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章 物华天宝，富饶的滨海之城

这里是被上天宠爱的地方。北海水好、土好、风景好，似乎不需要再争论。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所美丽的滨海之城，不仅养育了勤劳的北海人，

还孕育了许多带有海洋气息的物产。

其中，在几千午前就被中国人奉为无上至宝的南珠，就产自于这座城市；全

国最贵的荔枝——香山鸡嘴荔枝，也生长在这里；最能代表海鲜风味的穿竹鱿，

也源于此地。



饱满圆润的南珠——合浦珍珠

有一句说得好：“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南珠，指的就是北部湾出产的
珍珠。

合浦采珠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2000 多年前的秦代，合浦就有人从事采珠业。那
个时候，渔民无意中发现了这种饱满丰润的珍宝，当他们将南珠拿到集市上贩卖的时
候，商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种珍珠比他们看到过的珍珠个头更大，也更加饱满圆润。
于是，他们纷纷与渔民约定，等下次来到集市的时候，一定要带南珠过来，并且许诺
高价购买这些珍珠。

洁白无瑕、璀璨夺目的珍珠，自然成了达官贵人追捧的物件。到了汉朝，合浦生
产的珍珠变成了贡品。据记载，自东汉起，历代皇帝都会派内监到合浦廉州监守珠池，
开采珍珠，以满足皇室的需求。

当时，贵族女子最喜欢将珍珠磨成粉末。据说这样可以保证容颜不老。其中，南
珠最受这些官家小姐的欢迎，因为自古就有“珍珠入药，以南珠为上品”之说。

现在，人们来到距北海市 30 多千米的营盘镇白龙村时，还能看到一段高约 2.6 米
的城墙墙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修建的仿古建筑——珍珠亭，这里就是古代的白
龙珠城。

古时，朝廷在北海设立珠场，在合浦白龙村剖贝取珠。因为珠贝壳可以堆成城墙，
所以人们又将白龙村称为“白龙珠城”。明朝洪武七年（1374 年），朝廷在白龙村建造
城池，此地就变成了“白龙城”。据记载，当时城中设置了采珠公馆、珠场司，城中随
处可见采珠的渔民。走入城中，残贝散落，遍地皆是。更神奇的是，城墙内外砌火砖，
中心每隔 10 厘米就夹一层珍珠贝壳，因此，白龙城又被称为珍珠城。

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无法欣赏白龙城中采珠的盛况，但是合浦的“珠乡”之名早已
深入人心。来到北海，又怎么能不去看合浦的珍珠呢？



养活一代又一代北海人的沙虫

第一次去北海旅游的人，或许都会得到这样的推荐：“去吃沙虫吧！”而当游客兴
致勃勃地来到餐馆时，却不愿意再尝试：这种长得像肠子的虫怎么下嘴？

其实，别看它的长相不招人喜欢，实际上它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海边的北海
人，也是北海人心中最能代表当地美味的食物。

一位老伯对我们说：“小时候，我爸爸经常拿沙虫回家。最开始的时候，看见它的
模样我就吃不下去，每次都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扔掉。那个时候，家里没有钱买零食，
母亲偶尔会给我们炸一盘沙虫解解馋。看见哥哥姐姐吃得陶醉，我也试着咬了一口，
才发现沙虫香脆可口，十分美味。”

当接受了沙虫的模样之后，挖沙虫就变成为一件乐事了。老伯说，小的时候，他
会叫上几个伙伴去挖沙虫。“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挖沙虫是很简单的事情，结果
忙活了半天都没有挖到一条沙虫。问过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跟抓沙蟹一样，挖沙
虫也要选择合适的水情。我们要根据潮汐的变化来选择合适的时机，有时候是早上，
有时候是下午。”

