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李英敏

南国珍珠，国之瑰宝。

珠还合浦，千古佳话。

多少年来，总是希望看到一本有关珍珠的书，特别是有关合浦出产的珍珠的

书，年复一年过去了，这个愿望很难得到实现。

我是合浦人，生于斯，长于斯，可是对珍珠的知识贫乏得很，除了听到一些

民间故事传说，如“合浦珠还”，孟尝太守解救珠民，以及珍珠公主的故事等等，

其他的见闻不多，真正的珍珠，只有在太太小姐的身上看到，那有名的白龙珍珠

城，是在解放后访问过，记载珍珠历史典故的“县志”“府志”，也是近一二十年

才看到，这些“志”十分零碎，历史知识很浅薄，更说不上科学分析，大约写作

的老先生们，除了《后汉书》和几份奏摺以外，知道的东西不多，留给后人就这

一点点，实在太遗憾了。

为什么我对合浦珍珠有这么大的兴趣呢？这得从我的经历说起。几十年来，

走南闯北，祖国的土地大都跑遍，结识的各民族各种职业的朋友不少，见面免不

了自我介绍一下姓名，籍贯，甚至说说家乡的风土人情，最为难的是说明自己是

什么地方人。我们认为合浦地方很大很有名，外地的朋友却弄不清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北方的同志，广东只知道有个“广州市”，广西只知道有个“桂林市”，其

他地方只好对不起了。作为合浦人实在为难。有一次，我碰上一位黑龙江的朋友，

遇到这个难题时，说的我喉干舌苦，对方还是茫茫然，正当我十分为难时，这位

文化不算高的朋友，忽然无师自通说：“哦，你原来是珠还合浦的合浦，懂了懂

了。”他还指点我一通说：“以后就说是‘珠还合浦’的合浦，出产珍珠的合浦。”

以后我就遵照这位所说：“敝处合浦县，珠还合浦的合浦，出产珍珠的合浦。”果

然十分有效，新结识的朋友，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效果十分显著，至少达到



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

这件事教训了我，作为一个合浦人，应该很好了解合浦，作为名驰中外的瑰

宝的南国珍珠，她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途都应该有个基本了解，不能生于斯，

长于斯，连自己故乡都一无所知。

我们合浦出产的珍珠（通称南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秦汉以来，都有文

字记载，可见她的历史悠久。南珠本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可

是从海里生产到造福人类有一段漫长的过程，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聪明才智和艰苦

劳动，珍珠是人类进化史、文明史的一个部份。

珍珠到底有什么用？除了晶莹园润、光彩夺目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以外，还有

极广的药用价值，再加上采集不易，物以稀为贵，所以，珍珠就成了宝贝，珍宝，

就成了历代以来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掠夺的对象，是财富的象

征。珍珠对我们珠民、渔民、手工艺工人和穷苦人民说来，只有使用价值，依靠

她维持一家的生计。

因为珍珠成为宝贝和财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拼命掠夺，据为已有，悲剧由

此产生。历朝以来，上至皇帝后妃、王公贵族、封疆大吏，以至下级官吏、地方

豪强，一个个伸出黑手，抢夺珍珠，宋明以来，皇上还亲派太监、御林军马，到

海湾督阵。明太祖朱元璋在合浦白龙乡建立监督采珠的白龙城。倒霉的是合浦人

民，这些官吏兵丁不但强迫百姓缴交珍珠数目，而且使用暴力，拉船捉人，强迫

珠民下海捕捞珍珠，多少人倾家荡产，船沉人亡，七大珠池、恶浪滚滚，一片哭

声。珍珠并没有带给合浦人民什么好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官逼民反，为了

珍珠，合浦的珠民、渔民多次武装起义，终究给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一部珍珠

史，是合浦人民的血泪史。

当然，在统治阶级中，不乏明智之士，他们看到：为了掠夺珍珠，很可能酿

成巨变，连统治地位也保不住，因此有不少官吏同情人民，有正义感的，如汉朝



未年的孟尝太守，采取停止采珠，减免珠税，安抚流亡，鼓励贸易和生产一系列

改良主义措施，使到老百姓喘息一口气，找到一碗饭吃，老百姓感谢不尽。即使

如此，孟尝太守免不了丢官撤职，老死林下。贪得无厌的封建统治者，决不放松

对老百姓的掠夺剥削，而且变本加厉，最残酷的就是明朝，从朱洪武到崇祯帝，

对合浦人民是敲骨吸髓，弄得十室九空，一片荒凉，临到解放时，合浦珍珠空有

其名，七大珠池空空荡荡。

合浦人民是勤劳善良的人民，二三千年来因为珍珠遭受的苦难，说也说不尽，

可是他们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还是充满幻想充满希望，他们要求不高，希望当

官的像孟尝太守一样，给老百姓喘息机会，“珠还合浦” 这个故事，就这样流

传下来，而且按照各人希望，不断加工美化。“珠还合浦”代表了封建统治下合

浦人民的良好愿望，希望有个清廉的官，爱惜老百姓的官，敢于为民请命的官。

这个愿望不仅代表了合浦人民，也代表了北部湾人民，代表了全国人民“珠还合

浦”这个故事，就这样流行全国，连外国的史书典藉也有记载，津津乐道。遗憾

的是，人民的愿望仅仅是幻觉，从秦汉到民国，从封建统治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什么时候有过“珠还合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前无古人的

