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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李家乐教授等著述的书稿《珍珠与珍珠文化》，翻了几页

便不忍释手，一口气把它读完，顿觉耳目一新。该书系统规范，融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在引经据典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新的见

解，给人以许多启迪。该书图文并茂，集学术性、文学性及趣味性

于一体，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吸收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新成果，使读者在学知识、学技术的同时，得到美的熏陶与享受。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而有效的提高。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进步，

我国的文化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充满勃勃生机。“十二·五”是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攻坚时期。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优秀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修养、

素养和涵养。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富强，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共

同协调进步的结果。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孕育了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在文

化发展和振兴方面下功夫，用文化的力量来激发民族的精神意志，

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引领民族的思想不断

前进。

珍珠，以其美丽的光泽及圆润的外表征服了人类，被誉为“珠

宝皇后”。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亦造就了色彩斑斓的独有的珍珠文化，

珍珠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

民族里，珍珠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珍珠文化是中国优秀的传

统民族文化之一，是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

珍珠养殖业的兴起取代了天然珍珠的垄断。我国老一辈珍珠科

技工作者为我国珍珠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经过几十年

序



的发展，我国珍珠产业技术体系日趋健全完善。上海海洋大学李家

乐教授及其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珍珠养殖技术的原理与实践方面开

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为我国珍珠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使得过去只有达官

贵人们享用的珍珠及其制品现如今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配饰品、化

妆品和保健品。因此，我不由得想起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过去的变化主要是政权的更

替和时代的变迁，而现在则应该感谢科技工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

卓越贡献和出色成果，让很多名贵精品放下身段，“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又从这

些产品的深处，发掘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将消费对象及消费活动提

升到美学、文学、史学、艺术鉴赏与艺术素养的层面来进行分析和

研究，使珍珠文化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百花园中的一朵精致的奇葩。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认真阅读

李家乐教授的《珍珠与珍珠文化》，就可以了解一批科学家的人生

哲学、价值理念、科技前沿和生活情趣，对提升和充实自我是大有

益处的。

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文理贯通、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的好书问世。

叶骏
2015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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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是地球上唯一由生命孕育的有机宝石，是人类最早利用的

珠宝之一。人类对珍珠的认识和利用最早是从贝类体内的天然珍珠

开始的，从外表普通的贝类中发现瑰丽的珍珠，人们既惊讶于珍珠

的美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珍珠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人工大规模养殖珍珠时代到来之前，天然珍珠是人类获取珍

珠的唯一来源。

中国是世界上现在可考证的最早人工养殖珍珠的国家。日本的

御木本幸吉开创了近现代珍珠人工养殖的辉煌篇章，结束了珍珠作

为达官贵人专宠的时代。我国珍珠人工养殖业从新中国建立后开始，

熊大仁教授为我国海水珍珠及淡水珍珠人工养殖技术的攻克做出了

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是我国现代珍珠养殖业的开拓者之一。上海海

洋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原上海水产学院的陈刚、

张英两位水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完善了淡水珍珠的养殖方法，并成

功获得了淡水有核珍珠。在老一辈水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下，

我国的珍珠人工养殖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珍珠超级生产大国，尤其是淡水珍珠，年

产量超过1 200吨，占全世界珍珠总产量的90%以上。我国南部沿

海所产的海水珍珠，又名“南珠”，年产量 30吨左右，质量上乘，

获得了世界珠宝界的一致认可。当前我国珍珠养殖业形成了淡水珍

珠与海水珍珠养殖共同发展的格局，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尤其是农

村经济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水产养殖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这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珍珠养殖、加工及销售

的蓬勃发展。

珍珠现已成为百姓的寻常装饰之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宝物，

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亦造就了色彩斑斓的珍珠文化。珍珠文化是我国

前  言



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是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步履匆

匆的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似乎对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渐渐忘却，

