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文化篇

一、海洋文化

北海是一座因海而生、倚海而名、傍海而兴的城市，有着纯正的海洋血统，

全身的血管里都涌流着大海的血液，浑身都透着海的气息。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带着丝绸出使西域开辟“丝绸

之路”时，海上同时也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就

是从北海出发的。当时的不少遗址遗迹现在纷纷被找到，比如古港群、古城址、

古船厂、古窑群、古珍珠池群、古水井、古祠庙、古墓群等。古港群、古船厂、

古城址是当时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古窑群、古珍珠池群为

这条商贸通道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货物来源；古祠庙、古水井也都与当时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墓群里形形色色的文物，更是当时这里政治、经济、文化的

综合反映与实物佐证。

也正因为这样，北海目前正与后来接连参与进来延伸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的几座重要城市，如广州、泉州、宁波等一起，将此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

北海海洋文化的灵魂与中心。

此后的历朝历代，北海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中西亚、非洲乃至欧洲进行海

上贸易的地方。宋朝、明朝时期，北海更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开展海上

贸易的重要口岸……如今，这里是国家一类口岸，与世界上百个国家或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这里不得不说到北海老街。清朝光绪年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这里又

被辟为通商口岸，于是，英、德、法、美、意、葡、比与奥匈帝国纷纷在这里设

立领事馆、教堂、洋行、医院、学校、海关等机构。也就从那时起，街道上的建

筑也开始渐渐融进了西洋血统，成为中西合璧的结晶。直到今天，这些当时的骑

楼建筑仍然保存着，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博物馆”，据说这也是目前我国岭南

地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骑楼老街。当时的数十栋西洋建筑，不少还健

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街上密不透风的铺面与街面上一些斑驳漫

漶的商号字迹等，不难看出这里曾经的繁华。这显然也离不开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联系。

说到这里，不妨铺陈一下。据说街上曾有一家茶楼兼客栈名叫“宜仙楼”。

清末时期，画坛巨匠齐白石就曾经在这里小住品茗。一处叫“永济隆”的客栈，

也是民国时期岭南名流陈济棠多次下榻的地方。这些是老街茶余饭后的谈资。类

似的话题还有很多。

北海这块土地上的合浦汉文化，无疑也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从一

些零散的汉代墓葬中已经发掘出的造型精美、色泽艳丽的琉璃、水晶、玛瑙等舶

来品中不难看出，这都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物。

北海的海洋血统中，自然少不了珍珠文化。北海是“南珠之乡”，是古代南

海几大著名珠池的聚集地，数千年来，这里出产的南海海底宝珠极其珍贵，是各

朝各代的皇宫贡品。因此，这里关于珍珠的各种美丽的传说，源远流长，感染了

一代代的炎黄子孙。也因此，这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这无疑也是

北海海洋文化中另一种极其重要的成分。

此外，廉州古城、白龙珍珠城、永安古城、冠头岭碉堡战壕、地角炮台、八

字山炮台等遗址遗迹，以及疍家“海上部落”的民俗风情、随海而来的南传佛教

文化等，无不是傍海而生、傍海传世的，也无不透着大海咸津津的味道。



二、南珠文化

北海是闻名遐迩的“南珠之乡”。

北海是闻名遐迩的“南珠之乡”。

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时期，北海出产的珍珠就进贡给商王，后来的各朝

各代，也一直是皇宫贡品。

相传自古以来，出产珍珠的南海古珠池共有 7处，其中 6处就聚集在今天的

北海。这些古珠池里出产的珍珠，因颗大凝重、浑圆温润、晶莹剔透、珠光闪烁

而堪称海中瑰宝，备受世人青睐；其医药、保健、美容养颜价值，也是广为人们

推崇。又因这些地方一直以来属古合浦管辖，所以这些古珠池里出产的宝珠就叫

“合浦珍珠”，也有人取南海宝珠之意称之为“南珠”。因此有“东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之美誉。

