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辑｜名产美食

合 浦 珍 珠

合浦珍珠历史上又称为“南珠”“廉

珠”。南珠作为海水珍珠的优等品，被历

朝历代奉为“国宝”。

南珠从商朝开始被指定为贡品。在

此后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帝王将相，

商贾文人，都对南珠情有独钟。据说，

慈禧太后死后陪葬的珍珠有 2.64 万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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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价值连

城。这些稀世珍品正是出自合浦珍珠池。

南珠的美名美誉，源自明朝学者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合浦珠名日南珠，其出西

洋者日西珠，出东洋者日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色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书

中又提到：“南珠虽亦有等级之分，然皆美于洋珠”。

合浦珍珠由马氏珠母贝育成，一万个马氏珠贝可产天然珠 500 到 550 克，比其它贝类

高出 25 到 30 倍以上。合浦附近海域是马氏珍珠贝理想的生长环境，合浦因此成为南珠的

故乡。国际上公认，中国南海马氏珠母贝所产珍珠的质量是世界上最好的。

《南越志》载：“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公分，分为八品。有光彩一边平似覆

釜者名趟珠，珰珠之次为青珠、滑珠、螺珂珠、官雨珠、税珠、葱符珠、稗珠。”

古代也有按珍珠重量分类的：八百颗珍珠重一两的，称“八百子”。一千颗珍珠正好

一两的；称“正千”。颗粒大的珍珠，一颗重七分的，称为“七珍”。一颗重八分的，称为

“八宝”。

在生产珍珠的同时，还有贝壳与贝肉。珍珠的壳可作为珍珠的代用品，供药用。同时，

贝壳还可以作纽扣、螺钿的材料，可以镶嵌和雕刻别具北部湾风情的美术工艺品。珍珠贝

肉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在蛋白质中，约有 13 种氨基酸，而脂肪的含量

却很少。煮熟后的贝肉味道清甜、芳香，营养可与鲍鱼相比美，在宴席上是难得的佳肴。

珍珠还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这样记载：“珍珠，性寒、味甘咸，入心肺经，具镇

心定惊，清肝除翳，生肌解毒之功效。”中药处方中，珍珠的常用名有真珠、南珠、廉珠

等。廉珠是最常见的名称。廉珠，史书认为“产于合浦者为正地道”。

珍珠粉被人体吸收后，通过参与机体代谢，达到全身肌肤的整体调理和保养，它能促

进新生细胞合成，并不断补充到皮肤表层，使皮肤光滑、细腻、有弹性，起到美容的作用。



合 浦 烟 花 炮 竹

烟花炮竹是合浦县传统手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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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制法为用绸制人物串演戏剧场面数种，次第传燃，火起炮响，人物受火焰推动，变换场

面……观者挤拥”。合浦人逢年过节有燃放烟花炮竹的习惯。

早在清乾隆年间，在合浦县城廉州，炮竹制造业已有一定规模。光绪年间，廉州炮竹

开始出口越南、南洋等地。民国时期，廉州的炮竹较兴旺，经营炮竹商号有 50 余家。生

产规模较大的炮铺主要有 8 家，其中“张广声”厂家雇佣 20 多工人，并发料铺外加工，

最高年产量 2500 多箱，畅销南洋各国。同时，县城销往外地的炮竹每年约 2000 箱。抗战

胜利后，年销量达 2万多箱。

1952 年，廉州炮竹有作坊 52 家。为了向外寻找炮竹市场，打开销路，县城庞廉声、

苏怡隆、许有隆等 7 户，联合起来组成“炮竹联营社”，以“廉州炮竹同行业公会”的名

义购销炮竹产品。

1956 年初，县城炮竹行业，除了将 3户作坊纳入公私合营饮食服务业外，其余的作坊

全部由政府组织起来，成立“廉州镇炮竹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折价作为股份。产品主

要销往广西、贵州、云南等地。

1958 年，因兴修水利急需炸药，将炮竹生产合作社改为“地方国营廉州炮药厂”，除

生产炮竹外，还生产炸药供应水利工地。同年 10 月派人参加广州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

争取产品出口。

1959 年春，炮药厂改为“地方国营合浦炮竹厂”。期间，生产所需的重要材料氯酸钾，

硝酸钾供不应求，工厂即组织 70 多名工人烧制氯化钾，然后再与化工厂兑换成氯酸钾，

解决原料不足问题，保证出口产品的质量。

1964 年，合浦炮竹产量突破 1 万箱，其中出口 7000 多箱，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

