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记载珍珠的文献及其传说

第一节 有关珍珠的文献

乞罢采珠疏

明 两广总督 林 富

题为乞罢采珠，以苏民困，以光圣德事。嘉靖八年五月十八日，据广东布政

司呈为急缺珍珠等事，钦遵转行掌印官，会同该道分守、分巡、巡海等官，查照

宏治十二年采珠旧例。合用人夫船只器具，与供事官役防护巡缉守港官军，于何

处调取，各项合用银两，于何项支给与夫，一应未尽事宜，会议呈报定夺等因各

备咨复到司。该本司会同广东按察司周宣、广东都司宁漳、分守海北道参议汪恩、

巡海副使李传，查得宏治十二年采珠东莞县。取大槽船二百只，琼州府白槽船二

百只，共船四百只。每只用夫二十名共夫八千名，每只每月夫船银十两，共该银

四千两。雷廉二府各小槽船一百只，共船二百只。每只用夫十名，共夫二千名。

每只每月夫船银五两，共银一千两。合用器具爬网、珠刀、大桶、瓦盆、油铁木

柜等件。令各地方官如数整备，另给价银雷廉二府，每府搭盖棚厂。已上各银两

行令各该府，于赃罚、缺官、皂隶、马夫，并均县余剩冠带等项银两查取。广州

府银二千两，潮州府银六千两，惠州府银四千两，肇庆府银三千两，琼州府银四

千两，如不敷另于税亩，户口食盐等项银两凑支，解发雷廉二府贮库支用。事竣

造册缴报，具由呈奉察县批饬。前项事宜虽已妥当，但广东频年旱灾，人民贫乏，

所雇夫船每月大者十两，小者五两，似属过少。应各量增一半，大船每月再添银

五两，小船每月再添银二两五钱。先提解银二万两，解司汇发雷廉二府。贮库事

完备，造细册缴报。其采取夫船，应该部领分管巡缉与夫，一应供事官役防护官

军，民快，查照先年于附近雷廉等府卫所，临期调拨，及查先年供事等官，合用

蔬菜，参政参议副使佥事，每员每月给银五两。知府同知通判推官指挥都事，每

员每月各给银三两。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千百户，每员每月给银二两。并兵役工食

各船号旗，俱在于该司库贮项下支用。所议未尽事宜，听守巡等官，从宜斟酌。



径自备由呈抚按衙门，等因遵行在案，续准分守海北道参议王俊民，咨称会同分

巡副使范嵩巡海道副使李传择，于八月二十八日开采。探各兵夫佥称，今次各池

螺蚌稀少，且又嫩小，得珠难比往年。又访滨海父老，众口同声，各夫船在海忍

饥饿，涉风涛，已经二月有余。寒苦殊堪悯恻行，据委官同知章诤等查勘过病故

军壮船夫三百余名，溺死军壮船夫二百八十余名，及风浪打坏船大小七十六只，

又飘流无著人船三十只。除将病故溺死量加抚恤外，相应丞请停止。等情到司。

伏查广东地方频年兵荒，人民穷困，今又值潮水泛涨，风汛不便访得各处，刷船

之时，买免卖放，大开地方总甲需索之弊。富者既以货免，所刷多系下户船只，

旧而且坏，所用撑驾人夫，多雇无赖，滋扰更甚。且夤夜打劫商船，虏附近乡村，

甚至污人妻女，为害不可胜言。沿海之民，俱若逃窜，意外之变，亦未敢言，等

情到臣，该臣看得惠潮等府，碣石海丰等卫县十分饥馑，高州等府去年无收，春

夏以来，民皆穷饥，嗷嗷待哺。梧州等府五月以来，西水泛涨，民庐漂泊，早稻

淹没，秋成无望。臣日夜惶惧，窃以官何为。以此时而议采珠也，何不以珠之不

可采，而告之陛下也。盖采珠有不可者三：一曰理、二曰势、三曰时。不可采而

不采，陛下之心也知义不可采而不为，陛下言之臣之罪也。臣闻之书曰：不作无

