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珍珠城遗址及其他

第一节 珍珠城与太监坟

合浦珍珠城遗址，在合浦营盘乡白龙村，该城面临北部湾，离海仅几百米。

珍珠城又名白龙城，因白龙圩得名。城始建于明洪武初年，原为防倭而建，城周

330 丈余，高 1丈 8尺，有东、西、南三门，门上有楼。该城为龙门港至雷州水

道之咽喉。历代监采珍珠的太监驻足于此。该城城墙用一层黄土一层珠贝，层层

夯实，内外砌青砖构筑而成。城内有采珠太监公馆，珠场巡检及盐场大使衙门，

城内街道纵横、错落有致。据《合浦县志》载：“城内有郑太监坟及宁海寺”，但

目前已荡然无存。

城几十米处有两方大石碑，一是《李爷德政碑》，一是《黄公去思碑》。由于

多年来的风雨侵蚀及人为的破坏，两碑文字均无法辩认，但从碑额上看，可知是

当年地方官为李、黄两太监歌功颂德的遗迹。

珍珠城大部份城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拆毁，至今只剩下几十米长的一段城

基。1962 年春，戏剧家田 汉同志到此参观时，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赋有诗句：“方

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黾”。

第二节 还珠亭与海角亭

合浦还珠亭与海角亭为合浦名胜之一。两亭均为纪念汉孟尝太守“去珠复还”

的政绩而建。

还珠亭在城东北一里许，始建于宋，明景秦五年重建，清代曾修建，民初已

毁。该亭原为四柱双檐歇山结构，四周有迥廊，前后石级土迭。亭前旧有孟尝流

芳坊，亭旁不远有孟尝衣冠墓，今也不存。亭内原有明代佥事李骏所书《还珠亭

记》一碑，该碑记述了景泰五年重建还珠亭经过及孟尝太守清政廉明，去珠复还

的政绩，人民对孟太守的思念。“今孟君几千百年，而人之思君者，同于一日则

知善政之感于人心，殆千载一时而未尝有闻也。”又云：“方汉宝既东政，尚督责



当时之为郡者，率皆衄于货宝，专务诛求，由是含胎孕之蚌，亦皆苦之而徙于他

境，为政之弊一至于此，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独孟君之来也，去其害而兴其利，

通其政而益其民……虽池中产珠之蚌，尝徙予他境者，亦感之而复还……”（见

《还珠亭记》）。从碑文可知当时老百姓对为官清廉的孟太守的怀念。

海角亭在县城西南，廉州中学境内。亭的原址在城西南半里处，元代曾重建，

后毁。明成化间移建于城西，嘉靖间又移于城南，明隆庆间又迁于今址，清代曾

重修。合浦是个山辉川媚的地方，“合浦珠还”的故事，脍炙人口，海角亭是为

纪念汉孟尝太守施政廉明而建。当时的统治阶级希望登临海角亭的人，都应向孟

尝太守学习，不要为个人私利而忘却百姓，这样才能名留青史，才能媲美孟尝。

海角亭为亭阁式结构、重檐、歇山顶，分前后两进。第一进为门楼，红墙绿瓦，

飞檐凌空。门楼原有一联：“不到此亭那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

门冠岭云水千重。”为清工部尚书杜聿所书。门楼内壁的碑刻琳琅满目。

第二进是主亭海角亭，为重檐，歇山结构，朱红墙壁、疏璃碧瓦，檐牙高啄，

直凌霄汉。亭成正方形、高基台、四周迥廊，前后石级上迭。亭内古碑镶满四壁，

使人目不暇接。宋元符三年，苏东坡从儋耳量移廉州时，曾登临海角亭，望着滔

滔南去的江水，想到自己去国万里，兴起无限感慨，在海角亭即席挥毫写了“万

里瞻天”四个大字，后人摹刻制匾，悬予亭中央上方，为古亭增辉不少。

还珠亭早已荡然无存，海角亭历经几代修建和重建，至今仍屹于廉江西岸。

登临古亭望着滔滔南去的廉江，缅怀施政廉明、去珠复还的汉孟太守。

第三节 孟尝太守祠

孟尝太守祠在县城东北，还珠亭后。始建于明万历间，方端任兵巡道，操守

廉洁，一心爱民，仰慕汉合浦盂尝太守之高洁，特在还珠亭后建孟太守祠。方端

在当时见到在珠池所采蚌螺，蹙然叹说：“此人民膏血也。”内官爪牙犯罪者，方

端按律治罪，不为稍贷。卒己不合乞罢，去时士民送行，垂辕百里。该祠明、清



有修茸，民初毁于兵灾。

孟太守祠，为前后两进，砖瓦平房结构，前进为门楼，后进为堂殿，中央塑

汉孟尝太守像。孟尝“珠还合浦”著在史册，每年春秋二祭，士民祭之络绎不绝。

明知府饶秉鉴有诗云：“当代临民日，贤声世共传。化行千里郡，珠还九重

渊。祠旧人犹仰，庭空雀自喧。抠衣重瞻拜，怀古恩悠然。”昔日一学士曾在盂

公祠题云：“昔时盂太守，忠信行海隅；不贱珠蚌胎，水底多还胎。”可见为官清

廉者，虽几千年人民尤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