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珠池文化

“骑马客来惊路断，泛舟民去喜帆轻。虽然地远轻无益，幸得珠还古有名”，

宋代陶弼初的一首诗生动地点释了南珠文化与珠乡合浦两千多年的缠绵的情感。

南珠乡合浦名因珠起，珠因珠池而生，珠因媚而著。

合浦的珠池是分布在珠母海各海域。珠母海泛指合浦县东南沿海一带海域，

即生长珍珠母贝海域，也称珠母池。《旧唐书地理志》曰：“廉州合浦县有珠母海，

郡人采珠之所”，珠池演绎出南珠文化就拥有数千年的历史。

合浦采珠史在六千年前就开始。商朝《海史·后记》有：“禹帝定‘南海鱼

革玑珠大贝’为贡品”的记载。

据志史书记载，合浦郡古有七大珠池，这七大珠池东起南海广州湾，西至北

部湾交趾海域，这就是汉时合浦郡的海域。事实上，在古籍的记述中，有名可考

究的珠池并不只有七个，而是因为这七大珠池盛产的珍珠质量和产量都很好，在

民间传诵中口碑较集中而传至后世，也就约定俗成了“七大古珠池”之说。合浦

珠池计有：平江、杨梅、青婴、乌泥、白沙、望断、白龙、乐民、海猪沙、永安、

手巾等十一个珠池。这十一个珠池分布在广阔的海域内，形成了 3000 多公里海

岸线的珍珠物产圈。在这个物产圈又形成了珠市和珍珠生产、加工、贸易的产业

带。

汉代时，合浦采珠业就相当发达了。东汉时，合浦郡沿海盛产珍珠。那里产

的珍珠又圆又大，色泽纯正，一直誉满海内外，人们称它为“合浦珠”。当地百

姓一般都是以采珠为生计，用珠向邻郡交趾换取粮食。采珠的收益相当高，因此，

合浦一些地方官吏就乘机贪赃枉法，巧立名目盘剥珠民。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为

己有，他们不顾珠蚌的生长自然规律，愚昧地叫珠民去捕捞。结果，珠蚌逐渐迁

移到邻近的交趾郡内，在合浦能捕捞到的珍珠越来越少了。合浦沿海的渔民向来

靠采珠为生，很少有人种植稻米。他们采珠多，收入高，对买粮食花些钱不在乎。



由于珍珠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产珠量减少了，珠民收入也大量的减少，渔民们

连买粮食的钱也没有了，不少人因此而饿死。汉顺帝刘保继位后，派了一个名叫

孟尝的人到合浦郡任太守。孟尝到任后，很快找出了当地渔民没有饭吃的原因，

下令革除弊端，废除盘剥的非法规定，并不准渔民滥捕乱采，以便保护珠蚌的资

源。不到一年时间，珠蚌很快的繁衍起来，合浦又成了盛产珍珠最丰富的地方。

合浦有两千多年的养珠采珠文化历史，时至今日，合浦仍有不少人还在从事

着耕海采珠的生活。合浦之所以盛产“南珠”，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这里地处于北部湾海域，风浪较小，海水水质好且咸度适中，温度适宜，为

