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的“立面”（五）

——漫谈沙脊街的立面保护

北海“申名”期间，来自北京的专家在考察后的座谈会上，很少谈到三条直街之
一的沙脊街。网友们在谈论珠海路立面的修复时也几乎没有谈到。这条往昔曾一度作
为北海商业、行政、文化中心的老街几乎被人遗忘。笔者常从沙脊街走过，街上行人
寥寥，只有老住户早出晚归走在这条宽 2米的小路上……

《北海老城》封面照

英国资深建筑师、规划师白瑞德先生于 20 世纪末到北海调研老城后，写了《北海
老城》的“报告”，其封面只有一幅北海老街早期立面的照片——两面坡屋顶、马头墙、
骑楼、木板立面及铺窗趸。“报告”的封底有一行似乎是封面照片的解读：“若城市无
旧屋，则如人无先祖。”他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像这样的旧城保存到今天真是少
之又少……建议旧城区可宣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这位老建筑师回国后病逝。他
曾关注过的北海老城，十年后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该说，白瑞德先生为北
海老城的保护，做了前瞻性的工作。那份“报告”封面照片的立面虽然不一定是在珠
海路拍摄，但却有着比珠海路历史更早的沙脊街立面的痕迹。

沙脊街的现状

图一 左图为沙脊街旧立面的马头墙建筑；右图为拆旧建新的立面。

近二三十年间，沙脊街也和珠海路、中山路一样，经济有所好转的户主都另建房
屋或买房居住。现居住在沙脊街的大多数为老人或外来人。不少房屋已残破不堪，甚
至已成废墟。昔日的广州会馆于 20 世纪 80 年代被拆除建校舍。有北海第一酒楼之称的



宜仙楼，以及珠浦楼、电报局、爱群医院、荣昌隆、广成、卜远成等多家有名的酒楼、
商铺，其旧址及立面虽还存在，但面目全非。原为石条铺砌的一公里长的路面，被水
泥砂浆覆盖而失去其百年老街的风貌。临街的立面约有一半被拆旧建新（见图一右图），
其余的旧屋立面也破破败败。各种杂乱无章的线路从立面边上走过。人们一眼望去，
此街不但其貌不扬，建筑立面也新新旧旧、高高低低、不伦不类。沙脊街是北海“名
城”的三条直街之一，如何保护便成为“名城”保护工作者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必须对沙脊街进行抢救性的保护

为北海“申名”而到北海考察的一位工程院院士说：“一般来说，一个街道就是三
个面，一个是地面，另两个是立面……”由于沙脊街是北海老街最为“古老”的街道，
现在想要恢复其百年前的三个面，尤其是两个立面的历史面貌，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事。
如何深思这个问题，应由专家共同探讨。笔者今和网友们探讨的是对沙脊街残存的历
史遗存，如何做一些抢救性的保护。

首先要修复石条路。此街各路段至今还保留一些马头墙（见图一左图）和砖木结
构较完整的立面（见图二）。此外，在沙脊街东端有两间已成为废墟的旧屋，可采用西
方保护体系的形式保护。此两屋已很久没人居住，屋顶被台风掀开了一个天窗，墙体
破裂。立面下层的木门、木板壁早已坏烂，被人用红砖封堵；立面上层的木板壁上，
还保留“文革”期间留下的标语，为重要历史事件的痕迹（见图三）。由于两屋已成危
房，须及早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从里到外保留“原汁原味”的现状。

图二 沙脊街早期的八间木板装立面。



图三沙脊街东端两间已成废墟的旧屋，立面的中间木板，还有“文革”期间留

下的两条最有名的标语痕迹。

上述沙脊街早期建筑的立面，建议市规划、文化部门经论证若认为有一定历史价
值的，可上报市政府以北海早期的“历史建筑”挂牌公布保护，让旅游者在杂乱无章
的街貌中，还能看到一些北海“旧屋”的风貌及沧桑痕迹。

结束语

近日，笔者陪同一位摄影家在珠海中路一小横巷口，准备前往沙脊街拍摄。一位
在巷口的年青摊贩听说我们要穿过小巷到“老街”，于是对我们说，上面（指沙脊街）
不是“老街”，这条街（指珠海路）才是“老街”。笔者听后感到很诧异。由于我们对
“老街”（三条直街）的宣传不够，加上近几年来珠海路在各个方面都得到重视和保护，
而沙脊街和中山路却依然如故，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只有珠海路是老街的错误认知。2009
年北海“申名”期间，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汪光焘到北海考察时说：“……北海老街和
周边区域应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笔者认为，汪主任所说的老街是指三条直街。
而三条直街中的沙脊街是老街中最不引起人们注意的一条小街。然而，当人们发掘老
街的历史内涵时，发现老街的路网格局和建筑风格的形成，均源于沙脊街。其历史价
值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希望在今后的老城保护中，沙脊街和中山路的立面能和珠海
路一样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