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在海滩上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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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著名作家舒乙（老舍之子）参观

了珠海路谈到的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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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4 月 6日，

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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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其斑驳的临街立面，感受到它

的岁月沧桑而称它为“百年老街”。其实现在人们看到的珠海路，它的历史只有

80年，它的前身“大街”的历史却比它还要长一些，这是一条真正建在海滩上的

百年老街。

“大街”建在北海第一街——沙脊街的北面，比沙脊街更靠近海。每当大风

袭来，巨浪冲击海岸的浪花会飞溅到“大街”“下水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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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端建大西街（至今新兴路口）和西靖街（至今盐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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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这些街名不是有“平”、“安”、“靖”、“泰”

等字，便有“兴”、“华”、“龙”等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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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晚上一街平安。所不同的是“大街”的街道比沙脊街宽两米余，

长 400 多米而已。这是“大街”得名的原因。一位居住在东泰街的 90多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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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被迫对外开放，英国的国旗在“大街”的英领馆升起，给“大街”的

历史添加了沉重的一页。

立于同治三年(1864)的大西街路碑，此碑于 2006 年 3 月 12 日被发现，碑高 47 厘米，宽 107 厘米。大

西街是昔日大街若干条短街中的一条

图为立于同治元年(1862)的升平街路碑。此碑于 2006 年 1 月 7 日被发现，碑高 43.5 厘米，宽 170 厘

米。升平街是昔日大街若干条短街中的一条



图为往昔沙脊街的临街建筑风貌及兴旺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