这不得不使我们有一股隐约的担忧。当人们放缓前进的步履，去细

细品味那些渐渐忘却的民族瑰宝，又何尝不是一种放松心情、舒缓

压力的方式呢？

在珍珠养殖产业大发展的同时，对珍珠文化方面的研究很少，

甚至是空白。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丰富多彩的珍珠世界，增强海洋、

水产、人文情怀，提升审美情趣，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我们著述了《珍

珠与珍珠文化》一书。本书共十章，是编著者在总结长期珍珠养殖

等实践的基础上撰写的，包括珍珠的分类、育珠贝的种类及养殖、

珍珠的形成原理、珍珠的理化性质、珍珠的采收及初加工、珍珠产

品及鉴赏保养技巧等；重点探讨了关于珍珠的历史典故、文化积淀，

以及珍珠文化所引申的文学作品、名人轶事、珍珠博物馆等，以使

人们感悟珍珠随岁月蹉跎留下的文化印记，体会珍珠沧海桑田凝固

的变幻传奇。

衷心感谢上海海洋大学原党委书记叶骏教授，他致力于上海海

洋大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鼓励我开拓研究思路，探索珍珠

文化，他还为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在本书著述过程中，上海海洋

大学陈蓝荪教授及我的研究生付龙龙等做了很多努力，在此表示深

深的谢意！本书大量参考了几十年来我国在海淡水育珠方面的研究

成果，以及众多关于珍珠文化的书籍及文献等，在此对各位从事珍

珠及珍珠文化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写作时间仓促，知识及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及疏

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斧正，不胜感激！

李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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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自古以来，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与珍珠，

被誉为珠宝界中的“五皇一后”，珍珠柔美温和，被称为珠宝界中的“一

后”。珍珠，以其独有的美丽征服了人类的审美情趣，成为人们心

目中永不磨灭的唯一的“珠宝皇后”。

在古代，天然珍珠是人类获取珍珠的唯一来源，因此，珍珠被

视作奇珍异宝，是皇室贵胄、达官贵人的专宠。随着时代变迁与科

技进步，天然珍珠的采撷历史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接踵而来的是人

类开展的大规模珍珠人工养殖，此前弥足珍贵的珍珠已不再是难得

的奢侈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养殖珍珠的国家。19世纪末，日

本人御木本幸吉成功培育出近现代历史上第一颗人工养殖珍珠，拉

开了人类历史上珍珠大规模养殖的序幕。

第一节 珍珠与珍珠文化

珍珠是产生于贝类体内的一种宝石，具有夺目的光泽及丰富的

色彩，是人类最早利用的珠宝之一。当远古时期的人们首次在海岸、

河流发现珍珠时，她就以天然的美态打动了人类，深受人们的青睐，

成为人们炫耀、赏玩的宝物。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是由人

类所创造并拥有的。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

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生产技术、

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珍珠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包含了

与珍珠相关的生活方式、理念和认识，珍珠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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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是人类社会长期与珍珠打交道的实践所创造的产物，是社会

历史的积淀物。简单地讲，珍珠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珍珠生产文化；

另一种是珍珠价值文化。

一、珍珠的生产文化

珍珠的生产文化由珍珠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是人类关于珍珠

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珍珠产品的总和，包括珍珠的形成、珍珠采撷

技术、珍珠人工养殖技术，以及相关的科技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采捕珍珠和利用珍珠最早的国家之一。据元代陶

