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的闸门

老街的闸门消失至今已有 80年时间，只有年过 80多岁以上，在北海土生土

长的老人才记得它的模样。这是一种古老的“安全门”，由高约 3 米、宽约 3-4

米的大门框，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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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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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关十年报

告“1892-1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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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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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窗趸”，它们是老街铺面的一大特色。趸

脚侧面有一内砌小空间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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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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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作用是晚上有人来买少许货物时，可从此窗交



货接银，以防止盗贼借入铺买东西之机抢劫。趸面有两个作用：一是顾客在趸上

的小窗买东西时，可把买到的货物暂放在上面，以便腾出手来交接贷款；二是用

作更夫晚上临时的睡床，在那儿休息易于监视街上的动静，一旦发现盗贼或火灾，

即紧锣密鼓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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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员”的作用。

2005 年岁末在原升平街东邻金鱼巷口发掘到的闸门石脚，残长 245 厘米（全

长应为 288 厘米），宽 42 厘米，厚 20 厘米，为花岗岩石质。石脚面共有 9 个方

形孔，孔每边长 10.8 厘米，深 5 厘米。从石脚的发掘地点和它的长度来分析，

它应为原升平街东面街口的闸门石脚。升平街路碑的上款刻有“同治元年岁次壬

戌孟夏吉旦”时间，说明升平街东西两端的闸门是于同治元年(1862)安装的。这

块闸门石脚，犹如刻着 9 个方格的无字碑，向人们“诉说”着往昔老街曾遭受过

的浩劫，和以后老街先后建造数 10个闸门保一方平安的故事。

往昔靠近海边的那一串长长的老街于 1927 年被拓建成现代化的大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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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老街的闸门关闭后，更夫在巡夜值班



图为珠海东路一横巷的一个闸门。昔日北海老街的闸门与这个闸门相似

往昔升平街和金鱼巷闸门关闭后的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