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珠还合浦”，美好的愿望才能实现了。

解放以后，百废俱兴， 要使合浦珍珠恢复生产，造福人民，真是谈何容易？

经过历朝的掠夺摧残，南国珍珠徒有虚名，不要说珍珠，连珠母（珍珠贝）也几

乎绝种，七大珠池船影全无，沿海村镇一片荒凉，威风一时的白龙城，只剩下断

龟残垣。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天下，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周总理，曾多次提出“一

定要把南珠搞上去”，陶铸同志来合浦视察，提出具体措施，各级政府、水产部

门，为了恢复珍珠生产，作了极大的努力，培训专业人才，派遣得力干部，在人

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在短短的几年间，建立了珍珠养殖场，熠熠生辉的南珠，



终于重见天日。

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合浦和北部湾各县领导珍珠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和工

人们，敢于打破几千年珍珠生产那种靠天吃饭的落后方式，在五十年代后期，就

开始试验用人工养殖珍珠的科学技术。人工养殖珍珠，有些国家早已试验成功，

但是路得靠我们自己走，经过无数次失败挫折，在六十年代初期人工插核、人工

养殖珍珠终于成功了。从此以后，我们抛掉落后的采集珍珠方法，根除了我们祖

先不堪忍受的灾难，更重要的，我们为赫赫有名的南珠生产，开阔了无限宽广的

道路。

我们的珍珠著作，如果写一些“珠还合浦”“孟尝太守爱民如子”“珍珠公主

的爱情故事”，如无人工养殖珍珠的科学技术，如无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这算

不上什么珍珠著作了。

人工养殖珍珠，是一门十分宝贵的科学技术，是高深的学问，也是严格的规

律，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珍珠养殖场，在人工插核，悬箱养殖，海水的深浅，咸

淡，阳光的照射，浮游生物多寡，以至采珠的时间等等，都有一套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人工繁殖珠母贝成功．给人工养殖珍珠，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历史宏观地

看，这些成就仅仅是个开始，许多重要领域，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碰上许多问题，有些是值得深思的。比如，“南珠”

是不是合浦专利的名词，别的地方的珍珠就不能叫“南珠”？我看太狭窄了，我

们的七大珠池东连雷州半岛，西至钦州防城，凡是北部湾沿海（包括雷州半岛东

部和海南岛西部）出产的珠珍，都可以称为“南珠”。当然合浦出产的南珠，质

量比其他地方的特别好，这也是事实，原因得认真分析，海湾的特点，海水深浅

咸度，浮游生物的多少，阳光的照射。人工养殖的还包括插核技术、珠贝的质量、

悬养的深浅、日常管理，采珠的时间等等。

有了珍珠（不管是天然珠还是人工珠），得有好的政策，有一套经营管理等



的正确方针。党的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路线，擦亮了许多人的眼睛，于是有人

提出，对经营管理企业，采取产（生产珍珠及其副产品）、工（即加工，包括珍

珠的首饰、制药、饮料等等）销（即销售，建立专业商场商业，发展国内外销售

网点）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实行起来，不但扭转了长期亏损局面，

而且使得珍珠企业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国内外企业界和消费者十分重视的新兴

的企业。

企业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许多珍珠企业实行联营、合营，互相

支援，促进发展。有一件事值得称道的，过去对珍珠的养殖（特别是对人工养殖），

是作为极端秘密的技术，除了国营养殖场以外，是不许别人染指，改革开放以后，

养殖珍珠的技术，向专业户传授，国营企业，除了传授技术以外，还给予贷款扶

持等，使珍珠企业由一家独占变成国营企业、地方集体企业和个体专业户（包括

个体户联营），使珍珠企业空前繁荣活跃起来。

作为国家瑰宝的南国珍珠，在解放的四十多年，得到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

术和经营管理是前无古人的，南国珍珠真正做到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真是两个

世界两个天下，我们合浦人民，特别是珠民和渔民体会最深。

这本书的编著同志，是有心人有志之士， 为了编写这本书，收集材料，上

下奔走有好几年，他们的优点长处是土生土长的合浦人，历史知识丰富，这两年，

得到珍珠专业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忙，提供大量历史和技术资料，为了写这本书，

编著者三易其稿，不怕麻烦，我作为珍珠企业的爱好者和热心人，从第一稿看到

现在这一稿，我认为这本珍珠著作是比较完整的，不但从历史角度分析珍珠事业

的发展，特别说明珍珠给合浦人民带来的灾难，“珠还合浦”的重大意义，和合

浦人民生活的重大关系。特别是本书介绍了珍珠生产的科学技术重大发明创造，

改革开放对珍珠企业发展重大影响。这都不是空论，都是有事实材料为根据的。

因此，这本书对珍珠记述比较完整，不失为有价值的参考书。



合浦的南珠，是合浦人的光荣和骄傲，在合浦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占据首

位的特产是珍珠，誉满全球的仍是珍珠，其价值不是其他物产可比。应编著者要

求，我特地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向一切关怀合浦南珠的朋友，郑重推荐、郑重

介绍。

我相信我们后代会有更好更完整的南珠专著问世。

一九九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