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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浦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北部湾东北岸，东与博自县及广东的廉江县

交界，南毗北海市，西邻钦州市，北同灵山、浦北县接壤。全县三千零六十二平

方公里，聚居着九十多万各族人民，其中壮、瑶、京、侗、回、黎等少数民族占

三千多人。

早在西汉时期，合浦便以郡称。从那时起，合浦这个名字便在中国的版图上

出现。它的含义：就是江河汇集于海的地方。据史载，这个海河汇集之地，汉为

郡治，唐为州治，明清为府治，为祖国南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县之一。

漫长的岁月，悠久的历史，给合浦人民留下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合浦民间故事在整个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中，算是一滴水珠吧，却也不失

其应有的光辉。

“合浦珠还”伴随着“南珠的故乡”早已闻名于世。我们在这个集子里共收

集了七个关于珍珠的神话和传说，尽管讲述的都是南珠的故事，但说法有异，都

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揭示了当年“以人易珠不见人”、“采得珠来泪已枯”的悲惨

的采珠生活，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合浦多珠的来历所作的种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解

释，从而表达了他们追求光明、憧憬未来的美好愿望。

合浦人民不但创造了许多关于珍珠的故事，而且也创造了许多关于海的故

事。沙田乡的“殿洲墩”被誉为美人鱼的故乡，列入中国海洋研究所的自然保护

区。那里流传着《美人鱼》神话，表达了沿海人民对世界美好事物的赞美，对社

会悲剧的同情，读起来令人寻味。

由于合浦环境和风物的独特地位，自古以来许多名人骚士曾在此留下脚印。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遭贬获赦北归时，也曾在这个天涯海角的地方驻足，写下了“万

里瞻天”四个大字及许多诗篇，流传着许多轶事、佳话。这里收集的《苏东坡在

合浦的传说》共八篇，表达了合浦人民对东坡的怀念和崇敬的心情，读起来也颇



为亲切、感人。

合浦民间故事中既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也有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机智人物故事和世情冷暖故事。虽然集子里收集的不多，但象《飞寒盖瓦》、《奴

保》、《两姐妹智斗光棍》、《智判前后夫》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人民的智慧。

故事中的机智人物至今仍活现在人们心中。

本书收集的故事，还有少部分是疍民和少数民族兄弟创造的。如《公冶长》、

《呼哥鸟》、《合浦多珠的由来》、《疍家贤妇欧七嫂》等，在他县疍民聚居的海边

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流传。这些故事和传说仍然是合浦县民间故事的组成部分。

编纂民间故事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多方的支持，是不可能完

成的。值集子与读者见面之际，衷心感谢我县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有关同志的热诚

支持！由于时间、水平及其他种种原因，书中的缺点和错误难免，诚望读者和专

家们指正。

本书谨供《中国民间故事集 广西分卷》选用。

韩鹏初

一九八八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