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的古合浦

一、古合浦的概念

古合浦郡辖 5县，包括今两广 27个县市。地域达数万平方公里。古

合浦县包括今北海、合浦、浦北、灵山、钦州、防城和陆川、博白、玉

林、容县、北流、横县、邕宁以及广东廉江共十四个县市。

由于这数万平方公里的郡和 14 个县市的县的概念，当今琼州海峡至

防城北仓河口乃至越南部份海域的整个北部湾绝大部份岸线和海域都在

古合浦的范围内，都是古合浦港区。也由于这个概念，古合浦拥有桂东

南钦州，灵山、浦，北、玉林、博白等地的发达古代稻耕文化区域。

一句话，古合浦县就是当今的环北部湾地区。

二、古合浦县靠近距今约 100 万年的古人类发源地百色盆地。古合浦县

内发现了距今约 2 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其遍布全县的数十处新石器文化

遗址中又出土了大量的品种齐全的石器和印纹陶器。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史记载的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 2600 多万年的

进化期和从古猿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再进到“完全形成的人”的三个

阶段。最早发现的四足行走林栖动物“埃及古猿”距今约 2800 万年，而

能够直立的“森林古猿”距今约 2000 万年，相距 800 万年之遥。从“森

林古猿”到“完全形成的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三阶段）

中的“能人”又经历了 1820 万年之遥。“非洲‘能人’，其生存年代距今

约 180 万年”，而“‘直立人’是在距今大约 150 万年前出现的，在中国

发现的‘蓝田人’、‘北京人’，印尼的‘瓜哇人’就属于‘直立人’阶段”，

而“‘智人’是在距今大约 100 万年前左右，中国有‘丁村人’、‘长阳人’、



‘山顶洞人’、‘河套人’等”。

古合浦县附近的百色盆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更新世文化遗存，“大致

与陕西公王岭蓝田人的时代相当，距今大约 100 万年—73 万年”，因此，“百

色人”是“智人”乃至“直立人”阶段的人类祖先。“假若超越‘人类起源

于非洲’的框架假设，那就不排除人类早期起源于东亚的可能性。其中一

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包括出产早期旧石器的百色盆地”。

百色盆地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不仅证明，远在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

年以前就有人类在珠江水系、沿岸生息繁衍，而且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

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要来源”，同时，“百色旧

石器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考

察队将科学采样的标本送到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测试，得出最

权威的年代数据。为距今 80 万年前”更是权威的科研结论。

与百色盆地同在广西又相距不远的古合浦地区当然受到百色人的影

响，在古合浦县范围内，“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大约在距今二、三万

年前就开始有人类生活”，“在灵山县马鞍山东胜岩，发现了距今 1 万至 2

万年前的‘灵山人’古人类化石”。“灵山人”古人类化石“共发现 15 件”，

出自“灵山县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 3 处洞穴，“时

代属更新世晚期”，这是确凿证实的古合浦旧石器时期的文化辉煌。由于“一

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桂南环北部湾地区是远古人类频繁活动的区域之一”，

从旧石器时代转入距今 1 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以后，古合浦县频繁活动的古

人类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址传至今天，计有 47 处以上，专家统计，“新石器

时代的文化遗存发现很多，几乎遍布环北部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共计



178 处。其中（古合浦县属）有邕宁 8 处，防城 9 处，钦州 4 处，北海 1

处，合浦 2 处，浦北 7 处，灵山 7 处，横县 8 处，容县 1 处……”。其实，

据我所知，还不止这 47 处，因为各县市的统计数字均超出此数，其中“浦

北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山岗遗址 18 -处”。

古合浦县上述数十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沙坡、牛屎

环塘、顶狮山、杯较山、亚菩山、钟秀山、犀牛脚、马兰咀、芭蕉墩、

亚陆江、杨义岭、西津、秋江、江口、大寺和那丽独料等处。其中“西

沙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古合浦港区域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遗址，遗

