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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珠光：南漢媚川都與香港大埔海採珠秘史
梅 毅

站在香港吐露港（古稱 「大步海」 ，又名
「大埔海」 ）礁石上，馬上能夠感覺鹹澀海風

裹挾着千年前的嗚咽。公元九六三年，五代十
國時期的南漢後主劉鋹在此設立中國歷史上首
個專業化採珠軍事機構── 「媚川都」 ，這支
由八千名 「採珠軍」 組成的特殊部隊，編織了
十世紀奢靡的珍珠王朝，也揭開了香港海域首
次系統性資源爭奪的序幕。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和利用珍珠的國家
之一。據《尚書．禹貢》載： 「淮夷賓珠」 ，
明明白白說明中國採珠歷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
禹時代就已開始。淮河在古代就產淡水珍珠，
當時還將珍珠定為貢品。珍珠因其稀有性和珍
貴性，被視為財富和地位的象徵。像皇帝的
冕、嬪妃的簪釵、大臣的冠帽、大殿的珠簾
等，都有珍珠裝飾的蹤影。《格致鏡原．裝台
記》中，更是記載了周文王用珍珠裝飾髮髻的
史實。另外，在《詩經》《山海經》《爾雅》
等文學作品中，也有珍珠的相關描述，更有
「珠圓玉潤」 、 「掌上明珠」 等成語和典故，

均體現了珍珠的珍貴和美好。
正是由於古人對珍珠的熱衷與嚮往，民間

誕生了一種名叫 「珠民」 的特殊職業，從業人
員主要是居住在沿海，以船為家、以採捕為業
的漁民。香港的採珠行業始自南漢。五代十國
時期，南漢劉氏政權以嶺南沿海為經濟核心，
將大步海劃為皇家採珠禁地。大步海位於新界
東北，是香港內海，舊地圖中作沱羅港、陀羅
港，因為這個地方位大步旁，故稱大步海。大
步海一帶水域，古屬媚川都，此地因盛產 「南
珠」 而聞名，此地珍珠品質，遠超其他海域。

根據《東莞縣志》載，媚川都年採珠量高

達 「四千斛」 。其中，極品 「龍睛珠」 專供皇
室，南漢後主劉鋹以珍珠裝飾宮殿， 「樑柱簾
箔皆嵌珠璣」 ，用珍珠鋪就 「天河」 景觀，夜
宴時映月生輝駭人心目，甚至以珍珠粉混合塗
料粉刷宮牆，極盡奢靡；次品則用於外交饋贈
與軍費籌措，為此，劉鋹曾向吳越、南唐贈送
「珠龍玉鞍」 ，以珍珠貿易換取軍事同盟。另
外，通過泉州蕃商，大埔海珍珠經海路銷往波
斯、天竺，換回戰馬裝備南漢 「龍衛軍」 。據
日本《扶桑略記》記載，公元九六七年大宰府
用兩千柄倭刀，換得南漢 「七連星珠」 ，此珠
後被鑲嵌於藤原道長冠冕。

南漢後主劉鋹於九六三年在大步海設立
「媚川都」 這一特殊軍事機構，專事壟斷珍珠
採捕。這一制度不僅是經濟掠奪工具，更是南
漢政權構建 「海洋帝國」 野心的縮影。媚川
都，並非單純的採珠機構，而是兼具軍事與生
產職能的 「特殊部隊」 。這一機構的命名，源
自西晉陸機《文賦》中 「水懷珠而川媚」 的詩
意，卻掩蓋不了其掠奪的本質。

媚川都其下設八營，每營千人，總兵力八
千人。媚川都的採珠主力多屬蜑民──嶺南沿
海 「以舟為家」 的水上族群，他們被強制編為
「珠戶」 ，禁止改業。這些蜑民世代被綁定為
南漢皇室專屬的 「海底奴隸」 ，甚至還有 「珠
戶不得陸居，婚配限本族」 的限制規定。

當時的採珠技術，非常原始，非常殘酷，
仍停留於 「徒手潛撈」 階段。《資治通鑒》中
記載的 「以石縋足，葬身龍腹」 八字，道盡珠
民悲慘命運。珠民需在無任何防護設備的情況
下，腰間繫繩，腳綁巨石，負重沉入深達七百
尺（約二百米）的海底，憑藉憋氣極限搜尋珠

