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珠玑文化

古合浦郡珍珠池图

合浦的“南珠”在秦汉之前是“以珠易米”陈列在商贸活动中心的展品，为

世人所知，时称为“珠玑”；到东汉时期就有“合浦珠还”故事，与“合浦珍珠”

之名开始流传于世，珠玑也因此演绎了许多凄美故事。

1．珠媚幽怨彷徨的脚印

珍珠是大海中不可思议的奇迹，如同夜空的明月落入凡尘，明洁夺目、圆润

典雅。从古至今，人类都被它深深地吸引，春秋道家墨子《墨子·节葬下》“诸

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杨雄的《长杨赋》：“后宫贼玳瑁而疏

珠玑”李善注：“字书也——玑，——小珠也”。清钮绣的“珠玑犀象珍怪难得之

物，美则美矣——而於我乎何有？”珍珠的漂亮，作为天赐之物，得之不易，因

而给晁错排在金、玉的前面，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南珠”，历来就是王者的专宠，

历代帝王爱不释手的珠宝，更是他们刻意追求的至宝，视作财富的象征。

历代王朝帝王为了获得“南珠”，贪得无厌的滥采，合浦珍珠的资源遭到严

重的破坏。汉代合浦置郡后，朝廷内官坐阵廉州府监采珍珠，内官在沿海肆虐横

行，横征暴敛，“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不可必得之物”，据《乞罢内臣

疏》记载，“万落千村半已残”“后宫犹未增颜色”。当时汉朝官船在合浦海就有

珠船百余艘、珠户千余人。官府施行暴政，强迫珠民、珠妹下海采集珍珠，合浦



母海由于过度的采集，海里的珍珠越来越少了，真应验了人的无义，海也无情，

这一切现象发生，使得珠民苦不堪言。因而，在合浦珍珠采集史上的每一页，都

充斥着采珠人的血泪斑斑，使母海岸上留下了珠妹幽怨彷徨的脚印。由此它演绎

出珠妹、珠民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相传古时候，皇帝派太监坐镇白龙珍珠城，

强迫珠民下海采捕夜光珠，太监把当地采珠能手都征集来采珠。勇敢善良的采珠

能手海生为了得到夜光珠以拯救珠民，他冒死前往杨梅池的红石潭采珠。红石潭

水深礁石众多，海珠池不仅有暗流，还有两条恶鲨日夜守护夜光珠。海生不畏险

恶，勇敢地与恶鲨搏斗，负伤鲜血直流，幸得珍珠公主全力救助，才免于一死。

公主为拯救珠民，好心的将夜光珠献给海生。海生得了夜光珠，回到岸上。太监

得到了夜光珠，用绵绢包裹十几层，锁入檀香木盒，再包了几层红布，连夜派重

兵押送宝珠回京。当太监一行走过白龙附近杨梅岭时，忽见海面闪现一道白光，

太监忙打开檀香木盒查看，夜光珠已不见踪影。太监吓得目瞪口呆，只好又回到

了白龙城，逼令珠民再下海捕珠。京城皇帝连下圣旨，太监急得坐卧不安，便采

用最毒辣手段“以人易珠”，将珠民缚上大石，沉人海底，找不到夜光珠不得升

上海面。空手而归便会“人头落地”。海生又被迫下海，经过千辛万苦，在海水

里寻捕，再次遇见珍珠公主，她爱慕着海生，不忍心让海生在海水里冒险，再次

把夜光珠献给海生。海生喜出望外，感恩不尽，他抱着夜光珠回到岸上。太监得

珠后，不敢轻举妄动，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送珠上京的好办法，这时有人就想

出了“割股藏珠”的主意。太监决定“割股藏珠”，便叫手下把自己的股部割开，

塞入夜光珠，伤口痊愈后，立即起程回京，太监认为这次一定安全了。但刚走近

白龙界的杨梅岭，忽然天昏地暗，雷鸣电闪，山摇地动，惊雷四起，太监的坐骑

受惊狂奔，把太监摔昏在地，只见一道雪亮的白光划向海面。太监醒来叫人割开

伤口，夜光珠踪影全无，城内珠民四散逃离。太监自知空手回京必死无疑，只好

返回白龙城，在惊慌中吞金自尽。今天在合浦白龙城外仍然尚存有“太监坟”的



遗迹。

珠乡合浦的“南珠”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水珍珠，雄居群珠之首。唐代著名诗