物散布面积达 9 万平方米”。“在犀牛脚镇发现了距今 8000 年至 1 万年的

贝丘遗址”，“顶狮山文化延续的时间，大约为距今 9000—7000 年”、“合

浦县牛屎环塘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较山遗址，钦州市芭

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等，约距今 9000—6000 年前”。“在石塘镇钟秀

山发现距今 5000—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⑤。“在那丽镇和

大寺镇，发现了距今 4000—5000 年的原始居民点遗址”。有专家还明确

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约 1 万年—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内依山

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上述专家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距今

2 万年到四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古合浦地区确是远古人类历

代相传、频繁活动的区域。

古合浦地区的远古人类不但活动频繁，而且留传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品种齐全、分期明确、遗物丰富。“北部湾地区史前文化遗址分为洞穴，

岩厦、河傍台地、山坡、海滨遗址等几大类”。东胜岩、葡地岩和洪窟洞

等是洞穴遗址；浦北有岩厦遗址；“顶狮山遗址是河旁贝丘遗址”；“独料



遗址属山坡遗址”；“亚菩山遗址、马兰咀山遗址属海滨贝，丘遗址”，五

种品种齐全。而古合浦县新石器时期的早、中、晚分期遗存明确又有特色，

“早期文化遗存是以顶狮山遗址一期文化、杯较山和亚菩山贝丘遗址为代

表”。“早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夹

砂绳纹陶”；“中期文化遗存以顶狮山二三期文化、横县江口遗址为代表。

中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以磨制石器为主，仍有少量打制石器”；“晚期

文化遗存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是磨制石器已

占绝大多数”。

遗物丰富首推独料遗址。“钦州市那丽镇独料村大石铲遗址中出土了

1100 余件石器，包括斧、锛、凿、铲、锄、犁、镰、镞、刀、锤、磨棒、

磨盘和国内最早的橄榄核及男性生殖器崇拜物‘陶祖’等”。其出土的磨制

石器中，“石斧、锛、锄、铲、镰、刀等农具，分别用于砍伐开垦、清除杂

草、疏松土壤、耕耘收割。同时还有磨盘、杵、磨棒等加工工具”。而且“独

料遗址文化层发现了六个柱洞，其中三个柱洞底部发现了石质柱础，柱洞

周围有火坑与灰坑遗存。原挖掘者认为‘这些柱洞可能为房屋建筑遗址’。

这可能为‘窝棚’式建筑”。

由于“百色旧石器还同华北的早期旧石器文化一并构成了中国旧石器

文化的主要来源”，又由于古合浦郡内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异常频繁同时又

是百越诸族的活动区域，造就了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原与南方的三大交往。

也为史前壮举“越人大迁徙”奠定了基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一大交往是“黄帝和炎帝停战言和后组成的统一部落

联盟，成为中华民族的鼻祖。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而



且把南方炎帝摆在中央黄帝之前。炎帝代表的“南方”是哪里？当然可泛

指江南或湖广大地，但代表南方丙丁火红色的红土地、红水河的广西尤其

是百色盆地应当与此更有关系。

中原与南方的第二大交往是帝尧派人与岭南交趾人的联系。《墨子·节

用》有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覃乃昌等人的《广西环北部湾

文化考察与研究》亦载道：“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包括环北部湾地区

（注：古合浦地区）在内的岭南地区就和中原地区的居民有了交往”。

中原与南方的第三大交往是帝舜亲自“南巡狩”，到了“南海苍梧”，

并且“崩于苍梧之野”。《大戴礼记·少间篇》载道：“虞舜以天德嗣尧……

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亦明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

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还有名家杜甫、李纲、

王祐的诗句：“为谒苍梧庙，看云哭九嶷”、“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南海苍梧万里遥，重华遗迹在山椒”、“常诵苍梧云起愁，那知理楫此

