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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东吴对交州的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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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统治交州期间，孙权和其子孙皓是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倡导者，利用本国

优越的海洋地理条件和南方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

动，出现了“舟楫为马”、“巨海为夷庚”的东吴航海盛世。

东吴积极开发南方。在取得浙闽、广州、交州沿海的统治权后，为拥有南海，

东吴一是派水军控制台湾岛，二是征讨海南岛，三是出兵交州。据史载，公元 230

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夷洲即今天的

台湾岛；亶州即秦代徐福东渡的日本列岛（包括琉球群岛）。卫温水军登上台湾

后，“得夷洲数千人还”。公元 242 年，孙权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

万，讨珠崖、儋州”。珠崖（郡治琼山），儋州（郡治儋县）两郡，即今海南岛

的东南部和西部。为统治海南岛，孙权动用兵力 3 万人，大小战舰 300 艘，在南

海发动海战。

公元 248 年，吕岱调离后，孙权派丞相陆逊的儿子陆胤任交州刺史。他到任

后，仍实行安抚政策，发展经济，对民众“喻以恩信，务崇招纳”，“流民归附，

海隅肃清”，“高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申稔”，“民感其恩”。（引自《三

国志·陆胤传》。同时，他为官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交

州海外贸易更加兴旺。

另据《梁书·天竺传》记载，古罗马的商人，由交趾抵建安见孙权。海外来

华者，往往先至交趾、合浦，或由此返回。东南亚各国和西方使者来中国“朝贡”

之物，“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

奇物充备”。故交州刺史、合浦太守常向孙权奉献各类珍奇之“舶来品”。



公元 264 年，交趾郡吏吕兴叛乱，杀死太守，引曹魏出兵偷袭占领交趾。公

元 269 年，为夺回交趾，吴后主孙皓不惜派十万水军，兵分两路出发:一路从湖

北荆州溯湘江，沿内河航路抵合浦；另一路从建安（今江苏南京）出长江口，沿

海道，经台湾海峡，琼州海峡抵合浦。东吴以合浦港为水军基地，出动、大小战

舰 400 余艘，从海道进攻，于 271 年收复交趾。据史载，“吴大都薛祤与陶璜等

兵十万，共攻交趾”，“九真、日南皆降与吴”，“州境皆平”。此后，东吴任

陶璜为交州刺史。陶璜任职在位三十年，在交州采取让民生息的统治政策，有力

地促进当地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珠，是合浦沿海的特产，当时百姓主要靠采珠和贩珠为业。据晋·刘歆《交

州记》记载：“合浦八十里有涠州，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涠州，即今北海

市涠洲岛。晋以前，合浦沿海既是主要产珠之地，又是贾舶渔船寄碇之所。孙皓

对合浦实行严厉的“珠禁”，并将合浦县南境（即今北海市银海区和铁山港区的

福城、南康、营盘一带）设立为珠官县。在境内只准官方收取珍珠，不准民间贸

易珍珠。

泰康元年（280 年），三国归晋。晋武帝时合浦郡管辖合浦、南平、荡昌、

徐闻、毒质、珠官共六县。郡治地仍在合浦县，隶属交州。当时，旧将陶璜见东

吴已亡，自愿向晋朝投降。晋朝仍封他为交州刺史，以加强对合浦、交趾、九真、

日南等南海市舶要冲的统治。陶璜采取开放政策，并为民请命，深得当地百姓拥

护。据《晋书·陶璜传》记载：陶璜为了使合浦地区的生产更快地发展，向晋朝

廷上疏言：“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採，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

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益除。”

晋武帝司马炎同意陶璜奏章，下诏“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可见，

三国至两晋时期，采珠是合浦沿海的重要产业。政策放宽，自然调动了合浦百姓

采珠和商人易珠的积极性。此后，由中原和浙、闽沿海抵合浦的商家，或由东南



亚各国经合浦抵中原的外国商旅，大都在交州停留从事贩珠生意，从而刺激了交

州海上交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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