据说明朝洪武年间，合浦深海有一颗硕大无朋的夜明珠，一到晚上，海面上

便一片光芒。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消息后，派钦差太监来到合浦，在海边大兴土木

建造城池，并在城里设置珠场巡检司、太监公馆与锦衣卫等皇家机构，让太监坐

镇这里强迫珠民下海去采夜明珠。

珠民们冒死来到一个叫“红石潭”的地方，发现了夜明珠，但它身边有两条

恶鲨守护着，珠民们不得不与恶鲨殊死搏斗，最后在珍珠公主帮助下，他们终于

得到宝珠。太监喜不自禁，一面向皇上急报喜讯，一面将宝珠放在檀木宝盒中，

连夜押送京城。途经梅岭，忽觉一道白光一闪，向海面飞去，太监感到不妙，打

开宝盒，宝珠已不翼而飞。

太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追捕事宜。次日一早，珠民们又被赶下海去。

结果，大家死的死，伤的伤，幸亏珍珠公主再次出现……

这一次，为确保万无一失，太监用刀割开自己的大腿，把宝珠放进里面，等



伤口愈合后再次赴京。来到梅岭，忽然，天昏地暗，惊雷震天，太监的坐骑因受

惊而突然直立起来，太监被重重地摔下马来。一阵剧痛之后，又见一道白光向海

边飞去，再一看大腿，血流如注，宝珠又不见踪影。

因无法向皇帝交差，已犯下欺君之罪，太监不得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爬

上城墙，面对银光闪闪的海面，吞金自尽。

这就是社会上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割股藏珠”、“梅岭飞珠”的美丽传说。因

此，民间也有“珍珠飞不过杨梅岭”的俗语。同时，这也是“珠还合浦”这一成

语另一个版本的由来。这座当时修建的城池，就是现在位于白龙村的“珍珠城”。

关于“珠还合浦”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

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合浦古珠池里的珍珠曾因滥采无度，迁往今越南海域，

珠民们因生活无着，纷纷逃离家园。孟尝到任后，他一身清廉，深入民间走访调

查，想方设法使珍珠得到恢复，终于“去珠复还”，合浦珍珠业又继续兴盛起来，

人们又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据说后来孟尝任满离开时，百姓在官府门前黑压

压地跪了一地，哭喊着要挽留孟尝，最后他不得不在夜里“逃”离合浦。孟尝因

勤政爱民与清正廉洁而永垂青史，同时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逃官”。孟

尝病逝后，为了纪念与祭祀他，合浦百姓自发集资修建了孟尝祠、还珠亭、海角

亭。如今，1800 多年过去了，这几处建筑早已成了南珠之乡最著名的古迹。

在北海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牛衣对泣”、“石崇量珠买绿珠”、“珠龙的传说”

等众多动人的传说。

除了这些，历代的文人墨客，如李白、王维、令狐楚、李贺、苏东坡等，也

留下了成百上千首吟咏南珠的诗作；以南珠文化和“珠还合浦”故事为创作源泉

的戏剧、音乐、舞蹈、诗歌、小说、绘画、书法等作品的大量涌现在北部湾地区

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突出的文化代表性和标志性。

三、疍家文化

疍家人是福建、广东、广西沿海地区生活在水上、以船为家、以渔为生的汉

族特别族群，据说因为他们生活居住的小船，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蛋壳一样，所以

被称为“疍家”，也称之为“疍民”、“海上吉卜赛人”等。



对于疍家人的来历，有专家认为，他们原本是陆地上的居民，秦始皇征服岭

南后，秦都尉借机自立南越国，但后来被汉武帝收服。为躲避汉军追击，成千上

万的南越人逃入江海，过上了“以渔为生，以舟楫为家”的生活。由于独特的地

理环境和生活条件，疍家人无论在性格、语言、服饰、居住、婚俗和宗教信仰等

方面均自成一体，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疍家文化。

有文字记载的北海疍家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

因常年漂泊海上，终日以大海为伴，与风浪为伍，疍家人性格坚韧，不善言

辞，语言略似广州话，服饰多宽裆阔腿，短衣短裤……由于海上环境恶劣，福祸

由天，他们不得不信奉起心中的海神来。“龙母”是北海疍家及广西沿海渔民心

中的海神，是岭南西江流域龙崇拜文化与沿海妈祖文化的融合体，是北海疍家人

信奉的神明。

传说曾有渔民在北海外沙附近海域捕鱼时捡到一条鱼，不知什么原因，渔民

将鱼放归大海。鱼向深处游动，越变越大，并回头对渔民开口说起话来，意思是

让人们修建一座龙母庙，以后可保渔民们过上好日子，说完就消逝在海水中。人

们认为这是龙母显灵，就在外沙建起庙堂，庙里长年香火不断。

“祭海”是北海疍家人祭祀龙母最重要的活动。每到农历正月十五、十六许



愿日，五月十八龙母生日，十二月十六至十八还愿日，疍家人都要举行隆重的抬

神巡游活动，同时烧金猪、唱大戏、吃祭行香等，场面热闹而又壮观。

与此同时，他们相应的禁忌也多，如吃饭时筷子不能搁在碗上，碗碟等不得

口朝下放着，说话忌讲“翻”、“沉”、“慢”、“逆”、“丰收”等字眼。他们认为，

这些都是不吉利的，会导致渔船搁浅、翻沉、不靠岸、被风掀翻等恶果。

疍家婚礼是疍家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婚礼期间，他们连舟成排，张灯结彩，男女对歌，十分热闹。“叹家姐”是

