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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叫卖到直播——

珍珠销售走到线上

拖着行李箱去哪？采购商们纷纷走进华东国际珠宝
城。这座建成于 2008年并且集珍珠交易、品牌展示、品
牌鉴定服务于一体的珠宝城，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淡水珍
珠交易中心。

今年 8 月初，珠宝城的 1000 多家门店前，问价寻货
的经销商络绎不绝。“有几个爆款全靠抢。”从青岛过来的
李菁向记者介绍，她做了近 10年珍珠生意，今年行情格
外好，进货还得看手速，就连周边的酒店也一房难求。

待暮色渐浓，人群散去，主播接力登场，一盏盏直
播灯被点亮，夜色中，珍珠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光泽，
珠宝城俨然“不夜城”。

“喜欢的宝宝在评论区留言”“下了单加急发货”，晚 7
点，黛素珍珠在电商平台开播了，不到半小时，直播间
涌进上万名观众。

“这种销售效果，颠覆了上一辈的想象。”黛素珍珠总
经理詹超棋告诉记者，他父亲干了 30 多年的珍珠养殖，
是山下湖镇第一批珠农。上世纪 70年代，珠农们拿着开
出的原珠摆摊叫卖，采购商得从大老远开车过来。而现
在，只需一部手机，山下湖镇的珍珠便能销往世界各
地。2018 年起，黛素珍珠开始直播带货，既卖原珠，也
卖成品，营业额翻了好几番。

山下湖镇的珍珠远销大洋彼岸。循着河蚌的淡淡腥
气，记者在诗丽仙饰品有限公司近距离观看了一场跨境
直播。

聚光灯下，主播周诗意娴熟地从河蚌中取出成色饱
满的珍珠，操着流利的英文，向屏幕另一端的美国观众
介绍。周诗意今年刚毕业，回到老家工作。珍珠开蚌的
直播方式在 TikTok 平台上颇受欢迎，在她的直播间里，
最多一次有2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形状不规则、五彩斑斓的巴洛克珍珠在海外销路很
好。”公司负责人钱少聪观察到，这几年国外的珍珠消费
市场还有不少空间。2020 年下半年，他摸清海外社交媒
体的运营规则后，组建起 10多人的直播团队，把山下湖
镇的珍珠成功卖到国外，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是
他的目标市场。钱少聪还筹划在海外建仓，缩短物流周
期，进一步推广山下湖的珍珠。

目前，山下湖镇正加速筹备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基
地，引进TikTok、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和DHL等海外
头部物流公司，建设跨境平台共用海外仓，引导企业走
出去，加速国际珠宝市场布局。

“想要一直火下去，就得把小珍珠做成大产业。”山
下湖镇党委书记余灵君介绍，通过发放人才卡、配套高
档硬件设施、加强公共服务等，山下湖集聚了更多人
气。截至2022年底，来山下湖的创业者累计2.5万人，其
中常驻山下湖的带货主播超3000人。

从污染到绿色——

珍珠培育实现生态转型

珍珠养殖长啥样？在山下湖镇的一处水塘边，记者看
到水面波光粼粼，养殖珍珠的悬浮式自动升降挂养装置横
平竖直、串珠成线，这是“中国珍珠之都”的独特一景。

很难想象，10 多年前山下湖镇珍珠养殖还很粗放。
为提高珍珠产量、缩短养殖周期，许多珠农直接把鸡鸭

粪便倒进湖中，导致养殖区水体长期发黑发臭。待取珠
时，剖蚌厂的废弃蚌肉、蚌壳堆叠成山，腥臭味扑鼻而来，
成了当地人的“噩梦”。

“当时一开窗，刺鼻的气味就会飘进屋里。”泌湖村村民
魏国松养了40多年河蚌，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直皱眉头。

为保护水源，2017年2月，诸暨出台了严格的淡水珍
珠“禁养令”，出水口水质不达标的养殖户一律关停，确保
蚌塘出水为Ⅲ类水。效果“立竿见影”：山下湖镇珍珠养殖

总面积从8000亩骤降至4200亩。有珠农感慨：“山下湖镇
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全村人都靠珍珠吃饭，损失惨重啊。”魏国松回忆，
当时只能逼着自己谋出路：对养殖尾水进行严格生态化
处理、在养殖池内种净化水草、学习“蚌+鱼”“蚌+藕”等
水产套养方式，珍珠养殖逐渐实现绿色转型。

