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山川名胜

第一节 白龙城遗址

白龙城，俗称珍珠城，位于营盘西南隅的白龙圩。相传古时有一条白龙飞到今白龙圩上空，

落于地面，瞬息隐去，不见踪迹。人们认为白龙降临乃舆地之福，故于该地建城，名白龙城，

又因白龙城用一层黄土一层珠贝、层层夯实而成，故又称珍珠城。流传二千多年的民间传说“合

浦珠还”就产生于此。

白龙城始建于洪武初年（公元 1368 年），清康熙间曾重修。城为长方形，南北长 320 米，

东西宽 233 米，面积约 74676 平方米。城内外筑青砖，中间每隔 10 公分一层黄土、一层珠贝，

层层夯实。城有东、南、西三门，城门有楼，可瞭望全城和海面。城内有采珠公馆，珠场巡检

署及盐场大使衙门和宁海寺等建筑。街道纵横、错落有致。据史载：明洪武初，倭寇入侵，沿

海一带生灵涂炭。明洪武 27 年（公元 1394 年）秋 7月，命廉州备倭，遣安陆侯吴杰、永定侯

张全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备倭。鉴于这情况，为防范倭，于明洪武初建白龙城驻扎军队防备

海盗特别是倭寇的侵扰。白龙城为钦州龙门港至雷州必经之道，白龙城的建成，与永安城成为

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又扼龙门港至雷州水道之咽喉。既可防倭寇和海盗侵扰，又保采珠太监

安全，明代采珠官均驻扎于此。抗日战争期间，白龙城门大部份城墙及城门已被摧毁，剩下的

一道城墙和南门也毁于 1958 年。现仅存旧城遗址、城内宁海寺也已无存，只留下《宁海寺碑

记》一方。城南 30 米处，有两堆黄土，棍传是太监坟，据说这两座太监坟，是当年“割股藏

珠而终归不能过梅岭”（梅岭即今白龙附近之梅岭）最后在白龙吞金自杀的采珠太监葬身之所。

据《合浦县志》载；“郑太监坟在白龙城内，今毁。”坟旁有两方石碑，一是《李爷德政碑》，

一是《黄公志思碑》。1992 年合浦采珠节前重建南城门。1962 年春著名戏剧家田汉同志曾到白

龙城遗址参观，并留下珍贵的两首诗篇：

（一）

南来初看还珠记，当日珠民重可悲。

碧渡曾翻千斛泪，夜光能换几餐饮。

方城有址堆残贝，古寺无踪剩断龟。

访古喜逢歌剧队，布帷丝幕白龙湄。

（二）

双鲨闻说守杨梅，贯月奇光去复回。

北海开池初结果，南康剖蚌半含胎。

看来子都因娘好，毕竟他培赛自培。

玉润星圆千百斛，南珠应夺亚洲魁。

珍珠城于 1962 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 年 8 月 25 日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物保护单位，为了更好地保护该城，现在城墙基内外竖保护范围标志。

第二节 纪功碑

白龙城遗址的南面，有两方大石碑，一方是《李爷德政碑》另一方是《黄公志思碑》。碑

高约 1.8 米，宽 0.6 米。由于多年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两碑文已不可辩认。从碑额来看，

可以得知两碑均为纪功碑。但从史料考证，两碑中的《李爷德政碑》为廉州府官李逊弹劾采珠

太监歌功颂德的纪功碑。明代太监到合浦监采珍珠，肆虐横行，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当时在

统治阶级中也有正义之士，也有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对人民有好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采珠

太监在合浦劣质斑斑，而地方官为了讨好太监，为太监纪功也是常有之事。1988 年在纪功碑

原址建一座亭阁，该亭为歇山顶结构，绿瓦红墙，四周迥廊，古色古香。阁内除纪功碑外，还

收集古碑多方，还有戏剧家田汉白龙吟诗两首的碑刻。该阁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 古榕残壁

古城建于明代初，后年久崩塌，而附生在东城墙的两棵榕树，盘根错节，至今已二百多年

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东城墙的一棵最大古榕被日军所毁，而古榕巨大板根依然附在东城墙，

古榕板根镶钳着大板城砖，树身一边的剖面如削，成为白龙城一大奇观。

第四节 营盘珍珠基地

营盘镇沿海古称珠母海，七大古珠池大多分布在珠母海中。营盘镇为广西乃至全国生产南

珠的主要基地。1958 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珍珠养殖场，同年人工育贝和人工殖珠取得成功，

标志着合浦珍珠业发展的新历程。1992 年，营盘镇有珍珠养殖场（户）620 多个，养殖面积

7000 多亩，是年产珠 2.23 吨，产值 2230 万元，1993 年全镇有珍珠养殖场（户）1088 个，养

殖面积 1万多亩。初步预计可产珍珠 3吨，产值 6000 万元。

目前珍珠养殖场遍布沿海，晚上海面珠棚上灯光闪烁，如天上繁星。每当采珠季节珠民在

沿海沙滩上剖蚌采珠，人们如到现场便可以品尝到鲜甜可口的珍珠螺肉。

第五节 七大古珠池

合浦南珠驰誉于世，我国东南海域古称珠母海，为采珠之所。《合浦县志》云：“东抵乐民

所西抵白龙城为珠池海界。”《旧唐书·地理志》云：“廉州合浦县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

