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珍珠古今价值观

第一节 东珠西珠“不如”说

合浦珍珠向以品质凝重，光泽晶莹，颗粒浑圆以及药效好而著称。又因南海

珍珠产量居中国之冠，合浦珍珠产量又居南海之冠，故有“中国珠必产雷廉二地”

之说①，成为中国海产珍珠的代表。

“南珠”是合浦珍珠的专名 合浦珍珠称为“南珠”，是屈大均在《广东新

语》中说的：“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

豆青色白，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屈氏“南珠”之名，本自唐·李

白诗“相逢问疾苦，泪尽日南珠”和唐·马总《意林>“必须南国之珠而后珍”

说法的省词。屈氏又说西珠品质则与东珠概为“洋珠”，说“洋珠大如豆者，竟

似夜光（珠），但易碎又轻，一名玻璃珠。”南珠虽亦有等级之分，“然皆美于洋

珠”这一品评，遂成为千古不易的定义，使南珠声价陡增百倍，从而成为中国海

产珍珠的代称。

要弄清东珠和西珠的概念，首先要探讨东洋和西洋的概念。明·曹昭《格古

论》中只有“南番珠”和“西番珠”与“广西珠”（即合浦珠）的比较。可见在

屈氏成书（明末清初）以前，尚无东珠西珠其名。

西洋东洋的古今概念 关于西洋，宋《太平广记》有武则天朝青泥珠产“西

洋国”的记载。南宋·赵汝适的《诸番志》也说，“真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又

出西难、监蓖二国”。清初谷应泰笔记又说真珠“一产西洋，色白，光耀明净，

有夜光者，其价无等”和“安南国、占城国、锡兰山”等均产真珠。可见自唐朝

到清初，西洋均指爪哇以西的印度洋沿海地区而言。这又可从明代永乐朝随郑和

出使南洋各国的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和明·张燮著《东西洋考》得到进一步的

证明。另外，西洋东洋也是南海局部海区的泛称。例如“在广州虎门而出，水皆

日洋，在东为东洋，在西为西洋”的说法（《广东新语》）。西洋成为欧美两洲的



概念，是从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才开始，到清朝中叶才普遍形成。

故说屈氏所指的西珠，并非现在普遍认为的欧洲珠或者意大利珠，而是指爪哇以

西的印度洋沿岸所产的珍珠。

至于东洋，清初以前除了指上述南海局部地区，也是大洋的泛称，元·王实

甫《西厢记》：“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元曲《来

生债》也有：“你便积趱下高北斗杀身的钱，……可也填不满这东洋是非海。”清

初谷应泰记述真珠产地只有“日本国产如意宝珠”的说法，亦未涉及东洋和东珠。

东洋作为地理专名，《读史方舆纪要》“漳郡志”有“东洋有吕宋苏禄诸国”的说

法。即加里曼丹。东洋作为日本（海）的概念，是清朝以后的事。有清·陈伦炯

的《东洋记》、王之春《东洋琐记》为证。故有理由认为，屈大均所说的东珠非

指日本珠。那么，屈氏所说的东珠究属何指呢？答案是明白的，即加里曼丹所产

的珠子。

“东珠”又是国产的淡水珠 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今黑龙江省

的宁安县境，满洲语称为宁古塔河，即宁安县以西的海林河，以及在黑龙江省的

黑龙江，原称混同江，这两处都产珍珠，在满洲贵族入关之前，这里出产的珍珠，

爱新觉罗氏族作为祥瑞国宝而珍视，以致王公“冠顶”都以这里的珍珠为饰。而

且定有“珠课”，采珠专业户称为“打牲乌拉，合数人一起，谓之珠轩，以四月

乘舟往（混同江及宁古塔河中），至八月归，各以所获（真珍）纳之官，如供赋

然。”②至乾隆朝还照“旧时”而行此例。这里的珍珠就称为“东珠”。清代中叶

以后，西珠与东珠的概念，随着西洋东洋的概念的变化而变化，西珠即欧洲珠，

东珠即日本珠，已经约定俗成。

“廉珠”是“南珠”的地道产品 至于南珠，有人提出异议，应当包括广东

的以至东南亚地区的珍珠。这个说法，我们只能同意其中一半的一半。“包括东

南亚地区”的说法，已经被上述的“西洋”与“西珠”概念所否定。“包括广东



的”却说对了一半。因为广东属南海，这一概念自秦汉至今未变，故广东珠称南

国珠和南珠似亦顺理成章。也如上面说过的，广东产珠海区，除了“雷廉珠池”

还有东莞“大步海媚珠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螺角、荔枝庄等一十三处”，

又有惠州和“石城（廉江县）之麻水池”等处。而产南珠的“雷廉（珠池）至交

趾千里间六池”③作为广东珠乡的重点已是历史的结论。而这“六池”分布于廉

州合浦的有五，在雷州遂溪的有一。故廉州作为广东南珠的地道之乡的定义亦是

无可置疑的。屈氏所说的“合浦珠名曰南珠”一语中的“合浦”，就应该是雷州、

廉州、钦州沿海珠池的广义词，其中尤以合浦县的五池为中心。故以“廉珠”作

为“南珠”的地道产品更确切些。无怪明清医学家处方用“廉珠”作为地道品了。

1982 年，南海水产研究所把中国马氏珠贝称为“合浦珠母贝”，1988 年金盾出版

社出版的《浅海滩涂致富指南》一书也引用了这个名称，都非偶然。

①英·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
②《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东珠，出混同江及鸟拉宁古塔河中，匀园莹洁，大者可半

寸，王公以饰冠顶。采珠为打牲乌拉、包衣食粮人。合数人为一起，谓之珠轩。以四月乘船往，
至八月归，各以所获纳之官，如供赋然。旧时，三十六珠轩岁征珠五百二十八粒，或缺或溢，
以数计赏罚。乾隆增四十二珠轩，征珠六百七十二粒，后又增十二轩，征珠一百九十二粒。”
“附录：高宗（乾隆皇帝弘历）御制《盛京土产十二诗》（有）五谷、东珠、人参……。”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