人就有：“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在参观白龙

珍珠城遗址时，泼墨赋诗《合浦吟》，对南珠寄予“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

亚洲魁”的厚望。

茫茫人海中进行淘珠作业的珠民干的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采珠作业的

艰辛与危险，古代采民把它视为徒手作业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魔鬼”，采珠

人或珠妹的生命安全常常受到严重的威胁。人在海底采珠没有良好的保护设备，

停留的时间短了采不到珠贝，时间长了会窒息或寒栗而死。更有不幸的事，采民

在采珠时，要是遇到鲨鱼或其他海洋动物的袭击而来不及逃避的话，船上人看到

的只是一缕缕浮上水面的鲜血，便知水下的人已葬身鱼腹。如若采珠遇到台风等

恶劣天气也会船坠人亡的。

海里缺氧、寒冷，凶猛鱼类和动物的袭击，使得受伤致残或葬身鱼腹的采珠

人或珠妹比比皆是。明朝廉州知府林兆珂在《采珠行》云：“哀哀呼天天不闻，

十万壮丁半生死，死者常葬鱼腹间。”更好的诠释了珠民采集珍珠的艰难与无奈。

可见古代合浦珠民为采珍珠死于珠池者不可胜计，被世人评之为“以人易珠”

的精辟的解读恰如其分。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真珠”篇中曾描述了珠民采珠的艰险“合浦县海中

有梅、青、婴三池，蜒人每以长绳系腰，携篮入水，拾蚌入筋即振绳，令舟人急

取之。若有一线之血浮水，则葬鱼腹矣”。《明史》也记载有许多珠民为完成“派

珠”任务而致伤残，甚至时常有葬身鱼腹的的事件发生。

出海采珠的珠民不仅是生命受威胁，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

采捞珠贝的过程中，随着盈筋满箩的珍珠出于海面，幽怨彷徨的身影在海岸徘徊。

珠民为生计所迫，慢慢的他们由惧怕大海到熟知掌握了大海的习性，炼就了采珠



深潜的绝技。

南汉刘铱时期开始，珠池成为朝廷的专利禁区，珠民成为终生不能改业的疍

籍贱民，疍民成了采珠的奴隶。到清朝雍正年间，合浦珠民才获得永除疍籍的政

治待遇。苦难与艰辛铸就了南珠人的品格，他们勤劳、勇敢，崇尚真、善、美无

私奉献精神。在珠乡世代影响下，鼓励着珠乡人民奋发进取。在北海合浦你到处

都可以听到“珠还合浦”的赞颂，看到“还珠”的象征物，比如“南珠魂”、“魂

系南珠，珠还合浦”等城市雕塑像。漫步街头还随处可见“还珠路”、“还珠桥”、

“还珠亭”、“还珠宾馆”、“还珠精品店”等等墨致。“还珠”“南珠”在珠乡人的

心目中，是最美丽的词海，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政要将领将“还珠诗”

“还珠赋”录在本上，写在心里，挂在墙上，以表示对先贤孟尝的敬仰，当作自

勉自励的座右铭。

“珠还合浦”的故事历经两千多年的流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故事所表

达的精神是一样的，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当年“以人易珠不见人”“采得珠

来泪已枯”的悲惨采珠生活，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合浦多珠”的来历所作的种种

富有浪漫色彩而又艰辛工作的境况，表达了珠乡人民对龙珠公主的崇敬，对强权

掠夺的痛恨，追求光明，憧憬幸福的美好愿望。

冯敏昌《采歌》“江浦茫茫月影孤，一舟才过一舟呼。舟舟过去舟舟得，得

得珠来泪已枯”，诗诠释了采珠归来的珠妹幽怨彷徨的痛苦神情，细腻凝重，光

润晶莹，浑园剔透的“南珠”隐含了珠妹几多哀悠的心绪。合浦“南珠”韵味，

媚了天下，晋朝帝王为此称之为“媚川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