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一

合浦是中国永不昏黄的明珠，商周到秦汉她就声名远播，达于四海。几千年

来，壮族祖先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拂去珠玑上的尘埃，使合浦明珠始终璀璨夺目。

特别是今天，当中国的其他海疆开发走到极量的时候，合浦明珠在北部湾开发的

锣鼓声中闪亮登场，异军突起，吸引了国内外有远见的商家的眼球。陆敏珠女士

的新作选择了这一闪光点，独具慧眼，并引发了笔者的幽思。想当年，“空桑之

子”尹伊刚助商汤取得天下，便在四方令中命壮族的祖先进贡合浦珠玑。细想在

此之前，壮族先民必定经营南海已久，这才有明珠可送。而明珠并非原始社会的

人们所会享用的，这说明，壮族祖先那时已经迈人文明社会，有了欣赏明珠这种

高档装饰品的眼光和雅兴，有了等级的分化。实际正是如此，因为那时壮族祖先

已经建立了西瓯和骆越两个方国，其中政治中心在今南宁市北郊的骆越方国，正

是经营南海的中国南陲地方政权，合浦明珠是其灿烂的文化表征。1978 年发现于

美国加利弗尼亚近岸浅海的石锚，是 3000 年前骆越人留下的明证：那时他们已

经以北海海岸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诸岛屿为基地，用当

时的海船龄舟（双体船）往东沿着太平洋中部的链形地带（海岛链）前往美洲，

往西达到印度洋。因为专家们找遍全世界，才在华南沿海找到这种石料。有了这

个基础，汉代以合浦到徐闻海岸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才能迅速兴旺起来。

不过陆敏珠的《行走在时间上的南珠乡》可不是为了发古之幽情，她是在借

古颂今。2000 多年前的合浦与今天的合浦可不能同日而语，今天的北海、合浦是

热气腾腾的开放前沿，当年令人生畏的鳄窟之侧的八大珠池，已经为科学的培育

基地所取代，人工育珠让合浦明珠鱼串而出，硕大而耐氧化，经久闪亮，无论是

世界上哪个地方的姑娘们的粉颈上配上这样一串合浦明珠，都会显得特别的娇

艳。陆敏珠以女性对高档装饰品特有的敏锐，对合浦珍珠从培育、功用到保养都

作了细致的阐述，相信会挑起女士们争赴南海北岸争购的欲望。《行走在时间上



的南珠乡》的笔触还不到此为止，它展示了北海市及其辖县合浦的历史文化厚度

和辉煌的前景。以古迹论，这里有合浦汉墓群、“一寺三庵七十二庙”、大士阁、

双子嶂、无穷水、珠玑古港……以物产论，这里还有千姿百态的海产，用之不尽

的海盐，在国际上获奖的泥兴陶，南海底下的石油储量可以与阿拉伯媲美……“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新焕发青春，北海市区和合浦在北部湾开发中的崛起，更向世

人展示了灿烂的明天。如今，北海市的海城区、银海区、铁山区和合浦县，在提

高到国家层面的泛北部湾开发声势中，正日益引起世人的注目。近年每年都有 500

万游客蜂拥而来，在银滩、涠州岛、星岛湖、海底世界、还珠堂贝类珊瑚馆及被

列为联合国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的世界上第二大红树林连片生长区合浦红树

林，都使得游人流连忘返。各路商家受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大形势

所吸引，看好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战略构想的美好前景，蜂拥而至，仅 2006 年一

年，就有 28 家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国内的就更多了。在北海市面积最大的合浦

县，15个乡镇齐头并进，生机勃勃。随着铁山港东岸港口工业区建设的启动，当

未来的 4913 公顷临海工业区完成，古老的合浦将更加熠熠生辉。《行走在时间上

的南珠乡》将引导你回溯往昔的合浦，牵动你去读懂当今的合浦，更激发你去想

象合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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