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廉吏、珠民首领和太监

第一节 廉 吏

孟 尝

孟 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今浙江省虞县）。尝少年有德行、后策孝廉，

举茂才，拜除令。因有才能，后又升任合浦郡太守。当时合浦地区很少生产稻谷，

但海里出产的珍珠最为著名，合浦郡与交址相邻、边境的贸易很盛。珠民大多以

珍珠与交址商人交换粮食。因为地方官为中饱私囊、强迫珠民濒年滥采珍珠，致

使合浦沿海珍珠的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珍珠贝苗几乎灭绝。也即是传说中的：

“珠渐徙交址”之说。

由于海里珍珠枯竭，边境贸易也因此衰落下去。群众因此匮乏资财，贫穷者

饿死于道。

孟尝到任后，革除敝政，对于珍珠的自然资源采取了保护措施，因此海里的

珍珠又得到了繁衍，珠民又恢复了珍珠生产，边境的贸易又得到恢复。人民感激

孟尝的恩惠，称他为神明。

在孟尝去任之日，地方官和当地人民攀着车辕挽留他，使车不能前进。孟尝

只好晚上乘船偷偷离开合浦。

后孟尝隐居穷泽，亲自耕种。邻县士民仰慕孟尝的德政而迁居其隐居处的有

百余家之多。

桓帝时，尚书杨乔上书推荐孟尝，然而桓帝终不见用。孟尝七十岁病逝。

林 富

林 富，字守仁。福建蒲田人。明弘治间进士。拜南京大理寺评事。忤逆阉

刘瑾系狱。瑾诛，历擢广东广西右布政。督军两广。歼山寇汤毛九，讨平岑猛子

拜相、岭东贼王基，海寇黄秀山等。林督军两广时，体察到雷廉采珠为民害，“五

年采珠之役，死者万计，而得珠仅八十四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



珠亦不可得”。于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疏嘉靖帝，题为《乞罢采珠疏》，请求

嘉靖帝，停止雷廉采珠，俾得一方之民，休养生息。疏中例举大量事实，反映沿

海珠民因濒年采珠之苦，又因体察到守珠池太监，在沿海横征暴敛，倚势为奸，

专权滋事，害有不可胜言。故林于嘉靖九年十月二十日又上疏嘉靖帝，题为《乞

撤内臣疏》，请求皇上撤销守池太监。使沿海珠民稍有息肩之期，得以发展生产。

官终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乞归。

林兆河

林兆河，字孟呜。两广督军林富之孙。福建蒲田人。明，万历进士，官刑部

郎，历知廉州、安庆。万历十八年知廉州，看到先祖林富上疏后，曾一度禁采珍

珠，而今，又为太监采珠而为民害，感概万千。在廉时，写了一首长诗《采珠行》

揭露采珠中官“以人易珠”的罪行。“十万壮丁半生死，死者常葬鱼间腹。”、“蛟

鳄磨牙竟相向，积血化为海水丹。”、“万落千村半已残，后宫犹未增颜色。”林知

廉时，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疾苦。乞归。著有《毛诗多识编》、《考工记述注》、《檀

弓述注》、《宙合编》、《林伯子诗抄》等。

顾梦圭

顾梦圭字武祥，昆山人，嘉靖癸未进士。累官江西布政使，有《疣赘集诗话》。

武祥清约自居，有同寒素当参议粤藩赋诗云：“夏月行部至雷州，思制一葛且复

休，冬月行部至廉州，思制一裘且复休，故农能穿尚可补，秋毫扰民民亦苦，胡

威之清何以过”，吕仲木撷梅花赠之曰：“武祥如此花矣”，闻者以为美谈。

第二节 珠民首领

苏观升

苏观升，明代万历间，廉州府乌兔庞村蛋民，以采珠捕鱼为生。是时诏禁采

珠，珠民生计无着，观升于是率珠民，冒险入珠池盗采珍珠，并敌杀监守珠池官。

万历改年，观升以三十艘入海塘，进击北海、上村。四年进击冠头岭，五年



击永安千户所，杀百户周英，拎林一。九年杀千户田治。

后总兵薜梦雷请于总制刘尧诲遣楼船军二十七艘为西哨，以二十一艘为东

哨，一并分兵断蛋民后路。万历十一年观升兵败，率蛋民逃之井村，蛋民前后被

斩捕四五百人，苏观升等 128 人被斩于市。

第三节 太 监

谭 纪

谭纪，明景泰间太监。奉诏来廉监守珠池，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

不可必得之物。谭纪在廉时，倚势为奸，肆虐横行、敲骨吸髓、为廉民害。李逊

加以裁抑，谭纪为先发制人，诬告知府李逊纵民盗珠，李逊被逮送锦衣卫狱。李

逊乃将谭纪前后杖杀人民及强入民家，掠夺财物等横暴不法情形，悉数举发。景

宗拘谭纪当面对质，谭纪无法抵赖，不得不获罪，李逊始得复原官。

李 敬

李敬，明万历间太监。万历二十六年奉诏开采廉州珠池。其法为官六民四，

官之六进奉朝庭，民之四为船户采取工食，而里下私派不与焉。民不堪其苦，其

供应太监及差随员役及各府协办帮长二万二千四百有奇，民生愈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