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一些国家。

到了 70 年代，县烟花炮竹业进一步发展，原有的炮竹厂产量逐年增加。常乐、闸口、

西场、石康、山口、公馆等乡镇的炮竹厂先后成立。1972 年全县烟花炮竹产量 2.7 万箱，

1979 年产量增加到 12.6 万箱。

1980 年，全县有独立核算的烟花炮竹企业 12 家，1985 年末厂家增加到 24 家。1981

－1985 年，全县烟花炮竹的总产值以平均每年 20.1%的速度递增。1985 年税利总额达 1386

万元，占全县工业税利总额的 39.3%。1986 年，各乡镇都有烟花炮竹厂，全县炮竹厂增加

到 28 家。

1990 年，全县乡镇以上的烟花炮竹企业共 30 家，职工 4700 多人。其中乡镇企业 24



家，职工近 3000 人，占全县乡镇办工业职工人数的 63%。此外，烟花炮竹厂外加工户遍及

全县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加工烟花炮竹，赚取加工费，以补贴家用。

1990 年以后，全县烟花炮竹出口厂家有 12 家，其中乡镇所属 7 家，产品出口额占全

县出口总值的 30%。

此后，合浦烟花品种拥有两百多种，产品大部分远销美国、荷兰、瑞士、日本、东南

亚、香港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包括合浦在内的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炮竹，对合浦烟花炮竹影响较大，不少企

业已经关停或转产。



石 康 陶 瓷

石康镇是合浦古代海上丝路始发港内陆水路通道的重要中转站，拥有 500 年设县建制

的历史，境内的高岭土存量十分丰富，其陶瓷生产历史悠久。

世世代代以来，石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陶瓷生产、运输与销售，使之成为石康

传统产业。这里生产的汤煲、茶煲、饭煲、罗纹煲、水筒、猪槽、瓦当等日用陶瓷销路极

好，生产十分红火。

据《廉州府志》载，宋开宝五年（972 年）石康即设县，其古城遗址位于今石康镇顺

塔村，靠近南流江，便于石康陶瓷的转运与销售。

从古城遗址来看，因它紧靠南流江，日年长久，东北部分城墙遗址已被洪水冲塌。现

剩西南城基 143 米，东北城基 300 米，城基高 312 米，宽 816 米。现南门外低洼稻田，为

当时的护城河遗址，河宽约 13 米，城内尚有残存的城砖、陶瓷器碎片及瓦当。那些陶瓷

器碎片，即是宋青花。可见，石康早在宋朝即有陶瓷生产。而距离石康古城不远的武利江

支流旁，又有豹狸村缸瓦窑遗址，补充了石康作为陶瓷产地的实物。

石康陶瓷 李协光 摄

从石康现存的县级保护文物单位来看，可谓古迹众多，如唐城遗址、二埠水山岗遗址、

豹狸缸瓦窑遗址、顺塔、罗公祠、万善寺、银锭井、华身靛厂作坊遗址等等，石康可不仅

是盐运业中转枢纽，陶瓷业也名不虚传。

现在的石康陶瓷，境况一片红火，有“依然商贾千方集，仍见陶烟五色长”之气象。

他们淘汰传统柴草、煤窑炉，进行窑炉电气化技术改造，还从江西景德镇引进行业的先进

生产技术，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吸引高技术人才到企业“落户”。经过改制、技改、产



品更新换代，他们突破以前的保守生产方式，研发出“耐火锅”、“耐温煲”等系列新产品。

石康陶瓷释放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先机，闯出了一片新天地，由此加

快了石康陶瓷的发展和重组。

如今，石康镇拥有陶瓷中小企业 20 多间，成为合浦著名的“瓷镇”，一批具有技术含

量的陶瓷企业在石康镇相继上马或“浴火重生”。企业管理现代化、生产科技化、产品多

样化，使石康陶瓷走出了发展的瓶颈。

当下的石康陶瓷，其产品款式多种多样，已有“耐温煲”“耐火锅”等系列产品 20 多

个品种。精美别致的陶瓷产品热销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及港澳地区，还出口到越南、

泰国等东盟国家。石康陶瓷的创新发展，不仅使企业成功转型，而且还为当地提供了大量

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合 浦 大 月 饼

合浦大月饼是近四十年来在月饼界兴起的一种特色月饼。

合浦大月饼的制作，以其丰富的配料、独到的工艺、令人惊叹的外形，在两广地区独

树一帜，享誉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国。合浦大月饼讲究选材，大量采用本地特产为材料，再

