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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城，又名白龙城，座落在县城东南三十六公里的白龙圩上，相传古时有

一条白龙飞到今白龙圩降落，忽然不见踪迹，人们认为白龙降临，此地有福，故

名白龙。流传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民间故事“合浦珠还”，就是发生在这里，珍珠

城也因此得名。

据《合浦县志》记载：“元至正九年（公元一三四九年）春二月，海寇犯合

浦、廉州……”。明洪武年间，倭寇入侵更为猖獗。鉴于这个情况，为了防范倭

寇，于明洪武年初（公元一三六八年）建白龙城驻水师。该城曾于清康熙十一年

（公元一六七二年）重修。城周三百三十多丈，高一丈八尺，成正方形，内外均

以石脚青砖为墙，中间约十公分填充一层黄土，一层珠贝，层层夯实，城分东西

南三门，城门上有楼，可瞭望全城和海面。城内有采珠公馆，珠场巡检署及盐场

大使衙门和宁海寺等建筑。该城的大部份城墙和城门已在民国年间拆毁，剩下一

道城墙和南门，也于一九五八年拆毁。现仅存南城墙一段高约二米许的残垣。城

内的宁海寺也已无存，只遗留下一块《宁海寺碑记》和一只断了头的石龟·碑文

字迹剥落，难以辨认。城南五十米处，平排相隔不远立着两块大石碑（相传是太

监坟），一是“李爷德政碑”，一是“黄公去思碑”，两碑文字均已模糊。

合浦珍珠，名闻于世。素有东珠（产于东洋）不如西珠（产于西欧），西珠

不如南珠（产于合浦）的说法。合浦珍珠尤以白龙海湾生产的最著名，采珠历史

最悠久。一九六二年春，著名戏剧家田汉曾到珍珠城遗址参观，并赋诗两首：“南

来首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碧浪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炊？方城有址

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访古喜逢歌曲队，布帷丝幕白龙湄”；“双鲨闻说守杨

梅，贯月奇光去复回。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看来子好因娘好，毕

竟他培赛自培。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