马氏珍珠贝提供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因此，历史上合浦珍珠的产量是其他海域

的 20-30 倍。

南珠不仅以产量大，而且品质也优秀。其具有凝重结实、浑圆剔透、晶莹光

润，色泽经久不变的特点。因此，合浦南珠被誉为“国宝”，其在文化层面上源

远流长。“南珠”在汉朝就被指定为贡品。常言道：“黄金有价，珍珠无价”来形

容南珠的珍贵。其实珍珠的价值像黄金一样，也可以依照一定标准来判定的。我

国自古以来，对珍珠品级就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南越志》、《天工开物》、《广东

新语》、《艺文类聚》等典籍都有着关于珍珠分类评级的标准。其中在《南越志》

里，把珍珠的类别作了划分。

珍珠的类别

珍珠可分为：天然珍珠、养殖珍珠、玛比珠、仿珠四大类。

一）天然珍珠是大自然的意外产品。凡含有珍珠层的软体贝壳类均能产生珍

珠，当你吃新鲜鲍鱼的时候，是能否留意壳内蓝绿色的闪耀光彩？这就是珍珠母

层，是由许多石灰质的薄片重叠排列而成的，当蚌开口吸气时，沙粒或微生物这

类的物体会意外的进入其体内，当蚌受到刺激而感到不适，便会分泌珍珠质将入

侵物层层包围起来，以减少其痛苦。经过多年时间的分泌，小沙粒便变成了一颗



漂亮而富有光泽的珍珠。因其极罕见，价格异常昂贵，市面上较少销售。

二）养殖珍珠指的是海水和淡水养殖珍珠。海水养殖珍珠是海水里的生长的

贝类培植出来的，是人们将一颗圆核母珠插入贝蚌体内，令其受刺激而分泌珍珠

质，将母珠核包围起来。圆核母珠是由河蚌的壳磨成的，而淡水养殖珍珠，是产

于河或湖的蚌体内，形成过程与海水养珠相似，但不用核珠，改用另一只贝壳的

肉切成的小条放入蚌体内，令其分泌珍珠质将其包围。海水养珠对气候、环境等

要求高，产量稀少，一个贝内一般只能养一颗珍珠，而淡水养珠一个贝内可养到

十六颗之多。海水养珠的形状是圆的，淡水养珠的形状大多是不规则的，这是它

们最大区别之处。

三）玛比珠属附壳珠类，取于白碟贝、企鹅贝，产于南澳洲。是由一颗人工

养殖的凸疱状珍珠和一个珠母的衬里构合而成。凸疱状珍珠一般是在贝壳和外套

膜之间插入滑石、蜡或塑料制成的半珠小球被放在海水软体动物的朝下平壳内生

产出来的。半球的底平面与贝壳的内表面相接触（此时，用来产珠的软体动物内

珠径的大小比它们平常所能够忍受的要大得多）。最后得到的珍珠质层从贝壳上

被切了下来，取出半珠，得到的是半个空心的珍珠质圆顶，再把它们胶结起来。

四）仿珠是珍珠的仿制品，它不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只要具备一定生产技

术条件、设备及原料即可生产。因它不具有珍珠的用途，只能作为工艺品，不能

列入珠宝类，而且其仿真性强，价格带有欺骗性，顾客购买珍珠时须要小心辨别。

珍珠还按照珍珠贝生长的环境来划分的，珍珠又可以分为淡水珠和海水珠两

类。顾名思义，淡水珠就是生活在内陆江河湖泊中的珠贝所产的珍珠，我国的江

浙等地就是传统的淡水珠产地。海水珠则是产自大海的珍珠，在世界上，波斯湾、

南太平洋等地都是海水珍珠的重要产地。海水珠无论是在观赏和实用价值方面都

远远高于淡水珠。因为，海水珍珠的珍贵决不仅仅体现在它华丽的外表上，它同

时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药用价值。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表明，珍珠内含有壳角



硬蛋白、碳酸钙等物质。此外还有锌、碘、锗等多种微量元素。在古代的中医就

认为海水珍珠具有“安神镇定，明目靓肌肤、清肝除翳，生肌解毒”的功效。

珍珠的颜色

大自然中的珍珠有多种颜色，这是由于它所含有金属微量元素的缘故。珍珠

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碳酸钙，还含有少量角蛋白质、水分和微量金属元素，其中含

铜的珍珠常呈金黄色；含银的珍珠呈奶油黄色；含钠的珍珠呈肉色；含锌的珍珠

呈粉红色。质地纯净的珍珠洁白如玉，在国际珠宝市场上以粉红色的珍珠最为名

贵。珍珠颜色的多样化，使她独具魅力。

珍珠的形成

珍珠是在软体贝类动物的体内形成的。早期人类对珍珠成形的原因有不同的

理解。有一个有趣的理论说的是，当一滴掉进海里的露水，刚好被张开的贝壳接

住，便形成一颗闪亮的珍珠。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真实的理论。1671

年，科学家认为珍珠的形成是由沙子意外进入贝类软体动物体内，软体动物受沙

子刺激产生不适便形成珍珠。珍珠是大海的恩赐，是大自然的一种“意外”的结

晶。人们经过分析，摸索这种“意外”，便探索出其形成原因并将这一原理付诸

实践，特意将一颗圆核物或小肉片植入某些特定的贝类体内，人为地使其产生珍

珠，于是就有了珍珠的人工养殖。珍珠的养殖是一门严密细致讲究科学的学问，

从选贝、育苗，从贝苗——中贝——大贝——植核——育珠，有一套完整的操作

程序和一个严谨技术标准，由此可见养大一个珠母贝，是很不容易的。而正常的

养殖时间要 21个月，最快养殖至少也要 18个月。养殖珍珠，气候、水质环境等

因素十分重要，但关键是植核技术，植核成败与否，不但对珍珠贝类的成活率有

影响，而且对珠层形成的时间、质量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植核成功，少则三年

才可收获珍珠了。由此可以想象养殖珍珠的艰难，人类生命的诞生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在生命闪光的那一刻，正如珍珠要历经过艰难痛苦的孕育过程，一只蚌包