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夫不害有益是以无益不可作也，

不贱用物是以异物不可贵也。但无益之作，未有不害有益者，异物之贵未有不贱

用物者。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圣人审轻重之理，终不以此而易彼也。故尧

舜抵壁子山，投珠于渊，正为此耳。且自有珠以来，祖宗时率数十年而一举。天

顺年曾一行之，至宏治年始一行之，至正德年始又一行之。夫祖宗时非不用珠也，

而以为无益则不必用矣，非不采珠也。而以为不可采则止耳。陛下法尧舜法祖宗，

此臣所以断之理，而知其不可采者一也。且螺蚌之产珠池，一采之后数年而始生，

又数年而始长，又数年而始老，计自天顺至宏治十二年，蓄之者久，故得者多。

以后嫩小故得珠有限，且病死者几何人？溺死者几何人？而得珠几何？或谓：“以



人易珠，”由今以观，恐易以人而珠也不可得。此臣所以度之势，而知其不可采

者二也。又广西地方盗贱纵横，蛮獠盘据，田土荒落，调度频烦，凡宗室禄米，

官军俸粮，大半仰给于广东，近者思田之役，其取给又不止十之八九。故广东者

广西之府藏也，府藏空，则人命危矣。目今岭东岭西两道所在，饥民待哺申诉纷

纷，盗贱窃发，馈饷不给，未有息肩之期，而于斯时复令采珠，坐视府县，派银

派夫派船，诚恐民愈穷而敛愈急，将至无所措其手足，而意外之变，难保其必无。

此臣所以揆之以时，而知其不可采者三也。考汉顺帝时，桂阳太守文砻献大珠，

诏却之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文砻不竭忠，宣力

而远，献大珠以求媚，其封还之。元仁宗时，贾人有售美珠者，近待以为言：“曰

吾服御雅不喜饰，以珠玑生民膏血，不可轻耗，汝等当广进贤才，以恭俭爱人相

规，不可以奢靡蠹财相导。臣仰见陛下聪明睿智，仁孝恭俭，远迈二君，此事特

偶尔行之、亦断断知其不可采也，或谓珠之为用，成造王府珠冠等项，臣以为陛

下之于诸王，宠之恩礼，给之以忠信厚其禄饩，且使知陛下不以绮丽而伤俭素，

亲亲之情，弥久而弥笃，又何论一冠之重轻耶。故曰：知其不可而不为，陛下言

者，臣之罪也。此臣所以不揣狂妄，披沥肝肠，敬持三不之说，冒昧尘渎，伏愿

陛下法古先以恭明命，昭令德以示四方，尚恩礼以笃宗亲，敦朴素以远珍丽，省

财力以厚黎元。乞敕户部将采珠暂赐报罢，则一方之民，得稍休息，俾海岭欢忭

喊呼万岁。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题。

乞撤内臣疏

林 富

题为应诏陈言，广圣模以答天戒事。窃臣看得广东海滨与安南占城等番接壤，

先年设有内臣盘验进贡方物。迨后廉州合浦县属之杨梅青婴等池，雷州府遂溪县

属之乐民一池，出产珍珠，各设内臣分池管理。成化宏治间，乐民池产珠日少，

内臣于正德年裁革惟廉州内臣尚存，臣窃计供应之费。市舶太监与珠池太监额编，

军民殷实人户各八十名额编，门子弓兵皂隶估役，也复不少，查往岁番船必三年



入贡一次，是番船未至之年，太监徒守株以待，实无所事事也。迨番船既至，则

多方以攘其利，提举衙门官吏不敢过问，而亦并不与知万一，启衅海疆是谁之咎。

至珠池约计十余年开采一次，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下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割万

