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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州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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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地处南流江三角洲南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江河、海洋交通之

利。自汉代起便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随着经贸兴旺，县城廉

州的市集也随之兴起。

廉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市集是廉州江西岸的阜民圩，该圩早在汉代已

形成。明代在今阜民北路与阜民南路交汇处建一座两柱一门洞单檐的石牌坊，碑

额上刻“古阜民圩”四字，落款是“大明正德五年荷月”。

明代时，廉州古城东郊有卫民圩，俗称东圩，是当时农贸市集，无圩期，每

日成集，交易商品大多为附近农村的农副产品。清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康基田为

了繁荣廉州市场，复建卫民圩，在该圩增建商铺二百间，扩大了规模。主营商品

扩展到木器、铁器、纺织品、茶叶和各种农副产品等。廉州卫民圩对廉州商业的

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廉州在明代作为对外“互市口岸”，引得南海诸岛国商贾纷至沓来，他们以

其本国土特产在廉州交换合浦珍珠、陶瓷、丝绸和茶叶等物，形成廉州珠市。珠

市位于阜民北路南端，时有商铺三十多家、临时珍珠摊档二十多摊。

而廉州古城西北隅、东山寺西北侧的“牛圩”更颇具特色。牛圩始建于明代

万历年间，三日一圩。牛圩设在小山坡上，占地十多亩，圩中心有两棵古榕，榕

树下有几摊饮食摊档。清光绪年间，廉州牛圩最盛，本县的山口、白沙、公馆等

地及廉州邻县的钦州、灵山、博白等县均有农民来廉州采购耕牛，每天有近千头

耕牛上市。每当圩日，都有近十名“牛中”（即中介）在牛圩穿梭行走，介绍客

商购买耕牛。每个牛中的手中都拿着一根约 80公分长的竹棍，上刻“打码字”，



议价时，用刻有打码字的竹棍，互相指指点点，卖主点头即为成交。外行人是不

知其所以然的，耕牛价钱成交按例给小费“牛中”。到了民国时期，牛圩每圩也

有一二百头耕牛、菜牛上市。牛圩仍然是三日一圩，占地近十亩。廉州牛圩一直

延续至今天，地址不变，圩期依旧，仍然有牛中在介绍客商购买耕牛，收取介绍

费。

1931 年 3月，当时的县政府在城东郊的东校场东侧建东安市场。该市场为三

楹敞开式砖木结构的房屋，每楹长约 30 米，宽约 6 米，以出售农副产品，牲畜

饲料及猪苗为主，市场无圩期，每天上午十时成市，下午三时散市。其中猪苗市

场专售各地良种猪苗，猪苗市场有介绍顾客买猪的中介人，俗称“扯猪索”，又

称“猪索婆”。同年在城西的廉州江畔三甲社的大坟坡建西安市场，市场为敞开

式的房屋两幢，每幢长约 30米，宽约 5米，前有空地数亩。因右侧有一大坟塜，

故俗称大坟坡市场。西安市场以交易农副产品为主，开市和收市与东安市场相同，

于 1953 年撤销。

阜民北路北端的一段路，旧称圩地街，也即古阜民圩旧址的部分地域。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开辟马路后，该街两旁商铺为骑楼建筑。其商铺大多经营布疋（洋

土布）、山货（竹器）、木器、织染等，马路两旁每天中午有大米、黄豆、芝麻

等农副产品出售，每天赶集群众多，热闹非凡，车辆无法通过。圩地街市只限中

午期间成市，下午二时即收市。圩地街市集于新中国成立后取消。

阜民南路崩坝口附近有一市集，俗称“光市街”，只一幢敞开式的房屋，长

约 50 米，宽约 7 米。因该市集上午十时开市，下午三时收市，故称“光市”。

廉州话“光”意即“晏”之意。该市主营猪牛肉、虾、蟹、鱼、蛤、螺等海鲜。

赶市群众部分为廉州附近的农民，部分是廉州群众。抗日战争时期为躲避日寇飞

机轰炸，光市街先后迁至阜民南王子万后园荒地和钦州巷与北山村交汇处。“光

市”于 1956 年撤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廉州除上述市集之外，城内外同时还有四个菜市：一个

是蒌行街菜市，位于蒌行街中段靠江处，有敞开式房屋一幢，长约 30 米，宽约

12 米。市场分肉行、鲜鱼行、蔬菜行和副杂行。二是沙街尾菜市，该市场规模较

小，位于今康乐街上段，靠江处，有敞开式建筑一幢，长约 50 米，宽约 6 米。

市场虽小，但肉类、鱼类、蔬菜、副杂品、豆制品等一应俱全。三是奎文路西段

的钟鼓楼市场。市场有敞开式房屋一幢，长约 60米，宽约 12 米，坐北面南，内

也设有猪牛肉行、鲜鱼行、蔬菜行和副杂行等。四是廉州新街菜市，位于城西的

新街，紧靠廉州江，座西面东，有敞开式房屋一幢，长约 40米，宽约 12 米。这

是廉州镇较中心的一个市场。1953 年廉州的这四个市场先后被撤销。

此外，上世纪初期廉州还有专卖市场和专卖街。廉州城西的惠爱西路，旧称

缸瓦街，该街长约百米，宽约 3米，清代至民国初年专营陶瓷器为主。古城西门

外的石桥街至上街的“蒌行街”，清代至民国初年，该街专营安南产的一种药材

“蒌”。城西门北侧有“槟榔街”，该街专经营安南产的槟榔。廉州水漕街至中

山路交汇处的小巷，长约 30 米，宽约 2.5 米，这条小巷专营各种雨伞的，故称

“雨遮巷”（该巷于 1959 年扩建西华路时堵塞）。廉州江上游西岸有上柴栏和

下柴栏街，这两条街过去专营竹、木材和木柴为主。过去合浦北部和灵山、博白

等地的竹、木材，均由南流江运至党江港出海东行，从乾体港溯江而上至廉州江

上游登岸，在上柴栏街和下柴栏西岸销售，当地商人购回竹木加工成各样器物也

在上此出售，故称上柴栏街和下柴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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