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采珠人必须腰系长绳，手提铁耙，潜入

海底去捞取珠贝。得了珠贝，摇动长绳，在船上等候的人立即将他

拉扯出水面。稍迟就七窍流血而死，或为恶鱼所噬，为此，葬于蛟

龙之腹者不少。”颗颗珍珠都凝注着采珠人的血和泪，所以古人有“以

人易珠”之叹。因为难得，在古代就有“一两珍珠一两黄金”的说法。

中国是当今世界可考证的最早开展珍珠人工养殖的国家，养殖

技术始于11世纪的宋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宋代后期某

些成功的圆形珍珠养殖技术已失传，至今已有700余年。此外，中

国从11世纪初就开始使用黑贝培育“带壳佛像珍珠”，从现在国内

某些博物馆所收藏的宋代佛像珠，也可证明这一史实。

二、珍珠的价值文化

珍珠的价值文化由珍珠象征的精神力量构成，是人类关于珍珠

的赏玩消费活动及其凸显价值思想的总和，包括珍珠的审美炫耀情

趣、传统消费习俗、尊贵生活方式、欣赏思维观念，以及相关的诗

歌文化。珍珠价值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风土人情特色。珍

珠价值文化导致珍珠代表着封建社会权贵地位、权力、金钱和身份，

平民以珠为幸福、平安、吉祥之喜，以至于古代有“富者以多珠为荣，

贫者以无珠为耻”的社会态度。

古时欧洲许多国家纷纷立法规定人们按地位、等级来使用珍珠。

从罗马时代起，珍珠已成为皇室的专有品，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

世和凯瑟琳·德·麦迪斯就是极著名的珍珠爱好者。统治者为了独

占珍珠，甚至采用立法手段来限制国民及一般贵族使用、佩戴珍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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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撒克逊人君主立有法规：“贵族不能穿任何金银或珍珠装饰的衣

服，只有皇室成员才能享受其奢侈。”在欧洲，从所谓的珍珠时代开始，

皇亲贵族等上流社会人士无不用珍珠作为装饰品以炫耀自己。由于

珍珠是权力象征和高贵、财富的标志，古代的许多统治者为满足自

己的私欲，纷纷发起掠夺珍珠的战争。在古代中国，珍珠亦是皇族

贵胄、达官贵人的专宠，大规格、高品质珍珠真可谓价值连城。

第二节 世界近现代珍珠养殖的发展历程及产业格局

一、世界近现代珍珠养殖的发展历程

1893年，日本人御木本幸吉利用马氏珠母贝成功培育出人类近

现代历史上第一颗人工养殖海水珍珠，之后，御木本幸吉不断改进

珍珠养殖技术，终于在1908年培育出了正圆的珍珠。

“我要让用日本珍珠串成的项链挂在全世界妇女的脖子上”，从

御木本幸吉的这一著名誓言足以看到他的蓬勃雄心及对珍珠事业的

热爱。随着御木本幸吉人工养殖珍珠技术的突破，日本的珍珠养殖

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大大缓解了由于天然珍珠产量下降造

成的日趋严重的世界珍珠危机。

20世纪中叶之前，日本的珍珠养殖产业可谓是 “一枝独秀”，

所产优质珍珠绝大部分出口国外，长期垄断着世界市场，并为日本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沿

海海域水质优良、气候适宜，造

就了大批量的上乘优质珍珠，其

中御木本幸吉的故乡（三重县）

所产珍珠更是产量大、品质好，

是当时日本海水珍珠最主要的产

地之一。当时，日本在育珠贝苗

种的繁育、珠核的制作及加工、

插核技术、珍珠的加工处理等技

术已几近成熟，并在世界上处于

遥遥领先的地位。
图1-1 
御木本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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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叶，受珍珠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澳大利亚、美国

及南美等世界诸多国家及地区加入到珍珠养殖业的浪潮中，并取

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世界珍珠产量日趋上升，遍地开花，结束

了日本一枝独秀的局面，但日本仍旧保持着世界珍珠第一生产大

国的地位。

20世纪 7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的高速发展，水域污染加剧，

海水赤潮现象频频发生，加之大规模高密度的养殖，育珠贝出现大

面积死亡，产量急剧下降，珍珠品质也随之下降，日本珍珠产业开

始出现衰退迹象。日本有关人士认为，日本因海水污染、养殖成本

等原因，珍珠养殖产业严重萎缩。加上汽车、电子业巨大利润的诱惑，

年轻人不愿从事艰苦的珍珠养殖事业，日本从世界珍珠产量的霸主

地位逐渐退了下来。但日本却在亚洲其他国家纷纷建立珍珠养殖场，

扶植这些国家发展海水珍珠养殖业，大批养殖和加工技术人员流向

波利尼西亚、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泰国等国，全球

海水珍珠养殖业呈现出新格局。

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自引进日本插珠技术，注资设立首

个养珠场以来，当地大大小小的珍珠养殖场逐年增多。黑珍珠是大

溪地引以为傲的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大溪地黑珍珠成为国

际高档珍珠的代表。产于当地海域的黑蝶贝给大溪地珍珠赋予了独

特而丰富的色彩，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

缅甸珍珠养殖业始于丹老群岛。日本南海珍珠公司与缅甸果洞

贸易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开展海水珍珠养殖业。缅甸政府专门组建人

民珍珠渔业组具体负责珍珠养殖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缅甸珍

珠养殖产业也成为一朵奇葩。

越南的珍珠养殖业主要侧重于淡水珍珠，且其有足够的能力发

展成为重要的淡水珍珠供应地。越南所产淡水珍珠规格较大、颜色

丰富、质量上乘，为越南的国民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 80年代，经过各方面的调整及努力，日本珍珠产

