等 6 个乡镇级的商埠，先后

设立市政筹备处，直属广东省管辖。北海于 1926 年 3 月被正式批准成立“北海

独立市市政筹备处”（下简称市政处），设总务、公安、教育、卫生、财政、工务

五科，脱离合浦县。

市政处为了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改造除沙脊街外的大部分主要的大街

小巷，重点是后街（今中山路的前称）和大街（今珠海路的前称。本文专写大街

被改造成珠海路的过程）。

当年的大街从西至东，分别有大西街、升平街、东安街、东泰街和接龙桥。

其中以东泰街和东华街“多殷商富户”，筹款建街较易。市政处于 1927 年 6月起，

首先拆除这两街，按规划拓建，历时一年完成。

此时的北海，因各种原因，商业一度衰落。主要原因是广州湾（今湛江市）

为法国租借地，“货物入口，向不课税”，致使一向到北海采购货物的安铺、石城、

壶洞等地的商人，全部到广州湾购货，造成北海商业冷淡。为此，广东南区善后

委员陈铭枢，为了减轻北海经济负担，向广东省政府呈文请求“裁撤北海、梅菉



两市，改为警局”。理由是“北海地方，原非殷富，近年市内商务，内因金融混

乱，外受广州湾影响，益形衰落，商人营业，十九亏损，民困若此，何堪加重负

担……现计市年收入，月亏数百元，维持原状，尚虞不足，有何余力从事建设之

可能，较不如取销市制，归并县治，以轻地方负担……”（摘 1928 年 11 月广州

《民国日报》刊登的《南区请裁撤北海梅菉两市改警局》）广东省政府根据陈铭

枢的“呈请”，于 1928 年 11 月裁撤北海市政处，“行政归并县治警局”，“设公安

工程二科”，以缩减机构，使经济复苏。

其实，市政处被撤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与当时市政处一些主要的官员腐

败和不作为不无关系。如首任市政处专员陈春熙于 1926 年 3 月上任仅 10 个月，

便因“贪赃枉法、劣迹昭彰”而引起北海万人示威游行，并高呼“打倒贪官污吏

陈春熙”的口号，同时电请上级机关将陈撤职。陈于年底向省政府提出辞呈，最

后倒台。

1927 年 1月初，接任的周昌荫专员，“因故未曾到任”，由当时驻北海的第十

一师部副官林时清代行专员职权。不久周昌荫专员终于到任了，却在当年 4月 27

日因贪污受贿被市民弹劾去职。

当年 7月 9 日，省政府任命廖国彦任市政处专员。

北海市政处成立仅两年多，先后共 4 位专员走马上任，其中有 2位却是贪官

污吏，这就很难扭转北海经济的被动局面了。

市政处撤销后，由警察局行使原市政处的职权。1928 年底，对东安街、升平

街、大西街和接龙桥进行拓建。这时出现了一些商铺的建筑违章，偷工减料，不

按原总体规划的要求建造，使临街铺面建筑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危房，于是警察

局及时张贴《查禁违章私擅建筑》的布告，称“市区范围建筑铺面，例须绘图呈

报，发给执照悬挂门前，方准施工……倘敢仍然玩视，故违定章，一经查觉，定

必严加处罚……。”由于警察局查禁得力，于 1930 年底使大街后来的拓建工程得

以顺利完成。

拓建后的大街，接龙桥、东泰街改称珠海东路；东华街改称珠海中路；东安



街、升平街和大西街改称珠海西路。

市政处裁撤后，北海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据王洗编著的《中国海港志》记载，

民国十八至二十六年(1929-1937)间，北海港的贸易以民国二十四年(1935)为最

盛。全年进出口船只共 566 艘，共计 669096 吨，贸易总值为 3370000 元。对外

贸易与越南最为密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进出口海轮 429 艘，计 431728 吨。

另河内船 192 艘，计 38208 吨。

市政处成立不到三年便被撤销了。当年北海被升格为独立市就像昙花一现。

尽管这样，珠海路作为那段暂短岁月的产物，却成为北海老街的代表性建筑。人

们游览在这条历经沧桑的老街，还能感受到它昔日的美丽和曾有过的兴旺。

珠海路的商业鼎盛时期

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我国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个时期，是珠海路商业发

