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经济革新家陶璜

三国孙吴时期，合浦珍珠成为孙吴政权抗衡政敌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给合

浦地区人民在经济上不断加压到窒息地步，贸易市场关闭，珍珠不能商品化，掠

夺性的繁重珠课等等，以致东汉时期的黑暗长夜重新降临。穷则变，变则通。于

是有人出来说话了。他就是可以称为经济革新家而无愧的陶璜。

智勇双全的军事家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亲陶基，三国东吴时

任交州刺史，孙皓时（公元 265 年），陶璜任苍梧太守，与晋军抗衡于分水，不

利，退保合浦。威南将军大都督薛翊委他为讨伐交州的将领兼前军都督。陶璜智

勇兼施，攻下交趾郡。孙皓正式任命他为交州刺史。

陶璜治军，曾以经济手段制胜。征南时，与敌军隔江对峙。他说，南岸后方

一向依靠我方的盐铁物资供应，必须对两种物资实行禁运，不出二年，他们的兵

器将完全锈化只能熔为农具了，到时我们一定能消灭对方的，后来果如所言。

恩威卓著的地方官 陶璜有谋略，还兼体恤周济穷人，在南方极得民心，

积功加封为全权使节，总督交州军事兼前将军和交州牧，集一方军政大权于一身；

又先后讨平武平、九德、新昌等地险民悍、历来未曾臣服的地方，开置三郡和九

真属国三十余县。为此晋升为武昌都督，调合浦郡太守修允接替他的职务。后因

交州群众千多人坚请挽留，终于留任。

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 265 年），孙皓投降晋朝，亲笔写信命他归顺。陶璜

哭了几天，迫于情势和故主之命，才派人送印绶到洛阳向晋武帝移交军政大权。

武帝重新任命他留守本职，并封为宛陵候，改称冠军将军。

经济革新的胆略 孙吴既灭，战事结束。晋朝下令裁军。陶璜以他镇守南方

多年的经验，向新朝上书，详细介绍交州地理特点、风土民情以及边境军事形势，

坚持交州不能裁军的理由；特别是关于合浦郡的经济现状，剖析中肯，对于该地

经济命脉的珍珠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他说：合浦郡土



地瘦瘠，没有农田可耕，百姓一向只靠采珠同商贾交换粮食来生活。吴国统治时

期，对珍珠的控制极严，是因为防止百姓私自买卖把好珠流散了。故禁止商贾往

来贸易。人为地造成人民生活来源断绝致贫困饥饿；加上每年征调数额偏高，地

方每每不能完成上调任务；这种不现实的做法应该改革。建议把珍珠定为三个等

级，分别处理，办法是：一等品征二留一，二等品征一留二，下等品免除征凋。

并且定在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这个非采珠季节，准许商旅往来自由贸易等等。

这个建议，基本切实可行且兼顾公私利益；更主要的是态度诚恳，从稳定大

局出发，普及新朝的恩惠，故都被晋武帝采纳了。从此，合浦人民经历了 65 年

的经济低谷，又重新走上繁荣富裕的高坡。陶璜这个建议尽管对人民开采珍珠和

开放贸易还有一定限制，但在他对新政权态度未摸清之前，能够作出这种改革措

施，不能不算是颇具胆略的行动。

他在南方连续作官 30年，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陶璜死后，交州人“举州号哭，如丧慈亲。”他的儿子陶威接任他的职务，

亦得人心，陶威弟陶淑和陶威儿子陶绥都先后任交州刺史。自陶基到陶绥四代人

中，任交州牧的有五人。门庭荣耀，可谓今古无匹，史家评说是施行惠政，恩被

万民的佳报。（均据《晋书·陶璜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