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的“辟邪”习俗

北海的珠海路是一条很有特色的百年老街。前些时候，一位朋友对笔者说，

珠海东路 120 号东邻巷口，有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小石碑，问笔者是什么

意思？笔者说这是旧时人们用来“辟邪”的。后来笔者到那儿一看，确有此碑，

却是近几年立的。早在 10 多年前笔者参加北海的文物普查时，好几位老北海曾

说过，珠海路（包括其前身“大街”）“下水铺”的一些巷口都立有这样的石碑。

当时，笔者只知这是一种辟邪习俗，至于“泰山石敢当”几个字的来历及其内容，

却未曾了解，偶然谈起也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查阅典籍，知道在唐朝，我国有些村落巷口，都有立“石敢当”石碑辟邪的

习俗。古人把使人畜致病和害人的“妖魔鬼怪”等东西统称为“邪”。辟邪就是

驱除邪祟，当时人们的做法因地制宜，如居住在山上的人，“宜养白犬、白鸡，

可以辟邪”（李石的《续博物志》）；对于村民居住的“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

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继古丛编》）。后来山东一带的人们因其

境内有著名的泰山，故在“石敢当”之上加“泰山”二字。一来“泰”有“否极

泰来”、“国泰民安”之意；二来认为泰山很雄伟，只要有“泰山石敢当”碑石的

地方，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来捣乱，因“泰山”是“石敢当”的后台。就这样，

这一“辟邪”习俗便风靡华夏大地，故北海开埠后，老街的一些正门或巷口，也

立“泰山石敢当”碑石，成为老街建筑的组成部分。笔者以为这些碑石在“文革”

破“四旧”时已荡然无存，却想不到于近日写此文期间，在民建一街 35 号西墙

临街的墙脚还偶然发现一块，字迹虽然大部分被损毁，但“石敢”二字还能清楚

地显示出来。这块立于北海市区老街道的碑石，也许是仅存的一块了。

此外，在北海的老街中，还有用“太极八卦图”来“辟邪”的。该图的中心

是“太极”，其外围是“八卦”。在《易·系辞上》解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并认为“太极”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孙中山先生曾



用近代科学观点，对“太极”与物质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诠释。所以说，太极八卦

图是中华民族古老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后来由于道教的影响，以及一些人利用该

图作为占卜的工具，因而民间相信它能驱邪避难，故在家庭的门头或屋梁上都绘

制太极八卦图。今珠海东路 5、7、9 号三间临街墙面的上方都塑有八卦图（直径

约 60厘米），是反映北海老街“辟邪”习俗的代表建筑。

近代，北海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珠海路老街的建筑受到殖民建筑的影响

而具有中西建筑糅合的特色，然而“泰山石敢当”碑石和“太极八卦图”等辟邪

物在老街建筑的出现，更使珠海路的建筑具有鲜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个性特

色。

珠海东路 120 号东邻巷口的“泰山石敢当”石碑



珠海东路两间骑楼临街立面雕刻的“八卦图”。左屋的八卦图位于女儿墙的正中（箭头所示）；右屋的

“八卦图”位于中间窗台的下方（箭头所示）

民建一街一户人家的门头顶上的“八卦图”和“照妖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