展的鼎盛时期。珠海东、中、西各路的经营各有特色，且经营方式多样，出现了

不少有名的商号和商界的名人。

珠海东路的店铺以经营咸鱼和海味为主，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咸鱼街或海味

街；珠海中路则以经营苏州、杭州的绸缎布匹而闻名，所以有“苏杭街”的美称；

珠海西路因接近外沙和外沙港口，是渔民上岸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必经之

路，所以该路以经营木材（造船和建疍家棚用）和渔船生产用具为多。

当时的珠海路，不少商号经营一种叫“放船头”的业务。所谓放船头即是某

渔船的生产资金有困难时，某商号予以贷款（不收利息），但借款的渔船打鱼回

来后，必须以低于市面的价格把鱼卖给曾予贷款的商号。这种借贷方式对当时的

渔业生产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珠海东路经营放船头的有名商号有泗盛、生泰、

金源、罗合丰、福合、源昌、金记栈等十多家，以及海味铺焕生庄、世泰、益生、

祥合泰、杨顺记、悦丰等十多家。

此外，一种名为“九八”行的业务也很有特色。所谓“九八”，即我介绍你

做成一笔买卖，我可从中提取成交额的百分之二作为佣金，你得百分之九十八。

人们把这种业务叫“九八”生意，它对沟通市场信息和活跃市场经济起着积极的



作用。珠海路，较有名的“九八行”有广万和、钜兴祥、荣昌泰、生泰等数间。

代理洋行及进出口业务是珠海路商业经济的一大支柱，如公元泰、广昌和、

今升祥、和生泰商号分别代理法国、英国、日本和香港的洋行；美孚（美国）、

德士古（德国）、亚细亚（英国）的火水油均由明光、贞泰、生昌、合益等商号

经营。进出口商有生泰栈、桓和隆、万成庄、广泰祥、亨泰、广记等二十多家。

这些代理洋行的设立和进出口业务的开设，是北海近代对外贸易的见证。

与进出口航运业务相适应的驳船业，以龙绍棠和许爱远经营的驳船最为有

名。

珠海中路有苏杭街之称，孔怡记、广记、昆仑、东华公司、人和兴及联茂等，

是苏杭街的名铺。此外，卖土杂货的贞泰、亨泰、生昌、广珍祥，以及卖药材的

广瑞祥、永顺和、永祯祥、兆生祥等铺也很有名气。此街的茂和书店，是民国期

间北海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书店。

珠海西路较有名的商行有胜隆、和生、广泰祥、永泰、均隆等数间。其中均

隆以其经营的殷实、重视信誉而名扬北海商界。

在珠海路众多的商界中，有四人是商界的名人，他们是：生泰的陈鸣东、荣

昌泰的吴栋南、罗仁裕的罗振东以及广昌和的梁戴三。他们在商场中以精明能干、

足智多谋著称，被誉为北海商界的“四大天王”。

20世纪 20 年代末，苏杭街的东华公司门前贴一副对联：“选办环球货品；经

营世界匹头”，人们从中可看到商业家们在经营上的气魄和胆略。这些名噪一时

的商号及商界的佼佼者，在这样 1.5 公里长的珠海路，开创了当时北海商业的鼎

盛时期，为北海商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濒临大海的“下水铺”

北海的珠海路（包括其前身“大街”）是一条老街，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中叶，它是北海市的商业中心，曾有过商业的鼎盛时期。这条离海边只有七八十

米的老街东西走向，与北面的海岸线平行，街道两边的铺面南北相望。北面铺的

屋后临海，为防止船艇碰撞房屋，屋后都安放防撞木桩。每到涨潮，海浪拍击屋



后的墙壁便溅起雪白的浪花。由于北面铺的屋后与大海相接，所以珠海路的商人

便给它起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代名词“下水铺”。“下水”除了与“北面”同样具有

方向性外，“下”是表示北面铺的地势位于低处（珠海路的地势南高北低）；“水”

