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南珠应夺亚洲魁”

第一节 海水养珠的创举

珍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珠宝之一。人类大约在四千多年前就把它作为珍贵的

装饰品，以显示其富有程度和权势地位。传说埃及女皇克列奥佩脱拉为讨罗马帝

国大将的欢心，曾把一颗名贵的珍珠投进酒杯中溶解；日本天皇在接受一个平民

赠予的名贵珍珠后，即驾临平民住处拜望，平民受宠若惊，享受殊荣……在占中

国、古埃及、古罗马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珍珠的记载。而对珍珠的发现和应

用，有书可考的，首推我国。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了解珍珠最早的国家。古代

中国人除了把珍珠当作珍宝外，还知道珍珠的药用价值，《海药本草》、《本草图

经》等均提到珍珠的药用价值。可见古代中国对珍珠已有相当的研究。

古代殖珠法 由于珍珠有极高的观赏与药用价值，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

慢慢由采集天然珍珠开始，进而研究珍珠的成因，和生产珍珠的方法。我国很早

就知道河蚌能产珠，并知道如何养殖珍珠，早在宋代便有河蚌殖珠的纪录。如宋

代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说：“谢总温有一殖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

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之，濒换清水，夜置月中……

经两秋即成珍珠矣。”这是养殖珠历史上的先例。我国宋代的殖珠法，至 18世纪

中叶前，逐渐向欧洲传播。1761 年，著名的分类学家林奈曾提出一套独特的河蚌

珍珠养殖法，在淡水珍珠养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比起我国的淡水珍珠养殖，

迟了近百年。

佛像珠奇观 《南齐书》有佛像珠的记载。当时越州守（州治在原合浦境

内，今浦北县石埇）向朝廷呈献一颗白色珍珠，珍珠的外形是一个呈沉思状的佛

像，高约 7 厘米。这则记载说明合浦人最先掌握养珠技术，特别是懂得制作佛珠

技术。据说佛像珠的制作方法是无意中发现的：供神者不慎将一尊佛像掉入池中，

数年后，从池中捞起大蚌，打开大蚌贝壳，竟发现其中的佛像浑身闪耀珠光，原



来先前掉失的佛像被河蚌吞入蚌内后逐渐为蚌所分泌的珠质层所覆盖，形成了佛

像珠。这个无意的发现，启发人们用铜、锡金属或象牙、木头雕刻成佛像插入河

蚌中使其珠化，结果均获得成功。现在东海佛教胜地普陀山文物馆里，就珍藏着

这种佛像珠。

日本人先拔头筹 海水人工养殖珍珠是 19 世纪初的事。人们为了获取珍

珠，一面在江河湖泊中搜寻淡水珠，更多的是在大海中采捞。但海珠采捕，既辛

苦危险，得珠率又很低，又受到天然珠贝数量的限制，往往千只珠贝才有一颗珍

珠，因此一些国家便开始海水养殖珍珠的试验。

1888 年，日本列岛中部的志摩半岛，制面条工人的儿子御木本幸吉氏，花了

十年时间研究珍珠贝的生活习性和珍珠的成因，最后，他决定作人工培养珍珠的

试验。他利用我国河蚌养殖珍珠的原理，以海水作人工养殖珍珠试验，并得到了

东京大学生物教授美作芳吉的支持。他把异质植入珍珠贝内，然后用竹篮子装着

放进海里去。1893 年 7 月 11 日，御木本幸吉氏的妻子从他们作试验的竹篮子里，

取出一只珍珠贝检查时，发现里面一个很小的光亮圆点，那就是珍珠！虽然它的

形状不规则，但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颗在海水中由人工养殖成功的珍珠。

御木本幸吉氏养殖的是半圆珍珠，也即是附壳珠。1907 年，西川藤吉、见濑

辰平发现珍珠是被珍珠质分泌细胞陷入组织中，形成珍珠囊分泌珍珠质而成。两

年后，西川藤吉氏用贝壳的珍珠层做成圆形小核，包以外套膜小片移植到贝类的

生殖巢和消化囊组织之内，正圆珍珠养殖试验成功。后来，御木本幸吉氏开创了

人类史上首次大规模人工培植珍珠的事业，最多时．他养了 1200 万只珠贝，所

产珍珠占当时全世界产量的 75%。他的成功，使他在 1908 年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