金之费，守二池之珠，于十年之后、其得珠几何？正所谓利不能药其所伤，获不

能补其所亡也。况递年编额殷实及所估匠役，无故纳银以供坐食，民力堪怜，民

膏宜惜。臣愚以为市舶太监及珠池太监，俱可不必再差，以贻日朘月削之害市舶。

乞敕海道副使兼管，待番船至澳即同备倭提举等官，严加巡逻，若向来未曾通贡

生番，如佛郎机之属，则驱逐不许入境。少有疏虞，听臣纠参，庶几事权归一，

而外患不生。倘欲照浙闽事例，归并总镇太监，但两广与他省不同，总监驻札梧

州，若番船到日，始从梧州前诣广东省城，恐所过地方，难免滋扰。且使番商守

候，非所柔远人肃政体。此臣所以为不如归海道副使兼管之为便也。若珠池乞敕

海北兵备道兼管，更为称便何也，地系该道统辖，既免编役供需，而且责成也专，

禁令易行，而民困可苏也。若谓珠池乃宝源重地，宜委内使，但内外皆皇上臣子，

倘重内而轻外，诚恐倚势为奸，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者。此臣所以为不如归

海北兵备道兼管之为便也。伏乞皇上轸念边海军民，穷蹙已甚，特敕该部将市舶

珠池内臣撤回，降敕巡视海道及海北兵备道，以专责成，则省力使之费，不啻齐

民数千家之产，而地方幸甚，微臣幸甚。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题。

第二节 有关合浦珍珠的诗词采珠行

林兆珂（两广巡抚林富之孙）

先大父少司马公之制两粤也，疏罢采珠，褫中官柄，廉人至今尸祝之。不谷

来守是邦，故老时谈采珠及中官作威状，辄颂先大父德不置。不谷惧承平日久之

后，人或未悉是状也，乃系以词：

水府鲛人室，汉皋神女游，上烛玉绳子中夜，下弄日月于横流。或含恩而洒

泪，或解佩而潜流，七采胎玑产巨蚌，河宗献宝朝阳侯。重渊深抱骊龙睡，赤水



室惊象罔求。赤水重渊何微茫？投珠抵壁自虞唐。汉家神武威荒服，岂以珍珠问

越裳。武皇霄肝垂南顾，节钺之权寄貂珰。太清明月簿蟾蜍，诏书南下大征珠。

岁发金钱三百万，渤解横天尾舳舻。倏忽狂飙吹浪起，帆摧舵折舟欲圮。哀哀呼

天天不闻，十万壮丁半生死。死者长葬鱼腹间，生者无语摧心肝。群驱争赴蛟龙

窟，那顾安流与急澜。蛟龙厉齿骄相向，积血化为海水丹。恨不远从辽海戍，纵

往死地死犹宽。采得珠光似绮霞，万死一生报国家。佩环未动后宫色，夜光已照

邯邮车。千村万落尽蒿藜，白日无光鬼夜啼。豺狼路嗥燕巢木，天吴海若无安栖。

我祖力摧虎豹关，九重天子动龙颜。诏下明光罢采贡，豪奴窜首诣长安。君不见，

伏波横海标铜柱，风云依旧苍梧山。太守孟尝空似我，但问明珠还未还。

珠 池 叹

明 参议 顾梦圭

注：（廉州平江、青莺、杨梅、乌泥、断网等池，雷州乐民池，皆产珠池

也，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采，间得美珠。迩者三年再采，所得

皆碎小。藩臬有司并受诘责，不知此物钟秀毓奇，生息甚难，冥冥中

有鬼神呵护。不容以人力强求者，每次费舟筏兵夫以万计，死亡无算。

而顽悍之民，因缘为盗。沿海骚扰，今雷廉凋敝已极，将有他虞，大

为寒心。余承乏摄此任，倘议复采，当效贾生痛哭。疏闻于朝，必不

以无益害有益也。）

汉窒嫔嫱无丽饰，南海逍遥养泉客。昭阳新宠斗新妆，照乘之珠苦难得。孟

尝美政龚黄班，今人反怨珠来还。玺书三年两次降，骊龙赤蚌皆愁颜。往时中官

位合浦，巧征横索如豺虎。中官肆虐去复来，谁诉边荒无限苦。野老村童不着裤、

四山戎马夜纷纷。竹房无瓦瓶无粟，犹折山花迓使君。



采珠歌（五首）

清钦州编修 冯敏昌

（一）

自龙城外暮云行，珠母海南秋月明。明月渐圆珠渐好，还听船上蛋歌声。

（二）

胎成出出偶然同，星斗茫然在海中。倒却长空洗圆月，月行应入水晶宫。