间游，重华一去不复返，惟望九嶷空白头”均可作证。而在此基础而出

现了史前的壮举“越人大迁徙”并从古合浦港区始发到东南亚就不奇怪

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便有山东拔齿人及其他百越诸族，陆续向

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岛”，说

明合浦的先人参与这场“越人大迁徙”的史前壮举并有“在无文字记载

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各地的远

洋航线”的古代辉煌。

三、古合浦的先民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古代原始农业，又以合浦古越

语最先与中原汉语各种方言进行了数千年的交流及渐进融合而创造了相



关的粤语语系和廉州话。

“‘那’在壮语中即水田。冠‘那’字的地名遍布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那’字地名是稻作文明起源的鲜明印记”，而“环北部湾地区古代居民

是‘那’文化即稻作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冠“那”字地名遍布古合浦地区，

著名的“三那”之一的那丽独料遗址出土的 1100 多件石器农具和加工工具

就是古合浦创造稻作文化的铁证。

古合浦的中部和东北部的博白，玉林、浦北、灵山一带，历代均是稻

作基地，其“周边地区都发现有史前稻谷实物”。“东边英德市云岭狮石山

牛栏洞出土原始人工栽培水稻硅质体，其年代在 12000 年前”，“北部的道

县寿雁镇玉蟾岩出土普通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的谷壳，其年代距今约 10000

年”，“其西北部的资源具晓锦遗址也发现 12000 多粒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

稻实物，年代距今 4000 年左右”……，另外，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

篇》记载：“各国专家公认：云南是稻谷的发源和演化变异中心。最早种植

稻谷的农民是居住在云南的百越民族。并且找出稻谷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

的路线是：沿澜沧江、怒江、红河向东向南传至珠江流域的闽粤、江浙的

吴越和越南的雉越……”。这就进一步证实作为与云南百越民族同是百越诸

族的古合浦先民在创造古代稻作文化的年代和传播稻作文化的途径等方面

的亲密关系，也证实了古合浦地域是这条“稻谷之路”的必由之路段而起

着重要作用，并因而繁荣的史实。因此，合浦要筹运稻谷种子经这条又叫

“稻谷之路”的航线到世界各地去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从合浦始发的“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又因称为“稻谷之路”而成为古合浦地区是古代稻作文

化的创造地域的反证。



由于“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和“周王朝亦与合浦的骆越族保持

着联系”，同时，“商周时期，中原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而“自殷周

以后，（合浦的）玳瑁、海贝和珍珠等一起，一直是吸引中原王朝统治者的

土特产”及收运贡品的需要，中原汉语与古合浦的越语就发生相互译说、

交流、使用的影响，此种影响之初当然可以追溯到尧即位98年的公元前2357

年至公元前 2259 年期间，这就是粤语语系从古越语开始演变的开始。

然而，史籍及专家论述，“战国时期，楚国南侵岭南，兼并苍梧等地，

楚语最早影响到古越语”。而“秦汉时期，大量中原人来到岭南地区，这是

中原汉语影响越语之始”。“东汉至三国时期，徙民大量迁入岭南，是两广

越族开始汉化的时期，是粤语孕育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

两广相对稳定，中原和东方汉人大批南下两广、加快了两广越人的汉化步

伐。这时期两广越语与中原汉语，东方吴语、闽语发生全面融合”。“唐代

时，粤语进入稳定阶段”。而合浦的廉州话就是东汉时马援班师途经合浦时

留下十余名士兵，“操当时中原话，以后成为合浦话，称为马留话”，因而

是中原话的直接变种。

四、先秦到秦汉时期，合浦的先民们继承和发扬了石器时代的古代辉

煌，稳步进入青铜器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续发展，环北部湾地区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合