根据老伯的描述，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几个男孩在沿海滩涂边
翻翻找找。平时调皮捣蛋的孩子，此时也变得专注而安静。赤着脚的孩子们，被石子
刮伤了也一声不吭。只有在挖到沙虫的时候，这些孩子才会兴奋地叫出声。孩子们开
心地带着自己的收获回家，油炸也好，煲汤也罢，自己挖出来的沙虫总是格外鲜美。

后来，孩子们渐渐长成了大人，挖沙虫也不再是一项娱乐活动，而变成了维持生
计的方法。但是，沙虫鲜嫩可口的滋味却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当时吵吵闹闹的孩子们
变成了微笑着看家人吃沙虫的父亲。也许，这就是北海人将沙虫当做北海代表菜肴的
原因，因为它早已成了一代又一代北海人餐桌上的记忆。



涠洲岛上的“后宫之主”——火山岛香蕉

若是在涠洲岛上走一遍，你便会发现岛上大部分的土地都种植了两种水果：香蕉
和木菠萝。木菠萝虽然受到岛民的欢迎，但是与香蕉一比，木菠萝只能算是个比较受
宠的“妃子”，香蕉才是“后宫之主”。

由于岛上都是火山土，所以岛民在种植的时候，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种植出来
的香蕉格外香甜。为了与其他的香蕉区别起来，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称号——火
山岛香蕉。

因为这里的土地和气候适合香蕉的生长，所以岛民一年四季都在种植香蕉。春天，
正是百花齐放的日子，岛民也准备出门踏青。不过，他们眼中最美的风景，就是门前、
路边的香蕉树。踏青归来，还能在路边买上一串香蕉。

夏天，涠洲岛的游人最多。涠洲岛的香蕉香甜美味，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自然
成了游客不能错过的美食。这时候的岛民也是最忙的，他们忙着将香蕉运到市场里，
忙着对游客讲述涠洲岛种植香蕉的历史。

有些游客想尝新鲜，便直接到香蕉园中摘香蕉。这有点像“农家乐”，不过摘香蕉
可比摘草莓、樱桃费劲多了。

秋天，正是各种果实成熟的季节。岛民要收割农作物，本来已经非常疲惫，而香
蕉偏偏还要在这个时候捣乱——这个季节，也是香蕉的高产期。不过，想到自家今年
又丰收了，岛民的疲倦也随着滴落的汗水而远去。

冬天，是万物休养生息的日子，那些平日里在香蕉林中奔跑的小生灵们，此时也
躲在自己的巢穴中，沉沉地睡去了。但是涠洲岛上的香蕉依然生机勃勃，虽然产量没
有夏秋那么多，但是如果人们想要吃新鲜的香蕉，也只需要去自家的香蕉园里摘一串。



肉质芳香、口感绵软的涠洲菠萝蜜

菠萝蜜是涠洲岛的特产之一，在岛上的每个村庄、每户庭院，都可以看到大片的
木菠萝林。甚至有人说，要在菠萝蜜树下拍张照片，才能证明自己来过涠洲岛。

因此，你不用费心寻找菠萝蜜树，没准在你下榻的宾馆或农家乐中，就有好几棵
菠萝蜜树。若你和农家乐老板成为朋友，或遇上一个大方的老板，那么你就能够享受
随便吃菠萝蜜的乐趣了。躺在树下的摇椅中，闭上眼睛，对着树上的菠萝蜜“点兵点
将”，随便选择一个，就像贪玩的皇帝选美人一样，也很有意思。

你无须担心选中的菠萝蜜没有滋味，因为正如送到皇帝面前的美人都是经过千挑
万选一样，你眼前的菠萝蜜都是经过老板认证过的——它们都是成熟的菠萝蜜。

不过，或许在它被端到你面前时，你便会忘记刚刚的担忧。涠洲菠萝蜜香气浓郁，
就像那身怀异香的女子，虽然你不了解它，但还是会立刻被它吸引，因为那神秘的香
气就让人魂牵梦绕。如此香气四溢的水果，即使不够美味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是不好
吃，就放在屋子里当香薰。有的人甚至会这样想。