女子出嫁前几天在船上又哭又叹的一种哭嫁方式，哭叹时，哭声哀婉，悱恻缠绵，

陪在一旁的陪嫁姐妹、伴娘及家人等也陪在一起潸然泪下。如果女子聪明灵秀，

情感丰富，往往要“叹”够 10 个通宵才能罢休。接亲时，更是以船代轿，水面

上唢呐声声，鞭炮阵阵，小船又摇又晃，人们又笑又闹，甚至乘兴将新娘抱起，

抛来抛去……

疍家宴是疍家文化的又一体现。

由于世世代代以渔为生，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除了吃鱼，还是吃鱼，因此，

在北海，就有“疍家人的宴席——全是鱼”的歇后语。

疍家人吃鱼与陆地上的人不大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吃法。刚起水的鱼，他们

打掉鳞，拉出肠肚，随便过过水后就放在锅里煮起来，除了放点盐，什么都不放，

但煮出来的鱼却是陆地上的人难得一品的美味。

除了鱼、海虾、海蟹外，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等珍稀物品，也时常出现

在他们的餐桌上。因此，有人说，疍家人的宴席，堪比国宴。

据说，在北海，曾有好事者搞过一场吃鱼比赛，参赛者是 6个年轻人，比赛

吃烤鱼，看谁吃得快、吃得干净、剥下来的鱼皮块状大等，数量是筷子长的鱼每

人 10条。至于怎么吃，吃相如何，一概不管。当然，最后收场者，不能便宜他，

得干掉 10瓶啤酒。比赛开始，60根手指在桌上烤得发黄并冒着热气的鱼身上麻

利地抠动着，很快，一条条鱼就在一排排伶牙俐齿间变成残渣剩骨……随着桌上

的鱼一条条减少，参赛者嘴上、脸上的颜色在一点点加深，接着又花一块，白一

块……不到半支烟的工夫，10条鱼就有人全给报销了。



除此之外，“疍家棚”也是疍家文化的一个载体。这是疍家人回到岸边休整

时临时居住的家。它用木块竹片搭建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上面住人，下面泊船

并任由潮水涨落，因此又被人们称为“水上吊脚楼”。棚里面空空如也，人们吃

饭休息就席地而坐，但地上纤尘不染。

四、汉郡文化

也许有人没有想到，北海这片曾经的边远蛮夷之地，竟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根基——早在 2000 年前的汉朝时期，这里就是郡治的驻地，并且是当时岭南

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

这里当时留下来的大量文物就佐证了这一点。

当然，这些当时留下来的东西，几乎都围绕一个主题——“海上丝绸之路”，

如前面所说的古港、古船厂、古城址、古窑、古珍珠池、古墓等。可见当时这一

“海上丝绸之路”与这片土地关系之密切、对这里的影响之深刻。

这无疑是当时这里政治、经济、文化与人们生活状况的一种折射与呈现。

当时，秦始皇征伐岭南百越部落、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置六郡。汉武帝时

期，为更好地管理岭南，设立合浦郡，同时下设合浦县。合浦郡东起今天的广东

开平至新兴一带，西到今广西东兴至邕宁一线，北起今广西容县到横县一带，南

达今海南岛，面积约 10 万平方公里。这对当时开发海南岛、辐射今越南沿海的

交趾等地，都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无论是南越反汉，还是交趾叛乱，汉朝大军几次沿着当年秦始皇