浦县清水江，曾发现大石铲与青铜器残片共存的情况”就是明证。而古合

浦县内的今合浦、浦北、钦州、陆川、容县、北流、横县等地均发现有先

秦时期即青铜时代的青铜器或印纹硬陶传世至今，其中“在浦北、容县出

土的羊角钮铜钟颇有特色。官垌大岭脚出土的四件下部都有一周菱形雷纹，



应是战国时代遗物”。“属商到西周的有……陆川乌石铜罍 1 件（春秋），横

县那旭铜钟 1 件（西周），北流甬钟（西周）等”。另外，“据目前所掌握的

资料，印纹硬陶在今合浦、浦北、钦州、北流、容县等地都有发现”……。

上述史实，印证了古合浦的先人们在先秦时期继承和发展了石器时代的古

代辉煌，稳步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已有‘仓吾’一词的记载”，而且“商周时期中原

人已经到达了南海的边缘”。这里值得注意的“仓吾即是苍梧，苍梧是壮族

先民在桂东南地区最早的族称”。从“仓吾大地”或“苍梧大地”到具体苍

梧县的“苍梧”，从“仓吾”即“苍梧”到“苍梧”是壮族“族称”，说明

叫“苍梧”的县名或区域名的地名是从壮族的“族称”转化而成的，即从

族称到地名。然而，又有史书的不同论点值得我们注意：《逸周书·王会解》

有“仓吾裴翠”之载，亦有“仓吾，亦蛮也”之解。《汉书音义》载有“苍

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之说。这里明显可见，“仓吾”不但是地名和族称，

而且应是人名，不然这“亦蛮也”，“越中王”作何解释？！

从上可见，“仓吾”到“苍梧”应是“人名”（越中王。越人中最有影

响之人）到“壮族族称”，再到“地名”的进化过程。也由此可见，“仓吾”