不过将涠洲岛菠萝蜜当香薰未免有点暴殄天物，因为它的内在——味道比外在更
美。有的地区的菠萝蜜口感清脆，涠洲岛的菠萝蜜则更加温和，它口感绵软，没有一
点攻击性，看似好像没有任何存在感，却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拿剩下的果仁。

刚刚来到舌尖时，涠洲菠萝蜜会展现出自己最甜美的一面，让甜味在口腔里弥漫
开来。正当人们以为菠萝蜜像一个只会微笑的甜美少女时，菠萝蜜毫无预料地变幻了
自己的面孔——由一个乖乖女变成酷帅的少年。丝丝酸意从甜味中挣出身来，在口腔
中攻城略地，不一会就举起了胜利的旗帜。

人们无法适应这刹那间的风云变幻，正想放弃品尝时，甜味又夺回了自己的主导
权。人们细细品味那股弥漫开来的香味，觉得刚刚的一切就像一场梦。

涠洲岛的菠萝蜜总是叫人难以忘怀，即使只吃了几个果肉，菠萝蜜的香味也会长
长萦绕于舌尖，久久不散。若是不过瘾的话，还可以请教农家乐老板，让他告诉你烹
饪菠萝蜜核的方法。

小贴士

涠洲岛还会贩卖一种听上去像菠萝蜜亲戚的水果：海菠萝。需要注意的是，海菠萝不仅味

道远远不如菠萝蜜，还是一种带有毒性的热带水果，不会处理的食客很容易中毒，出现肚子疼、

腹泻等症状。因此，你若在涠洲岛上看到这种水果，可不要相信不法商贩的宣传，还是对它抱

着“不可亵玩”的态度比较好。



敢吃仙人掌果才算是勇敢者

涠洲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还是广西地区最少雨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品
尝很多种在北方很少见到的热带水果。

然而，即使涠洲岛的岛民已经见过了“大世面”，仙人掌果在他们看来依旧稀奇。
仙人掌果，顾名思义，生长在满是硬刺的仙人掌上。而果实本身也继承了“母亲”

的优良传统，外面布满了长长短短的尖刺。此外，果实里还有一个大大的三角刺。
这样的水果，又有谁敢吃呢？人们也许动过品尝里面果实的想法，但是在看到它

尖细的刺之后，就又将探出的手收回去了。
仙人掌果成了动物的美食。贪吃的鸟儿并不害怕仙人掌的尖剌，它们啄穿了外面

的壳，吸食里面甜美的汁水。
当然，也有敢尝试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孩子。不过孩子们并不是嘴馋，而是为了

探险。“敢吃仙人掌果的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于是，仙人掌的美味被孩子们发现
了。大人或许会阻止孩子们尝试仙人掌果，但是当他们自己品尝过这种水果之后，马
上也被仙人掌果俘虏了。

人们对美食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若是这种果子足够美味，即使外面长着尖细的
刺，人们也依旧能想出办法，来吃到里面的果肉。

当游客来到涠洲岛游玩的时候，看见大街小巷写着“仙人掌果”的水果摊时，可
能会有点诧异。因为在水果摊主的手中，仙人掌果不像传闻中那样可怕。如果游客要
品尝，老板不仅会将外皮的果刺弄得干干净净，还会把尖锐的果壳弄出来。

再加上仙人掌果的价格又非常便宜，花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一大袋酸甜可口的仙
人掌果，所以仙人掌果成了涠洲岛上的新宠也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

吃仙人掌果是有讲究的

仙人掌果冰：将仙人掌果的果酱，冰凉后再加入碎冰。喜欢吃冰淇淋的人，还会在上面加

上一勺水果口味的冰淇淋，冰凉中的酸甜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仙人掌果沙拉：挖出仙人掌果的果肉，切成小块，将其与切好的生菜和西红柿、生火腿片

