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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璜与合浦归晋

作者：李裕芳 来源：北海日报

三国末期交州合浦由汉入吴，最终由吴归晋。在由吴归晋的过程中有一个举

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陶璜。

交州入吴后，合浦就是吴国属地了。魏灭蜀后司马氏拜蜀故将霍弋为南中都

督，伺机从南中进攻和夺取交州。恰巧吴国的特派员邓荀来交趾，要调用孔雀三

千，并要求火速送往吴国都城建业，引发民怨，交趾郡吏吕兴借机于 263 年发动

政变，并“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派使者到魏投诚，请派人来管理和镇守），

通过南中的霍弋上表自效。自此交州合浦又陷入战乱。

吕兴等叛吴附晋，九真、日南响应，为司马氏夺取交州提供了良机。司马氏

以霍弋遥领交州刺史，拜吕兴为安南将军、交趾太守，但吕兴即后便为部属所杀。

不久，司马氏派其他将领入交州，占领了交州南部

蜀亡和交州南部的陷落，使孙吴“国内震惧”。264 年，吴“复分交州置广

州”，以保全交州北部。268 年，孙吴派兵夺取交趾，结果战败，吴军撤回合浦

郡城，等待援军。

269 年夏历 11 月，吴帝孙皓遣虞汜（监军）、薛珝（威南将军兼大都督）、

陶璜（苍梧太守）由荆州进军；李勖、徐存从建安海道进军，水、陆两道，约定

会师合浦，共同进击交趾等三郡。这一时期，由于司马炎刚刚代魏建晋，又值镇

守南中的霍弋去世，南中与交州间毕竟山高水险，晋军未能及时增援。吴军反而

具有后援充足和本土作战的优势。

在这一次战争中，陶璜是吴国军队的将之一，通过这场交州争夺战，他的军

政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军队到合浦后，陶璜积极请战。陶璜与晋将杨稷，分别驻扎在分水(河名)两

岸，夹水而战。陶璜初战告败，损二将，吴军再次退保合浦郡城。薛珝对陶璜大

动肝火，并立即要求撤军罢战。陶璜从容指出问题所在：当时陶璜、薛珝、李勖、

徐存分领军队，又有监军虞汜掣肘，军令不一，令难行禁难止，削弱了战斗力。

为挽回士气，陶璜当晚亲率数百精兵，由海道袭击九真太守董元成功，获得大量

物资，满载而归。薛珝这才佩服陶璜的才干，向其表示歉意，以其领交州刺史职，

任前军都督。陶璜获得了前线指挥权。

陶璜不但是一位军事家，还是一位战略家，善于从政治上、经济上去打垮敌

人。在战场上，行动出其不意，或利用反间计，或布疑兵，分化瓦解敌人。值得

特别指出的是，他对当地人的笼络，使吴军得到当地人的协助，“以前所得宝船

上锦物数千匹遗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最后陶璜与薛璜攻破晋军，克服

交趾，擒获晋廷所置守将，九真、日南两郡亦降吴，吴帝孙皓于是委用陶璜为交

州刺史。

但到了 280 年，西晋南下攻吴，孙皓归降，吴至此灭亡。孙皓亲自写信，劝

璜归顺。陶璜流涕数日，才派员到晋朝首都洛阳表示投降。晋武帝继续任命他为

交州刺史，并加封“宛陵侯”、“冠军将军”。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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