字的含义更广，它除了表示这些店铺靠近海（水）之外，还有旧指银子的成色，

转为货币兑换补贴金及汇费之意，如“汇水”、“贴水”等。所以说，下水铺的名

称既形象地反映了珠海路的地理形势，又有地方商业特色。

由于下水铺的地理位置特殊，使其具有做生意非常优越的条件，具体表现在

如下几方面：一，下水铺屋前骑楼顶端的面壁和屋后的顶墙都可标示商号的招牌，

街上和海上都可分别看到。二，下水铺的房屋长达四五十米，屋前为做生意的铺

头，屋中为仓库，屋后临海，可泊船艇，这是集经营、仓库、码头于一体的经商

之地。三，从海上开来的货船，潮涨时可直接泊到货主屋后的码头装卸，这样可

省去不少运输费和时间，也方便一些商人走私。四，由于下水铺向南，在炎热的

夏天，屋内能享受到凉风习习的南风。屋内的小天井可安装简易手摇管井，供应

日常生活用水。厕所则设在屋后伸出海面的地方，既清洁凉爽又别有情趣。由于

上述优越条件，尽管下水铺的屋价或租金较昂，但商人们还是争着购买或租用。

珠海路进出口商的铺头和有名的商号，大都位于下水铺。

珠海路的北面铺被称为下水铺，那么它的南面铺很自然地被称为“上水铺”

了。由于上、下水铺的名称能反映街道两侧的方向，所以北海人习惯把旧市区的

沙脊街和中山路的南、北面的店铺分别称为上、下水铺。

老街“辟邪”习俗

北海的珠海路是一条很有特色的百年老街。前些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珠

海东路 120 号东邻巷口，有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小石碑，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是旧时人们用来“辟邪”的。后来我到那儿一看确有此碑，却是近几年立

的。早在 10 多年前我参加北海的文物普查期间，好几位老北海曾说过，珠海路

“下水铺”的一些巷口都立有这样的石碑。当时，我只知这是一种辟邪习俗，至

于“泰山石敢当”几个字的来历及其内容，却未曾过问，偶然谈起也很少有人说



得清楚。

查阅典籍，知道在唐朝，我国有些村落巷口，都有立“石敢当”石碑辟邪的

习俗。古人把使人畜致病和害人的“妖魔鬼怪”等东西统称为“邪”。辟邪就是

驱除邪祟，当时人们的做法因地制宜，如居住在山上的人，“宜养白犬、白鸡，

可以辟邪”（李石的《续博物志》）；对于村民居住的“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

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继古丛编》）。后来山东一带的人们因其

境内有著名的泰山，故在“石敢当”之上加“泰山”二字。一来“泰”有“否极

泰来”、“国泰民安”之意；二来认为泰山很威武，只要有“泰山石敢当”碑石的

地方，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来捣乱，因泰山是“石敢当”的后台。就这样，这一

辟邪习俗便风靡华夏大地，故北海开埠后，老街的一些正门或巷口，也立“泰山

石敢当”碑石，成为老街建筑的组成部份。我以为这些碑石在“文革”中破“四

旧”时已荡然无存，却想不到于近日写此文期间，在民建一街 35 号西墙临街的

墙脚还偶然发现一块，字迹虽然大部份被损毁，但“石敢”二字还能清楚地显示

出来。这块立于北海市区最古老街道的碑石，也许是仅存的一块了。

此外，在北海的老街中，还有用“太极八卦图”来辟邪的。该图的中心是“太

极”，其外围是“八卦”。在《汤·系辞上》解释：“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并认为“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孙中山先生用近

代科学观点，对太极与物质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诠释。所以说，太极八卦图是中华

民族古老灿烂文化的一部份。后来由于道教的影响，以及一些人利用该图作为占

卜的工具，因而民间相信它能驱邪避难，故在家庭的门头或屋梁上都绘制太极八

卦图。今珠海东路 5、7、9 号三间临街墙面的上方（见题图）都塑有该图（直径

约 60厘米），是反映北海老街辟邪习俗的代表建筑。

珠海路老街的建筑具有中西建筑糅合的特色，然而“泰山石敢当”碑石和“太

极八卦图”等辟邪物在老街建筑的出现，更使珠海路的建筑具有鲜明的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个性特色。



