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曲巷遗留的最后残垣

2003 年 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笔者路经正在拓建的旺盛路，一块黑色的残垣

映入我的眼帘。当时西斜的太阳正好照射着它，于是笔者赶紧回家取相机，从不

同的角度对这块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残垣，一连拍了好几幅照片。当时一

位“老北海”好奇地问笔者：“老周，你拍这块烂墙干什么？”笔者回答说：“这

块烂墙（见题照箭头①所示）是百多年前九曲巷（位于箭头②所示的方向）通往

三婆庙（箭头③所示）、外沙竹排桥（箭头④所示）和外沙（箭头⑤所示）的最

后一块残垣。”“老北海”听后有所醒悟说：“有意思，看来这一历史残迹只能在

照片里保存了。”

笔者对这块残存的墙垣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它对于北海市城区的历史来

说，是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沙脊街是北海历史上的第一街，是市区最古老的

街道。而九曲巷的历史比沙脊街更为古老。对于 500 年前古里寨（北海的前称）

的发展史来说，其发展的历程是先有南澫，后有高德，继而有北海和地角；而对

于只有近 200 年历史的北海市区来说，则是先有九曲巷，后有沙脊街，继而有后

街（中山路的前身）和大街（珠海路的前身）。九曲巷在其形成之初及后来的一

段历史时期，没有得到北海官方的命名，它是当时此巷的居民不约而同叫出来的。

在清末出版的《北海杂录》所附的北海市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地图中，也没有“九

曲巷”这个巷名。只有于解放后在九曲巷原址建成新的楼群以后，才有官方正式

命名的巷名：民建一巷和民建二巷。九曲巷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巨变，但老北海不

会因此而忘却这一古老的巷名。

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城市开发建设中，全世界的城市学家越来越注重对城市文

脉的追溯和研究。如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陆易斯·芒得福在他的《城市发展史》

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

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有了宿营地，贮物场……”他的论述印证了北海城市



发展的脉络，比如说，在北海市区没有形成之前，就已经有了北海村、外沙这样

的小村落和三婆庙（西方人称之为“圣祠”）；而在此之前，则早有了像九曲巷这

种原始的宿营地和贮物场。

箭头(1)所示为“九曲巷”遗留的最后残垣

“九曲巷”旧址内弯曲的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