容一颗粗硬的沙砾，是以怎样的信念、怎样的毅力去塑造那生命的闪光？伤痛和

苦难的结果使沙砾成为了夺目的珍珠。可是谁会知晓，那个蚌的伤痛呢？在经过

了不断地磨砺和抗争，最终改变了生命的奇迹，然后还要自己来愈合伤口。而海

水珍珠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贝类都能够在体内长出珍珠。据科学的

调查分析，在自然界成千上万种贝类中只有极少数具备这种本领，目前世界上能

孕育珍珠的海水珍珠贝只有三类：马氏贝、黑蝶贝（黑珍珠）和白蝶贝。其中最

著名的要算马氏珍珠贝。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些能够生长珍珠的贝类中，通常

在自然的条件下，长出外型、大小都符合人们要求的珍珠的比率，只有万分之一。

即便是现代化养殖条件下所生产的珍珠，其成品率也是非常低的。由此可见珍珠

的珍贵。

海水珍珠的药用

秦汉时期，合浦珠民普遍使用珍珠粉，治刀伤出血、疔疮溃烂、烧伤、烫伤

等外伤症状，内服清热解毒。古代合浦沿海渔民和珠民出海作业，均备有珍珠粉

等草药。特别是合浦的远洋船队，远航东南亚等国时，船上也备有珍珠粉。在航

行途中，船员如遇刀伤、火烧伤、水烫伤、生疮溃脓等，可用珍珠粉末治疗，因

为珍珠粉末有止血生肌拔毒清热之功效。

珍珠除作为贵重装饰品外，也是一种重要的药材。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测试

表明，特别是海水珍珠，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此外，还含有铁、铝、镁、锰、

铜、硒、银、锌、钡、锶、钾、钠、铬、镍、钴、磷、锗、锂等十多种微量元素。

尤其硒、锗等微量元素是难得的防癌、抗衰老的物质。因此，药用海水珍珠自古

就珍贵。在我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唐代人们演戏化妆时就懂得使用海水珍珠

粉涂面部，日久天长，演员们的颜面显得特别细腻、白嫩。明代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写道：“珍珠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去皮肤逆胪——”记叙

了很多疗法。宋代《开宝本草》中亦描述了海水珍珠的作用；清代李杲在《雷公



药性赋》中较好地阐述珍珠的药效；晚清慈禧太后更知道珍珠可以使皮肤柔滑有

光，她有专门研磨珍珠粉的太监，选取小粒晶莹圆润的上等海水珍珠来研磨。慈

禧每天要饮用珍珠粉多达三次，作为每天的食品。海水珍珠在医学上还具有安神

定惊、清热益阴、明目解毒、收口生肌等功效。尤其女士在月经期间、更年期烦

躁易怒，戴珍珠项链可以起到较好的调节、缓和作用，此外其还可防治慢性咽喉

炎及甲状腺等疾病症状。同时，海水珍珠粉可使皮肤格外光洁、细腻，早晚用珍

珠轻轻按摩皮肤，也有护肤、美容、去斑和消皱的作用。这些珍珠粉的功效对人

体有很大的益处。

合浦珍珠除了作为装饰品，显得典雅庄重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是珍贵

的药材。把它研成末，使之成为珍珠粉，其性寒，味甘、咸，对轻度甲亢、咽喉

炎、扁桃体、妇科炎症有明显疗效，同时，也具有镇心安神、清热益阴、化痰的

功效。珠池，滋养了一方水土；珠市，带动了一片商机。以合浦为始发港延伸到

五洲四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以珠池为产业圈，以珠市为平台，形成了珠、海

路，并连成了海路的区域经济大的格局。

今天在广西北部湾这个区域经济大格局中，对挖掘古珠池的产业经济链条以

及古珠池中，其沉淀的历史元素与丰富的珠池文化为基点。它将是合浦县经济、

产业发展与提升的新亮点。

珠池孕育了珍珠，珍珠成就了合浦，合浦因此有了珠市，其演绎了珠的风情。

而珠市招来八方贾客，诸夷商贩。珠池成了合浦郡民赖以生存的聚宝盆，珠池文

化丰富了南国不同民族的独特的合浦南珠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