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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黄勋拔

珍珠璀璨夺目，历来被人们作为华丽，贵重、富有的象征。

珍珠既是装饰品，又可以作药材。珍珠养殖业是一项经济效益

较高的事业。珍珠养殖加快了海康人民致富的步伐。海康县海

水珍珠养殖业居全国沿海县的第一位。

《海康珍珠志》系统地记述了海康人民采珠育珠的历史与

现状，总结了海康珍珠养殖技术与经营的经验。它是志书群体

中的一颗“珍珠"。说它是“珍珠”，一是因为：作为记述珍

珠专业的志书，据我所知，它还是第一本。尽管专志已有悠久

的历史，这些年来又出版了大量的专业志，也有一些地方综合

志书写了珍珠养殖，但作为一本单独成书、正式出版的珍珠志，

还是第一次见到。二是因为：它的质量上乘。尽管仍有某些不

足，但总的说来，它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正确，结构严

谨，文字通顺，而且具有较鲜明的特点。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产业崛起、商品经济发达的当

代，单有一本地方的综合志书是远不能适应需要的，因而，出

现多层次、多形式的志书群体，出现内容单一、体例灵活、篇

幅短小、作用有别的专业志书系列，是必然的，也是志书改革

的方向。

《海康珍珠志》是一本专业志，和一个地方的综合志书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它内容单一、资料较有深度．体例比较灵活，现实作用较大。

“海康珍珠志》的作者掌握了专业志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在

某些地方突破地方综合志书的一般框框，我认为是必要的、可

行的。比如，一般地方综合志书，不写或尽量少写技术性、知

识性、说明性的东西，而《海康珍珠志》总结和记述了不少海

康珍珠养殖的实践经验(不是纯理论记述)，把经济和技术统

一起来，把人和事统一起来，这就使珍珠养殖这个专题的方方

面面，记述得更加清楚，更具有完整性和实用性，更能达到编

修志书的目的，因而我认为这是好的。

我衷心祝贺《海康珍珠志》的出版，相信它一定能够像

珍珠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海康珍珠志》

肯定和颂扬了海康劳动人民在发展珍珠养殖业中的贡献， 《海

康珍珠志》作者的辛勤劳动，同样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

1991年10月23日

注：黄6{l『拔同志系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繁委员会副主任展办公室主任，研

究员、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广东省地方史志学会理事长，中山大

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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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陈光保

《海康珍珠志》简要地记述了海康古代的采珠历史，真实

地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海康珍珠养殖业的发展进程、基本成就

和经验教训，是一本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志书。

我国是世界上采珠和利用珍珠最早的国家。中国珍珠享有

很高的声誉。历史上有东珠、西珠、南珠之分。日本珠被称为

东珠，意大利珠被称为西珠，中国珠被称为南珠，而海康就是

天然“南珠’’的出产地。南珠最受推崇，传说英国女王皇冠上

的那颗拇指大的璀灿明珠，就是我国北部湾产的珍珠。

海康县具有得天独厚的珍珠生活环境，海水、淡水资源丰

富，为养殖珍珠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全县海岸线长达406

公里，浅海滩涂面积150．82万亩，内陆总水面14．2万亩，均可

开拓养殖海水和淡水珍珠。不论是发展海水或是淡汞养殖珍珠．

都是一项高效益的事业。从“海康珍珠志))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事实：本县人民养殖珍珠设备简单，技术简易，投资省，见效

