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珠公主——美人鱼
·何福参·

在合浦东南沿海传颂着一个神奇动听的珍珠公主美人鱼的故事。

在海边的一个土坵上，有一位勤劳善良的中年寡妇龙嫂，她和七岁的儿子龙贵相依为命，

住的是两间破烂屋，穷得无田可耕无地可种。龙嫂每天出浅海耙螺贝、摸牡蛎、捉螃蟹、掘沙

虫，以换取一日两餐为生。龙贵从小背着小篓跟着母亲做海活。

龙嫂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逐渐把龙贵拉扯长成一位英俊的小伙子。每日下海潜水采珍珠贝，

晚上母子俩人剖贝取珠，拿珍珠去集市换米，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

有旦夕之祸福。”母亲已年老多病，整天咳嗽，身体虚弱，走路靠拐杖。龙贵从小孝敬母亲，

长大后更会体贴孝顺老人，早晚给母亲洗脸洗衣服，为了使母亲早日恢复健康，自己省吃俭用

照顾母亲。但是，处于边远的海岸缺医少药，老母亲的病日甚一日，最后吐了一口血，便离开

了人间。

真是祸不单行，当朝皇帝要建一座珍珠宝殿，传下圣旨，要廉州知府征集民伕八千，采珠

万两，州官、太监又从中加码多采三千两以饱私囊。沿海一带农民、渔民便纳入征伕对象，龙

贵也自然被征入采珠队伍。

太监采珠心切，以便进贡皇帝邀功领奖。如若获得皇帝奖赏既可升官发财，家族兄弟又可

封官进爵。因此，州官太监对待珠民横蛮残暴，就是狂风暴雨也强迫珠民下海采珠，为了采得

一颗珍珠，不惜牺牲珠民生命，以人易珠。

一日，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但是太监在恶劣的气候下还强迫珠民驶船出海采珠，采珠船

驶出大海以后，突然狂风暴雨，恶浪翻滚，狂风巨浪把采珠船刮翻了，多少珠民惨死海中。

龙贵水性好，他在大海浮游挣扎，不料海里有一条恶鲨向龙贵袭击，龙贵忽上忽下，与鲨

鱼周旋，被鲨鱼咬伤，又忍痛向恶鲨还击。恶鲨则千方百计想把龙贵一口吞下肚。龙贵左闪右

闪避，机智勇敢，他瞄准鲨鱼的眼睛，用手尖照鱼眼扦去，便将鱼眼抽取出来。鲨鱼被除掉一

只眼睛，疼痛难受，鱼尾乱击乱拍，泛起高高的浪涛，然后逃命而去。龙贵也被鲨鱼刺伤，金

身痛彻，昏了过去……

当龙贵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竟睡在一张雕刻有龙凤的水晶床上，床前有张水晶台，上面