蚌，以竹簍和採珠刀徒手撬蚌，再通過 「燃香
計時」 判斷上浮時間，香盡則拉繩上浮，香盡
未浮則窒息而亡。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
中痛陳： 「每得珠一顆，需剖蚌百枚，溺死者
日以十計。」 明代張詡《媚川都》一詩也悲憫
道： 「生靈十萬化魚鱉，裸形入水尋珠璣。十
無一二返，往往飽鯨鯢。」

珍珠作為 「硬通貨」 ，收入佔南漢國庫的
三分之一，成為維繫割據政權的重要支柱。據
估算，媚川都年採珠量達兩千両（約合今七十
五公斤），價值相當於同期廣州年關稅收入的
三倍。這種竭澤而漁的掠奪式開發，過度捕撈
導致大步海蚌種群急劇減少。據《宋會要輯
稿》統計，北宋接管媚川都時，珠蚌密度較南
漢初年下降百分之九十，部分品種已區域性滅
絕，大步海已 「蚌殼堆積如山，珠光不復」 。

採珠暴政，也引發持續反抗。公元九七一

年，北宋滅南漢時，媚
川都士兵率先倒戈，蜑
民集體焚毀珠船，加速
了南漢政權瓦解。南宋
《桂海虞衡志》評：
「南漢以珠亡國，猶隋
以錦帆傾天下。」 北宋
翰林學士李昉也在《平
南漢露布》中諷刺：
「以珠易粟，民飢而珠
不可食；以珠飾殿，國

危而珠不能戰。」
北宋滅南漢後，雖廢黜媚川都，卻繼承其

「官營採珠」 模式；到了元代，設立 「採珠提
舉司」 ，導致珠江口珍珠資源徹底枯竭。明代
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痛陳： 「南漢竭
澤而漁，遺禍千年！」

南漢媚川都的故事，是一部交織着權力慾
望與生態災難的史詩。當權者以珍珠裝點王
冠，卻以萬民骸骨為代價；吐露港的潮聲，至
今仍在訴說那段被遺忘的 「鮫人淚史」 。這段
血淚交織的採珠史，揭示了一個永恆的真理：
對自然的掠奪終將反噬文明，而對民生的漠視
必致政權傾覆。

今日的吐露港，潮聲依舊，卻不再有珠奴
的哀嚎──這不僅僅是歷史留給現代社會的深
刻警示，也是香港地區如今文明進步的無聲見
證。

◀香港吐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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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第六屆金雞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
短片季徵片近日啟動。作品徵集時間從即日起至
2025年8月31日。

金雞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以下簡稱
「金雞短片季」 ）是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主體活動
之一，旨在依託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平台，發現培
育電影新生力量，助推華語電影繁榮發展。

金雞短片季至今已成功舉辦五屆，吸引超過
4600名來自內地、港澳台地區及海外的優秀華語青
年影像創作者參加。五屆短片季先後分別邀請到寧
浩、吳京、黃渤、郭帆和黃曉明作為評審主席，並
集結行業頂尖力量組成年度評審團為青年導演創作
保駕護航。

每屆選出10位優秀青年導演，在中國金雞百花
電影節期間進行新翼推介，持續受到眾多業內影視
公司和媒體的重點關注。

在產業合作方面，今年金雞短片季繼續與寰亞
電影設立 「新灣流計劃」 ，挖掘與培育大灣區青年
電影原創人才；與西影集團設立 「西影．春光青年
影人支持計劃」 ，為短片季脫穎而出的青年導演提
供全流程孵化支持，助力其完成從短片創作到長片
製作的跨越式發展。

選出10部新翼年度作品
本屆短片季由作品徵集、專業評審、展映交

流、創作交流營、金雞推介等板塊構成。作品徵集
時間從即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通過組委會專業
評審團進行初評、複評、終評三個環節，最終選拔
出10部新翼年度作品、2至3部新翼年度動畫作品、
6部新灣流計劃扶持作品及2部西影．春光青年影人
支持計劃作品於2025年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期間進
行推介。組委會計劃邀請入圍終評的青年導演參與
線下創作交流活動，接受行業資深影人的專業指
導，與全球華語青年創作者進行深度交流。

新翼年度推介
短片旨在鼓勵兼具
藝術價值和敘事深
度的短片作品，注
重作品在敘事結
構、視聽語言及製
作水準上的均衡突
破；今年新設動畫
單元，旨在關注作
品在藝術創新、技
術應用及主題表達
上的綜合表現，所
有新翼年度推介短
片導演將獲得1萬
元（人民幣，下同）
的扶持資金及中國
影協青年和新文藝
群體工作委員會入
會推薦名額。