搅拌，最后放入橄榄油、沙拉和喜欢的拌料，是减肥者的最佳选择。

仙人掌果茶：将果肉切成小粒，倒入温开水，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适量的蜂蜜，就是男女

老少都喜爱的仙人掌果茶了。



藏在涠洲岛的海产八珍之一——海参

海参虽然丑陋无比，却因“其性温补，足敌人参”而成为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一
直是中国人心中的上乘佳肴。于是，人们来到北海涠洲岛后，总不会忘记品尝这一珍
品。

想要品尝海参，最常见的方法是去涠洲岛水产市场挑选海参，然后拿到附近的海
鲜酒楼加工。不过这一方法虽然方便，却容易让人和最原始的滋味擦身而过。因为身
处水产市场的海参，就像动物园中的动物，虽然与生活在野外的兄弟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早已失去了野性。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跟着渔民出海打鱼，去海参的老家——大海寻找这种美
味。游客带着一种“闯关冒险”的心态走上了渔船，不过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并不是
冒险故事的主角，充其量是个为主角加油的路人甲。

海参性格内向，不喜欢和人类打交道，一般生活在水深 21 米到 150 米深的海域。
人们必须潜入海面之下才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这可是件技术活，没有任何经验的游客
容易出事故。因此，游客能做的就是趴在船沿上，看着被渔夫溅起的水花慢慢归于平
静。

对经验丰富的渔夫来说，捉海参并不是件难事。虽然海参有点狡猾——遇到危险
时会把内脏吐出来迷惑敌人，自己趁机逃跑，2个月后再长出新的内脏，但是它们也只
会这一种方法，若渔民不上当，它们只能乖乖进入渔民的鱼篓。因为它们不会游泳，
爬行相当缓慢，的确不是渔夫的对手。

船上的游客等了许久，等到自己忘记海参开始担心水下的渔夫时，终于看到渔夫
浮出海面。渔夫的收获满满，但是他们没时间和游客分享喜悦，因为海参离开水后会
加速消瘦，最后融化成水，渔夫必须用盐和矾维持海参的体型。鲜活的海参携带病菌，
所以游客不能迎着海风品尝这种美味。不过游客并不在乎这个小遗憾，因为只要能品
尝到野生的海参，等多久都值得。



味道鲜美的绿色食品——合浦文蛤

文蛤并不属于珍稀贝类，相反，文蛤的地理分布很广，是我国沿海从南至北都有
的经济贝类。但是，在文蛤爱好者的眼中，合浦文蛤格外特别，因为这里出产的文蛤
比其他海区的文蛤个头大、品质好。因此，有食客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只为品尝个大
肉嫩的合浦文蛤。

看到食客们专门赶来合浦吃文蛤，当地人有些不理解。一位老合浦人对我们说：“以
前，在海堤下几百米的浅滩里，到处都是文蛤。有时候，人们赤着脚在沙滩上散步的
时候，都能踢到文蛤。所以，想吃文蛤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馋了到沙滩上找就可
以了。”

当然，现在走在沙滩上，并不能找到伪装成“石子”的文蛤，因为合浦文蛤已经
进入人工繁殖阶段。

不过，美食家们也不用担心人工养殖会破坏文蛤的鲜味。这里虽然“养殖”文蛤，
但也只是将本地文蛤和引进的文蛤圈了起来而已。人们不会给它们投放任何饲料，纯
属“殖而不养”。所以，打开自己的胃口，尽情品味合浦文蛤的美妙滋味吧。



用一首诗来了解北海的龙眼

其实，用一首诗来了解北海龙眼足以：“龙眼与荔支，异出同父祖。端如甘与橘，
未易相可否。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流膏乳。坐疑星陨空，又
恐珠还浦。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独使皴皮生，弄色映碉俎。蛮荒非汝辱，幸免
妃子污。”