业又开始复苏，但其世界珍珠第一生产大国的美誉已成为过去。中

国取而代之成为一个世界珍珠生产大国，珍珠产量大幅增加，目前

已遥居世界之首。

当前，世界许多地区已经能够生产珍珠，珍珠已成为寻常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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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装饰品之一。上乘的大型优质珍珠仍旧是高档珠宝，价格昂

贵。中国虽为世界珍珠生产大国，但其珍珠的品质及加工技术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世界上著名的优质珍珠产地有大溪地、波斯湾

等地，而日本仍旧是珍珠加工技术第一大国。

二、世界珍珠产业格局
1．世界珍珠的生产及消费格局

目前世界上珍珠主要生产地有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法属波利尼西亚及库克群岛等。

世界珍珠主要消费国有美国、中国、日本、加拿大、印度以及

欧洲和中东诸国等。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珍珠消费国，珍珠首

饰年消费金额为20多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0%以上；中国由于

珍珠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珍珠的消费也与时俱进；印度和中东诸

国是传统的珍珠消费国。

世界珍珠加工集散地主要为日本、印度，转口市场在中国香港。

海水珍珠出口销售以日本为主，淡水珍珠出口销售以中国为主。
2．世界珍珠的产量

世界海水珍珠年产量约80吨，主要生产地为日本（30吨 )、中

国（30吨 )、法属波利尼西亚（10吨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及

菲律宾等国有少量生产。

世界淡水珍珠主要产于中国，年产量超过1 200吨，占世界珍

珠总产量的90%以上，日本、美国、越南也有少量生产。中国在国

际淡水珍珠市场上占有绝对统治地位，而日本的淡水珍珠在国际市

场上目前几乎消失。
3．世界珍珠的进出口贸易

珍珠是一种古老的国际性商品，始终有稳固的市场，关键是光

泽、圆度、规格等质量指标要顺应市场竞争。目前在国家贸易上，

珍珠可以直接作为商品进行进出口交易，同时对比天然珍珠，现今

珍珠贸易绝大部分是养殖珍珠。

（1）日本的珍珠外贸

日本不仅是珍珠生产大国而且是珍珠进出口吞吐量最大的国

家。近些年来，日本珍珠产量稳定在30吨左右，先从中国进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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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原珠，凭借珍珠加工技术优势，再出口至美国、中国香港、瑞士、

法国等地，获取较大的商业利润。由于水质污染及人工升价，致使

现今日本生产珍珠成本偏高。日本每年都要举行珍珠拍卖会及珍珠

首饰设计大赛，以期扩大珍珠的影响及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珍珠消费。

（2）中国的珍珠外贸

珍珠出口是中国珍珠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同时，由于中国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部分高档珍珠的进口。进口珍珠应为中国珍珠

加工业发展的借鉴。

珍珠已成为中国水产品出口的优势产品。2004年中国珍珠出口

额与罗非鱼出口额接近，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水产品。中国珍珠外

贸对象的国家或地区，1999 — 2007年共有77个，广泛分布在世界

各地。目前，中国以养殖珍珠的出口贸易为主，年出口量约300吨，

珍珠制品出口约450吨，出口总额约1.3亿美元。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珍珠养殖的发展历程及

交易市场格局

一、中国近现代珍珠养殖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宋代就已经掌握了珍珠养殖技术，他们

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珍珠养殖经验。明代时中国人工养殖珍

珠技术出现了重大进展，将大型贝类（如砗磲 )的贝壳制成珠核，

创造性地开展了有核珍珠的养殖，是近现代珍珠养殖技术的雏形。

遗憾的是，古代先民们并没有将这项引以为傲的珍珠人工养殖技术

发扬光大，对珍珠的形成机制也未形成科学的理论。

进入近现代直到1949年，中国珍珠养殖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1950 — 1957年，中国开始立项调查野生珍珠贝资源，并开始

