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珍珠史话

第一节 古珠池

珠池是产珠贝之所，合浦古珠池分布在东南沿海。据《廉州府志》（清道光

本）云：“东至乐民所西抵白龙城为珠池海界。”又据《合浦县志》云：“珠池在

城东南 80里海中。”合浦采珠之所，汉、唐以前称珠母海。宋以后始有珠池之称。

明崇祯本《廉州府志》云：“珠池之事，汉、唐无考，自刘鋠置媚川都宋开宝以

还，遂相沿袭、置场置司或采或罢，迄无定制。”故《旧唐书·地理志》云：“廉

州合浦县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太平寰宇记》云：“珠母海去石康（旧石

康县）80里……。”宋周去非的《岭外代劄》云：“合浦产珠之地名望断池，去岸

数 10里。”《岭表录异》云：“池在海上，其底与海通，又池水至深，不可测也。”

《粤东笔记》对珠池以灵性描述：“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

蛤左右，珠不可得。”在《岭外代劄》对珠池的描述更富神秘色彩：“蛋人自云海

中珠池若城郭然，其光怪不可迥迩，常有怪物护持。”关于合浦珠池，各志书和

史书所载各异。《廉州府志》（道光本）说五：“乌泥池至平江池四里，平江池至

杨梅池九里，杨梅池至青婴池六十五里，青婴池至断望池百九十里，断望池至乌

泥一百一十里，……”《类书》曰四，即杨梅、青婴、平江、永安。清屈大均的

《广东新语》则云六所：“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出断望者上，次竹林，

次杨梅，次平江，至乌泥为下，然皆美予洋珠。”一说七所：“合浦海中有珠池七

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乌泥、白沙、断望、海猪沙，而以白龙池尤

大。”而明崇祯本《廉州府志》亦谓珠池七所：“乌泥池至海猪沙一里；海猪沙至

平江池五里；平江池至独榄沙八里；独榄沙洲至杨梅池五十里；杨梅池至青婴池

十五里；青婴池至断望池五十里；断望池至乌泥池总计一百八十三里。”明姚虞<

岭海舆图》说五所：“珠池，东至西为断望、对达、平江、杨梅、青婴。”（注：

对达池是永安池之别称）。



珠池名称和地域各个时期说法不一，在明崇祯本《廉州府志》珠池一节之后

又附“海寨”，并说明海寨之设，主要是为看守珠池。从“海寨”与各珠场距离

大致可以知道七大珠池的地域；乌兔寨（在今广东廉江县与山口英罗遥遥相对）

至乌泥池 20 里。凌禄寨至乌泥池 15 里。英罗寨至乌泥池 15 里。萧村寨至海猪

沙 l3里。井村寨至海猪沙 10里。对达村海猪沙 10里，丰城寨至海猪沙 15里。

黄泥寨在大廉港之北去海猪沙愈远。川江寨至平江池 10里。陇村寨至平江池 10

里。调埠寨至平江池 10 里。珠场寨至平江池 10 里。白沙寨至杨梅池 10 里。武

刀寨至杨梅池 15里。龙潭寨至青婴池 15 里。古里寨至青婴池 20 里。沿海各寨

之名均冠以当地地名。而珠池之名又多冠以附近之地名，如乌泥池附近就有乌泥

地名，杨梅池是因为白龙附近有杨梅岭，白龙池在白龙海面，永安池在永安千户

所海面等等。从各种资料考证，望断池即断网和断望之别称，在今北暮至婆围海

域；青婴池在今北海市龙潭与福成西村交界海域；杨梅池在今福成东南海域；平

江在今南康石头埠海域；白龙池在今营盘白龙海域；珠沙池（也作硃砂）在西村

海域；永安池在永安海域；乌泥池在永安（见附图 1）英罗之间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