这是苏东坡所作的《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元符三年（1100 年），苏东坡
获赦北归。在廉州小住时，合浦郡守刘几仲用当地特产龙眼款待这位大文豪。苏东坡
品尝过龙眼后，对其赞不绝口，即席写下了这首诗。

很多人都知道，苏东坡在被贬惠州时，格外喜爱当地的荔枝，并写下了流传千古
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当他来到北海后，认为龙眼质味殊
绝，味道不输荔枝，可见北海龙眼的美味。

而“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一句，更是将龙眼与北海的珍宝——珍珠相提并
论。的确，对美食家来说，香甜可口的龙眼似乎比珠圆玉润的珍珠更加珍贵。

当然，对北海人来说，相比于被奉为至宝的珍珠，龙眼这种珍宝似乎更加平易近
人。北海的马路上种了很多龙眼树，临近 7月的时候，看到果实挂满枝头，闻到满街的
龙眼香气时，人们便知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最后一句“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更是巧妙地将龙眼与杜牧的“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联系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在将龙眼与荔枝作比较，实际上
是对当时北宋朝廷的思考。苏东坡抵达北海时，已是多次被贬，然而他虽然远离权力
中心，却一直关心朝廷中的是与非。

然而，朝代更迭，杨贵妃也好，北宋年间的更新变法也罢，都成了史书中的文字，
变成了由后人评说的传奇故事，只有龙眼的香气依旧在历史的轮回中飘荡。



全国最贵的荔技——香山鸡嘴荔技

有人说，全国最贵的荔枝应该是合浦县香山村的鸡嘴荔枝。当地人告诉我们，荔
枝成熟的季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荔枝零售价普遍是每千克 4元，但是香山村的鸡嘴荔
枝却可以卖到每千克 200 元。

这里的鸡嘴荔枝真的这么名贵吗？看见我们有些怀疑的模样，当地人对我们说：
“当年毛主席也吃过我们这里的荔枝，还写信称赞过鸡嘴荔枝呢！”

这件事是真实的。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位烈士的家属曾经将鸡嘴荔枝送给毛主席
品尝，还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回信赞誉。现在那棵荔枝树还能结果，结出的果子
依旧香甜可口。

在民间传说中，香山鸡嘴荔枝的来历颇有些“妙手偶得”的感觉。相传，明代末
年，广东增城的一位官吏到外地做官，骑马经过香山村。由于天气炎热，他便吃了几
颗从家乡带过来的荔枝解渴。吃完后，他将荔枝核随意丢在路边的粪坑中。没想到，
在第二年，粪坑中竟然长出了几株荔枝树。

几年后，这几棵荔枝树开花结出果实。路过的人，看到树上又红又艳的荔枝，也
曾想要摘下来品尝一番，但是闻到粪坑的臭味之后，就把这种想法打消了。毕竟从粪
坑中长出的荔枝怎么会好吃呢？后来有人把粪坑填平，村民才敢摘下来品尝。没想到，
生长于粪坑的荔枝竟然“出淤泥而不染”，清甜中带有微香。

等到来年，荔枝成熟之际，村民们将其拿到集市上贩卖。没想到，这种荔枝大受
欢迎，被一抢而空。从此，香山村的荔枝出名了。

既然出名了，就要有自己的名号，应该给它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这时，一位村
民说：“这种荔枝的果核这么小，而且形状有点像鸡嘴，不如就叫它鸡嘴荔枝吧。”

村民们听后纷纷点头，觉得这个名称既点出了荔枝的特色，又让人印象深刻。于
是，鸡嘴荔枝之名就叫开了。又因为它产自于香山村，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为“香山鸡
嘴荔枝”。



