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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珠至宝功用多

1．南珠饰品加工。

合浦出产的珍珠，自商汤时被指定为贡品以来，其珍珠饰品加工，包括珍珠贝壳

的加工就随之成为一个重要行业。据史料记载，交州刺史曾上表晋简文帝，献合浦佛

光焰
[1]
，施于南京长干寺的佛像。当时人们在塑造佛像时，把珍珠碾成粉末施于佛像背

后，使佛像散发出淡淡的光泽。随着这种方法的广泛使用，在制作佛光焰时，珍珠贝

壳粉末逐渐代替了珍珠。合浦在晋代已有灵觉寺（南越王赵佗行宫旧址改建，即今东

山寺），而佛光焰先在灵觉寺制作试用成功后才送到南京，说明当时合浦的珍珠产业已

经开始加工利用珍珠贝壳。

然而，为了满足帝后嫔妃和王公贵族们奢侈的生活需求，能工巧匠们费尽心思，

不断改进珍珠饰品加工工艺，使珍珠饰品加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南珠在其中

不仅独领风骚，留下千古佳话，而且在时代变更中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引领时尚、耀

古艳今的行业标志性品牌。

合浦珍珠进入皇宫，成为皇帝专宠后宫妃嫔的信物，最为后世惊艳的就是汉成帝

刘骜为皇后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特制的合浦圆珠珥。为了讨两姊妹的欢心，刘骜不仅

在她们居住的宫殿里用珍珠装饰梁柱，而且还专门采集特大的合浦珍珠，让能工巧匠

在珍珠上雕刻纹饰，做成精美至极的珍珠耳环。这就是史籍上记述的合浦圆珠珥。在

合浦珍珠上雕刻纹饰，可见珍珠之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珍珠加工工艺的精湛。

由上可知，在古代，北海本土的南珠加工技艺已

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品种造型也颇具地方特色，较有

代表性的就是首饰加工。古代合浦利用珍珠加工饰品，

一般是以戒指、耳坠、项链居多。据《合浦县志》等

史籍记载，民国以前合浦县城廉州，专门从事珍珠、

金银首饰加工的店铺就有 8 家，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店

铺，专业经营珍珠、金银首饰加工的时间就超过 300

年。

传统珍珠首饰加工过程中，技术性最强、难度最

大的，就是首饰花纹的设计与制作。这不但要心灵手

巧，还要具备相应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积累，这方面

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靠心领神会。这也是珍珠首饰传

统手工制作传承的瓶颈。



合浦廉州埠民路老街一家传承了 9 代的传统手工打银铺，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

这家传统手工打银铺有两个店号，分别叫“协和”和“协华”。铺里收藏了一套祖传的

明代南珠银饰，这套南珠银饰是当时为婚嫁出租头饰而专门打造的。这套头饰造型精

巧，制作精良，工艺庞杂，其中的龙凤掐丝镶嵌工艺、手工拉丝工艺和设备已经失传。

这套南珠银饰见证了合浦南珠首饰加工的工艺水平和悠久历史，十分珍贵。头饰上龙

凤掐丝镶嵌的珍珠，完全是通过掐丝工艺将珍珠缠绕在其中的。在工艺要求上，为了

保持珍珠的完整性，既要使珍珠牢固地与龙凤银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不能在珍珠

上打孔或采取粘连的方法，这就需要非常高超的加工技艺了。由于有了精湛的制作技

艺，这一套明代南珠银饰至今还保持着完好的形状。最为难得的是，镶嵌的珍珠还十

分晶莹圆润，没有老珠泛黄，这是打孔或粘连所不能及的。

合浦南珠饰品在民间的应用，虽远不及宫廷的奢侈豪华，却也另有一番精致雅韵。

合浦一户人家收藏了一幅以十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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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木雕画。这是一幅民国时期的民间

木雕画，工艺虽然粗糙，但精彩之处是每一只白鹤的眼睛都是用珍珠镶嵌而成的。由

此可见，南珠在民间饰品应用方面的广泛性。

除了珍珠的加工与应用之外，合浦古代的珍珠贝加工与利用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这主要体现在条幅挂屏和住宅构件的制作方面。

古时，合浦的珍珠贝加工工匠们将珍珠贝加工成各种花鸟人物、书法字体图案，

镶嵌在家具上，显得古朴、大方。一些富裕人家的屏风也用珍珠贝雕刻精美的图案做

装饰。其中廉州小北街的一户人家，还将《朱子治家格言》全文用珍珠贝雕刻并镶嵌

在门上，既有格言作用，又有装饰效果。而合浦一户人家收藏的一套珍珠贝镶嵌的清

代传世条幅挂屏，更显出合浦贝雕画工艺技术的水平。这套条幅挂屏共 4 块，长约 130

厘米，宽约 20 厘米。每一块条幅的构图都是一个由珍珠贝镶嵌而成的博古花瓶，配上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一句诗，造型简单古朴，但工艺非常精细。这套条幅挂