就是制作工艺独特，不断完善创新，让产品具有外观品质好、加工工艺独特、理化性质良、

食味品质佳、卫生品质高的特点，从而风靡两广市场。

合浦大月饼，讲究“内外兼修”。饼面棕黄或金黄略带泛红，色泽均匀，腰部呈乳黄

或黄色，底部棕黄不焦，具有正常的月饼香味。饼皮厚薄均匀，断面皮心分明，果仁大小

适中均匀，叉烧大小适中，无夹生、糖块。饼皮松软绵柔不粘牙，果仁香脆可口，叉烧咸

甜适度、肉质紧密易嚼，具有该品种应有的风味，香甜可口。

合浦大月饼以大著称，突破了四只装、500 克的传统模式，每一只月饼的重量都在 500

克以上，以 1000－2500 克重为最常见。其馅料以传统伍仁月饼原料为基础，有些伍仁馅

中均匀铺上特殊加工过的猪肉丝或鸡肉丝，与传统的叉烧月饼有所区别，其造型美观，皮

薄馅多，入口清香，香而不腻，回味无穷。

合浦糕饼制作具有悠久历史，大文豪苏东坡曾作诗盛赞合浦糕饼，用“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与饴”来形容当时的饼食，喻其美味。如今，合浦又有了大月饼。“合浦大月饼”

虽已成为合浦名片，但它仍是广式月饼，

源自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广州

莲香楼的伍仁月饼。

近年来，合浦县加大了对“合浦大

月饼”品牌的保护和投入，不断挖掘“合

浦大月饼”美食文化底蕴，传承发扬月

饼文化和制作技艺。现在合浦已有大月

饼企业 100 多家，形成了众多月饼品牌，

拥有广西著名商标 10 多个，荣获国家

级荣誉 10 多个，省级荣誉 30 多个，发明专利 50 多项。

由此，合浦大月饼形成了基本完善的产业链，加上产品不断创

新，广受市场欢迎，社会效应十分明显。目前，合浦大月饼产销量全国第一，占广西大月

饼市场 80%以上份额，全国大月饼市场 60%以上份额。

为推进月饼产业做大做强，合浦县以月饼品牌为引爆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了 3平方公

里的月饼小镇，着力打造以合浦大月饼为主要品牌的大健康食品产业。

2017 年 12 月 29 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合浦大月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合 浦 海 产

合浦县濒临北部湾，这里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渔业资源丰富，海鲜种类繁多。盛产

鱼类，如马鲛鱼、马友鱼、鲳鱼、红鱼、石斑鱼、沙钻鱼、鱿鱼等；有蟹类，如兰花蟹（远

海梭子）、红花蟹（蟹锈斑蟳）、青蟹等；有虾类，如濑尿虾（弹虾）、对虾等；有贝类，

如文蛤、蛏子、花甲螺、香螺、大蚝等；还有沙虫、泥虫和“活化石”鲎。其中的海产品

制作成千货，又是优质海味。这些海产，基本上都是原生态、无污染的健康食品。

合浦有海岸线近四百公里，不同的海域、滩涂又会出产不同的海产，地域特色鲜明。

文蛤，俗称车螺，肉色玉白，肉嫩味鲜，

口感爽滑，营养丰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文蛤在我国分布较广，其中以廉州湾海面的

文蛤最为出名。这里海域污染少、海湾地势

平缓、海水盐度低，所出产的文蛤比许多海

区的品质略好。合浦文蛤略呈三角形，腹缘

圆，蛤体背隆起明显，壳质坚厚，两壳对称

相等；蛤体呈土黄、褐、黑等颜色，色泽亚

光，环形生长纹明显。据原合浦县水产畜牧

兽医局统计，在合浦沿海区域，文蛤养殖有近十万亩，年产量超过 10 万吨。2013 年，“合

浦文蛤”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沙虫，又称“沙肠子”，学名“方格星虫”。形状很像一根肠子，营养价值高。生活在

沿海滩涂一带沙泥底质的海域，涨潮时钻出，

退潮时潜伏在沙泥洞中，故名沙虫。沙虫对

生长环境的质量十分敏感，一旦污染则不能

成活，有“环境标志生物”之称。沙虫中含

有天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等二

十种氨基酸，味极鲜美，有“海人参”和“天

然味精”之称。沙田镇近海沙洲盐度稳定、

不受污染，生长繁殖的沙虫不但多，而且体

形硕大，肉质厚实，市场价格也因此一路走

高。沙田沙虫早已名声在外。2019 年 7 月，沙田沙虫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泥虫，又叫“泥丁”，学名可口革囊星虫，是一种生活在海滩中的螨形生物，生长在