珠海路的管井

珠海路在拓建前由多条老街连接组成，这些老街虽然只有 4米余宽，却是当

时北海马路最宽的街道，故通称“大街”。但这条大街却没有水井，居民必须到

位于今中山路（当时叫牛车路）一带的水井担水吃。也许是这一重要原因，珠海

路“上水铺”有多条小巷通往沙脊街，沙脊街又有多条小巷通往牛车路。这些小

巷既是人行道，也是担水道，而且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故老北海也通称这些小

巷为“担水巷”。由于珠海路的居民担水路程较远，有些店铺或家庭没有人担水

的，便请人担水，这样便有了担水卖的一些个体劳动者。

1952 年，为了解决一些街区市民用水的困难，市政当局拨专款建北海市自来

水厂，并在牛车路西面叫鸡行的地方打了四口大井（井址在今市中医院内）作为

供水井，后因故没有建成。珠海路拓建后，于 1928 年由北海市商会牵头，各商

户捐资，从外地请专业打井队到珠海路打管井，从珠海东路西段（原东泰街）至

珠海西路东段（原升平街）近 800 米路段马路的边缘，每隔约 80 米便有一口管

井。这种管井是一种管泵与杠杆的简易联合装置，只需在地下打入一根数米深的，

直径约 10 厘米的铁管（吸水用）和安放一个支架，再用一木制杠杆把铁管内的

吸水管和支架连接起来便可构成。这一日口管井极大地解决居民日常生活用水。

打水时，打水人手握杠杆末端上下起动，水便从管嘴流出。这种打水装置不但投

资少，而且安全、卫生，一天 24 小时随时可打水，也不用交水费，打出来的水

非常清澈，其透明度可与现在的矿泉水相比。

这 8 口管井安装以后，市民非常高兴。对于珠海路的居民来说，不用再穿街

过巷去担水了，也大大地减轻了其它水井数十年来人多打水的压力。每天黄昏（每

天在这个时候打水的人较多），珠海路各店铺的工人以及担水卖的人都到较近的

管井去排队打水。那有节奏的流水声和一双双水桶挪动的碰撞声，犹如珠海路的

“黄昏交响曲”；而那些从海里游泳上岸的小孩们，则趁没有人打水的空隙，互

相赶忙打水，让那清凉的泉水把身上的海水冲得一干二净，这又构成了珠海路一

幅特有的风情小景。



1959 年珠海路安装了自来水，约在六十年代中期，管井从此结束了它长达

30多年的历史使命。

珠海路，近现代建筑的年鉴

在北海旧市区，有一条路引起不少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和重视，这条路就是珠

海路，代表着北海旧市区的城市建筑风格。它的形成可上溯到 19世纪 80 年代，

与西方建筑传入北海以及北海的广府商人对骑楼建筑的喜爱有密切的关系。

1876 年，北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西方的券廊式建筑逐渐传入北海；1926

年北海作为广东的商埠准备升格为独立市，在北海经商的广府商人把广州商居两

用的岭南骑楼建筑也“搬”到北海来。这些中外建筑艺术，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北

海建筑规划师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本地建筑工匠，把貌似沙脊街（北海早的老街）

的大街，改造成中西建筑风格揉合的商业大街——珠海路，此路因具有这一建筑

特色而闻名遐迩。

珠海路的建筑特色，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具有西欧特色的临街窗户

珠海路二楼以上的临街窗户用的全是百页窗门。窗顶则采用砖砌的一圆心拱

或二圆心拱。窗拱底部，全用太阳纹图案装饰。据说太阳纹图案（属几何形式）

的产生，最初来自古埃及人对太阳神的崇拜。以后这种放射状的纹饰，在欧洲的

建筑中被普遍应用在窗拱或门拱的底部。窗拱外沿有雕饰线，支持拱券墙体的是

方形柱子，柱子的顶端也有雕饰线（又称“线脚”），它位于拱券末端与柱子顶端

的连接处，起着既分隔又联系的过渡衔接作用。这些雕饰线工艺精美，线条流畅，

使本来平板的墙面满墙生辉。墙体的结构层次清楚，曲直线条富于变化，颇具立

体感，因而具有较强的艺术效果，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二、临街的“空中雕饰长廊”

