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最美的岛

“中国最美海岛”绝非我一时的感念赋予之名，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

“中国十大最美海岛”评选活动中，这个岛屿位列第二名，仅次于西沙群岛。

那是处于造物主偏爱的北纬 21 度，与“人间天堂”夏威夷、“千岛之海”下龙湾、

“上帝的后花园”巴哈马群岛同在一条绶带上的岛屿——涠洲岛。

这里火山岩石千姿百态，奔涌的浪潮惊涛拍岸，蓝天白云碧水与怪石奇洞崖壁交

相辉映。这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年轻的火山岛。与广阔的太平洋上密布着的许多火山岛

屿相比，它也是年轻的“小弟弟”。资料告诉我们，这是第四纪生发的火山岛。

来到位于北部湾北端、距北海市 21海里的这个科学家称之为第四纪火山岛的地方，

要感受它美丽的景色和独特的风貌，若是不具备一点地质科普知识，对这个岛上多姿

多彩的地质地貌，你会茫然不知、视若无睹，而且你并不知道，你会错过一个获取一

点地质科普知识和提升审美情趣的大好机会。

涠洲岛全景 许卫杰摄（北海市政府新闻办供稿）

我曾几次上岛，直到认识了在涠洲岛上工作的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陈默，他告诉

了我很多关于涠洲岛的知识，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本岛朋友，我才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参观了火山博物馆，细读了他们给我和我找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后，我很庆幸得到了

关于涠洲岛地质情况的些许知识，虽然很肤浅，但也让我在之后的游历中不至于茫然，

故在此把我的理解简略地向读者作一番介绍，以免重蹈我前面上岛的覆辙。囿于篇幅，

只能选择最直观的一些认知。

涠洲岛面积 24.74 平方千米，最高处海拔 79 米，气温冬暖夏凉，年平均温度 23℃，

不仅气候适宜，空气清新，阳光迷人，环境幽静，海蚀地貌类型多样，生物景观多姿

多彩，更重要的是，它独特的地质遗迹给了科学家一个火山科考的绝佳场所，也给广

大的旅行者一个认识火山地质地理最好的平台。



涠洲岛自古以来还是文人墨客青睐的旅行胜地。万历十九年（公元 1591 年）中国

明代大文学家、大戏剧家汤显祖被贬谪徐闻县（今广东湛江市徐闻县）任典史，途经

廉州（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就曾到过涠洲岛，并给时任廉州知府的郭廷良留下了诗

作一首：

《阳江避热入海，至涠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

春县城犹热，高州海似凉。

地倾雷转侧，天入斗微茫。

薄暮游空影，浮生出太荒。

乌艚藏黑鬼，竹节向龙王。

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

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

闪闪星河白，盈盈烟雾黄。

气如虹玉迥，影似烛银长。

为映吴梅福，回看汉孟尝。

弄绡殊有泣，盘露滴君裳。

短短一首诗，介绍了涠洲岛的气候、地理位置、生成来历、历史典故，这位大家

的诗作成了后来文人游历涠洲岛的向导，读此诗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汤显祖雕像

涠洲岛人在鳄鱼山景区为汤翁立了一座紫铜雕像，下端就镌刻着这首诗。雕像中

的汤翁神色淡定、安详，目光所及之处乃“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的古珠池——

断望池和传说中的那颗救珠民于苦难中的夜明珠。“为映吴梅福，回看汉孟尝。弄绡殊

有泣，盘露滴君裳。”虽然炎热的夏季在涠洲岛感觉到了凉爽和舒适，汤翁却触景生情，

为下到深海采集珍珠常遭不测的珠民的悲惨遭遇而感伤，在联想自己际遇的同时，又

感叹两个历史人物：西汉忧国忧民的官吏梅福与东汉救珠民于水火之中的合浦太守孟

尝，以此诗句向郭廉州表达效仿先贤的心境。有分析说，汤翁的涠洲岛及廉州之行对

他此后的为官之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汤显祖的不朽之处也在于他一生都为民而呐喊。

涠洲岛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神往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