沿海江河人海处咸淡水交汇的滩涂里，整年都可采挖，尤其是到了重阳秋高气爽季节。泥

虫体长约 10 厘米，呈圆筒状，像似钉子，前端较细、表皮灰黑，故称“泥丁”。泥虫是一



种滋阴补肾的健康食品。可腌制、凉拌、滚汤、滚粥等，特别爽甜。闸口镇福禄、茅山、

闸利圩、仙人桥、新平等地海滩涂出产的泥虫最佳。

弹涂鱼，是海滩涂上的一种小鱼类。头大略扁，双眼凸出，嘴阔，灰褐色的身体布满

着花斑，腹部有吸盘，能附在礁石上栖息，喜欢钻洞穴居于底质为烂泥的低潮区，或咸淡

水交汇的江河口滩涂。因为它习性狡猾，弹跳力强，喜欢在潮水退后的海滩上跳跃，身上

又有淡蓝色花斑，故名花跳鱼。弹涂鱼肉味鲜美、营养丰富，为市民所喜爱。又因食物链

短、投资养殖成本低、鱼病少、易于养成、活鱼耐长途运输，被一些渔民养殖。

合浦大蚝 李协光 摄

大蚝，学名叫近江牡蛎。肉可鲜食，亦可加工成蚝豉、蚝油。蚝肉蛋白质含量超过 40010，

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素有“海中牛奶”之称。以有淡水入海的河口生长最繁盛而得名。

贝壳大型，长达 24 厘米，高 15 厘米，质坚厚。合浦的大蚝养殖业，以廉州湾为主，其中

廉州镇烟楼村养殖大蚝最出名。每天从烟楼上岸的大蚝约 15 万公斤。附近的村民每天到

码头帮忙整卷桩蚝、卸大蚝，收入可观。2018 年 8 月，“北海生蚝”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

沙蟹汁。《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秘境》里，隆重推介了北部湾的沙蟹汁。沙蟹

汁是合浦海边人的一种调味品，像《秘境》里说的：“一小碟沙蟹汁，让渔家人的生活多

了些滋味，这是亿万年秘境里酿造出的奇迹。”沙蟹汁的制作过程，叫“揰沙蟹汁”。捉来

的小沙蟹，清洗干净，去脐盖，放进陶臼里用木槌揰。刚刚做好的沙蟹汁，腥味较重，不

香，那是因为鱼油氧化所致。经过一个月的暴晒与发酵，沙蟹汁会变得醇厚鲜香。用沙蟹

汁蘸白切鸡，或者用沙蟹汁煲豆角，是本地的特色菜，令人回味。



合 浦 水 果

合浦县地处亚热带，物产众多，水果丰饶。

应着季节，不断有水果呈现，飘香四季。合浦水

果，以荔枝龙眼最著名，大宗的水果还有芒果、

菠萝蜜、芭蕉、柑橘等等。

鸡嘴荔枝。合浦最久负盛名的水果非鸡嘴荔

枝莫属。原产地位于合浦县公馆镇香山村马拉坡，

这里曾发现有十三个荔枝品种，以鸡嘴荔枝为最

佳。鸡嘴荔枝果形大，平均重 29.5 克，歪心形或

扁圆形，果肩平或一肩微耸，果顶浑圆。果肉白

蜡色，厚而爽脆，风味清甜，果汁中等，果核小

巧，可食率达 80%以上，荔枝果肉中含糖量高达

20%。因其核小似鸡嘴，故而得名。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曾选样寄送毛主席品尝，得到中共中央办

公厅秘书局复信赞誉。“一尝鸡嘴荔，不食天下果。

在 1995 年全国第二届农业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2013 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证书。

廉州龙眼。廉州是明清之廉州，地域甚广。

龙眼与荔枝、香蕉、菠萝（凤梨）同为华南四大珍果。历史上有“南方桂圆北人参”之称。

龙眼果实富含营养，自古被视为珍贵补品，其滋补功能显而易见。龙眼的成熟期在农历八

月，由于古时称八月为“桂月”，加上龙眼果实呈圆形，所以又称龙眼为桂圆。《珠官脞录》

载：“廉州果产以龙眼为最著，每花放时，市客徧行乡间，熟视其花，可知结果之多寡，

即付值买之，及果熟则雇妇女，碎壳、去核、曝肉，干其肉可为药。苏子瞻云：‘廉州龙

眼色味殊绝可敌荔支。’其诗曰：‘香割蜜脾知味胜，价轻鱼目为生多。’”《广东新语》亦

载：“龙眼产廉州者尤美。”现在的廉州龙眼，以制作“桂圆肉”为主，质优，煮开后如菊

花状。

永安黄皮果。出产于合浦山口镇永安村的黄皮果，远近闻名。据说永安黄皮果是明

朝一个大学士到永安千户所做官时带来的种子，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永安黄皮果特点是：