（三）

铁作珠耙三百斤，蚌螺开甲肉如银。云头一霎风雷起，依旧连筐献海人。

（四）

郎如天上月团圆，妾比明珠欲抱难。珠孕有时空自惜，月明何幸不长寒。

（五）

江浦茫茫月影孤，一舟才过一舟呼，舟舟过去何舟得，得得珠来泪已枯。

大廉山

明 吴举廷

危途疲马信间关，合浦埋轮十日间。国有仁贤惟宝在，家无担石比珠还。秋声近

与江声接，景色宜兼曙色看。行李纷纷游宦予，几人不愧大廉山。

还珠亭

明 林 锦

合浦还珠世所称，危亭移建事更新。若将物理论孚感，一代恩波一代人。

还珠亭

赵 瑶

瑞海含辉水一湾，珠生老蚌济民艰。曾驱万命沉渊底，争似当年去不还。

珠母海

徐九皋



良辰命俦侣，方驾登高岗。悠悠对瀛海，廷睇意何长。白云被青丘，宓妃遥用望。

我欲从之游，惜哉无轻航。发鸠有灵鸟，御石独彷徨。彷徨岂不疲，志意殊未央。

烈士多苦心，天运不可常。燕豫安足怀，各各爱景光。

珠母海

陈茂义

客行苦留滞，岁月忽我遒。良朋写幽思，置酒前山游。松篁夹修径，浦淑横孤舟。

长空日西堕，极目沦溟流。肃肃万里翼，哀鸣求其俦。原野何清旷，但见烟云浮。

免仰内恻怆，天命良悠悠。世途弗可任，吾将仍丹丘。

珠母海

翁 溥

殊方久行役，良辰暂消遥。陟此千仞岗，瞩彼万里涛。惊涛温寒日，岁暮阴风高。

转蓬随飞沙，孤云逐湖流。大块阿茫茫，极目滋萧条。人生本幻化，世事信所遭。

远近复去住，百年徒劳劳。纵酒怀达人，谁能知听号。

孟太守祠

甘 泽副使

为官合浦去珠还，万古留芳天地间。富贵心轻犹敝屣，贞廉名重并高山。来时岭

外神明惧，去日辕前父老攀，自是仁民恩到骨，至今祠屋祀天南。

孟太守祠

明 饶秉鉴（知府）

当代临民日，贡声世共传。化行千里郡，珠还九重渊。祠古人犹仰，庭空雀自喧。

枢衣重瞻拜，怀感思悠然。

珠 浦

韩作栋

珠还曾几许，珠去自何年。九品于今在，三池岂渺然。团圆光映月，迢递水含烟。

从此还珠郡，前贤不独存。



珠 浦

张 辅

曾问还珠事，皆云汉帝年。一时遗胜迹，千载尚悠然。园缺鲛宫月，苍茫海市烟。

星轺题咏后，荒徼并流传。

合浦还珠赋诗

林见素

破荒词赋落人间，水异川精恨愧颜。

今日云仍居此地，祗会珠去忽珠还。

珠 诗

唐李峤

灿烂金舆侧，玲珑玉殿隈；

昆池明月满，合浦夜光迥。

赋得投珠于渊

独孤绶

不是录蛇吐，犹疑合浦旋；

岸旁随日落，波底共星悬。

赋水怀珠

莫宣卿

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躯；

合浦当还日，恩威信已敷。

赋得合浦还珠

邓涉

至宝含冲粹，清虚映浦湾；

素辉明荡漾，圆彩色玢编。



合浦吟

田汉（1898—1968）

1962 年，大戏剧家大诗人田汉到合浦视察，写了两首不朽的诗篇《合浦吟》。

（一）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逄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湄。

（二）

双鲨闻说守杨梅，贯月奇光去复回。

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好因娘好，毕章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园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第三节 有关珍珠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流传一千多年的“合浦珠还”的民间传说和史实有关。据《汉书·孟尝传》