可赛山珍海味琼浆玉液的果皮果蔗

3 米多高的甘蔗根粗节疏，在阳光的照耀下，甘蔗金色果皮散发淡淡的光彩。这就
是北海人口中“可赛山珍海味琼浆玉液”的黄皮果蔗。

当人们来到合浦县白沙镇草江、龙江一带时，不难发现一片金黄色的蔗林。若不
是黄皮果蔗耀眼的光泽，人们很可能将这片甘蔗林看作竹林。

友人笑称，此地最适合隐居。和朋友小酌几杯，然后沿着田间的小路散步，除了
美丽的田园风光，还有淡淡的甘蔗香气陪伴左右，真是再惬意不过。如果家中种有甘
蔗林就更好了，自己不仅可以欣赏黄皮果蔗如竹子一般挺拔的身姿，每年 11 月还能品
尝清香甘甜的甘蔗。

每到甘蔗成熟的季节，白沙镇居民都会互相分享自家的黄皮果蔗，交流种植经验。
孩子们则围在一起大快朵颐，争着抢着说自家的黄皮果蔗最甜。不知道，有多少孩子
的蛀牙，是源于这一小节黄皮果蔗?

黄皮果蔗在白沙镇已有上百年的栽培历史。当地人告诉我们，白沙镇依山傍水，
气候温和，是黄皮果蔗的理想家园。其他的地方要想栽种黄皮果蔗，还要等老天爷心
情好的时候，但是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气候。

如今，白沙黄皮果蔗走俏于市场。每到甘蔗成熟之际，批发商们就会来白沙镇采
购黄皮果蔗。还有村民自己开起了网店，订单纷至沓来，黄皮果蔗总是供不应求。毫
无疑问，这种金灿灿的甘蔗已经成了村民眼中的“黄金蔗”。



最能代表北海海鲜风味的穿竹鱿

来到北海，怎么能不带一包“穿竹鱿”回去呢？
人们之所以喜欢海鲜，最大的原因是喜欢它的鲜味。这一点，生活在海边的渔民

最了解。渔民出海捕鱼一般都是晚出早归，收获的海产品都很新鲜。但是海鲜不能离
开水，来到陆地之后，这些生活在海洋中的生灵很快就会变质。

怎么办？渔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捕获没多久的时候，将其晒干，以保留住海产
品的鲜味，北海鱿鱼干由此而来。

在渔船返航的时候，渔民们就会简单地处理一下刚刚捕捞上来的鱿鱼。等返回渔
村之后，渔民就用竹子将其穿吊起来自然晾晒。因此，北海鱿鱼干被称为穿竹鱿。因
为北海鱿鱼本身盐分比较低，所以经过自然加工制作出来的鱿鱼干就有一股独特的鲜
香味，是其他地区鱿鱼干不能比拟的。



比恐龙还古老的动物——中国鲎

中国鲎是一种比恐龙还要古老的动物，又被人称为活化石。
中国鲎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它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当地人告诉我们，中

国鲎全身都是宝。它的肉可以清热解毒，治疗青光眼；壳有活血化瘀的功效，主治跌
打损伤、创伤出血；尾巴能够收敛止血，可以用于治疗肺结核、疮疖等疾病。

其中，最珍贵的是它的血液。中国鲎的血细胞冻干品，常用于快速诊断内毒素血
症、细菌性脑膜炎、细菌尿等急难病，挽救了很多垂危患者的性命。

然而，这种浑身都是宝的动物却因为过度捕捞而变得越来越少。北海人告诉我们，
以前在北部湾沿海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鲎，但是现在已经很难遇到成年鲎。幸而，人
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保护中国鲎的重要性，开始限制捕捞成年鲎，并且开始对中国鲎进
行人工养殖。“它是我们的守护神，一定要好好保护。”一位渔民对我们说。



