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口碑中的“还珠”故事

围绕白龙城的太监坟，民间有一段故事。

话说皇帝听说白龙海中有宝珠一颗，光照海面，但有巨鲨二尾守护着珠贝，

多年来无法采得，因为这是龙皇特意安排在这里的镇海之宝。

珍珠不过杨梅岭 贪婪的皇帝一定要把它采到手，这就是为什么太监坐镇白

龙的起因。太监奉旨前来采珠，用尽狠毒手段，强迫珠民下海，结果用无数珠民

生命才换得这颗径寸夜光宝珠。太监捧着宝珠用紫檀锦匣，黄缎包裹匆匆赶路回

京复命，为将得到更高的封赏而高兴。来到离白龙三里路的杨梅岭下，一眨眼之

间，宝珠不翼而飞。太监一吓！非同小可，又匆匆折返白龙。正在焦急苦恼之时，

忽报海面又有珠光大放，太监转忧为喜，再度如法炮制。可怜又不知有多少珠民

葬身鱼腹，宝珠又重新捧到太监的手中。这趟他不傻了。悬赏征求护送宝珠回京

的办法，然后动身。一位老珠民被召来询问。他说：“千岁爷下问，不敢不说，

但说了又怕千岁爷怪罪。小人担当不起啊！”太监说：“但说无妨，不治你罪就是

了。”老珠民说：“这颗宝珠是用众多兄弟性命换来的，非一般凡珠可比，用老办

法护送都不济事，未过梅岭它就‘跑’回旧浦了……”太监心急地说：“说下去，

重重赏赐。”老珠民狡狯地说：“办法倒有，就怕千岁爷不肯。”"陕说快说，只要

把宝珠安全进献皇上，我连命也愿豁出来。”

宝珠重返太监殒命 老珠民为太监说出个主意：“千岁爷如果能忍痛把尊股

割开，把珍珠藏在其中，保证能过梅岭，过这一关，管教一路平安到京。”太监

正要发作，转念这老头所说当有根据，于是命老珠民说个究竟。老珠民说：“以

前有胡人来此贩珠，曾遇到同样情况，他是用这办法把宝珠带走了一颗的。”太

监毫无办法。赏赐了老珠民，忍痛地把自己腿股割开，纳珠其中，再包扎严实赶

路，满怀信心地径直到了湖广交界的梅岭才松绑检查。

岂知一摸腿股，宝珠又不见了！太监沮丧恼恨极了，再度折返白龙要找老珠



民算帐。原来这老珠民是个“五保户”式的人物，他在太监动身后便已“从贼”

去了。太监无法向皇帝交差，就在白龙城吞金自杀了。这就是白龙太监坟的来历。

故至今尚流传：“珍珠不过梅岭”的谚语。原来这梅岭不是粤北的梅岭。是白龙

附近的杨梅岭。

这则故事，附会于“珠还合浦”四字，而“割股藏珠”说法也是有史实根据

的。

割股藏珠”说 上面说到，老珠民故意捉弄愚蠢残暴的太监“割股藏珠”。

这是有来历的。

1、波斯人割股取纳珠。《集异记》说：唐朝开元年间（公元 713 年-741 年）

司徒李勉在睢阳遇到并帮助一个病危的波斯老人，这胡人临终时告诉李勉，波斯

王失了一颗传国宝珠，传旨谁能找回，将赐以公相爵位，他是为了寻找宝珠而来

中国的。我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宝珠，但不幸病危，崇高的爵位轮不到我了，“感

公恩义，故以（宝珠）相赠。”说罢便抽刀割开腿股取出宝珠给李勉。胡人取出

宝珠后便断气了。

《广异记》又有记载：唐朝武则天时（公元 684—701 年），西洋国贡献一颗

青泥珠，这颗珠仅有拇指头大小，武则天看不上眼，把它施赠西明寺和尚。和尚

把这颗珠子放在佛像的额上，后来西明寺开讲经大法会，有波斯人前来参加讲座，

偶然发现佛像额上这颗珠子，便仔细端详，然后向和尚求买。和尚漫不经心地说：

“如果真要买，能出多少价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是十万贯钱成交，胡

人得珠，即割开股腿把珠子藏入，携珠回国。

2、波斯胡人割腋纳珠。《广异记》又说：有波斯胡人来到扶风郡住在一间旅

店中，发现旅店门前一块方石，经过仔细反复端详。向主人提出，愿出价二千贯

把此石买去。主人暗暗好笑，不假思索便一口答应了。胡人得石，立即把它打碎，

从中取出一颗直径“一寸”的大珠。胡人把珠藏入自己割开的腋窝之中，带回本



国。

以上三则故事，未免荒诞无稽。但足以说明的是，合浦自两汉以来，曾是吸

引外客的珍珠市场，在中外贸易最发达的唐朝，来合浦贩珠的外商当亦不乏其人。

故出于古波斯人割股割臂藏珠的做法，在合浦地方流传是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