应在三大南北交往中是有关系，有作为的人。因此，“周王朝也与北部湾地

区的骆越族保持着联系”。然而，引起中原王朝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不但是

人际交往，而且是合浦独特的珍珠以及海贝、大海龟、象牙等名贵土特产

品（即贡品）。“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

正因为合浦历代出产珍珠，所以，“先有珠”就能向中原“引来丝”，

加上“越人大迁徙”拓通的太平洋航线及其后的延伸，造就了古合浦坚实



的“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

五、“越俗以珠为宝”：

合浦珍珠名贯中外“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自古即有“东珠不如西珠，

西珠不如南珠”之说。“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

宝”，因此，史家纷纷对合浦的“南珠”有所记载。早在《汉书·食货志》

上就有“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

富焉”之载，而早在南北朝早期的南朝梁人任昉方的《述异记》更明确

载道：“越俗以珠为宝，合浦有珠市”。《搜神记》也明说：“吴王夫差女

名玉，陪葬有径寸明珠”。《列仙传》亦载道：“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价

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鲁元公主私下用七百金买下一颗

使吕后想象而追求不到的‘四寸大珠’。”《幽明录》写汉武帝，亦有“河

渚得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之说……。

为何有“史载明珠多出自合浦”之公论呢？而且连英国历史学家李

约瑟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明载：“中国珠必产雷廉二地”呢？

又为何“南海珍珠产量居中国之冠，合浦珍珠产量又居南海之冠”呢？

其原因之一是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古合浦境内；其原因之二是“越俗以

珠为宝”，很早就发现了珍珠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原因之三是“会

稽珠贩”和合浦古代“客民”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并造就了南珠文化，从

而神化和拔高了合浦珍珠的绝对价值。

《南珠春秋》载道：“南珠七大古珠池，除钦州与越南边界一个外，

主产南珠的‘雷廉珠池’含廉州五池，雷州一池共 6 池”。因为钦州与越

南交界处古时也属合浦地界，因此，应该说南珠七大古珠池均在合浦。



该书还进一步指出：“廉州杨梅，断网、青婴，平江，乌坭五池，雷州乐

民一池”。这就不明而喻的得出了合浦珍珠产量多的特殊优势。

《南越志》说“珠有九品”。直径五分至一寸上下的为“大品”，“珰

珠”亦属珍品。还有“走盘珠、“滑珠”、“精珠”、“八百子”、“正千”、“糙

珠”、“药珠”……。合浦珍珠不但珍品多，有“径寸明珠”，“三寸大珠”，

“四寸大珠”，亦有“大而稍扁”的“明珰”、“以漆园盘掷下，连跳起不

定者佳”更甚至“置之平地，终日不停”的走盘珠。而且普遍具备“光、

重、圆、大”即光泽精洁晶莹，耀目半透，珠质坚实凝重，珠形圆整浑

称又颗粒硕大的四大特色。十七分以上为“珍”，八分以上为“宝”的“七

珍八宝”又多产于此，故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说，这

就造就了合浦南珠质量好的特殊优势。

越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合浦古港区的“水行而山处，以舟为本，

以楫为马，行若飘行，去则难从”的水上越人，很早就发现了珍珠，贝

壳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2 万年前的古合浦灵山人就会食用和玩弄“介

壳”。“灵山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和葡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三处洞

穴发现人类化石，还有蜗牛、螺蛳和蚌等软体动物介壳”，这里的“介壳”

中就有“蚌”，蚌产珍珠，这就不排除古合浦人于 2 万年前即发现珍珠的

可能性。到了距今 9000 年至 6000 年以前的古合浦邕宁顶蛳山遗址，“其

文化遗物有骨器，蚌器”。而且进一步指明“有石饼、石环、蚌刀、蚌匕、

蚌饰等”，而同时期的合浦牛屎环圹遗址，防城港市亚菩山、马兰咀和杯

较山遗址，还有钦州芭蕉墩遗址，“这些遗址出土有骨器，蚌器，骨器有

骨锥，穿孔骨饼，蚌器有蚌环等”，同时期的遗址中“种类有乌蛳、田螺、



丽蚌”、“种类包括牡蛎、文蛤和魁蛤等”……，这些九千至六千年前的

蚌饰、蚌环、丽蚌等蚌器已经是珍珠的副产品了。

史家明载珍珠列为贡品的时间是“商周时期”，距今近 4000 年。“商

周时期，环北部湾地区（即古合浦）出产的珍珠，大海龟和象牙被列为

贡品”。《逸周书·王会解》亦明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

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其中的“珠玑”就是珍珠。而且“古人很早就知道珍珠有圆形和不规则

形状两种，把圆的叫珠，不规则形状的叫玑”。这就证明古合浦越人早在

近 4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甚至远古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就已把珍珠列

为贡品（这也许就是尧舜“南抚交趾”的目的之一）。当然，古越人发现珍

珠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会是在此之前的蚌饰时代甚至发现蚌的旧石器时

代了。由于发现早，早成名，形成品牌，就造就了合浦珍珠早成名，成名

牌的特殊优势。

“会稽”与“合浦珠市”结下不解之缘，珍珠造就的合浦富裕“客

民”也是合浦南珠成名早，成品牌的因素之一。“汉高祖吕后用五百金代

价向会稽珠贩买‘三寸大珠’，以为至宝”，“有珠贾向宫廷兜售美珠”就

是明证。“市列珠玑南北商贾荟萃的江吴都会”、“交州采访使石崇，用来

买妾的明珠是从合浦珠市所得”，还有造就合浦盛世的东汉太守“会稽人

孟尝”亦都与此有关。

“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列为‘四民’之首，过着与中

原商贾一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的富裕

生活，靠的是‘以斗量珠’贸易致富”，“其中当然以珠玑为打入中原市



场的‘拳头产品’了”，除了从“合浦珠市”到“会稽珠贩”转运到“江

吴都会”到“向宫廷兜售”以外，广州也是让合浦南珠出名的一个中间

市场，《广东新语》就有“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的记载。

由于“合浦珠市”、“五羊之市”、“江吴都会”、“向宫廷兜售”等一系列

成熟而成行的珠市，造就了合浦南珠成商行、成品牌、销路广的特殊优

势。至有“三寸大珠”、“四寸大珠”、“明耀绝世”的“河诸得大珠”，“以

珠为襦”、“饰冠”“车帘”、“金玉珠玑比乎身”之荣，更甚者是慈禧太后

的葬品珍珠，“陪葬的珍珠共用 26400 颗，其中凤冠上一颗重 200 克，大

若鸡蛋；口含一颗光色熠熠的夜明珠，亦同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除了上述的产量多，质量好，发现早，早成名，成品牌，成商行和