系统研究珍珠人工养殖技术。

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南珠生产搞上去，要把几千

年落后的自然采珠改为人工养殖。”

1958年，毛主席指示：“旧社会劳动人民辛辛苦苦采珠进贡皇帝，

现在我们养殖珠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当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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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发展中国珍珠人工养殖产业十分重视。同年3月，广西北

海地区（当时属广东湛江地区 )在中央政府指示下建立了第一个海

水珍珠养殖场，时任暨南大学水产系主任的熊大仁教授负责主持研

究工作。

1959年，熊大仁教授编写了《珍珠的养殖》一书，是新中国第

一部关于珍珠养殖的专著，为中国珍珠人工养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

理论基础。

1960年，经过熊大仁教授等的艰苦努力，北海珍珠养殖场终于

成功培育出新中国第一批人工海

水珍珠，拉开了中国珍珠产业发

展的序幕。

1962年，熊大仁教授指导河

蚌养珍珠小组成功培育出淡水无

核珍珠，这是由海水人工育珠到

淡水人工育珠的又一次历史性突

破。

1962年，江苏、浙江两省派

专员到广东学习海水育珠技术。

1963年，调任原湛江水产专

科学校的熊大仁教授等总结了淡

水珍珠人工养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水产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论文

《河蚌无核珍珠的初步研究》，引起强烈反响。

1964年，原上海水产学院陈刚、张英两位老师，成功培育出淡

水无核珍珠、有核珍珠和象形附壳珠。

1965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马氏珠母贝人工孵化

成功。

1966年，北海地区收获第一代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37.55千克，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成批量人工养殖海水珍珠的另一重大进展。

1967年，苏州水产养殖场在 90只蚌中获得淡水珍珠 125克，

此后淡水珍珠养殖迅速在全国推广，产量直线上升。

1970年，海南临水海陵珍珠养殖场对黑蝶贝进行首次插核育珠

试验，次年即成功获得中国第一批人工养殖的黑珍珠。

图1-2 
熊大仁教授



珍珠与珍珠文化8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进行河蚌人工繁殖技术研究，

并获得突破性进展，摆脱了靠采捕野生资源的瓶颈，为淡水育珠生

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确立了三角帆蚌与褶纹冠蚌在育珠中

的重要地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熊大仁主持的“珍珠贝人工育苗

和养殖的研究缩短育珠期”与原上海水产学院陈刚、张英两位学者

领衔的“淡水无核珍珠、有核珍珠及象形附壳珠”，分别获得全国

科学大会奖。在此期间，张元培、石安静、蒙钊美等珍珠研究专家

对珍珠的形成及生长、养殖水质调控、病害防治等方面也做出了较

大的贡献，更加坚实了中国珍珠人工养殖的理论基础。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淡水珍珠年产量及出口总量已跃居世

界首位，超越日本。

20世纪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一大批珍珠贸易

市场及珍珠商应运而生，民营珍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这

个阶段，中国珍珠生产技术趋向成熟，产量持续保持世界首位。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海水珍珠年产量达20吨，产量仅次于日本，居世

界第二位。

进入 21世纪，中国珍珠年产量最高时达 2 000 吨以上，占世

界珍珠总产量的 95%以上，遥居世界之首。其中，包括海水珍珠

约30吨；珠宝级珍珠约100吨，约占总量的5%；饰品级珍珠年产

量约900吨，占总量的45%；用于加工珍珠粉及其他的约1 000吨，

占总量的50%。

进入 21 世纪，珍珠贝类新品种培育取得新进展，2006 年原上

海水产大学在对中国三角帆蚌种质资源进行系统研究和评价的基

础上，培育出首个珍珠贝类新品种 —— 康乐蚌，为珍珠养殖从追

求产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种质基础。2011 年，海南

大学培育出第一个海水珍珠贝类新品种 —— 马氏珠母贝“海优 1

号”。为更好地改良珍珠贝种质和珍珠品质，国内一批科研教学单

位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创新，在淡海水珍珠贝类遗传多样性、珍

珠色彩控制机制等基础研究及珍珠贝类良种选育等多个领域取得

了一系列成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