安放着一只花纹精致的大花瓶，一束鲜花扦在瓶里，散发着满屋的清香。大厅里更是金壁辉煌，

厅的顶端镶着一颗硕大的珍珠，大珍珠的周围绕着层层珍珠，珠光十色，晶莹闪烁。四周墙壁，

也是用珍珠镶嵌而成的珍珠九龙壁，珠光宝器，琳琅满目。龙贵顿感心旷神怡。

“贵哥，你好啦！”龙贵循声望去，只见一位亭亭玉立、身穿绸缎衣裙、颈戴珍珠项链、

娇娆玲珑的女子，手捧汤药走了进来。龙贵侧过身正要开口问个明白，女子又继续说：“我是

南海龙王的珍珠公主、因看见贵哥与恶鲨英勇搏斗，在你受伤昏迷时将你救了回宫，请服药吧，



三五天就会好了。”龙贵向珍珠公主深深鞠躬道：“谢谢公主救命之恩。”然后接过汤药慢慢喝

完。

龙贵的伤情在珍珠公主的细心护理下，很快恢复健康。珍珠公主在这些日子里，体察到龙

贵为人正直、豪爽、勇敢、人品好，便产生爱慕之心。龙贵深感珍珠公主对自己的救命恩情，

更喜爱她的善良，羡慕她的美丽。俩人感情甚笃，情投意合。于是在宫中暗结丝罗，数月后，

珍珠公主身中怀孕，她惊喜交集，喜的是龙贵有了后代，忧的是父王巡海未归。

不久，龙王巡海归来，发觉女儿从海里救获人间男子回宫中治疗，康复后在宫中私结鸳鸯。

龙王勃然大怒，声言要以宫规将女儿处死。龙母慌忙下跪哀求龙王从轻处置。倘若不从轻处置，

她也宁愿死在他的膝下。在龙母的哀求下，龙王的心也软下来，遂改为逐下人间三年。龙母可

怜女儿，送给女儿一包珍珠，里面还藏有一颗夜明珠，又再三叮嘱她在三年里夫妻恩爱和睦教

养好孩子，为珠民造福，为珠民除害，待三年回宫后龙王宽恕。

龙贵回来了，龙贵没有死，还带回一位貌若天仙的妻子。村中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兄弟姐

妹都到龙家去问长问短。从此，珍珠公主每天早上就跟姐妹们去海岸掘沙虫、捉沙蟹、有说有

笑。龙贵依旧出海捕鱼采珠贝。不久，珍珠公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龙子。龙子天生聪明伶俐，

两岁多便能说会道，惹人欢喜。

一天，廉州知府锣鼓喧天，迎接京城钦差大臣、采珠太监传皇帝圣旨下来了。知府大人出

来接旨，钦差大臣拿出圣旨宣读：“廉州知府，征伕采珠三千两，限期 1O 天，速送京城装修宫

殿。”

有道是：“京官到合浦，珠民苦难言”。廉州知府贴出告示，令每户珠民按人头采珠 1两。

（珠民叫它是人头税），如若违抗，处以打大板、坐班房、充军、杀头。于是新的一场灾难又

降落到珠民头上。

龙贵全家三口要交珍珠三两，他正急得团团转，珍珠公主出来解围了，她解开布包拿出三

两珍珠给龙贵交官府，总算消灾了。可是全村珠民为交不出珍珠，一时间村中哭声震地。

珍珠公主为了挽救珠民逃出灾难，第二天晚上，她把夜明珠放在掌中，高高托起，夜明珠

在月光的折射下，照得整个海面犹如白昼。于是珠民们经过九天九夜的连续采珠，都交齐了珍

珠人头税，而且官府收缴的珍珠还多出三千两。于是州官、太监、钦差大臣个个眉开眼笑，便

将三千两珍珠中饱私囊。

合浦出现夜明珠，消息很快传到京城，皇帝又传旨要太监饮差大臣把合浦这颗夜明珠收缴

上贡。于是，第三次灾难又降落到龙贵一家的头上。

廉州知府、太监、钦差大臣率领着数百名官兵，如狼似虎扑往海边，勒令龙贵交出夜明珠，

倘若不愿交，将会全家问斩。

刚满三岁的龙子，看见那凶神恶煞的官兵，害怕被人捉去，急忙跑回家紧紧抱住母亲。龙

贵则怒不可竭，执起鱼叉，要与官兵拼个你死我活。珍珠公主对丈夫道：“夜明珠洁白无瑕，



不由得这邦赃官沾污夜明珠，我自有办法对付这邦赃官。”说罢，将儿子亲了亲送到龙贵跟前，

还和龙贵附耳说了几句话，便打开后门让其父子外出躲避去了。

珍珠公主送别丈夫儿子，开门步出，众官兵听得门响，以为是龙贵出来献夜明珠，岂料出

来的是一位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的少妇。珍珠公主的出现，使这邦饿眼色狼一下子就傻了傻眼，

个个呆如木鸡。珍珠公主从怀里掏出夜明珠，用双手将夜明珠高高托起，怒道：“夜明珠在这

里，它是珠民的宝珠，能辨别忠奸善恶，忠善者生，奸恶者死！”说罢，突然一声惊雷，震天

动地，狂风暴雨，雷鸣闪电。从龙贵家飞出一条闪闪发光的白龙，龙背上屹蹴着珍珠公主，在

她的身体下段呈现出鱼尾，故称人身美人鱼，她手捧夜明珠朝前观望。这时，风停浪息，只见

白龙向着青婴、杨梅七大珠池海面巡游三圈，白龙便载着珍珠公主捧着夜明珠回归大海珍珠池。

龙贵的家出现一条白龙，白龙村由此得名，以后白龙、白龙珍珠城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雷雨停止以后，这邦贪官污吏有被雷电触死的，也有被海浪冲死的，也有被大风刮死刮伤