销路广的特殊优势以外，会炒作（会宣传）也是南珠出名的原因。商业

的炒作造就了商业文化，珍珠的宣传和美化便创立了珍珠文化。由合浦

越人的先民和古汉墓的主人们拓展的合浦珍珠购销业得以数千年历久不

衰是因为同样得益于他们造就的珍珠文化。

一颗“径数寸，明耀绝世”的大珍珠从珠民手中转到“客民”（珠贩）

手里，珠民得到的是一定数量或大量的粮食、土布及陶瓷，这颗大珍珠

在珠民眼中是可以活命和温饱很长一段时间的“好货”。这件“好货”到

了小商贩手里便属于“九品之首”的“大品”。可以从大商家手里换来大

量中原上等丝绸而获利百倍。然而这颗难得的“大品”到了“识货”的

大商家手里并经过“神化”后，就会变成“南海龙王的镇海之宝”、“南

海龙王的三公主小白龙在千年古蚌精腹中炼成的有灵性的夜明珠”或“南

海女神化成的夜光珠”，成了独一无二的“神物”。这样可居的“奇货”



当然会在高官巨贾中引起争奇斗富的角逐并进而贡献给皇帝得以邀功取

宠了。此珠亦理所当然的变得“价值连城”并达到“到了都城，一颗珍

珠的价值贵到连富豪也买不起”的经济目的。此类珠的巨额利润的得来

靠的就是“珍珠文化”。

随着一颗颗各具特色的大珍珠在炒作中升值，那神化它们的各种不

同版本的传说和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开去，越传越广。民间传说《珠还合

浦》说的是“夜明珠传奇”、“孟太守盛世”和“梅岭飞珠”这三部份内

容以及从天上斗到南海，从海底再斗到人间，又从人间返回天庭这三种

斗争形式的“珍珠三还合浦”的故事。说的是王母娘娘的侍从“三仙女”

与玉帝的小儿子子关王子在御花园幽会，被“蛤蟆仙”告密而贬下南海

化为白龙又几乎被“蛤蟆仙”贬化的海怪喷墨毒死。但她，勇敢地走通

了一条生不如死、白龙化珠、仙岛学艺、魔窟探险、夜明护海、成为夜

明珠的道路，掌握了杀怪必备的三件宝，与子关王子投胎转世成的珠民

“双剑合一”杀死了海怪。不服气的海怪灵魂飞进皇宫借尸还魂成了太

监，挑动贵妃索珠而让皇帝下令采捕已成为南海女神的夜明珠，又引出

一阵阵珠池血泪行动及夜明珠辅佐孟太守赢得“珠乡盛世”和“珠国回

迁”的胜利，以及夜明珠被迫公开现身化珠又最终“梅岭飞珠”返回合

浦，并天雷击毙海怪的美丽神话故事。

《珠还合浦》展现了南珠“眼内走珠”的神奇药力。塑造了美好的

人、仙群体，刻画了奇特的群丑形象。细腻地描述了“童子祭海”、“人

仙共庆”、“梅岭相会”、“珠国迁徙”、“夜明护海”及“化珠献身”等柔

情奇趣。又多浪头地推出“万里献珠”，“追捕海生”、“斗杀海怪”、“珠



池血泪”、“梅岭飞珠”等险事惊情。反映了世上总是美好多于丑恶，正

义始终战胜邪恶的真理以及忠贞爱情的魅力。

珍珠的传说在民间越传越神，越传越完美，加之颗颗神秘大珍珠与

种种民间传说的对号入座和江湖寻觅而变得极神秘又更值钱，必然引发

一代又一代豪富们的再争夺，至使南珠文化得以传播，珍珠购销业得以

发展，中国的“珠还合浦”成语亦誉满全球。

六、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把合浦造就成“海疆第一富庶之地”。

由于合浦的珍珠长期名震中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一个时期又一

个时期的南方与中原的交往，造就了南疆尤其是古合浦区域与中原的商

品流通和商路畅通。就中，中原换珠之物又以丝绸为首。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载：“我国自从黄帝时代开始养蚕，至今约有

