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以珍珠作政治筹码

用于外交 用珍珠作外交筹码的，历史上不乏其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威王）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

曰：‘若寡人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乘（为车子照明）前后各十二枚。’”你

看这位梁王多么神气，因为他的国家竟然拥有“照乘”大珠 24 枚，自以为国力

强大无比了。这是多么值得夸耀的实力啊！

《史记·春申君传》：“（楚相）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珍珠缀

在鞋子上）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可见珍珠也成为外交所倚恃的物质力量。

以南珠作政治交易 东汉顺帝时（公元 126 年—144 年），桂阳郡（湖南）

太守文砻专差送大珠到洛阳进献顺帝，图邀恩宠。顺帝刘保借此大做文章，作为

反面教材来教育臣僚，下诏说：“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伙食降

低标准），珍玩不御（珍贵玩物不要），文砻不竭忠宣力，而远献大珠求媚（老远

送来大珠讨好我），其封还之。”拒绝不纳，这位文砻讨了一场没趣。这颗珠子很

可能是出自邻郡合浦海的。同样情况的一例是唐·武德初年（公元 618 年—619

年），钦州都督宁长真亦派专人到长安，给新朝皇帝，唐高祖李渊送去大珠，作

为政治试探气球。李渊说，从老远地方送来这个玩意，太劳民伤财了！不接受。

且说这个宁长真，从他父亲宁猛力到他本人，都是毫无政治操守而看风转舵的投

机分子，有奶便是娘，谁得势就投靠谁，他靠这个“本事”，故而历经南朝陈和

隋、唐三朝成为钦州一方根深蒂固的土皇帝、“三开干部”。隋炀帝待他不薄，可

是萧铣一来，他扯白旗，李世民军队前锋未过五岭，他便做好了投降准备。所以

这次送去大珠是有政治企图的。这颗大珠不用说是出自钦州海的了。

再说“珠龙九五鞍”进献的故事。南汉小皇帝刘鋹亡国之后，为了讨好宋太

祖赵匡胤，特地用从合浦搜刮来的珍珠，亲手制作一件工艺水平较高的鞍带，编

织有“戏龙之状”的图案，名为“珠龙九五鞍”的进献。这个对臣民极端残暴，



对新朝主子极端恭顺的奴才，无耻到自称“降王之长”以自荣的刘鋹，也有点手

工艺和美术设计才能，可他想不到的是，这件呕心杰作，竟然换不到宋太祖的“睿

赏”。而是被作为反面教材来向群臣上“政治课”：“刘鋹这家伙如果把制作鞍勒

的心思用到治国的话，他就不至于亡国了。”尽管如此，刘鋹毕竟有点象刘禅“乐

不思蜀”那样奴才得可爱，得到“归命侯”的善终①，不象南唐“词皇帝”李煜

经常写作寄托“故国之思”的词稿，落得被牵机药毒杀惨死的下场②。

吴大帝的南珠攻势 与上述三例相反的是，孙权用“南珠”作政治攻势却取

得了成功。

三国时期，南海属孙吴领地。吴大帝孙权不愧是历史上少见的有“俭德”和

远略的政治家。即位之初，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子。他认为“今天下未定，民物

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用）；饥寒者尚未（抚）恤，”在这种时候大谈爵位封赏

和恩宠妃妾是不可取的。同肘下诏“禁进献御，减官膳。”③象这样开明的君主，

为什么在他统治时期，合浦地区因珠禁特别严厉，珠课特别繁重而致民不聊生

呢？

原来，深谋远虑的孙权，早已把南珠资源作为他抗衡魏、蜀的物质手段纳入

了鸿图大计。因为“虑百姓私散好珠”而关闭合浦的珠宝市场，禁绝商贾往来，

商品交流渠道断绝，结果重演东汉顺帝时期“人以饥困”的悲剧④。

孙权这样做，并非为了个人的奢侈享用，完全出于政治的需要。东汉建安十

三年（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曹操军事失利，退守长江以北，孙权稳坐江东，

刘备与孙权分踞荆州、益州，三国鼎立之势以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

曹丕篡汉称帝，是为魏文帝，改元黄初，次年十一月，策封孙权为“吴王”，以

“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交州牧事。”刘备称帝于蜀。领地虽远隔交州，但亦

垂延交州富饶的奇珍异产．故屡侵吴地。孙权面对北方强大曹魏政权的直接威协，

考虑到自己在政坛上“位次尚少，无以威众”的现实。权衡形势，不得不采取“深



绝蜀而专事魏”的权宜之计，讨好曹丕，缓和吴魏关系，以便积蓄力量来对付蜀

汉政权。当曹丕使臣前来索取“雀头香、大贝、明珠”等南海特产时，孙权力排

众议，果断地拍板：“（吴）方有事西北（蜀），彼（魏）所要求者，于我瓦石耳，

孤何惜焉！”统统满足对方要求。魏使又来洽谈以北方战马换取南珠的贸易。孙

权更加求之不得，说：‘（珠宝）皆孤所不用，何苦不听其交易！’由是多取（南

珠）以应之。”指导思想是用权变灵活的手腕致对方于死地，象越国范蠡助长吴

王夫差骄纵坐大的策略一样。这种政治交易的成功，使孙吴政权稳坐江东垂五十

年。这就是孙权为什么将合浦郡县改置为珠官郡县，颁行严厉珠禁的原因。史家

评说孙权的做法“厉民已难堪，难免有作俑之讥矣！”这是从人民利益角度来看

的。

①《宋史》、《十国春秋》。
②《宋王铚默记》卷上。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④《晋书·陶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