在山下湖镇的一珍珠养殖基地，记者还看到一种新
型养殖技术：技术员打开养殖自动化系统，根据指令，

事先培育好的藻类便能精准输送进河蚌体内。
“通过‘打点滴’的方式，河蚌在水里‘吃喝不愁’，从

根上切断了污染。”浙江清湖控股集团总经理任科专介
绍。2018 年，他们研发的这项技术被浙江全省重点推
介，长久以来摆在珍珠养殖和水体保护之间的矛盾得以
化解。不仅如此，珍珠养殖效益也大幅提升。“传统养殖
方法每亩仅产出1000只珍珠，如今最高可达10000只，亩
产值20万元。”任科专说。

完成生态改造后，山下湖珍珠养殖区域水质从曾经
的劣 V 类变为Ⅲ类水，有的甚至达Ⅱ类，优质水域中养
出的珍珠色泽更加透亮，出产珍珠直径、体色、光洁度
等指标均有提升。

河蚌养殖面积虽然减少了，但山下湖镇珍珠的质
量、附加值逐年提升，2017年至 2022年，山下湖镇的珍
珠销售额从不足百亿元跃升至400亿元以上。

从拼量到比质——

珍珠有了高附加值

不久前，诸暨市政府包机去了趟香港。机舱里有超
300家珍珠企业（商户），满满当当坐了近800人。大伙此行
是来参加第 39届香港国际珠宝展的，这场世界级珠宝盛
会专门设置了“诸暨馆”展区。

阮仕珍珠的柜台前，不少客户慕名而来，阮仕珍珠
线下及达人事业部总经理王芳忙得晕头转向：“今年的展
览是10多年来最火爆的一次，成交量创了新高。”

早在 2013 年，阮仕珍珠就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
自 1988年做中高端珍珠原料批发起家，这些年，山下湖
本土品牌阮仕珍珠通过产品研发、珠宝设计、品牌培
育，坐上了中国珍珠的头把交椅。“我们希望把中国的高
品质珍珠带到国际市场。”王芳说。

此行，不少参展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诸暨山下湖
珍珠在国际珍珠市场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早年间，中国人工养殖的淡水珍珠普遍存在珠径
小、正圆率低、颜色单一等问题，价格也只有海水珍珠
的1/10，如何打破“麻袋装、论斤卖”的传统发展方式，在
世界众多珍珠品牌中脱颖而出？靠着技术创新、设计成
果转化，山下湖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几家行业龙头
企业率先探索研发淡水珍珠插核技术，攻克漂白增光染色
技术瓶颈，有效弥补了珠径小、正圆率低、颜色单一等缺
陷。如山下湖镇的“爱迪生”等品牌，品质比肩“澳白”

“AKOYA”等国际知名海水珍珠品种。
“从原珠批发到成品零售，改变源自持之以恒的品牌

打造。”诸暨市易承珍珠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江向记
者介绍，他们请来国际知名珠宝设计师，结合中国传统
文化推出的“如梦令”“山海情”“凤求凰”等国潮系列珍珠
饰品，在海内外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

此外，依托珍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工程师协同
创新中心等载体，山下湖镇引进国内外珠宝设计师200余
名，连续3年举办世界珍珠设计大赛，主动适应消费变化
趋势。据了解，2023 年，山下湖镇还将加强国际品牌中
心建设，吸引 K 金、彩宝、玉石等国内外大牌企业落
户，持续扩大山下湖在珠宝界的朋友圈。

走过半个多世纪，山下湖镇实现从资源供给到品牌
引领，从国内珍珠产业“龙头”到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看到小镇巨变，诸暨市委书记沈志江说：“诸暨珍珠已经从

‘乡间小湖’登上了世界舞台,未来将围绕打造‘千亿级美丽
产业’目标，加快推动珍珠产业向高端化高品质跃迁。”

（寿思越参与采写）

在明代《天工开物》一书中，宋应星详细记载了采珠的方法。
大致过程是：采珠人在船上先用一条长绳绑住腰部，然后带着篮
子潜入水里。潜水前采珠人还要用一种锡做的弯环空管将口鼻罩
住，并将罩子的软皮带缠在耳项之间以便呼吸，呼吸困难时摇绳
子，船上的人赶快把他拉上来。有人最深能潜到水下四五百尺。

中国是最早人工养殖珍珠的国家之一。宋人庞元英在《文昌
杂录》中记载：“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
水浸之，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比经两秋，即
成真珠矣”。虽然这一记载缺乏细节，但说明古人已开始尝试人
工养殖珍珠，并知道培育一颗珍珠至少需两年。

