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水井”的悠悠岁月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北海这块土地，不但拥有浩瀚的北

部湾海洋，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几百年来，正是这些地下清泉，哺育着从

各地到北海来的移民，使这片原本荒凉的海隅，到了明代初年，发展成为合浦沿

海八寨中的龙潭寨和古里寨。其中古里寨是北海最早的地名。

北海的地下水蕴藏不深，甚至一些地表有涌泉（北海人称“泉眼水”）喷出，

人们取水只需用瓢在泉水窝里舀水即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泉水窝里的水不

够用了，人们便在探有泉水的地方，挖了许多水井打水。在近代，北海市区约有

10余口井，大部分分布在中山路和珠海路一带的居民住宅区。其中有两处为“双

水井”，顾名思义，双水井即同一地有相邻的两个水井。它们之间相距仅 2 至 3

米，井宽 1米多，深 6 至 10 米，在北海所有的水井中，剖那儿打水的人最多。

位于中山中路与和平路西端交汇处路旁的双水井称“观音堂双水井”，因其

附近有一所观音堂而得名。观音堂是女信徒节日聚会吃素的地方，她们用该处的

井水做斋菜最为好吃，因此，人们把该井誉为“甘露井”。中山路和沙脊街的居

民大都到该双水井打水。光绪十三年(1887)重修该井时，在井边砌一墙牌，上面

嵌三块石刻。中间一块石刻的碑文为“龙泉井之神位”，人们把它作为“龙井”

和“神井”供奉。左右两块石刻分别记载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数，以及该井建造

的简史。在北海众多的老井中，它是至今发现有碑文记载的古井。

位于珠海东路的双水井，据说是由一庞姓家族的祖先建造的，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该双水井有一附属设施，即井与海边之间有一条用砖砌成的水槽，打

起来的水经水槽流到海边的蓄水池。渔船买水便摇小艇到蓄水池旁装载，并运送

到船上去。一些停泊在北海的外国轮船缺水时也雇艇到该处买水。由此可见，双

水井当初除供应附近居民用水外，还供应海上的渔民和外轮的用水。

该井还有一个名称叫“接龙桥双吊秤井”，缘起于该井的东侧有一条从东二



巷附近通往海边的露天大水沟，有 2 米多宽，1 米深。该井北面至海关路段早期

是一条宽约 2 米的小路，被这条大水沟隔断，群众过往很不方便。一次居民用好

几块长木板把横在路上的水沟给盖上，让行人从上面走过，当时有一街坊说，盖

在水沟上的木板很像一座桥，应给它起一个桥名，另一位街坊马上附和说，叫接

龙桥。在场的街坊认为“接龙”有吉祥意义，于是一致同意，这就是接龙桥得名

的来历。从此以后，昔日东泰街东端至海关的路段，便叫接龙桥，成为北海的一

个老地名。该双水井最初是利用两个形似“吊秤”的杠杆装置打水，所以人们又

称它为“接龙桥双吊秤井”。

由于市区逐渐繁荣，人口不断增加。珠海路于 1927 年拓建时，在路边安装

了几口“管井”（一种杠杆和水泵的组合装置，是全封闭的吸水器）。尽管这样，

这两处的双水井还继续发挥它们的供水作用。直到 1959 年市内有自来水供应，

大部分的水井和管井才逐渐被废弃。这两处经历了悠悠岁月的双水井至今还存

在。它们在北海的老街中，显示了其独特的双水井风貌，是北海市区 100 多年历

史的见证，属不可多得的历史遗迹。

和平路西端街边的观音堂双水井



观音堂双水井碑墙上的三块碑刻

接龙桥双吊秤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