像唐朝武士帽子的贝壳——皇冠螺

贝壳是人们喜爱的雕刻素材。在所有贝壳中，有一种贝壳很特别，因为它不需要
经过工匠的雕刻，就可以成为居家陈设和把玩的珍品，这就是皇冠螺。

皇冠螺是北海的特产之一，当然，也是北海的一道名菜。不过当人们吃完了贝壳
肉之后，觉得将外壳扔掉有点暴殄天物，所以将外壳清理干净，放在家中摆设观赏。

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它的别称来了解它的模样——唐冠螺。有人说，它的外形像极
了唐朝武士的帽子，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外号。

北海人告诉我们，民间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古代，一位士兵将自己的帽子
不小心扔到了海里。恰巧，这项帽子落在了皇冠螺旁边，皇冠螺越看越喜欢。最后，
竟然让自己长成了这副模样。



最能代表北海的传统工艺品——贝雕

出生在海边的北海人，似乎对贝雕有独特的感情。
在孩子们眼中，贝雕是最特别的玩物。一般来说，父母是不准他们碰这些贝雕的。

但是孩子们总是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趁父母在卧室看电视时，他们会偷偷地触摸
挂在客厅中的贝雕画。此时，他们不由得惊叹：工匠们是如何用平凡无奇的贝壳制造
出这么美丽的一幅画的。

胆大的孩子，也会将家中的贝雕带出去，和小伙伴分享。当小伙伴七嘴八舌地告
诉他，“我家里也有这样的贝雕”时，他可能会有些挫败，好像自己的珍宝被别人抢去
了似的。不过，他没发现，在他叹气的时候，贝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难以抹去
的儿时记忆。

在北海年轻人的眼中，贝雕又成了家乡的代表。在北海，女儿出嫁之时，父母总
要送给女儿一幅精美的贝雕画作为嫁妆。

或许父母送的贝雕画算不上贵重，但是当女儿远离父母，甚至远离这个秀美的海
滨小城的时候，贝雕画就变得贵重了。她会把贝雕画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当年
她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

即使逢年过节就会回去，她还是会有想念家乡的时候。在明月高挂的夜晚，她或
许会独坐在客厅中，望一眼父母送给自己的贝雕画，再转头欣赏那一轮皎浩的明月，
体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老人眼中，贝雕又成了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老人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小时候，
富贵人家所用的台椅、茶几、衣柜、屏风上，都有用珍珠贝壳加工各种花、鸟、人物
图案和书法字体。

因此，虽然老人也会赶潮流，去公园里跳跳舞，或者练练太极拳，不过在回到家
后，看到立在桌子上的贝雕画后，他才会有一种“这才是北海”的感觉。

吃仙人掌果是有讲究的

来到北海，怎么能错过北海的贝壳博物馆呢？那里藏着龙宫的宝贝。有的贝壳价值连城，

有的贝壳闪耀如黄金。

交通：此博物馆位于北海市云南北路云藏路，乘坐 9路至交通银行站下车即可。



承载人们童年记忆的爆竹烟花

北海制造爆竹、烟花的历史悠久。据记载，200 多年前，北海的爆竹和烟花就闻名
于世。在对外贸易发达的时候，北海的爆竹和烟花大部分销往美国、荷兰、瑞士等地。
这些爆竹烟花不仅仅深受外国人的欢迎，更能让华侨一解乡愁。

北海之所以盛产爆竹烟花，是因为北海人极其喜爱放烟火。据《合浦县志》记载
“上元夕（正月十五夜）城内之关帝庙、万灵寺有放火焰之举……观者挤拥”。可见，
逢年过节燃放烟花，已经成了北海的一个习俗。

北海人尤其尊重神灵，每逢重要节日的时候，人们总是要进庙宇拜祭神灵。而在
庙会中，烟火总是少不了的。烟火冲上天的时候，人们跟着一起欢呼，好像身边的陌
生人也成了亲人。刚刚踩自己脚的人，也成了可以一起谈论“我上次看到这么美丽的
烟火还是在五年前”的朋友。之后，他们回到家，枕着零零星星的爆竹声入睡。恍惚
中，他们好像回到了骑在父亲脖子上逛庙会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