记载，原来在汉朝以前，合浦已盛产珍珠，但是历来到合浦来当官的，都是些贪

官，他们除强迫珠民冒死采珠，进贡皇帝之外，并据为已有，珠民饱受其苦。由

于濒年滥采，最后，珍珠贝也象有“灵性”似的，走到交址去了。就在这时，孟

尝来合浦任太守，他的清廉及采取了一系列便民措施，使得走到交址的珠贝也都

走回了合浦。这便是“合浦珠还”民间传说的依据。

由此便演变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

相传古时候，皇帝派太监坐镇珠城强迫珠民下海采捕夜光珠。于是，当地采

珠能手海生被征去采珠，他为了得到夜光珠以拯救珠民，便冒死到杨梅池的红石

潭采珠。这里不但水深而且礁多，又有暗流，更有两条恶鲨在旁保护着夜光珠。



海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与恶鲨搏斗，但被恶鲨咬伤，鲜血直流，幸得珍珠公主

救助，他才免于一死。公主为了拯救珠民，便将夜光珠献给了海生。

太监得了夜光珠，就用红布把它包了十几层，锁入檀香木盒内，再包了几层

红布，连夜派重兵押送宝珠回京。当太监一行浩浩荡荡走过白龙附近的杨梅岭时，

忽见海面呈现一片白光。太监感到奇怪，停下来打开藏夜光珠的木盒一看，夜光

珠竞不翼而飞，吓得太监“木口木面”，只好赶回白龙城，逼令珠民再下海采珠。

就在这时，皇帝已连下两道圣旨，催促火速送珠回京。太监急得满头大汗，便下

最毒辣的手段“以人易珠”，将珠民缚上大石，沉入红石潭，并说：“找不到夜光

珠，就不能升上水面，如果空手而上，便会‘人头落地’”。

这次海生又担负起这个取珠任务。珍珠公主眼看珠民又要遭到一场浩劫，她

为了救海生及珠民，又再次献给夜光珠给海生。太监得到夜光珠后，实在想不出

送珠上京的方法，后来有人出了个“割股藏珠”的主意，将太监股部割开，塞入

夜光珠，待伤口痊愈后，立即起程回京。太监认为这次安全了，但他们还未走出

白龙界时，忽然乌天黑地，响起一声惊雷，震得山摇地动，太监的坐骑也受了惊，

不停地跳跃，把太监摔了下来。这时一道白光，划破长空，直向白龙海面，此际，

太监“呆若鸡木”，速速命部下割开伤口，看看珠还在吗？然而伤口内，哪有什

么珍珠呢！太监当场晕下来，被救醒后，他知道空手回京，皇帝一定判其死罪，

只好带官兵返回白龙城再作打算。岂知珠民都逃走一空，吓得他胆又惊心又慌，

最后只好吞金，了此残生。据说珍珠城外的一堆黄土，便是当年“割珠藏股”的

太监藏身之所。

此外，合浦珍珠城还有鲛人眼泪变珍珠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个叫四海的青

年渔民，有一次出海捕鱼，遇到狂风巨浪，掉进茫茫大海，海里有一只海怪向四

海扑过来，他唯有“顶硬上”，抵抗到底，终于海怪被他击退，然而四海也受伤

昏迷了。



当他醒来时，发觉自己竟睡在一张水晶床上，床边坐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正用药帮他治理伤口，姑娘告诉这位惊讶的小伙子，她是人鱼公主（即鲛人），

因爱慕他勇敢，所以救他回来。后来，他们朝夕相处，终于成了夫妻，双双回到

白龙村，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地县官见四海的妻子年轻又貌美，便带领官兵到白龙，

将他妻子抢回官府。四海为了救回妻子，便单枪匹马，杀进官府，但因势单力薄，

死于官兵刀枪之下。人鱼公主悲痛万分，乘机潜回大海，每逢月明之夜，公主总

是伫立在珊瑚岛上，远望大海，不期然便想起丈夫，悲伤的她，眼泪一颗颗滚到

大海里。合浦沿海的螺蚌，亦被公主的真挚爱情所感动，就用贝壳保护这些为爱

情而流泪的珠。所以，人们说白龙珍珠特多，而且格外地晶莹美丽，就是这个原

因了。还有一个“吞珠变龙”的故事，也是相当感人的。说的是很久以前，白龙

海边有一位珠民，偶然采到了一颗夜明珠，后来县官知道了，要把夜明珠献给皇

帝。一天，县官带着大队兵马到白龙村索取夜明珠，这个珠民急中生智，将夜明

珠吞到肚里，官兵见此，拔出刀剑，说要破肚取珠，珠民眼看形势不妙，便往大

海那个方向逃命。到了海中，他忽然全身生了鳞髭，变成了一条巨龙，腾空而起，

似在寻找他的仇人……。

合浦一带与珍珠有关的民间故事，的确是很多，这三则传说，只不过是校为

著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