珠海路临街的女儿墙，都有不同风格与特色的雕饰。它们主要是出自中国本

土上的，也有来自西方的。但更多的是中西方雕饰的融合，形成长达一公里半的

两条“空中雕塑长廊”，其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三、具有岭南特色的骑楼建筑

珠海路临街的“骑楼”高 4米，宽 3 米，是这条路的建筑特色之一。它不但

让铺面往外延伸，也使该路向两侧扩展，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便于观赏、购物，

又可挡风、避雨、遮阳。骑楼的柱子粗重厚大，颇有古罗马柱头的风格。

四、洁白典雅的临街墙面

珠海路临街的墙面（包括建筑的内外墙），全部用白色的纸筋灰批抹，使整

个建筑群呈现洁白典雅的情调。犹如北部湾畔的一串明珠，在太阳光下发出夺目

的光彩。

五、专供书写商号的临街墙面

珠海路临街二楼窗台的墙面和骑楼的柱头的立面，是专供各商铺书写各自商

号招牌使用。其中不少招牌的书写是出自本地或广府著名书法家之手，具有一定

的艺术价值。当你在街上游览，那些名目繁多的大招牌，犹如商铺里各种琳琅满

目的商品，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充分显示骑楼建筑具有优越的使用价值。

珠海路的建筑因有统一的建筑基调，以及具有西方建筑的韵味和我国南方骑

楼建筑的特色，成为北海近现代的建筑年鉴。

作家舒乙对珠海路的妙喻

舒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1996 年 5 月底，他和曾敏之、陈建功、蒋子龙等

11位作家应邀到北海参加由市政协主办，市委宣传部、北海日报社等六单位协办

的“京津港文化名人笔会”。会议期间，作家们参观了珠海路。这条具有中西合

璧情调的老街使作家们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很有历史价值的老街，是北

海不可多得的一个旅游参观点。在一次座谈会上，舒乙代表作家们向有关负责人

提出了保护珠海路的建议。

舒乙回到北京后，于 6月中旬写了一篇题为《连接北海和新加坡的脐带》的

文章，它开头是这样写的：“北海有一只金饭碗，绝对是一件宝。这只金饭碗，

是一条街。这条街叫珠海路，是条老街，保存得相当不错。老街怎么是金饭碗？

为什么？”接着，作者谈了对珠海路的一系列感受，因为他来北海之前曾到新加



坡考察。这次他参观珠海路时使他“大吃一惊”：“这条老街竟然和新加坡的老街

一模一样”。作者的父亲是我国已故的著名作家老舍，老舍先生于 1928 年前在新

加坡教书期间写了一部以新加坡为地理背景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小坡是

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因生在新加坡早期开发时，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人建的一条

叫小坡的街而得名。“整条街全是二层小楼，结构完全一样，一律有‘骑楼’，行

人道可避风遮阳。二楼的窗户是券拱结构，相当漂亮，房外面一律抹灰，色泽淡

雅。”这条街的“房子成了新加坡的标志和骄傲，也是它的古董”。作者因而感叹：

“在新加坡被视为国宝的老房子居然和珠海路一模一样”，“其样式同出一辙”。

作者认为：“北海原属广东，北海在历史上是广东人建造的。北海和新加坡是地

道的双胞胎，像磕模子一样……这使北海和新加坡之间有了一条脐带。”

在旧中国，华侨在异国深受歧视。今天祖国强大了，并进行改革和开放，广

大华侨和侨裔“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都“义无反顾地返回投资”，其投资额

占“海外投资的 70%”，“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新加坡和北海都靠海，

其历史的发展又是如此的相近，两者有着“共同的根”，由此作者得出“合理的

结论是：北海到新加坡去招商，必能获得大的成功……为此，要作许多文章，比

如请祖籍广东的新加坡人组成访问团访问北海……派北海的招商团访问新加坡”

等一系列互访活动，“就会把连接北海和新加坡的脐带保住，仿佛是有了根，就

会形成有北海特色的快速发展”。

作者最后说：“将珠海路比作金饭碗，是形容它的价值，保住它，就宛如保

护一只金饭碗，能给北海带来巨大的财富”。

专家学者眼中的珠海路

在一次市政府召开的文物保护会议上，一位副市长曾说，珠海路是一条很有

特点的路，第一次来北海参观的朋友，都带他们去参观，看了以后他们便大致对

北海的历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0年前，北京的一些建筑专家考察珠海路后，曾提出建议——日后若改造珠