快，经济效益大，创汇率高，而又不与农业、林业、畜牧业争

地，国营单位可以养殖，农村渔民、农民和乡镇居民的集体、

联户、个体户也都可以养殖。凡具备养殖珍珠资源及生产条件

的海湾、港口、乡村，都正在大力发展珍珠生产业和加工业。

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康人民把珍珠养殖业作



为致富门路，这是很明智的。

海水珍珠，是大海的珍宝，既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又可

作人们喜爱的装饰品。它可研制成珍珠喘息片、珍珠定喘丸、

珍珠霜、珍珠层粉及其他药品，还可以加工珍珠可乐、珍珠汽

水、珍珠矿泉水，珍珠延年长寿酒、珍珠啤酒、珍珠香槟酒等

各种饮料及珍珠蛋糕、珍珠糖果、珍珠饼干等各种食品。珍珠

可以加工成珍珠项链、珍珠手镯、珍珠耳环、珍珠胸针，珍珠

发夹、珍珠戒指等各种高级装饰品。

旧社会的统治者只顾享用，迫使珠民对大海中的珍珠贝大

肆采杀，致使海中的天然珍珠母贝资源日渐稀少。 新中

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珍珠养殖事业非常重视。1958年我国珍

珠养殖业在祖国沿海地区兴起之初，周恩来总理就已经指示，

要把南珠生产搞好，要把千百年落后的自然捕珠改成人工养殖。

1966年春，中共海康县委、县人民政府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组

织沿海和南渡河两岸村民学习和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办起

了海水和淡水珍珠养殖场。人工培育珍珠，人工孵化珍珠贝苗

先后研究成功，为我国的南珠养殖业谱写了新的篇章。

海康珍珠养殖业创建初期，得到正在覃斗蹲点的县四清工

作团总团长、湛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莫怀同志的大力支持、倡

导，同时，得到在县水产局工作的张祥华和覃斗公社党委书记

何周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使本县珍珠养殖业得到发展。当时，

我也在西部沿海的北和公社任四清工作团长，看到北和沿海地

区干旱、贫穷，而发展海水珍珠养殖业却有它的优势。于是，

组织北和公社康港大队吴蓬村、境庄村干部群众进行养殖珍珠

试验，成功之后大力推广。1972年，全县珍珠养殖场已发展到

24个，年产珍珠近50公斤。但由于“吃大锅饭’’，人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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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受到束缚，阻碍了珍珠生产的发展。1973年珍珠养殖业

开始走下坡路，到1976年全县珍珠养殖场仅有9个能勉强维持，

这一年只产珍珠8．5公斤。珍珠养殖业面临下马的威胁。从1980‘

年起，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广、不断完善以家庭

联产承包为主的各种生产责任制，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充

分发挥，养珠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进一

步采取了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领导办点与群众大面积推广相

结合，集体养殖与联合体、个体养殖互相促进发展的做法。珍

珠养殖场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90年底止，全县有集体

珍珠养殖场16个，联合体珍珠养殖场330个，个体珍珠养殖场

181个，珍珠贝苗孵化场56个。1990年全县年产珍珠达2．5吨，

产值2295万元。覃斗镇流沙村及北和镇吴蓬村已由贫穷、落后

的地方变为富裕的乡村。流沙村有90％以上农户养珍珠，经济

收入逐年增加，养珠户普遍建了新楼房。如经营珍珠专业户尹

南忠现已拥有120万元的资产了。吴蓬村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养

珍珠。该村吴妃伍组织三户人家办一个联合体养珠场，1988年

每户收获珍珠26公斤，产值4万元。海康人民养殖珍珠致富的

实践证明，只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

是完全能够由穷变富的。

《海康珍珠志》记述了海康人民自明朝永乐年间到万历年

间，被逼为皇帝采珠的苦难历史；更着重记述了新中国建立后

的中共海康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大力发展珍珠养殖业的事

迹。详细记述了1966年创办的流沙珍珠养殖场和康港、境庄、

吴蓬珍珠养殖场的创业史、养殖试验史和发展史，忠实地记述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户珍珠场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志书

5



把古代人民被逼采珠的血泪史和今天人民养殖珍珠脱贫致富的

创业史记述下来，这是一项意义很大的工作。我们不仅从中看

到两个社会不同的历史，而且可从中学到开创和发展珍珠养殖

业的丰富经验。此外，志书中还记载着很多经过养殖珍珠实践

检验的可贵的技术资料。这样的志书，将会起着资治、教化和

存史的作用。《海康珍珠志》是副研究员蔡庭同志致力于方志

理论研究和志书编写的辛勤劳动的结晶。我对此志的成书和出

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对作者付出辛勤劳动表示热忱的敬意。

1991年lO月24 El

注：陈光保同志系中共湛江市委常委、海康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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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吴教东

((海康珍珠志》，乃作者在编修海康县地方志之余，将广

征博采的有关海康县人民群众从事珍珠业的大量资料，进行鉴

别与选择，然后采取通纪的体裁，由古及今，系统整理，并加

以现代科学理论的分析而写成的专著。

此书文风严谨，文字朴实，简洁流畅。而且在概括的基础

上，有重点地把海康人民在古代受尽封建皇帝诏逼采珠的血泪

史，以及当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创造性地

进行海水和淡水人工育珠，广为物质文明塑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

光辉的业绩，及其发展的现状。均较详细地记述下来，使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达到保存文献，积累资料，继往开来的目的。

本书第五、六章记述的内容，是海康人民育珠生产实践的

精华。从育珠的生态条件、人工孵化培育种苗、育珠技术规程、

珍珠加工利用和创造性的技术发明等项，作者均作了重点的科

学理论分析和可溯性的论述。而这些带有技术性强的生产实践

经验，确为今后育珠同好者与开发生产经济的有志之士的重要

参考文献。

此书在编写和审改过程中，由于时间所限，尤其是作者没有

专门从事育珠生产，致内容上的错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这些有待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进一步修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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