《太平寰宇记》云：“珠母海在县（石康旧县）西南一百六十里，珠母之海，去县八十里海采

珠所，即合浦也”《合浦县志》云：“珠池在城东南八十里中。”《岭南杂记》曰：“珠池在廉州

海中。”

珠蚌古称珠母，“珠出于蚌之母。”（见《太平寰宇记》），又“珠母者蚌。”《铁围山丛谈》

把生产珠母的具体处所，称为珠池。《廉州府志》云：“海面岛屿环围故称池云。”所谓岛屿环



围，是指产珠蚌之海域处于礁屿、岩石围绕之，宛似城廓。也即是：“海中珠池若城廓焉……”

（见《岭外代扎》）

合浦珠池名称和位置，各种史籍记载均有异同，《合浦县志》引类书曰：“出广东廉州珠池

者四：杨梅、青婴、平江、永安。”《廉州府志》记载为五所：即乌泥、杨梅、青婴、平江、断

望（一名断网）。《广东新语》曰七所：杨梅、青婴、平江，断望、白沙、海猪沙和乌泥。《通

志》、《广东图志·合浦沿海图》则见一所手巾池，而无永安、白沙和海猪沙三处。

合浦珠池之位置，均处于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山口与广东乐民池之间，而今北海市虽旧属

合浦辖，但在今北海市之海域在古代是没有珠池位置记载的。合浦古珠池位置是：断望（也称

断网）池在今北暮至婆围海面，青婴池在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西村海面，永安池在今山口永安

海面，乌泥池在今广东廉东县凌录至合浦英罗海面，白龙池在今白龙海面，杨梅池在今福成东

南海域，平江池在今南康石头埠海域。其分布见下图：

合浦县珍珠池示意图 1990 年 10 月 15 日

明代封建皇帝曾派太监驻扎白龙城监采珍珠，“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不必得之

物……”建国以来，珠池得到了保护。一九五八年合浦建成了珍珠养殖场，古珠池得到了新生，

加上人工养殖珍珠试验成功，给珍珠生产带来了很大发展。现在合浦的人工养殖珍珠和生产天

然珍珠，都同时受到了重视，使南珠更璀璨晶莹；光彩夺目，誉满全球。

第六节 宋窑遗址

宋窑遗址，分布在火禄村东北一公里东窑村和西窑村，两窑相隔 200 米。两村靠田垌一边

分布着许多古窑。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东三十六，西三十六，”东、西村共有 72 个古窑。

宋代的白龙港与安南互市，合浦县的丝织品和瓷器大多由此出口到安南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

故宋时白龙港又是合浦至东南亚各国的始发港之一。古称“海上丝瓷之路”的始发港。从古窑

发掘出的瓷片和瓷器可证实为宋代遗物，这对研究合浦陶瓷发展史有很大参考价值。



第七节 珍珠泉

在川江白龙一线海岸滩涂上，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泉眼，如点点珍珠撒落在广阔的海滩

上，人们称之为“珍珠泉”。珍珠泉奇特之处在于，泉水涨潮为咸，退潮为淡，泉水清凉甘甜，

水质极好，可以放 3年而不变质，夏天用来煮粥，24 小时不会变馊。泉边村落多“寿星”，据

说是饮用珍珠泉水之故。人只要踏入一尺多深的泉中，便会立即沉入沙中一米多深。

最奇特的要是牛屎港海面的那一泉眼了。这泉眼在海水中，同围都是海水独此处是淡水，

用“泉水不犯海水，”来形容是最确切不过的了。出海的渔民口渴了，不必上岸，直接可以从

这吸取引用。为什么海水中有淡水，且互不相溶？实在令人费解。除牛屎港外，营盘镇较大，

较多人饮用的珍珠泉还有三处：火禄、黄稍及营盘镇附近的排塘仔村。

第八节 三婆庙

也叫婆婆庙、西海庙。是渔民祭拜之地、位于白龙城西南角的海滩上。

相传古时候，有一位渔民下海捕鱼时，有块石头形影不离跟着他，他觉得很奇怪，便对这

块石头说：“石头啊，石头，你是不是海中神灵？如果是就让我快捕满鱼篓吧”!结果不一会儿，

他就捕满了一篓鱼，这个渔民决定把这“神石”带回去，他找来一根绳栓住它，准备把它挑回

去，在回到西海庙所在地时，“神石”不愿再走，于是绳索自断，“神石”落地，这渔民深知它

不愿离开此地，便为它修了座庙，每年过渔民节（婆婆节）时，当地渔民便杀鸡、宰鹅到此庙

祭拜，以求得好兆头。传说终归是传说，西海庙建于何时，人们已无从考证，1969 年此庙被

毁，1989 年重建，据当地老人讲，如今重建的西海庙规模远远比不上被毁的旧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