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猪屎坡”

北海的“猪屎坡”是一个别具一格的老地名，它有着 100 多年的历史。在 1986

年编写的《北海市地名志》里，它虽然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被列入，却在北海的老

地名中小有名气。其实，“猪屎坡”真正的意思，用文雅一点的说法，是“猪粪

肥的集散地”。

北海的“猪屎坡”有三处：最早的一处位于今海城区三小对面一带。在清·道

光至咸丰年间(1820-1861)，那一带的西南面有一猪行专卖猪苗（后来称“旧猪

行”），因常有猪屎遗弃而得名；第二处位于古地名崩沙口的灰埠村，旧址为今光

明里；第三处位于东二巷北段的西面。因北海市区的地势南高北低，是一片大坡

地，故上面三处买卖猪屎的地方被称为“猪屎坡”。

北海早期的移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而且喜欢放养，让它们到处捡东西

吃。这些猪到处拉屎。而北海的农民种田很需要肥料，满坡的猪屎无疑是一种很

好的肥料。这样便有一些无业移民靠捡猪屎为生，成了捡猪屎的专业户，被人们

称为“猪屎佬”。他们每天肩挑一对粪箕，手拿一把猪屎耙，到有猪活动的地方

捡猪屎。此外，每天海水退潮，不管白天黑夜，他们都到海边的“蛋家棚底”和

珠海路下水铺屋后的“屋脚底”捡人粪。捡满一担后便挑到“猪屎坡”堆放。在

那儿，每个“猪屎佬”都固有各自的所属范围，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装猪屎的破缸

烂钵，或用竹子做成的竹围子。这些猪肥很好卖，尤其在春夏两个插秧季节。北

海周边乃至南康、西场一带的农民都拉牛车或推独轮车（又称鸡公车）到“猪屎

坡”购买粪肥。

在这三处“猪屎坡”中，最有名的是东二巷西面那处。清末民初，那儿是一

片坟地。约在民国十三年(1924)，当局迁走 200 多座坟后建居民住宅区。住宅区

建成后需命名地名，但“猪屎坡”作为地名不文雅，故改称同音（指北海方音）

地名——“知史坡”。当年在那儿建成的一条街便称“知史街”。“知史”与“知



事”（旧称知县）谐音，希望此街日后能出做官的人。尽管更名后的“知史”从

文字上看来不但文雅且有历史韵味，但它毕竟与“猪屎”同音，还是给人产生不

雅的感觉。1953 年有关部门根据它靠近和平路的原因，把“知史街”更名为“和

平里”。

昔日的“猪屎坡”已不复存在，“猪屎佬”也难以寻觅。但“猪屎坡”在北

海市区发展的初期也确实有过一点积极的贡献：一是为农民供应优质的有机肥

料，支持了农业生产；二是解决了一部分拾粪人的生计；三是对那一时期的市区

卫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四是“猪屎坡”在民间还产生了如“猪屎佬讲卫生”

（讥笑一些讲卫生的脏人），和“猪屎搅大粪”（以次充好或笨人教蠢人等多种意

思）等与猪屎有关的谚语，这些谚语虽然不大文雅，但它形象生动，富有幽默感，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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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猪屎佬”跟在猪后面捡猪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