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古人所说的“人杰地灵”，我们常常带着一种民族自豪感重述这个词语。它

的意思是说：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她不仅是人才辈出、自强不息的，而且是山

辉川媚、物博产美的地方。

的确，合浦又素称“还珠故郡，海角名区”，更能说明她确是个美好的地方。

拿我县所产的特产来说，珍珠不但盛产，而且是举世驰名的。合浦珍珠的珠质凝

重、晶莹和圆润，自古以来，它已成为群珠之冠，这就是南珠。

我们的前人，也很富有幻想，他们往往出于向往美好，追求真理，就常把美

好的事物归属在一起，或者以美喻美。所以距今二千多年前，民间流传着关于珍

珠和清官的神话传说，至今还为人乐道。“珠还合浦”早在汉代，便流传于民间

的口语里。

珍珠之为物，孰美孰不美，都是比较出来的，什么叫做南珠？人们说，其物

产在欧美的叫西珠，产东洋（日本）的叫东珠，可这些都比不上产在我们白龙的

南珠。合浦有绵亘三百四十公里的海岸线，其间的白龙海域，出产着这种品质优

美的珍珠。《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这儿珍珠的产地——珠池：即为历代称赞的

杨梅、青婴、平江、望断、乌泥、海珠和白龙等七大珠池。

建国后，我们国家又要盛世修志，合浦要修社会主义新县志。县志由若干分

志组成，《珍珠志》便是其一。珍珠是一种海产，但为什么要把珍珠独立成章地

编成专志呢？理由有二：第一，出于人民的意愿，无论合浦人还是合浦籍的侨胞，

甚至有些认识合浦的国外友人，都赞誉我们的南珠；第二，出于志书要反映地方

特色的要求。珍珠的记述，正是表明人无我有或人有我好的特色。因此，我们就

升格地让珍珠一章独立成志。

提出要写《珍珠志》这个美好的意愿。许多人也深表赞成，还有我们分管修

志的领导、顾问和修志人员。但怎样实现，那就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需要有关



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方能奏效。我们要查阅有关记述珍珠的古籍和报章，听取民

间的口碑和传说，采纳专门人员的论著和资料长篇，然后加以整理，撰写成稿。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由周家干同志执笔，初稿甫成，又经李英敏顾问两次阅改，

修改稿成，才在本室几位副编和主编再予审阅，提出意见，共同研讨，始得定稿。

为了志书质量的保证，个别篇章还经专家鉴定。所以珍珠志不是几个人所能为，

而是旁征博引、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目前我国修志，陆续出了成果，起步早的市、县先后出了成千部志书。我县

也有一部专业志《检察志》的问世，它是广西第一部县级检察专志。而《珍珠志》

接踵而来，已交付印，也将为我区甚至全国独有的一部珍珠专志。

珍珠专志需要它拥有尽可能详实的资料，才能成为资料性较强的志书。因而

编者从大量的著述、档案文件以至社会活口碑中，经过多年寻索、搜录，从史话

到现实，从文献到民间，从遗址到实物，从生产到贸易，始能取得第一手资料。

全书按照本室的意见要求，厘订好它的体例篇目，除卷首的序、凡例、概述

和大事记外，共分两篇六章、二十二节，共计五万字左右。它的内容集中而又丰

富，使用比较精炼的文字，扼要地记述了珍珠的历史和珍珠生产。在着重点上，

迥异于旧志，一改旧志所犯重人文轻经济者。以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记述珍珠的史历和生产。因而，使得

本书内容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三者取得和谐的统一。对于古者不可详则略，

今者则应述录当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它的时间以珠事贯穿古今，上溯汉以前，远

及古代民间传说，下迄于 1989 年断限。我们所说的地方特点是与他地比较而言，

在属于我有你无、我多你少、我优你劣或我大你小的情况下，则可看成是我地的

特色。拿珍珠说，无论从历史或现状诸方面与他地比较，珍珠确是我县一大特色

的物产，是我县海产资源中一种重要经济产品；又从其发展看，珍珠对旅游、医

药，外贸都将产生优异的趋势。珍珠志的修成，总纂时，它将独具特色地纳入县



志，自然突出地反映合浦地方特色。

周家干同志早年曾用历史文学剧本进行创作，写过《还珠曲》一戏。与此同

时，他曾认真地学过明史，从明朝官逼民反的史料加强和充实作品的历史性和真

实性。嗣后他曾参与《合浦县地名志》的编辑工作，从地名工作出发，搜集过大

量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材料，其中是与珍珠有关的材料。近年间他接受了《珍珠志》

的编辑任务，也作过多次的专访、考察，还把调查核实的资料制成资料长篇，因

而驾轻就熟地完成初稿的撰写。脱稿后，我组织本室部分人员进行阅校、核实以

至完善的工作，于是一部很有地方特色的《珍珠志》修成问世了。相信它一定能

发出珍珠般的光彩，起着作为专志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作用。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行家，这部前人还未写过的志书，肯定会出现难以避免

的缺陷，所以敬希社会各界严予指正，并向我室提出宝贵意见，俾我们在总纂县

志时择善而处，去伪存真，使县志有地方特色的珍珠志部分更能发挥作用。错讹

之处，尚祈识者斧正！

余毅忠

写于 1990 年端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