新灣流計劃短
片旨在發掘在創意
和表現上具有巨大
潛力的粵港澳大灣

區短片作品，將評選出1部年度短片、2部新銳短片
及3部特別關注短片，並分別為影片導演提供5萬
元、3萬元（每部）、1萬元（每部）的扶持資金。

具體報名方式和指引，可登錄中國金雞百花電
影節官方網站https://www.cgrhfff.com。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透過錄像為啟動禮致辭，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文旅局）局長
羅淑佩出席並擔任啟動禮主禮
嘉賓。此外，文旅局常任秘書
長沈鳳君、藝發局主席霍啟
剛、副主席楊偉誠等亦出席活
動。

明年將續辦演藝博覽
李家超視頻致辭時對藝發

局三十年來的工作和貢獻表示
肯定： 「藝發局自成立以來，
除了為本地藝術團體和藝術家
提供各項資助，亦積極培育人
才配合業界發展需要，向外推
廣優秀的香港藝術家及作品，
全方位建設本地優良藝術生態圈。特區政府在去
年公布《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而藝發局去
年舉辦 『香港演藝博覽』 ，成功構建展示香港和
內地頂尖演藝作品的平台；明年藝發局將舉行第
二屆博覽，進一步促進香港與內地，以至全球各
地的文化藝術交流和業務合作，為優秀的表演藝
術作品和精英連接更多商機，鞏固香港作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他續稱： 「我期
望，藝發局承先啟後，繼續與特區政府攜手並
肩，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帶領香港文化藝術界
發展勇創新高。」

藝發局主席霍啟剛致歡迎辭時表示： 「藝發

局於1995年成立，在過去的30年，藝發局積極
支持本地中小型藝術團體及藝術家發展，並致力
培育藝術人才，推廣香港優秀的藝術家和作品，
以提高社會的生活質素，並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 他續表示： 「未來，
藝發局將繼續全力配合政府的發展策略，推動本
地文化藝術創意產業發展，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具
活力的藝文樞紐。」

城市室樂團開場演奏
香港藝術發展局三十周年誌慶藝術節開幕音

樂會於5日晚上舉行，為歷時五個月的藝術節揭

開序幕。音樂會由藝發局 「優
秀藝團計劃」 資助藝團之一
─香港城市室樂團，分別與
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以及香

港音樂人王菀之合作演出。
節目開場由香港城市室樂團演奏西貝流士的

《慶典行板》及菲比赫的《黃昏田園曲》，接着
樂團與李俊樂共同演繹史拔華可夫斯基的《口琴
及管弦樂團協奏曲》。而下半場則是音樂會的重
點演出，王菀之與樂團攜手，演繹她的首個管弦
樂作品──交響詩《消失的一格》。演出亦結合
王菀之的燈光裝置及視像作品，給聽眾不一樣的
視聽感受。演出最後李俊樂再度上台，聯手王菀
之與樂團帶來返場演出，通過管弦樂團、口琴及
鋼琴的奇妙化學反應，為這場別開生面的音樂之
旅畫上句號。 圖片：主辦方提供

藝發局三十周年誌慶藝術節開幕
為慶祝成立三十周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

發局）將舉辦三十周年誌慶藝術節（藝術節），
於今年6月至10月期間，聯同藝發局資助藝團及
藝術家，舉行一連串精彩的藝術節目。藝術節
於5日晚舉行啟動禮，香港音樂人王菀之
及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於同日聯袂呈獻
開幕音樂會。

大公報記者 李兆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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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視頻致辭，希望藝發局帶領香港文化藝術界發展勇創新高。 ▶主禮嘉賓祝賀藝發局三十周年誌慶藝術節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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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揭幕
演出。

▲第六屆金雞短片季徵片
海報。

●第十九屆香港藝術發展獎頒
獎禮 6月10日

● 「藝術．科技」展覽3.0─
「燈塔」 6月14日至7月13日

●《薄伽梵歌》（2025）
6月20至29日

● 「弦繫28載．Connect香港
情」 社區音樂會系列

6月至7月

●國際活版節2025
7月25日至27日

●亞洲現代交響樂團首演
7月31日至8月1日

●第十七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青藝周 7月至8月

●「城中藝遊」第四站
10月至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