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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珠池出奇珍

1．[唐]刘恂《岭表录异》：“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

古人认为珍珠属于母蚌的胎产，称珠贝为“珠母”，称出产珍珠的海域为“珠母海”。

《旧唐书·地理志》云：“廉州合浦县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

“珠母海”中有“珠池”。珠池就是最适合珍珠贝生长的海域。

最早记述合浦珠池具体地点的是唐代的广州司马刘恂。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

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人池，采

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耆旧传》云：太

守贪，珠即逃去。采珠皆采老蚌，剖而取珠。如豌豆大者，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

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暴干，谓之

珠母。容、桂人率将烧之，以荐酒也。肉中往往有细珠如粟粱。乃知珠池之蚌，随其

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唐太宗在将合浦郡改为廉州之前，于贞观六年（632 年），专门以“珠池”之名在

合浦设置珠池县，其行政区域就在今北海市区内。虽然珠池县建制的时间短，至贞观

十二年（638 年）便被撤销，但由此可见合浦珠池的历史地位。

唐咸通四年（863 年）七月，懿宗下旨：“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

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在海中孤岛下，去岸

数十里，池深不十丈。蜑
①
人没而得蚌，剖而得珠。”

宋元时期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五》载：“又太平

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

所采。”这里所说的“太平兴国”即宋太宗赵匡义的一个年号，“太平兴国二年”为公

元 977 年，“珠场”即珠池。

在合浦珍珠产育的历史上，见于史籍的古珠池计有青婴、断望、杨梅、乌坭、白

沙、平江、乐民、永安、白龙、海猪沙、海渚、对达、手巾、黑泥、竹林、独揽沙等

10 余个。在这些古珠池中，除了乐民池在广东廉江（古属合浦）外，其他都在今北海

境内海域，分布海域东起山口的乌坭，西至冠头岭与大风江港之间的青婴，南达涠洲

岛以南海域。该海域东西最远的直径距离长约 90 公里，南北宽约 30 公里，形成了一

个长方形的、丰产的原生态珍珠物产区。

明崇祯版《廉州府志》对南珠珠池的分布海域记述尤为清楚。该书在“珠部”一

节中记载：“乌泥池至海猪沙一里，海猪沙至平江池五里，平江池至独揽沙洲八里，独



揽沙洲至杨梅池五十里，杨梅池至青婴池十五里，青婴池至断望池五十里，断望池至

乌泥池总计一百八十三里。

明代万历年间王士性撰写的《广志绎》记述也较为详备：“珠池在合浦东南百里海

中，有平江、青婴等三数池，皆大蚌所生也。海水虽茫茫无际，而鱼虾蛤蚌，其产各

有所宜，抑水土使然，故珍珠舍合浦不生他处，其生犹兔之育，惟视中秋之月，月明

则下种多，昏暗则少，海中每遇万里无云、老蚌晒珠之夕，海天半壁闪如赤霞，咸珠

光所照也。”这里不但提到了珠池所在，还记述了珠池里珠母贝的状况。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廉州池，自乌泥、独揽沙至于青莺，可百八十

里。雷州池自对乐岛斜望石城界，可百五十里。”

在今合浦县上洋江、总江、党江、乾江等南流江干流汇集入海的廉州湾海域，分

布的古珠池有青婴、海猪沙、手巾等。在南流江支流鸭马江、新寮江等河流入海的铁

山港海域，分布的古珠池有乌坭、竹林、对达、永安、白沙等。在南流江分支的福成

江、南康江等河流入海的营盘港海域，分布的古珠池有杨梅、白龙、平江、独揽沙。

--------------------------

①蜑，通“疍”，指疍民。

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

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述：“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