果实大、皮薄、肉厚、爽口、味甘甜、核小，多数为单核，极少双核。营养价值很高，并

有行气、消食之功效。黄皮果除了生食之外，可制黄皮干和黄皮酱。

白沙黄皮果蔗。主产于合浦县白沙镇草江、龙江一带，有近百年的栽培历史。该地

域依山傍水，茂林修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适合栽种黄皮果蔗。果蔗产量高，亩产达



8－12 吨。果蔗皮软肉脆汁清味甘甜，具有良好的润喉止渴解腻之功效，民间有“可赛山

珍海味琼浆玉液”的美誉。

总江胭脂红番桃。番桃是番石榴的俗称，合浦县星岛湖镇总江的胭脂红番桃最出名。

它的果实有球形、椭圆形、卵圆形及梨形等。成熟时的果实翠绿中透出淡淡的粉红，仿佛

少女脸上的嫣红，人们称之为“胭脂红”，为总江村所特有。吃起来肉质细嫩，汁液充盈，

清甜爽口，芳香诱人。总江村委现有 1100 多户人家，都在屋前屋后栽种番桃，每年 6－8

月份为胭脂红成熟时节，总江村人将采摘的胭脂红运到星岛湖街上、合浦县城销售，大街

小巷一时间弥漫着浓浓的番桃馨香。

老温垌杨梅。在合浦县西场镇老温村委老温垌村，这里的村民家家户户都种有杨梅。

老温垌村的土壤独特，培育出来的

杨梅以颗粒圆润、酸甜适中、果汁

丰盈、口感爽脆而闻名。清明前后，

杨梅成熟时，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酸

甜的气息，一颗颗从粉红渐变到紫

红的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既可生食、又可煮汤、还可泡酒。

老温垌有栽种杨梅的传统，树龄五

十年以上的杨梅树就有上百棵。现

在老温垌村已种植杨梅 800 多亩，

杨梅已成为老温垌村的一个支柱产

业。

合浦境内还有不少特色水果，因藏在深山平时难以品尝到。《廉州府志》（清康熙版）

载，“果属”里除了荔枝、龙眼、芭蕉、菠萝蜜外，还有杂果：“菱角、莲房、香橼、橄榄、

油甘、捻子、柚子、苹婆、杨桃、萝蒙子、胭脂子、槌栗子……”



合 浦 鹅

合浦鹅是合浦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引进的广东狮头鹅与本地牛屎鹅进行自然杂交，

经过多年选育后形成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早熟、耐粗饲、生长性强、耐寒耐热、肉质鲜