的第一份人工养殖珍珠的专利证明。他成为日本风云一时的人物。日本天皇亲自

接见他。御木本幸吉氏还为当时世界博览会送去他精制的许多由珍珠镶嵌的精美

工艺品。由于御木本幸吉氏养殖海水珍珠的杰出成就，当时人们尊称他为“珍珠



皇帝”，他一直活到 96岁。他死后第 4年，中国人也开始了利用马氏珍珠贝进行

海水人工珍珠的养殖。

天然南珠的厄运 在众多的珍珠贝类中，马氏珍珠贝数量较多，分布较为普

遍，所产珍珠质量也较好。南珠就是从马氏珠贝中采得。马氏珍珠贝是雌雄异体

的，精子和卵子成熟后，都排在海水中，在海水中相遇而受精。孵化后，幼虫经

过一段浮游生活，再落到海底，变态为成体，进行附着生活。如果我们不论时间，

不管个体大小肆意捕捞，使正当繁殖期的个体不能长大，那么年复一年，珍珠贝

的个体就自然而然地日渐减少。天然南珠的数量由盛而衰就是由于历代王朝只知

滥采浩夺，不加保护，致使珠池被破坏，珠贝大量减少，珍珠资源受到严重的破

坏，几乎到了珠苗灭绝的境地。解放前夕，南珠生产濒临绝境，解放以后，天然

珠在 50年代至 60 年代曾大量发现，但个体较小。由于不懂得资源保护，加上外

地有意识的大规模采捕，资源拥有量迅速下降。“文革”期间，广东某县曾数次

组织船队到合浦沿海捕捞贝苗，仅在白龙一地就捕去珠贝 300 万只左右。进入 90

年代，又准备组织船队卷土重来。天然珠贝遭到肆无忌惮的捕捞造成极为严重的

后果，若再不采取措施有朝一日“合浦珍珠”作为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决不是耸人

听闻！

我国人工养珠的创举 敬爱的周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对南珠的生产也萦

记在心。1958 年他曾指示中共合浦地委，一定要把南珠生产发展起来。原合浦地

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 1958 年 3月 26 日派出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到白龙附

近的火禄村创办珍珠养殖试验场，全称“合浦专署水产局白龙珍珠水产养殖试验

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南珠海水人工养殖场。全场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只

有 11 个人，技术员还是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女性。他们头顶蓝天，脚踏沙滩背着