海路，骑楼和临街的建筑应保持原貌。



1994 年 7月，北京市古建筑研究院院长王世仁应邀到北海参加“北海国际文

化艺术城”的方案设计，他参观珠海路时感慨万分地说，这条路不但很有特点，

而且保留得这么好。新加坡也有这么一条街，但没有北海的珠海路这么长和具有

文物的特点。王院长建议，应按照文物的修复原则去恢复其原貌，使它成为文化

旅游一条街，这在中国也是一绝。

1996 年 5月，在一次北海旅游宣传座谈会上，香格里拉的法籍容总经理说，

北海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珠海路，它很像新加坡一条著名的老街。新加坡在过去

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曾把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老街拆掉，后来想到开发旅游业时

才感到后悔。希望北海市政府能重视这条老街的保护。

此外，我国著名作家舒乙，美籍华人学者孙洁，英国建筑专家白瑞德，他们

参观珠海路后，对 20世纪 20 年代珠海路建筑的成就及历史价值均作了高度的评

价。

如果说上述中外各界人士对珠海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评价是“英雄所见略

同”的话，那么1997年 12月 29日到北海访问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皮埃尔·布

尔克（下简称布市长）参观珠海路后，把珠海路的价值一下子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建议“北海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珠海路老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来保护”（下简称“申遗保护”）。布市长的建议着实让北海人感到惊奇。

据有关资料介绍，布尔克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的市长，阅历丰富。他主政

期间，对旧城蒙特利尔的修复、开发和利用十分重视，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

使该市成为一个观光旅游城而带来财富，该市因此引以为骄傲。布市长参观了珠

海路之后很自然的回忆起修复前的蒙特利尔旧城。在他看来，珠海路具有“真实

性”和“完整性”的有利条件，故向北海建议“申遗保护”。

笔者认为，布市长对北海的建议是一回事，而我们北海能否“申遗保护”又

是另一回事。因为“申遗保护”是有评审标准的，主要有如下三点：一、申报项

目的自身价值，其中的一条评审标准是：“可作为一种类型建筑群或景观的杰作

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的作品。”此外，还要有“当



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保护该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及“该遗产项目环境的协

调及对不协调状况的克服程度”，这是评审标准的第二、三点要求。说具体一点，

北海的珠海路要想“申遗保护”，必须做许多工作，首先一条，市政府需要投入

资金，对珠海路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克服珠海路环境

的不协调状况。用作家舒乙的话来说，就是“将珠海路面貌正在发生破坏性变化

的趋势扼制下来”，以确保其真实性。

美籍学者孙洁谈珠海路

1993 年 9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孙洁女士（台

湾省人），她曾在国外多所高等学府受过教育，现在是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先

后到过欧美和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观赏了许多大都市的风光，游览了不少名胜

古迹。她谈吐文雅，富于想象和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她第一次到北海便被珠海

路的风物所吸引。下面是孙洁女士谈参观珠海路的感受：

“我来北海之前看了一些有关北海的资料，对北海有了初步了解。到了北海

经过实地观察，我认为北海是一个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都很好的地方，尤其是珠

海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象发现了新的文化古迹，吸引我去观察它，了解它。

我想不到北海有这么一条很有特色的长街。”