美等特征。

合浦鹅的外形很美。公鹅体型大，体质结实，颈粗壮，胸宽深，胫粗大而有力。母鹅

头面清秀，颈细长，体躯前窄浅、后宽深，腹下有皱褶，产蛋前期羽毛紧密而富有光泽。

喙短而钝，紧合有力，大部分呈黑色。前额有黑色肉瘤，呈半球形，公鹅肉瘤比母鹅大。

颌下有咽袋。虹彩棕色。眼睑呈长纺锤形，淡黄色。羽毛褐灰色，少数鹅颈前部、胸部和

腹羽带少量不规则白色斑点。胫、蹼和趾呈黑色，少数为灰黄色。

合浦鹅的品种性能亦佳。生长速度与产肉、产肝性能好，合浦鹅平均体重，77 日龄活

重 4300－5600 克，再进行 20 天填饲，肥肝重 523 克，最大的达 1240 克。产蛋性能与繁

殖性能强，母鹅平均开产日龄 225 天。平均年产蛋 32 枚，通常分 3－4窝。蛋壳乳白色。

公鹅利用年限 4年，母鹅 5－8年。

在合浦众多的特色产品名录中，合浦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叫得最响、最有发展

潜力的地方特产，并以其美味口感成为当地一绝。

合浦鹅 袁洪 摄

合浦鹅在合浦县沙岗、西场、乌家、党江、常乐、公馆、曲樟等地均有养殖，已成为

广大农民脱贫致富、拓宽贫困户经济收入渠道之一。其中沙岗镇是专业饲养镇，占据了“半

壁江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水土适宜，饲养合浦鹅便成为沙岗人的一项专长。



如今，在沙岗镇除了农户小规模散养外，还涌现出一批专业户和合作社。

2019 年，合浦县全年存栏合浦鹅种鹅 16 万羽，年产鹅苗和肉鹅 640 万羽，年产值超

过一亿元。

合浦鹅的优良性，获利可观，很快便辐射到了周边地区。广西区内的博白、钦州、柳

州、桂林、河池、百色、南宁等地均有分布。湖南、广东等省也有分布。

合浦鹅不但是肉用鹅，还是鹅肥肝的用料鹅。合浦鹅长大后，再经过 20 天填饲喂养，

肥肝鹅就可以采肝。鹅肥肝主要由不饱和脂肪酸组成，质地细嫩，营养丰富，在国际市场

上颇受欢迎。

2000 年，经过广西区有关权威机构认定，确立合浦鹅为广西优良地方品种，已入编《广

西家畜家禽品种志》，并发布了“广西合浦鹅地方标准”。2001 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

农业博览会上被认定为名牌产品。2020 年 4 月，合浦鹅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合 浦 海 鸭 蛋

合浦海鸭蛋，是久负盛名的本地特产。

在廉州湾一带，尤其是党江沿海，海鸭蛋是农产品里的拳头产品，党江也因此号称“稻

蛋基地”。

出产海鸭蛋的鸭子，并不是什么新的品种，那些海鸭子其实就是平常的麻鸭。麻鸭之

所以会叫做海鸭，是因为那些鸭子从小到大在海边长大，主要以海鲜为食，长大后又经常

到红树林里捕食海鲜，所以叫做海鸭。海鸭产下来的蛋就叫做海鸭蛋。

海鸭常年生活在靠近海岸线边上的红树林边，每天随着潮涨潮落，里面有大量的小鱼、

小虾和小螃蟹还来不及随洋流撤走而被置留在滩涂坑坑洼洼的沟里或者洞中，等退潮后海

鸭们就会到海边自由地捕食那些蛋白质含量极高的海产。

对于海鸭本身，它们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泡在海水里面。每天早上从鸭舍里面放出来，

穿过红树林来到海边，晚上再回到鸭舍。白天在海边捕食，或者到红树林里休息，一天下

来每只鸭的运动量极大。

海鸭主要以海产为食，辅以谷物，产下来的蛋以绿壳蛋为主。海鸭蛋与平常的鸭蛋相

比较，蛋壳明显要更厚一些。曾经做过相关的试验，将海鸭蛋与普通的鸭蛋相互碰撞，一

个海鸭蛋至少可以碰碎 6 个普通鸭，而自己安然无恙。

海鸭的主食里，包含有螃蟹、小虾、贝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这些养分经过鸭

子吸收后又融入到鸭蛋里面，使得产出来的鸭蛋蛋黄比普通鸭蛋更为鲜红并且还更富有弹

性，而蛋清明显又要粘绸很多，而且还有股海鲜味。

海鸭蛋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氨基酸、丰富的钙，还含有磷脂、维生素 A、维生素

B2、维生素 B1、维生素 D、钾和铁等营养物质，具有良好的滋阴、清肺、丰肌、泽肤等功

效，适合大部分人群食用。

海鸭蛋的食法简单，与鸡、鸭蛋等蛋类相同。蒸、炒、煎、煮均可。海鸭蛋的特别之

处，是煮、煎后的味道和口感更佳，腥味小，其鲜美度与普通鸭蛋有较明显的差别。除了

鲜食、腌咸蛋，近年来合浦又开发出了烤咸海鸭蛋的新产品。以烤咸海鸭蛋为主打产品的

合浦海鸭蛋，深受全国各地食客青睐。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合浦海鸭蛋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半壁江山，占全国烤咸蛋市场

份额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大有超过江苏高邮等地的趋势。合浦海鸭蛋产业方兴未艾，为沿

海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合 浦 豇 豆

豇豆，俗称豆角，别处又叫角豆、姜豆、带豆、挂豆角。豇豆在合浦的种植历史可追

溯到清道光年间（见《廉州府志》卷六物产），距离现在已有 180 多年历史。

合浦属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年平均日照时数 1921 小时，年均气温 22.4℃，气候

温和，非常适合种植秋冬北运菜。近 30 多年来，合浦县一直都是广西最大的南菜北运蔬

菜生产基地。

合浦地处南流江中下游平原，属于冲积平原，沿南流江两岸的石湾、石康、常乐、廉

州、星岛湖等乡镇耕地土壤大部分为沙壤土，土壤疏松，加上当地雨水充足，灌溉方便，

非常适合豇豆的种植。

合浦豇豆上市早，开春就有收获，且品质优良，符合国家无公害食品标准。自 2013

年起，全县种植面积均超过 10 万亩，其中以冬春种为主。

合浦豇豆栽培品种一般选用豆荚淡青色，长势强，荚条匀称无鼠尾，荚面光滑无皱纹，

成荚率高，成熟后不易老化，肉厚，抗病力强，耐储运的商品性好的早、中熟良种。这些

品种豆荚外形美观，产量较高，适合南菜北运和外销嫩豆荚的销售习惯和当地的消费习惯。

合浦豇豆 林启波 摄

合浦豇豆与国内其他地区所产豇豆相比，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钙元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外形美观、口感脆嫩、品质上乘、