征伐岭南时开灵渠、凿桂门关，打通中原到合浦水路形成的“秦军水道”来到这

里，在这里修船造船，秣马厉兵，然后再举兵平乱。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



使这里成了岭南军事指挥、调度与补给中心。

特别是随着中原到合浦这一交通要道的打通，大批移民南下到达这里，带来

了中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促进了这里丝绸业与珍珠业的快速发展，于是，当年

的“秦军水道”又成了岭南与中原进行土特产品交流的“经济大动脉”。在这里

的海底宝珠等特产经由这一“大动脉”北上中原的同时，大量中原土特产品与人

流物流也源源不断地南下合浦，不少产品来到合浦后，又与这里的丝绸、南海宝

珠、陶瓷一起，被运往西方国家。同时，不少西方的东西也被运到这里。这才有

了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里成了“海疆第一繁庶之地”。

合浦汉文化博物馆里收藏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金银器、铜铁

器、玉器、水晶、琉璃、玛瑙等。这些文物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于

吃喝的，用于居住的，用于代步的，用于生产的，用于装饰的，用于把玩的，生

前用的，死后用的，应有尽有。其中的铜凤灯、陶屋、房屋式粮仓等，都是极具

价值的东西。铜凤灯甚至还与“马踏飞燕”竞争过全国的旅游标志。这些收藏的

文物中，不少是舶来品。从这些文物的工艺水平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产技

能已非常先进，经济高度发达。

这些物品无疑也表明，当时这里是一个本土古越文化、中原文化、南洋与西

洋异域文化多元并存的地方。

博物馆里的东西自然全都出自城郊的墓葬里。这是一个面积近 70平方公里，

有着大大小小、有形无形近万座汉墓的墓葬群，其中，不少墓葬的规格还相当高。

比如，已发掘的墓葬有的是砖室结构，墓穴构造复杂，布局讲究，里面出土的文

物甚至多达数百件，有的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甚至有的作为中国出土文物精

品在亚、欧、美洲的多个国家巡展时，还被作为此次巡展活动的标志。这些文物

无疑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这些都足以折射出这块土地上当时的繁

荣。

不难想象，这里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也吸引了远远近近的

富商巨贾与地方豪强聚集；同时，因为偏处海角天涯，是边远蛮夷之地，一

些



被贬的皇亲国戚与朝廷命官及其家眷也都来到这里，终老边荒，这更使这里

成了当时的藏龙卧虎之地。这也是这里高规格墓葬众多的原因。

五、非物质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北

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北海这片土地上传承下来的独具特色的东西，如：以“珠

还合浦”、“美人鱼的传说”、“阿斑火”等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咸水歌”、“西

海歌”、“合浦山歌”等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以“耍花楼”、“道公舞”等为代表的

民间舞蹈，以“老杨公”、“公馆木鱼”等为代表的民间曲艺，以“疍家婚礼”、“外

沙龙母庙会”等为代表的民俗礼仪等，其中，有 10多项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的还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正如前面所说，“珠还合浦”的故事有两个具体版本：一个是“梅岭飞珠”、

去珠复还的传说；一个是好官孟尝改革弊政，使迁往今越南海域的珍珠重回合浦

的故事。

“美人鱼的传说”是根据北海海域长期生活的“美人鱼”而创作的。千百年

来，“美人鱼”在北海被称为“鲛人”，因有时浮出水面时像人站立的样子，而且

裸露的胸脯鼓鼓囊囊、白皙圆润，甚至还能看见凸起的乳头，两只“小手”也不

停地在胸前晃来晃去，因此得名。

“阿斑火”说的是渔家女受渔霸欺压、死后在海上寻仇的故事。因为长得漂

亮、心地善良，阿斑被渔霸盯上，为躲避渔霸，身怀六甲的她只得去寻找出海的

丈夫。在一渔船伙夫的帮助下，她上了船，在船上因生下孩子而被认为玷污了海



神，为避免灾祸，船主将她母子二人抛下大海。阿斑变成一团火球，在海面上四

处飘荡，寻找仇人……

“咸水歌”是一种海上情歌，北海地角、外沙、侨港一带十分流行。其曲调

分唱、叹两种。“唱调”常在喜庆之日或劳动之余演唱，旋律奔放悠扬，使人感

到亲切深情；“叹调”则在婚嫁时演唱，其曲调朴实自然，直抒胸臆。

“耍花楼”是合浦的一种民间歌舞，用当地廉州话演唱。它源于清朝初年民

间祭社、求雨、酬神、为死者做斋等迷信活动，由道公、道士各种驱邪、求神仪

式中的各式舞蹈动作与口中的念念有词演变而来，是道教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后

来，它从封建迷信中走出来，发展成男女对唱对舞，并渐渐走上各种大型舞台，

成为一种喜庆歌舞。

“老杨公”是合浦的另一种传统民间歌舞，自清朝以来广为流传，至今已有

几百年历史。过去，“老杨公”被道士所利用，在道教场合如“跳灯”时演出。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整体风格诙谐、幽默，已被民间用到婚嫁迎娶以及节日中来，

成为合浦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表演艺术，深受广大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的欢迎。

“北海贝雕技艺”以北部湾稀有贝壳、海螺为主要原料，巧用贝壳的天然色

泽和纹理、形状，经选料、剪取、打磨、抛光、堆砌、粘贴等工序，精心雕琢成

平贴、半浮雕、镶嵌、立体等多种形式和规格的工艺美术品。它构图吸取国画的

风格与东方艺术的构思，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及山水三大类。产品有贝雕屏风、

贝雕电子钟、贝雕花、贝雕羽毛画、浮雕贝雕画、立体贝雕画六大类近 1600 个

品种。

此外，前面提到的“疍家婚礼”、“疍家龙母庙会”等，也都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六湖垌传奇”、“文昌塔

的传说”、“廉州山歌剧”、传统竞技“南蛇过垌”，以及文化空间“璋嘉客家文化

生态博物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