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 康 古 井

廖 陆

薯苗行古井是南康老街四大古井之一，处在一个偏僻而寂静的角落。

穿过解放路老街骑楼群，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水泥小路，一直走到几百米外

转角处的尽头，远远看到一溜儿排开的几间民房，前面立有一块或两块水泥碑牌。

小路右边是一条早已淤塞的小沟渠，据说是南康江的分汊。沟里杂树乱花，旁逸

斜出，难得听到几声流水潺潺。当年南康江直通大海时，海水经常漫延而上，气

势蔚为壮观，海鲜想必也不少。

小路左边是一排参差不齐的农家院子，偶尔还会有一段破败的老式黄砂石

墙，豁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口子，好奇地扒着往里一看，有的断垣折梁，有的塌

坏崩裂……有时人们见缝插针，在断墙里面空地上种满菜蔬。裸露着砂石的墙体

结实得很，好像百年风雨对它来说无伤大雅，它甚至可以硬挺着丝毫无损。

绕过方砖灰砂砌成的老旧井台，径直走近了，只瞧见四方形的井壁黑黢黢的，

往下伸长到不知多深的深处，井口四周长满蕨类植物，一股清冽的泉水气息缥缈

而上。据介绍，这是南康镇最早的水井，至今还能使用，而且井水有口甘生津、

清凉解毒之效。

南康老街为北海八大特色街区之一，其历史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汉代以前。“公

元前 223 年，秦平定南越后，当时大批移民（主要是中原汉族人）南迁到南康这

一带，成为这里最早的居民。”唐朝末年，各地诸侯混战不断，士兵南征北战，

一支残兵剩勇散落南康境内，为远离战乱，于是“卸甲归田，开荒垦土，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乡村群落渐渐出现……”因为南康“水路交通便利，从公元 972

年起，就成为船货交换的集散地并形成圩镇”。到清末民国时期，此地贸易更加

发达，商号云集，人烟密匝，一条西式风格的老街顺势而成，共有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 16处、文物点 93处，骑楼街从此声名远扬。在这漫漫的时间长河里，居民

饮水，牲畜喝水，士卒征战，商旅官迁，日常生活里，似乎水井已经必不可少吧！

薯苗行古井虽经过千年岁月洗礼，但是因为现况良好，加上位置适当，水源充沛，

在新时代照样散发出古朴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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