“春水龙湖水涨天，家家楼阁柳吹绵。菱秧未插鱼秧小，种
出明珠颗颗圆”。明人伍载乔在诗中记载了浙江德清周边农家的
养珠情景。19世纪中期，英国人海格和美国人麦嘉湖来德清实
地考察，并在论文中详实记载了珍珠养殖的工艺：“先用珍珠母
制成的小铲子将贝壳轻轻打开……把异物放在竹棒的分叉点，
连续不断地引入蚌体内……先将肌肉部分清除，然后用锋利的
刀子将珍珠剖出。”根据这两位旅行者的调查，该方法是南宋时
期湖州人士叶金扬发明的，人们还建了一座寺庙纪念他，并奉
他为珍珠养殖的祖师。

（本报记者 康 朴整理）

珍珠产业历史悠久。《诗经》《尚
书》《尔雅》等典籍均有关于珍珠的记
载，到了汉代，珍珠成了丝绸之路的
主要贸易品之一。《本草纲目》还记载
了珍珠入药的方法。从宝物上升到
药品，足见古人对其利用和研究已入
精微。

古时被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专
享的珍珠产品，今天已进入寻常百
姓家。珍珠项链、珍珠手镯、珍珠
粉……日常装饰、美容养颜，象征
纯洁与高贵的珍珠装点着人们的美
好生活。

获取珍珠的历史，浸透着人类
的智慧与勇气。极富浪漫想象的古
人视珍珠为“鲛人的眼泪”，一句

“沧海月明珠有泪”意蕴无穷。但获

取珍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毫无浪漫
色彩。“出于江海，藏于蚌中”，人们一
度只能借助简陋设备潜水采珠。不
仅采珠过程艰险，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采集的天然珍珠也愈发稀少。直
到宋代，人工培育珍珠的记载见诸
史籍，自然偶得转化为有意识的创
造，这是古人的一大创举，既为一
方百姓盘活生计，也降低了获取珍
珠的风险，且珍珠贸易和加工业因
此受益。

珍珠的大众化、平民化，见证
着古老技艺重焕光彩。中国人工培
育珍珠的历史绵延千百年，但宝贵
经验却在清末渐渐失传，反倒由国
外旅行者介绍到西方，引发现代珍
珠产业竞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国

内一批研究者努力下，古老的珍珠
养殖技术被复活、改进。淡水无核
珍珠与有核珍珠培育成功、海水养
殖珍珠实验成功、淡水珍珠产量高
居世界第一，争夺珍珠产业高地的
历程，凸显了古老智慧的无限能量，
也积聚起自主创新的信心与底气。

小小珍珠，蕴藏着产业转型升
级的密码。从“箩里来，筐里去”的麻
袋经济到建成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
产销中心，从加工半成品到做成
品、创品牌，从播下第一个珠蚌到
贡献全球七成淡水珍珠，从养殖污
染到绿色发展，原先不产珍珠的诸
暨成了享誉世界的“中国珍珠之都”。
每个难点都是迈上新台阶的起点，
每次危机都是打破瓶颈的契机。诸

暨珍珠产业发展的崭新面貌，来自一
次次走出舒适区、向上生长的顽强生
命力。

当下，颜值经济、美丽经济不
断升温，为珍珠产业发展开辟了广
阔天地。涉及生态养殖、国际商
贸、高端设计、生物医药等诸多领
域的现代珍珠产业集群渐成气候，
打造产业高竞争力、产品高附加
值、市场高占有率的“美丽产业”仍
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与机遇，攀登珍
珠产业顶峰的过程，将伴随着中国
品牌创新的远征。

让珍珠产业焕发创新光彩
康 朴

浙江诸暨山下湖镇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球七成，销售额超400亿元——

小珍珠“串”起美丽美丽经济经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龚文静龚文静

小商品

大产业
⑩

从浙江省绍兴市中心出发，向西南方向驱车不到40公
里，便来到诸暨东北部的山下湖镇。放眼望去，一家家珍珠
门店林立，行人佩戴着珍珠耳环、珍珠项链，星星点点的白
在镇上青山绿水间闪动。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产销中心就在
山下湖镇。这座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的小镇，出产全国80%、
全球70%的淡水珍珠，去年珍珠产品销售额超400亿元。

记者来时，恰逢销售旺季，走进山下湖，拖着行李箱的
采购商、梳妆打扮好的主播行色匆匆，镇子里格外热闹。

位于山下湖镇的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外景。 诸暨市委宣传部供图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的采珠人与珍珠养殖

山下湖镇一名主播在直播中推介珍珠产品。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山下湖镇一名主播在直播中推介珍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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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一处珍珠养殖基地，珠农查看珍珠生长情况。 诸暨市委宣传部供图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一处珍珠养殖基地，珠农查看珍珠生长情况。 诸暨市委宣传部供图

消费者在位于山下湖镇的华东国际珠宝城选购珍珠
饰品。 蒋力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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