行李来到白龙海边。没有宿舍，十几个人就挤住在一间破庙里。没有养殖珍珠的

水池，更缺乏养殖珍珠的技术资料和经验，凭着一股要发展祖国南珠生产的热情，



以巨大的干劲，开始南珠人工养殖试验。为了解决贝源，他们驾着三条小帆船在

茫茫的海面上搜寻珠贝：涨潮时用特制的网具拖捕海底珠贝；有时晚间退潮，便

提着盏盏风灯或打着手电筒，在水浅的海滩捡拾珍珠贝。有时，遇到网不能拖的

礁石地带，他们就潜下 8 至 10 米深的海底去捡珠贝。在礁石密布、牡蛎丛生的

海底“作客”的结果，常常是手脚被割得鲜血淋漓。有时还会遭海蜇灼或老虎鱼

刺而发热发冷……可是这些困难吓不倒为南珠事业而奋斗的养殖者。经过半年的

奋战，他们终于放养了 5万只从海中捕捞回来的珠贝。因为当时还有放养珠贝的

水池，只好把珠贝装入笼中置于白龙港出入水道中和两个水族箱里。由于洪水和

台风的影响，珠贝大量死亡。1958 年 9月 13 日，养殖试验场把余下的 1331 只珠

贝，迁移到北海市南养殖。捕捞回来的珠贝大量死亡，促使试验场的工人们进行

人工采苗的试验。场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对马氏珠贝的幼苗生活习性进行了观

察和研究，他们发现，马氏珍珠贝的幼虫在附着固定物体以前，过着受潮流支配

的浮游生活，因此，要采集到马氏珠贝的幼苗，就要掌握好它的附着期，并选择

有环流，水深 2 米左右，沙泥底质或沙底质的内湾。9月 23 日，他们以 50只竹

尾、珍珠贝壳、芒箕之类做成的珍珠幼苗附着器，投入海中，进行采苗试验，经

过两个多月的检查，发现有无数的珍珠贝幼苗附着在上面，计有 100 万至 300 万

只之多。采苗试验获得了成功，给发展珍珠生产打下了基础。

为了早日取得人工养殖珍珠的成功，场里的全体人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生

活在三只简陋的木帆船上，他们食、宿、实验都在船上。把实验用的珍珠贝，用

笼装着，一笼一笼的挂在船边，没在水中。为了寻找适合的海区，全体人员随船

到各海区试验，他们到过企沙、水东、石头埠、大冠沙等地。

人工插核的第一次 日本的法律规定，养殖珍珠的资料和技术不能让外国

人知道。所以，我们珍珠养殖试验场的技术员和工人，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经验

的情况下工作的，他们只知道一点，那就是用核植入珍珠贝中经过一段时间，便



可得到珍珠。至于使用什么材料制作珠核，怎样把核插进珍珠贝里去，就不得而

知了。没有资料，他们只好多做几次实验。开始，他们用鱼眼、石头、玻璃球作

珍珠核，没有打磨的机器，便用手加工，靠手工把石头磨成比豆粒还小的圆核，

一不小心，手指就给磨破了。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发现，珍珠核的最好材料是淡

水蚌壳。1958 年 4 月 25 日，珠场开始第一次人工插核。插核的工人，用镊子夹

住珠核直接插入珠贝内脏，经过一周检查，大部分插入的珠核被珠贝“吐”了出

来。面对被珠贝“吐”出来的珠核，工人们没有灰心，他们在琢磨，珠贝为什么

把核都“吐”出来了呢？插核的刀口是小了还是大了？插在哪个位置最合适？等

等。他们苦苦思索，连饭也忘了吃，觉也睡不稳。为了早日把人工养殖的南珠搞

出来，大家顾不上休息，很快又进行了第二次插核试验。5月 1日至 5月 10 日，

工人们在珠贝外套膜上贴近生殖巢的范围开了一刀，把珠核插了进去，经过一段

时间检查，发现有多达 60%珠核被排出。第三次插核试验是 6 月 3 日至 23 日，技

术员和工人们吸取了上两次失败的教训，将珠核从鳃轴或足的上皮开刀插入外套

膜下，贴近生殖巢处，这样滑出的机会比前两次少，留在外套膜下的珠核，经过

一周后检查，有形成珍珠层的可能。经过这次试验，坚定了大家的信心，根据三

次插核经验教训，技术员和工人们总结出，在插核过程中，不仅需要将核移植到

珍珠贝体内，而且需要同时将外套膜的上皮组织移入。这种上皮组织是从生活力

旺盛的两岁贝体的外套膜上切取的。外套膜的上皮细胞是分泌珍珠质的，将它同

核一起植入珍珠贝体内以后，它就沿着核的边沿逐渐生长，最后形成一个囊，这

时珍珠囊将核完全包披，并不断分泌珍珠质，一层层地附于核外而形成了珍珠 09

月 24 日第四次插核时，工人们在珠贝体内，靠近足口表皮，开了一个口，把珠

核送进生殖巢与肝脏之间的上面，外套膜的下面，同时移植珍珠质细胞片一平方

毫米左右。手术后，珍珠贝生长良好，留核率达 70%。经过 30 天后检查，发现珠

核已包上了珍珠层而得到了游离珍珠，人工插核宣告成功。这不但是南珠，也是



中国人工养殖珍珠史上的第一例。

第一颗人工养殖南珠 人工插核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珠场职工们的干劲。是

年 11 月，天气渐变冷，气温逐渐下降，他们仍不辞辛劳，辛勤照料、饲养已插

核的珍珠贝，在精心照料下，手术贝恢复很快，长得也很好。一天，从北京来了

个搞科研的同志，听说插核已取得成功，要求看看珍珠贝，场里的工人便随手拿

了一只养了几个月、已插过核的珠贝。撬开给他看。一撬，在场的人眼都发亮了。

大家看见，在这只珍珠贝里，有两粒珍珠，一粒半边黑了，是颗死珠；另一粒圆

润雪亮、银白耀眼。面对着这颗小小的珍珠，大家欢喜若狂。大家心里明白，珍

珠虽小，却是他们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海水人工养殖珍珠成功了，这是中国海水

人工养殖的第一颗珍珠。这颗珍珠为南珠的人工养殖掀开新的一页。从此之后，

中国人也会在海水里养殖珍珠了，历史悠久的南珠将重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