的。后来人们将两位太监尸体埋葬在距白龙几百米处的烂珠贝壳泥堆里，意思是要太监向珍珠

公主赎罪。

龙子常思念母亲，每年八月十五日晚都向海面朝拜，以寄托他怀念母亲的情怀。据说每年

中秋月的晚上，珍珠池海面珠光闪烁，那是珍珠公主对亲人和珠民们的深切怀念。

1988 年，合浦人民为纪念珍珠公主——美人鱼为民造

福、为民除害的斗争精神，于县城还珠大道十字路中央建起一尊手捧夜明珠的美人鱼石塑像。

珠乡著名作家李英敏，为石塑像题词：

魂萦南天

珠还合浦



蒋文国幸会珍珠三
周英南

话说蒋文国定了决心，兴奋得一连几晚睡不好觉。合浦珠宝公司枣阳分公司那五彩缤纷的

前景仿佛己变为现实。清晨，他捡了行装，别了妻儿，离了枣阳县城。到武汉后，给珠宝公司

经理宋亮发了电报，便上了南下的特快列车……

翌日中午，蒋文国到达合浦县城。合浦，乃还珠故郡，海角名区，以盛产圆润凝重、晶莹

光滑的南珠而著称于世。但见城内桥梁亭阉、广场街道、学校商店和戏院栈馆，总离不了“还

珠”二字。蒋文国边走边看，不觉到了那还珠大道。只见一座五层楼房巍然而立，十分挺拔。

门楼上方，“合浦珠宝公司”六个立体大字镶金嵌玉，熠熠生辉。楼下是珠宝商场，满柜台珍

珠宝饰琳琅满目，几位珍珠小姐也是满身的珠光宝气。墙壁上挂满了名人书画，使整个大厅显

得更加富丽堂皇，雍容儒雅。

蒋文国正看得入神，忽见里门走出一个人来。此人四十开外，身高五尺，上穿珍珠牌白涤

短袖衬衣，下着黑灰色西装长裤，年纪身材与蒋氏相仿。只是脸膛黑红，大眼浓眉。但见他远

远伸出手来：“可是枣阳蒋先生？”声若洪钟，却态度随和。蒋文国正要回话，那人却接着道：

“本人姓宋名亮，人称珍珠三”。开口不凡，豪痰大度，使人陡增几分敬意。寒喧之后，乃谈

正事。

且说这蒋文国乃湖北枣阳珠宝世家，其祖上也曾到合浦贩珠。改革开放后，他在武汉、襄

阳一带做起珠宝生意来。前不久，他在报上看了举办首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消息和关于合浦珠

宝公司的长篇通讯后，便生出了成立枣阳分公司的念头来。一纸书信，宋经理欣然应允。再说

这宋亮，绰号珍珠三，乃珠城白龙采珠世家。自幼随父辈学得一手高超的养珠技艺。他原是县

珍珠养殖场场长，前些年走马上任，当了珠宝公司经理。他接到蒋氏来信后，感其言辞诚恳，

对珠宝市场的开拓也颇有见地，因而应允。当下两人一见如故。宋亮把个合浦珍珠介绍得透透

彻彻，从美丽而古老的民间传说到历代珠民的血泪春秋，从孟尝革除政弊、珠去复还到改革开

放后南珠养殖业的发展前景，从珍珠质地等级到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蒋文国听得津津有昧，