屏，虽然曾被火烧，但用珍珠贝打磨镶嵌的字画却丝毫无损，甚至也没有分离变形的

现象，至今依然光亮如镜。

新中国成立后，合浦珍珠首饰加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合浦珍珠首饰不仅在国内畅

销，还打人国际市场，赢得国内外客户的赞誉。珍珠首饰的品种呈现多样化，产品有

珍珠项链、珍珠戒指、珍珠手链、珍珠耳环、珍珠胸花、珍珠别扣、珍珠挂饰和珍珠

领带夹等。

在珍珠加工工艺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经过技术创新后加工的珍

珠在色度、光泽度和光泽牢固度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珍珠的加工漂白、

染色和珍珠首饰加工技术，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珍珠贝的利用方面，合浦工艺厂将珍珠贝制作成贝雕工艺品，有花鸟、人物、



风景等，而用珍珠贝镶嵌的茶几、折叠椅、圆桌和首饰盒等则远销港澳地区，深受用

户欢迎。

2．南珠贝雕进国展。

南珠贝雕工艺品牌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初。

1963 年，北海市委书记马志福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秋季交易会（简称“广

州秋交会”）上，看到大连市贝雕厂的贝雕画（当时叫珍珠雕刻），回来后，指示北海

市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组织雕刻、镜画行业生产这一产品。联合社派出陈佐、谭国才、

梁传略、郭瑞万等 4 人到大连市贝雕厂学习贝雕画制作工艺。

1964 年 7 月起，联合社试制了《木兰从军》《水中桥影》《柳溪蝉声》等 11 幅贝雕

画样品，送到广州秋交会上，获得外商 500 多幅 6600 多元人民币的订单。从此，北海

贝雕画进入国际市场，贝雕画产量逐年增加。

1987 年，北海贝雕画获自治区优质产品奖；1988 年，获轻工业部优秀出口产品铜

质奖，生产贝雕画的北海市工艺美术总厂获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金龙腾飞”

铜牌奖。

1989 年，贝雕画《捕》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二等奖。贝雕画《程阳桥》《真

武阁》两件精美作品，被选送北京人民大会堂广西厅陈列。

1990 年，贝雕画获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铜奖。是年，北海生产贝雕画 82663 幅，

其中出口 30258 幅，出口金额 126.14 万元。

珍珠贝雕画《百鸟朝凤》（吴志光 摄）

在这个效应积聚和品牌创立的时期，北海的贝雕工艺产业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

依托，取得丰硕的成果，初步确立北海贝雕的工艺特色与市场地位。特别是以广西民

兵先进单位——地角女民兵连为题材的贝雕画《南海晨歌》 （尺幅 170 厘米×110 厘

米，钟正彰、孔祥云于 1972 年制作），送至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展时，因题



材新颖，时代特色鲜明，人物形象逼真，雕刻技艺精美，获得广泛好评。北海贝雕画

由此引起重视，获国家拨款 13.4 万元扩建生产厂房。而以《八仙过海》（尺幅 130 厘

米×85 厘米，20 世纪 90 年代制作，未署名）为代表的民俗系列工艺产品，达到了当

时贝雕工艺技术的高端水平，成为经典作品。

此外，《杨开慧》《万里长城》等大型贝雕画，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凡此种

种，为北海成为中国特色贝雕工艺标志产品四大区域生产地之一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贝雕市场急剧萎缩，贝雕工艺企业遭遇严重危机，

大量职工下岗，技术力量基本流失，贝雕工艺传承严重断档。几代人 30 多年积累的贝

雕工艺技术和产业资源几乎损耗殆尽。曾经惊艳世界的北海贝雕，逐渐销声匿迹。近

年来，在北海市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北海民间艺人重振雄风，南珠饰品加工产

业得到振兴，一大批南珠工艺精品在传承创新发展中脱颖而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各种国际场合绽放光芒，赢得了赞誉和市场，在树立了高贵优雅的南珠饰品形象的

同时，提高了南珠品牌的辐射效应，增强了地方经济合力。这些南珠精品主要有：

20 世纪 90 年代，为宣传银滩而设计制作的镶嵌南珠的银滩纪念牌，把南珠和银滩

两大区域品牌结合在一起，使纪念牌焕发华贵高雅的气质。

南珠宫酒店是国内首家南珠文化主题酒店，酒店大堂正中镶嵌的 3.5 米宽、5.8 米

高的大型贝雕画《珠还合浦》，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南珠文化主题贝雕画。

2010 年，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展示的“海之皇冠”，可以称为南珠饰品创新发展的

巅峰之作。皇冠由 228 颗南珠、1880 颗钻石和 18K 黄金镶嵌而成，惊艳全场。

2017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指定国宾礼品中，贝雕精品《一帆风顺》宝船入选。宝

