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路的管井

珠海路的前身大街没有水井，居民必须到位于今中山路（往昔叫牛车路）一

带的水井担水吃。也许是这一重要原因，大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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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由于大街的居民担水路

程较远，有些店铺或家庭没有人担水的，则请人担水，这样便有了专门担水卖的

一些个体劳动者。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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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大街拓建成珠海路后，由北海商会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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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便打一口管

井。这种管井是一种管泵与杠杆的简易组合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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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口口管井极大地解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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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地减轻了其他水井数十年来人多打水的压力。每天黄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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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清凉的井水把身上的海水咸味冲得一干二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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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管井才逐渐被淘汰。

往昔珠海路的居民到管井打水

珠海中路遗留的惟一一个管井遗迹（图中路边地面的圆形物，是埋在地下的管井口残迹，旁边为管井

的铁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