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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巷八角井，井圈用青石

雕刻而成，工艺讲究，是老城区井圈

做工最精细的一口井。

▲玉海楼八角井，是孙氏家族

几代人饮用的一口水井，现与玉海

楼一样被列入重点保护目录。

▲玉树巷八角井，井形小巧别

致，是丰湖街目前唯一还在使用

的一口水井。

儿时的记忆里，夏天的井水格外冰

凉甘甜，大人下班回来满头大汗，径直走

到井边舀起井水“咕嘟咕嘟”痛快地喝上

几口，舒服极了；贪吃的小孩，目不转睛

地趴在水井旁，盼着母亲买回来的西瓜、

桃子和李子在井里快速完成“冰镇”，迫

不及待想咬上一口，那凉爽香甜的滋味，

沁人心扉；傍晚，水井边上又是另外一种

景象，大人孩子围绕着水井，一桶桶的井

水浇向每个人的身上，喧闹声、笑声交织

在一起，夏日炎热之苦瞬间被抛到九霄

云外……

带着对瑞城古井的情怀，笔者近日

陆续探访老城区西门街、小马道、西山

下、第一巷、第二巷、浦后街、草堂巷等众

多街区小巷里弄，共寻找到古井近 60

眼。这不禁令笔者大开眼界，也深感对

老城区的认识浅薄。

这些古井有立足于小街小巷，或于墙

角街边若隐若现，更多的则藏身于门庭院

落，甚至居民的房屋之内，如绳心巷的四姑

娘池、天后宫的六角井、新街的龙眼井、西

门街的八角井，西中巷的四方井、玉海楼的

古井，还有东镇宫的古井等等。它们形状

各异，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六边形、八边

形、三边形、半圆形等。虽经岁月变迁，风

雨侵蚀，历经沧桑，但它们仍静静地伫立在

繁华闹市、小巷深处、百姓人家，见证着瑞

城悠久的历史。

笔者在寻访中也发现，随着旧城改造

的开展、城市自来水的普及，地下污水的

渗入，许多常年失修的古井陷入了年老多

病、废弃的境地。附近百姓对瑞城古井的

保护形势显得忧心忡忡，笔者也希望政府

能把保护恢复建设一批古井与城市建设、

美化城市、新型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对瑞

城古井进行摸底修复，留下这些城市的记

忆，让千姿百态的古井为千年古城平添一

份古意！

▲飞云西路半棱形六角井，处在里弄深处，依民居而建，保护较好，水质清澈，现还在正

常使用中。由于该井水脉较细，水量不大，过去盛夏时人们都要排队等候打水，人们幽默地

称该井有时水量只用来屠一头狗，俗称屠狗井。

▲市实验小学八角井，相传建井久远，现成为校

园里陈设井文化的一角，是学生下课休息的好地方。

浦后街四方井浦后街四方井，，建在里弄院外建在里弄院外，，在浦后街算得上一口名在浦后街算得上一口名

井井。。由于历史久远由于历史久远，，它已被列入市级重点保护水井它已被列入市级重点保护水井。。

浦中巷7字形井，

坐落在古老院子里的一

角，井形较大，称得上一

口特大井，在老城区极少

见，现还在使用。

悠悠古
瑞城的记忆瑞城的记忆井

▲东镇宫古井，相传已

有千年的历史。现这口井是

在古井遗址的基础上重新挖

掘修建，井形呈半圆形，较大

井圈由青石栏杆雕刻而成，

还在使用，已被列入市级重

点保护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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