船将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融人贝雕之美，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敬意与传承，展现

了北海人民奋力书写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的信心和智慧。

3．经典药方配南珠。

南珠蚌全身是宝，其肉可食用，味道鲜美，其珠药用价值更为难得。

珍珠人药古已有之，中药处方常见的有真珠、白龙珍珠、廉珠等名，而廉珠之名

较多见。产于廉州府者为地道，故名。

中医学认为，珍珠味甘、咸，性寒，归心经、肝经，有平肝潜阳、清肝明目、镇

心安神、解毒生肌的功能。主治惊悸怔忡、惊风癫痫、心烦失眠、肝阳上亢导致的头

痛等症；对于上呼吸道充血、口腔黏膜诸炎症、痰涎壅盛、肺病咯血等症也有效；外

用点眼，可治疗角膜云翳；外敷烧伤、创伤、疮疡，有镇痛止血生肌的功效；其制剂

涂面部有润泽皮肤除汗斑的作用。用珍珠层粉结合高级脂肪醇、丙三醇和天然香料等

乳化而制成的一种水色油型的珍珠霜，不仅能防止空气中的病菌侵入皮肤，还能供给



皮肤油脂和水分，增强皮肤抗病能力，延缓皮肤衰老。此外，用珍珠贝料制成的爽身

粉在国内外市场也久负盛名。

南珠的医药应用，广泛地记载于古代的医学典籍中。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记述，珍珠可安神润颜、点目去翳、塞耳去聋、催生死胎、去腐生肌。现代药物研

究证明：珍珠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约占 93%;其次为角质蛋白，这种蛋白经水解后能

生成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还含有铁、锌、钠、钛、铝、钡、银、镍、硒、锗等多

种微量元素，其中硒、锗等微量元素是世界公认的难得的防癌、抗衰老物质。

更早的涉及珍珠的医籍可溯至唐代王焘撰的《外台秘要方》，其中记有“疗子死腹

中方”：“真珠二两，为末，酒调服尽，立出。”

宋代唐慎微在他所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专设“珍珠”一卷，记其功效：

“图经曰：珍珠，《本经》不载所出州土，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生珠牡（俗谓之珠

母），寒，无毒。主手足皮肤逆胪，镇心。绵裹塞耳，主聋。敷面令人润泽好颜色。粉

点目中，主肤翳障膜。”宋代寇宗奭撰写的《本草衍义》记，珍珠“小儿惊热药中多用”。

宋代许洪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本草衍义》加以合纂、校编而成《图经衍

义本草》，其中记述：“真珠，寒，无毒。主手足皮肤逆胪，镇心。绵裹塞耳，主聋。

敷面令人润泽好颜色。粉点目中，主肤翳障膜。”

金人李东垣在他所著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记述：“珍珠，味寒无毒，出廉州。

主润泽皮肤，悦人颜色，绵包塞耳可治聋。

这些功效，在明代陈嘉谟撰的《本草蒙筌》，清代杨时泰撰的《本草述钩元》中均

有记载。明代卢之颐撰写，成书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的《本草乘雅半偈》辑录的

药方还有：“《抱朴子》云：真珠径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长久。酪浆浸之，皆化如水

银，亦可以浮石、水蜂巢、鲎化包彤、蛇黄合之，可以引长三四尺，丸服之，绝谷得

长生。

清代高思敬编撰的《外科医镜》记载：“五宝散（新方）治同前证。橄榄核（二钱）、

寒水石（二钱）、上冰片（一分）、西牛黄（一分）、廉珠（三分，无，则用石决明代之），

上共研匀，收储瓷瓶，弗令泄气。临时用麻油调搽（如湿处则干掺），神效无比。”

清代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记有用廉珠配药治疗劳心太过的单方：人参、

廉珠、茯神、枣仁、炙草、生龙骨、萸肉、五味、金箔。

而《徐批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记载：“小建中汤……莫如火风。此内起脏真之阳，

肝脏最速，乃下焦肾水暗亏，水不生木。议填补酸收壮阴法（病标在肝胆，病本在肾

亏，故以金珠安镇灵台，清降水火，即以大剂滋填肾阴，酸收、木气，佐以交通心肾，

丝丝入扣）。真金箔、白廉珠、石菖蒲、熟地、远志肉、五味子、萸肉、茯苓、龟板。

民间也普遍信任南珠的药用价值，中医还用珍珠粉制成珍珠眼药水及其他制剂。



以珍珠粉末为主配制成的各种高级化妆品，如护肤霜和珍珠膏，对皮肤有滋养除斑和

抗衰老等作用。

--------------------------
[1]佛光焰：指传说中的高僧修炼有成后，其背后发出的吉祥光芒

[2]十八学士：以十八只在松林间歇息的白鹤，比喻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所设的文学馆聚集的十八位人才。

鹤，合浦方言谐音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