耐贮运。食用豇豆可以使人头脑宁静，有消除胸膈胀满、促进肠道蠕动和益气生津的功效，



因此深受全国各地吃货欢迎，成为当地十多年来畅销不衰的拳头产品。

合浦豇豆在广西出了名，石湾、石康、常乐、廉州、星岛湖等乡镇，连片的豇豆蔚为

壮观，被称为“豇豆之乡”。其中，石湾镇是最大的豇豆生产区，同时作为“南菜北运”

的重要蔬菜集散地，石湾镇种植的豇豆占据了全县面积的“半壁江山”，打造了“无公害

石湾豇豆”品牌。

每当豇豆盛产期，大量客商前来收购。在产地公路上，每隔几十米就可看到豇豆收购

点，日销豆角可达 40 多万公斤。一筐筐刚刚摘下的新鲜豇豆在农户们娴熟的配合下，有

条不紊的进行过秤、捆绑、冷冻、装车，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这些豇豆

主要销往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上海、武汉、北京、广州等省市。

在合浦县委、县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下，合浦豇豆已经呈现规模化、高

效化、标准化发展态势，形成了集种植、储藏、加工、保鲜、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

2010 年，合浦豇豆被农业部选为上海世博会广西五大特供农产品之一。2004 年 12 月，

合浦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成功通过了自治区农业厅认定。2006 年，合浦豇豆成为合浦地

区主要的北运菜品种。2017 年，面积超过 17 万亩，合浦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豇豆之乡”。

现在，合浦县还力推合浦豇豆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合 浦粫

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里记述：“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故合浦历史悠久，

人群来源繁杂，生活风尚多有，因而美食纷呈，造就了种类繁多的合浦粫。

发粫，又叫发糕，城乡皆有。合浦人讲究彩头，因发粫带有“发财”的好寓意。合浦

人在婚嫁、新居入火或祭祀时会制作发粫，分发给亲朋好友吃，让大家沾点好运气。发粫

口感甜润，切片煎香，更是外脆里糯。

大笼粫，又叫年糕，用糯米粉和红糖制作而成，过年时做来吃。在公馆地区，过年时

家家户户都做，用大竹笼装着，所以叫做大笼粫，大年初二之后搬到祠堂案桌摆上供奉祖

宗。一些地方，初嫁女“回娘家”时，也会带上一只大笼粫为手信。

梢叶粫，顾名思义就是用叶子包着的。它跟大笼粫是“近亲”，都是用糯米粉、红糖

制作而成。工艺有所不同，用梢叶上下包着，可以加馅，馅料有黑芝麻或花生糖馅，生蒸。

梢叶粫软糯粘牙，内馅香甜。

竹壳粫，也是用大米和红糖做成，因用

竹壳包裹而得名。用料跟大笼粫一样，但口

感比大笼粫韧，有 Q 劲，还带有竹壳的特殊

香味。主产地在常乐。

盖粫，是客家人过七月十四节时的粫。

由大米打成浆，一层层蒸制而成，在最上层

铺上馅。馅由猪肉、木耳、酸笋、沙虫等切

丁炒制而成。盖粫是用簸箕做用具，一层一

层浇米浆蒸成，横切面像千层蛋糕。切成菱

形状来吃，粫体弹牙爽滑可口。一些地方不放馅，吃的时候浇上由醋、蒜蓉、酱油和少量

糖混制而成的蘸料，这种叫水粫。

鸡矢藤粫，是合浦人在农历三月三时必

吃的小吃。鸡矢藤是一种中草药，可以祛风、

活血、止痛。鸡矢藤的叶子有点臭，但与米

粉搅和，切成面条状，再煮成糖水后便有了

香味。鸡矢藤粫以县城廉州流行为主，辐射

到乡村。

用中草药作配料的粫，还有公馆粽。公

馆粽是最为别致的粽子，用露兜树的叶子来

包裹，采蛤蒌叶子包着五花肉为馅，粽子熬



制好之后，粽子肉口感结实，草药味积香浓郁，风味极佳。

槐花粉又叫槐花粫，在合浦的糖水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粉是用槐花和大米打磨成米

浆做成的，配与糖水，爽滑解暑。

粟米粫，用黄粟打粉配以碱水为主料制成，浇上糖浆，用竹签挑起来吃，顺滑软糯。

有开铺卖的，也有阿姨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的，是最能勾起人香甜记忆的一种粫。石康的