在谈到珠海路的印象时，孙洁女士说了这么几点：一、珠海路临街两边除了

有高大的骑楼外，墙面的窗柱、窗拱雕饰线以及墙顶上造型各不相同，具有中国

民族风格的雕饰非常美，很有艺术特色。为此，我拍了不少照片留念；二、我到

过云南大理，那里的建筑物全是白色的，珠海路的建筑物也全是白色的，尽管多

年没有粉刷，但不难看出它“年轻”时洁白迷人的风韵；三、我发现珠海路东头

有几口水井，其中有一处是双口水井，对珠海路来说，它是一处古迹，这无形中

把珠海路的历史往前推到更为遥远的年代。

另外，我还发现了罕有的小巷，那就是珠海路与沙脊街之间南北相通的小巷。

台湾东部有一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小巷，当地人叫“摸乳巷”。巷名不太文

雅，它是指女性在这些小巷相对而行时，相互只能擦胸而过，是对小巷窄小程度



的形容而已。当我走进这些小巷时，感觉它很长，就象它的历史一样悠长，像走

在一条被人遗忘的，古老而幽深的小道上。

有一天，我站在珠海中路朝东西两头遥看，却望不到尽头，那时候我才发现

珠海路气势不凡，很象一条龙，龙头在海关，龙尾在外沙。我这样形容是浪漫了

一点，我的意思是说珠海路是个好地方，尽管整条街现在的墙面斑驳，行人稀少，

但不难看出它曾有过商业繁荣的历史时期。

谈话中，笔者向孙洁女士提了一个问题：银滩现在已成为我们北海的骄傲，

如果把银滩和珠海路相比，您更喜欢哪个？

孙洁女士说：“北海银滩的确很美，坦率地说，作为海滨旅游区，大陆有很

多，台湾有很多，国外就更多，但像珠海路这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有独

特民俗风情的商业老街给我印象是如此之深，从这一点来说，我更喜爱珠海路。

不过，我发现珠海路有些新建的房子，墙面全部贴上瓷板，如果所有重建的房子

都这样，那么珠海路的风貌将大为逊色，我这样说，不是反对把旧房子拆倒重建，

而是重建时应保留临街墙面的原貌。……”

谈话结束时孙洁女士说，希望北海保护好珠海路。

珠海路何日风采依旧

20世纪最后 10 年间，北海珠海路的历史价值和建筑风格，受到不少中外专

家学者的关注和称赞；21世纪的头几年，珠海路开始受到土生土长的北海人的重

视和关心。前些日子，苏姓女作家以她优美的散文《老街，老街》在《北海日报》

发表，把老街珠海路的“骑楼像客栈一样收留了我们，正如小城曾收留过我的童

年和青春”的经历，作了美好而又甜蜜的回忆；而一位严记者则在“关注珠海路”

的专栏中呼吁：“珠海路的修复改造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选择，国内外有许多值得

借鉴的经验——尊重原貌，保护根脉”。这两位年轻的北海妹从不同的角度表达

了对老街的情感和关爱，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北海老街的保护，近几年来，北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

“近代建筑物及建筑群，如有一定的保护价值”，按“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要求，



在规划上做了许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的工作。如 2000 年 6

月，派出专家组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考察后写了考察报告，介绍国外保护老城的先

进经验；2000 年 8 月，编制了《北海市珠海路、中山路历史建筑档案》，为老城

区修旧如旧的保护建立资料库；2001 年 9月，邀请同济大学风景旅游系与北海市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北海市旧城区保护与旅游规划》；2001 年 10 月

17 日，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蒋大卫教授等 11

位我国顶级的专家，对《北海市老城区旅游与保护规划》进行了评审。此外，还

邀请老街的群众代表参加保护老城区的各种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尽管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为老街的保护做了许多工作，但老街的面貌还不断发生破坏性的变

化。《北海日报》梁记者于 2004 年 8月 19 日发表《百年老街在受折磨》，文中说

“被专家学者们誉为‘近现代建筑的年鉴’和‘凝固的音乐’的老街，因各种原

因，现在却正在遭到破坏”。不少老北海说，珠海路现在已成为一条衰落的老街、

寂寞的老街、被遗忘了的老街。使每一位关心老街的人甚感痛惜。

对老城区骑楼建筑的保护，中外的一些城市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笔者于数

年前在中央电视新闻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新加坡一条两层的骑楼老街被拆除，却

保留临街的立面建筑，前后被多条长木条支撑着作临时性的保护，待重建时把后

面新建的房屋与前面的原立面建成一体，做到保护临街原立面的真实性。新加坡

把这些老街（如牛车水）改造后定为“国保”，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而吸引众多

的外国游客。

《广西日报》在今年 11 月 12 日第 11 版的头条，以半版的大篇幅刊登黄金

献撰写的《骑楼城：一百年的活色生香》的老城区改造的报道。文中把梧州市的

“印象中的骑楼街，不过是消失在历史中的那个繁华城市留下的破败残骸”。经

过一年多的时间，“本着修旧如旧、充分保留和再现梧州骑楼建筑风格的原则”，

建成一个“活色生香的骑楼城”。看完这篇报导，笔者发现梧州与北海在近代对

外开放都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而两地的骑楼建筑“与新加坡牛车水，广州上、

下九路一带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总长 7 公里的梧州城区百年之后却变得如



此活色生香。而我们北海总长不到 3公里的骑楼老街还如此破败。北海是我国沿

海对外开放的 14 个城市之一，珠海路的临街立面建筑，无一不打上近代对外开

放的烙印，比之中外的骑楼建筑更具有文物的特点。遗憾的是，近年来，北海老

街不断遭到破坏性的改变，这与对外开放的城市形象是很不相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