如醉如痴。后来，两人又谈了些成立分公司及合约的条款规章等有关事宣，宋亮便送蒋文国到

还珠宾馆歇息。

当晚，宋亮设家宴招待蒋文国。但见席上菜肴丰盛，全是海鲜。什么珍珠螺汤、清蒸螃蟹、

油炸沙虫、生炒鱿鱼，还有那虾仁苦瓜，红炆大蚝……这些美味佳肴，经宋亮精心调烹，热腾

腾，香喷喷，使蒋文国眼界大开，垂涎欲滴。说来也巧，他俩皆好杯中之物，38 度的南珠大

曲空了两瓶，尚无半点醉意。酒酣耳热，便海阔天空，天南地北扯了起来。

“蒋兄，咱宋氏乃珍珠世家，早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我先祖宋福就专营珍珠宝

饰。后来有位冯梦龙，写了一本叫《喻世明言》的书，第一卷就写到他，只是把些事情歪曲了。”



没等宋亮说完，蒋文国已明白三分，心里很不自在。因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

珠衫》曾写了蒋氏先祖蒋兴哥到合浦贩珠，当下价已讲定，主人家宋福的父亲却将一颗硕大珍

珠偷了回去。兴哥不忿，与其争推。岂料宋父年老力衰，脚蹉倒地便气绝身亡。宋福等人很是

气愤，将兴哥打了一顿，送官候审。列位看官，你说巧也不巧？目下这珠宝公司经理宋亮，正

是宋福的十三代孙，而那兴哥，却是这位蒋文国的十三世祖。蒋文国放下酒杯，沉思不语，那

珍珠三蒙在鼓里，不知情由。

“宋兄，实不相瞒，那书中写的蒋兴哥乃俺十三世祖，专营珠宝，常到合浦贩珠。俺先祖

母王三巧儿聪慧贤淑，与俺先祖相亲相爱，并无书中那些肮脏事情。姓冯的为了写书，胡编乱

造，害了俺先祖母一生清白。就是写俺先祖打死你家老头，也没依据。”蒋文国一番话语，使

珍珠三瞠目结舌。忽而，却又高兴起来。你道何故？原来，这蒋宋两家原是十分相好，蒋兴哥

每次到合浦贩珠，都住在宋福家里。二人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宋父那年因病去世，兴哥与宋

家兄弟_道披麻戴孝，如亲儿子一般，那有什么偷回珍珠相互推打这些事情？及待兴哥回了枣

阳，还与宋福通了十几年的书信呢！那蒋家内人王三巧几，也是清清白白的妇道人家，并无丝

毫邪道歪门。这冯梦龙着实写污了两家清白，硬是把这段千古佳话给歪曲了。二人道明原委，

愈加亲热。你道隔了四百多年的世交，今日幸会，哪有不欢喜之理？当下二人便拜了兄弟，宋

亮长文国一岁，自为长兄。二人畅怀痛饮，不觉又空了两瓶还珠大曲。忽然，宋亮兀地站起来

道：“文国，待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便转身回房，拿出半边特大珍珠贝来。这珠贝古色

古香，五彩斑灿，足有一尺见方。文国见了，惊呼道：“俺家也有一个，与它一样！”你道是何

原故？原来，这两边珠贝，乃同一珠母，是宋氏先祖宋福在白龙海面的杨梅池中采来的。剖开

珠母，里面有颗硕大珍珠。这珠晶莹圆润，光彩夺目，后来被一巨商以重金买去。据说，英国

女皇皇冠上的那颗大珍珠，正是它呢！宋福卖了珍珠，便把这特大珠贝作了传家之宝。那年兴

哥回乡，宋福就把那半边送了与他。两人道清原委，更是欢喜。文国说，下次一定把那半边珠

贝带来，使它珠联壁合，重归合浦。

二人边饮边谈。宋亮又扯了些养珠育贝，饰品加工和珠贝利用等事情，便送文国回宾馆安

歇。

次日早上，宋亮驱车白龙，陪文国参观了珍珠城遗址和几个珍珠养殖场，并看了珠贝插核、

剖蚌采珠等先进工艺。回来后，又参观了饰品加工厂和珠核加工场，然后签了合约，办了有关

手续。文国又选了些项链、戒指、耳坠、胸花等珍珠饰品。第二天，蒋文国便打点行装，返回

枣阳挂牌开张，待珍珠节前再度南来。行前，珍珠三全家大小到车站欢送。当下兄弟二人依依

惜别，难舍难分。这正是：

百世因缘终了却，

珠还合浦写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