粟米粫最出名。

碗粫，公馆人又叫鸡窝粫，用小碗装着做成的粫。有甜口也有咸口，甜口为黄色，咸

口为白色，要加蒜醋才好吃。

虾仔饼，廉州话叫虾儿粫，客家话叫虾公粫，由小虾、米粉和葱花混合炸制而成。米

浆里搅和葱花，舀进小铁勺，上面放置新鲜的小河虾，再放入热油里炸，至金黄色出锅，

薄薄的一只，吃之前在表面撒上椒盐，十分的酥香。

酥角，象征吉祥意，因其形状像“荷包”，亦即钱包。里面为芝麻砂糖或豆沙、薯蓉，

取其钱包饱胀的好兆头。

煎堆，有拳头大小、油炸食品。它是用糯米粉加糖、油炸花生碎、芝麻等，放到锅里

热油煎成，外形浑圆中空，口感芳香酥脆，有团圆甜蜜之意。

麻花，廉州话叫“扭狗柴”，用两三股条状的面拧在一起，以油炸成。

蛋散，以面粉、筋粉、鸡蛋和猪油搓成落油锅炸，炸到浅黄色时便捞起，浇麦芽糖便

可吃。

菜头糕，合浦人将萝卜称为菜头。将萝卜切成丝，加入干虾米，与米粉拌匀蒸制而成。

吃时要蘸醋。可直接吃，也可煎着吃。煎好的菜头糕表面焦脆，里面细软。

其他还有叶麻粫、白糍粞、爆口枣、卷粉、芝麻饼、扯糖绞……合浦粫真是丰富又多

彩。



金 花 茶

金花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与茶、山茶、南山茶、油茶、茶梅等为孪生姐妹，是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之一。

金花茶的花金黄色，耀眼夺目，仿佛涂着一层蜡，晶莹而油润，似有半透明之感。金

花茶单生于叶腋，花开时有杯状的、壶状的或碗状的，娇艳多姿，秀丽雅致。以前，人们

没有见到过花色金黄的种类。

金花茶由中国植物学家左景烈于 1933 年 7 月 29 日在广西防城县大菉乡阿泄隘第一次

发现，1948 年被我国植物学家戚经文正式命名为“亮叶离蕊茶”，国外称之为神奇的东方

魔茶，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茶族皇后”。

1983 年，合浦人傅镜远移植金花茶到合浦成功。不久，其种植园内 20 多亩近 5 万株

金花茶，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花茶人工无性繁殖基地。

1988 年，不甘于现状的傅镜远开始大胆地与科研单位合作研制金花茶系列产品。在广

西中医学院陈即惠、吴树荣教授的指导下，他们成功推出了金花茶系列产品，供应市场。

金花茶 袁洪 摄

1989 年，合浦县第一家金花茶私营企业一一金花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1990 年

春，合浦金花茶系列产品与当时全国发行甚广的《黄金时代》杂志社联合在广州举办金花

茶展览，人们为一睹金花茶姿容，轰动了整个羊城。

1996 年底，成立了广西佳永金花茶有限公司，开发高新技术的金花茶产品。1999 年，

佳永公司金花茶盆景及浓缩液被世博会确定为参展品种，并被安排在广西展厅首位，《世



界园艺之窗》指定为特别推荐饮用保健品；同年 10 月，“99 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在深圳举行，名列展厅首位的金花茶浓缩液再度引起轰动。

近十年来，合浦县大力推行林权改革，发动农民采取“地上植树、林下种花”的“双

种植”模式种植金花茶，辅以环保、生态、观光为主体的规模化生态农业项目，发展成为

国内最大的金花茶人工驯化栽培和产业化基地，开辟了农民脱贫致富新路子。2020 年 1 月，

某基地的金花茶种植面积有 2000 多亩，鲜花产量达到 20 万斤。

据调查，金花茶是国家 8种一级保护植物之一，由于金花茶独特的医药养生、历史文

化、经济观赏等价值，仅分布于广西南部地区，近年其鲜花收购价从每公斤 50 多元上涨

到 90 元，一朵金花茶鲜花价值 20 多元，加工成花茶产品后每斤更高达 3万多元。

目前，合浦县金花茶种植户 1000 户，种植面积达 3000 多亩，每亩金花茶种植利润超

3万元，种植户年均获利将近 1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