5000 年”。《史记》亦明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

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发明养蚕和纺织丝绸的正是这位伟大的中国妇女，

故神州处处誉称嫘祖为“先蚕娘娘”。

“累病的嫘祖身边几位女子上山为她采摘野果，在一片桑树林中带回

一批雪白的小果，结果根本咬不动也没啥味道。用水煮沸还是咬不动，却

有不少细丝缠在不经意搅动的细木捧上。此事引起极其聪明的嫘租的注意，

她细细察看后又带病到桑树林中考究，终于弄清这种白色果子是一条条口

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并非树上结的果子。嫘祖把此事向黄帝作了详述

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所有的桑树林。从此，人们在嫘祖的带领下进行栽桑

养蚕……”，中国丝绸这种誉满全球尤为欧洲贵族向往的贵重商品就在神州

大地上发明和完善推广了。由于“山东是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供货地，是



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而“长安是货物的集聚地”，这种中原换取合浦珍

珠的主要产品丝绸才得以南运合浦，再从合浦运向西洋，到印度再转运到

欧非各国去。至使“古埃及女王姑娄巴、罗马统治者凯撒及其宫廷能够得

到中国丝锦袍服，而中国也由此得到海西琉璃，香药和幻人(魔术师)”。同

时也促使罗马商人因国人纷纷购买中国丝绸而“从埃及的红海古港迈奥霍

穆扬帆出海，每年发船百余艘，远航印度洋，东抵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锡

兰岛”并“在印度港口，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人们互易货物”，然

后，“罗马商人则将丝绸之物运往红海港口，再用驼队驮运到尼罗河，然后

溯河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和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西端联结了起

来”。这就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先有珠、引来丝，再

通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原丝绸运集合浦出海前，“秦军水道”是合浦与

中原通商的关键道路。

“早在秦朝，沟通长江水系和北部湾水系以后，大批移民‘沿秦军水

道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展和繁

荣”，这条“秦军水道”是“从中原出发，进湘江，过灵渠、入漓江、

进桂江、接西江、入北流江、过桂门关，进南流江抵合浦”的，它的

作用除了军事目的外就是“据史料记载，合浦的丝绸业和珍珠业得到

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合浦历来以出产珍珠为名，在汉之前已是一

个经济比较富庶，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稠密的集市”。大量的珍珠

销售到中原，不但换回了大量的丝绸产品，而且引来了“中原先进的

文化和科技”。“合浦最早生产蚕丝在北部地区（今浦北县），以天然树

蚕即木蚕为主，由于桑蚕获利大，后来合浦中部和南部地区普遍种桑



养蚕”。中原的大量丝绸商品和合浦本地的丝绸产品不可能在合浦可以

消费完毕，必须找出路寻销路，这就与早年开辟的远洋航线不谋而合，

而且，“汉代出口物资可经这条水道（即秦军水道）汇集到合浦港，然

后经海上运往东南亚各国，远至罗马等地；而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

浦停泊，进口商品再沿着这条水道输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并且，“这

条水道也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使臣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据浦北县

博物馆老馆长黄宗业先生介绍，合浦最早生产蚕丝是在今六万山的平

睦一带，后发展到东汉时的合浦郡治旧州及其附近的常乐一带。再因

郡治南迁长沙场而发展到石康一片。这就是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

的内在联系，也因此强有力的联系，造就了合浦成为“海疆第一富庶

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