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的“海脚底”风情

外地人听到“海脚底”这个地名也许觉得很特别，它是北海人“创造”的、

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昔日整条珠海路北面相应的海滩地带，每当海水涨潮时会

漫到珠海路“下水铺”屋后的墙脚，退潮时则呈现一片宽阔的海滩。北海人认为

这里是“海脚”，是地势最“低”的地方，所以给它起了个奇特的地名——“海

脚底”

昔日海脚底最美丽的景致是一片宽阔的沙滩。如果海水在白天退潮，一些老

街的市民（大多是妇女和孩童）赤着脚到沙滩取点海鲜。有的用一个很简单的工

具扒螺，有的用双脚掌拧螺。螺的种类多为指甲螺、车螺（学名文蛤）和红螺。

有的小青年用一根约一尺长的小竹管插到沙滩的弹虾孔内，然后用力猛吹几下，

弹虾便从另一端的孔口爬出来而被抓。在白凡鱼生长的季节，一些人则用自制的

小网合伙在齐胸深的海里捕鱼。这些市民到海脚底的劳作与其说是为了取点海鲜

丰富餐桌，不如说他们乐在其中更为恰当。

在海脚底“捡冷死鱼”则别有一番情趣，但不是常有的事，而是三五年，甚

至 10 多年才有一次。北海四季如春，在冬天，气温很少下降到摄氏零度，但也

有过冬天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上下的。约在 20世纪 50 年代初的一天早上，天气非

常寒冷，笔者听到一些市民说快到海脚底“捡冷死鱼”，笔者于是跑到海脚底一

看，见到一些年轻人卷起裤脚到岸边浅水里“捡冷死鱼”，岸上则站满了看热闹

的人。原来前一晚气温特别低，据郊区的农民说，菜地菜叶子上的“露珠”也结

了冰。因此，浅海里的海水温度下降，以至小鱼被冷死。那天早上我也到海里捡

了好几条冷死鱼。这几十年一遇的乐趣，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每天黄昏后，不管潮涨潮退，一些老街的男人都到海里游泳，尤其在涨潮时

候，许多渔船抛锚在海脚底，游泳者便爬上渔船跳水，有个别还带上钓鱼的用具

上船垂钓，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每年的端午节，若市里组织龙舟比赛，整个珠海路"下水铺”的屋后、码头

和岸边，看热闹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海脚底便成了欢乐的海洋。

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和改善蛋民居住环境的需要，从 1959 年 5 月起，北海

开始建海堤，围海造路。经过 3年努力，终于把全长 1.3 公里的海堤建成，命名

为“滨海路”。从 20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市政府将原海堤再往北扩展 80米，再

次围海造路，海脚底的昔日风情从此不复存在，但它昔日美丽的风光和人们在沙

滩上扒螺捉虾的特有风情，还会长久地留在老北海的记忆里。

20 世纪 70 年代初，老街的一位女孩在龙王庙码头下面的“海脚底”沙滩上玩耍。小女孩后面有几艘风

帆渔船。以后北海的机动船逐步代替风帆船，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往昔风帆点点的“海脚底”风情

不再。（此照片由周小燕提供）



昔日海水退潮时，老街的一些大人儿童在“海脚底”扒螺、捉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