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山桥遗迹想到的

——漫谈昔日的桥下水及桥的变迁

201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一位友人告知笔者，中山西路末端的中山桥遗址，因修
筑下水道而露出了埋在地下砖砌的桥拱，问笔者是否有兴趣去看看，笔者连忙和友人
一起前往。在工地（见图一），友人拍了好几张照片，问道：“中山桥遗址的发现是否
有历史价值？”经友人这一问，笔者决定把老街的这一遗迹的发现，作一小小的课题
来研究，相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图一 2013 年 11 月上旬为修筑下水道而露出的中山桥遗址，一挖掘机停在一桥拱上面。

中山桥对于笔者来说并不陌生。1956 年北海一中创建于中山桥南面赵屋村（又称
赵屋岭）时，笔者便成为一中的第一批学生，每天上学向中山西路走去，必经中山桥
到校。记忆中，桥下有一小河沟，沟水从拱形的桥墩下流过，水流量不大，人可从河
沟底走过。时间飞逝，半个世纪过去了，该桥完全被埋在了地下，原桥面上没有留下
半点历史遗存，只有老北海知道这儿过去曾有过一条中山桥。

有桥必有水、水从何处来

笔者在工地上看到被挖断的桥拱。桥下水早已断流，桥拱下有的是数十年沉积的
泥沙，于是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昔日中山桥为何建在此处？有桥必有水，水从何处来？
这让笔者想起曾看到过的《北海市志通讯》于 1988 年刊登的一篇史料《中山西路旧话》。
此文的撰写者劳瑞梅，生于清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山西路，是一位知识女
性，对该路的历史建筑及地貌了如指掌。她在《旧话》中写道：“中山西路一带在清朝
至民国初年，均是种植长毛水稻的稻田，土名叫长毛田。又因冠头岭一带常用牛车从
高德运海泥由此经过，所以又称牛车路……”“中医院以西是水汪汪一片稻田……”“牛
车路辗过的土路出现深深的车辙，就成天然的水沟”。从《旧话》中可了解民国初年以
前今中山西路南面，是一大片湿地，水源充足，故先人们在此湿地种植长毛水稻。



然而，昔日中山桥下的流水是从这片水源充足的湿地流下去的吗？

图二 1905 年出版的《并海图》（经复制后的）截图。⑤是从垌尾村向西北方向流去的、长约 1.5 公里

的涌泉沟。民国期间，中山桥就建在此沟下半段的沟上（③的位置）。

百年《北海图》佐证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笔者在北海地名办得到一张于 1905 年绘制的《北海图》（为
《北海杂录》的附图），此图把市区的建筑群及郊区的村落都标示了出来。图二为与中
山桥有关的截图，图中东西走向的三排建筑群的地名，均为今中山路、沙脊街、珠海
路前身的老地名。右下角的英国医院为今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其中①至②之间的数个
路段通称牛车路(1925 年后成为中山西路)；③处为后来中山桥的所在地；④处为今外沙
桥在外沙内港的位置；⑤处为昔日市区南郊一条较大的涌泉沟，此沟长约 1.5 公里，源
头在垌尾村；⑥处为今市中医院所在地；⑦处为原菜园所在地，是北海市区内保存时
间最长的一块湿地，过去的农民在那儿种植蔬菜供应市场。在二三十年前的大开发浪
潮中，菜园被推土淹埋，建造住宅区（为今菜园里一带）。市区中心的最后一块湿地消
失了。

菜园南面数百米处的北部湾广场，有一顶部为穹窿状的建筑，其地下往昔是一处
因涌泉喷出地面而形成的窟窿，北海人称之为泉眼窝，其喷出的泉水不但清凉可饮，
而且昼夜不停。1978 年市自来水厂在泉眼窝处挖浅井并建泵房（即那个穹窿状的建筑），
为市区的供水增加一个水源。1996 年因建造北部湾广场，此水源被关闭。后来泵房曾
一度成为广场的地下展览厅，昔日的泉眼窝也成为广场洼地的露天舞台。笔者每到这
里看演出时，总勾起小时候在夏日炎炎的时节和小伙伴到泉眼窝玩耍、洗澡的美好回
忆。

北海市区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如上所述，市区南面的坡地蕴含非常丰富的水



源，这些不断在泉眼涌出或在地下流动的水，经久不息地向市区西北方向流去。毫无
疑问，中山桥下的流水，均出自这些泉流。一位庞姓老北海说，小时候，他常在桥下
的流水中捉一种叫“菩萨麽”的小鱼。

中山桥的沧桑

昔日没建中山桥之前，从市区东南面流经那儿的泉流形成一条涌泉沟，沟水往西
北方向流入大海。每当涨潮时，海水倒灌入涌泉沟，使沟水上涨而形成一道阻隔人们
通行的小河道。中山西路西段南面有赵屋村、林屋村、垌尾村等多个村落。为方便西
区农民与市民的往来，于是在那儿修建了对于当时的北海市区来说，是一道颇大的拱
桥。据一位长期居住在该桥附近的老北海说，桥下有两个桥拱。该桥面东西两边各有
一道砖砌的栏杆，栏杆外面均塑一个十二角星。据说此桥由旅居海外的北海籍华侨捐
资建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取名中山桥。桥建成后，成为北海早期城乡结合部的一
条大桥，为城乡人们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桥南面因村民往返而形成了一
条数百米长的乡间小路，此路北端因有中山桥，人们便把此路的地名叫“中山桥”。据
记载，该路于 1981 年重建时长 340 米，宽 10 米，为混凝土路面，成为后来《北海地名
志》中的一个“以桥名路”的地名。

历经沧桑的中山桥今已不复存在，其遗址周边的建筑拔地而起（见图三），已成为
一处繁华商业区。昔日的桥虽然没有了，但“中山桥”路名将永远存在。国父孙中山
先生的名字将与“中山桥”、中山路、中山公园的路名地名一起，载入北海的地名史册
作为永久的纪念。

图三 21 世纪初，中山桥南端一带的高楼拔地而起，

显示其沧海桑田的变迁（图下面为 2013 年冬修筑下水道

的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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