梅、青婴，次曰乌坭、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

屈大均在书中分析说：“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故珠生

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荡，咸气侵之，故黄也。珠者蚌类也。

这七大珠池中，乌坭珠池处于诸珠池的中心位置，因位于乌坭岛附近而得名。这

里是古代火山爆发的地方，因火山土质乌黑，当地方言将火山土称作“乌泥”。这一带

的乌泥土质肥沃，非常适合红树林和海草的生长。红树林和海草不但成为珠池的天然

屏障，还为珠贝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因此，乌坭珠池是至今还在孕育生产合浦

南珠的古珠池，也是诸多合浦古珠池中唯一存名存址至今的千年古珠池。

此外，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代屈大均《广

东新语》和清代李调元《南越笔记》等古籍文献，都对乌坭古珠池记述详备。新中国

成立后，合浦县政府在乌坭古珠池设置了乌坭国营珍珠养殖场。2005 年，合浦县东园

公司接手经营该养殖场后，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程，重建了乌

坭古珠池，使之恢复生机。如今，珠池里还不时有天然珠贝出现。

断望珠池在涠洲岛南湾港。断望珠池因为远离大陆，处在风高浪恶的环境之中，

古代珠民采珠多历惊险，往往有去无回，故以“断望”称之。涠洲岛南湾港的珠岭（今



称“猪仔岭”）因断望古珠池而得名。

杨梅珠池的史料记载可溯源到元代。而明代李东阳等纂写的《大明会典》对其记

述较多：“成化九年，令看守廉州府杨梅等池，奉御兼管永安池”，“二十三年，差太监

一员，看守永安所杨梅珠池”，“弘治七年，差太监一员，看守广东廉州府杨梅、青莺、

平江三处珠池。兼巡捕廉琼二府。并带管永安珠池”。这部经典史籍多次提及朝廷对杨

梅珠池的经营管理，由此可见杨梅珠池在南珠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杨梅珠池因白龙城外的杨梅岭而得名。相传，古时有一块浮在海面上的大磐石漂

到了杨梅岭下的海滩。渔民见到这块磐石，认为它是天赐神物，于是都到磐石前许愿，

祈祷以后出海都能够平平安安，并采得好珠，如愿望得偿，便建寺供奉。后来渔民每

次出海得到好收成，于是，大家就在岭上建了杨梅寺来供奉珠神。每年农历二、三月，

渔民都要在杨梅寺举行一次隆重的集体祭海仪式，以祈祷珠池丰收。杨梅寺和杨梅珠

池，是目前为止有史料可查的祭祀珠神的起源地。

古代文献在描述冠头岭雄峙海湾的景观时，有“俯视青婴六池”的描述，即登上

冠头岭可以遥望青婴珠池等 6 个古珠池。老一辈渔民称，过去这一带经常有青色的类

似婴孩般的海洋生物跃出海面，故以“青婴”为名。就所述“青婴”的形状来推测，

应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一带海域经常出现的“美人鱼”（儒艮）。

海猪沙珠池的得名，是因为珠池旁有一沙洲如卧着的猪崽，故以此为珠池名。

在诸多史料中，关于盛产南珠的七大古珠池产珠多寡和珠子大小等方面的情况也

有记载。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珠母海，府东南八十里巨海中。中有七珠池：

曰青莺，曰杨梅，曰乌泥，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后为五池。其东为断

望、对达二池，无珠。西为平江、杨梅、青莺三池，有大蚌，剖而有珠。今止以三池

名，所谓合浦珠也。南汉刘鋹于合浦置媚川都，令人入海采珠，溺死者甚众。宋开宝

五年诏废之。明嘉靖二十二年诏采珠，二十四年复采，寻以碎小不堪用而止。”

顾祖禹所述的 7 个古珠池名称，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清康熙版《廉州府志》标示的合浦珠池分布（范翔宇 提供）

白龙珠池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古时经常有一条白龙在北海临海的一个村

庄附近的海面上空升腾盘旋。人们沿着白龙人海处找到了孕育珍珠的珠池，便将该珠

池称为白龙珠池，这个村庄取名为白龙村。为采珠入宫，朝廷在此地筑营建城，于是

将此地命名为白龙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