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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循败亡北海

作者：方 谷 来源：北海日报

《资治通鉴》记载：“义熙七年，初，九真太守李逊作乱，交州刺史杜瑗讨

斩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为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

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碕，破之。循余众三千人，李逊余党李脱等结集狸獠五

千余人以应循。庚子，循晨至龙编南津；慧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与循会战，掷

雉尾炬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俱然，兵众大溃。循知不免，先鸠妻子，

召妓妾问曰：‘谁能从我死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难。’或云：‘官

尚当死，某岂愿生！’乃悉杀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并其父

子及李脱等，函匕首送建康。”

这里记述的是一次农民起义、发展和被镇压的经过。文中的“循”指晋代农

民起义军领袖卢循。

317 年（晋武帝建武元年），南渡建康（今南京）的东晋朝廷，是世族大地

主的腐朽政权。到安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饱受重税和兵役之苦的江南

人民日益不满。399 年（安帝隆安三年），浙东暴发以孙恩为领袖、但奉五斗米

道的岛民起义。不久，孙恩战死，其妹夫卢循继起领导部众，为晋将刘裕所败，

于 403 年（元兴二年）8 月从晋安（今福州）海道南逃。这支起义军几千人仓促

浮海，次年夏天抵达广州，并于 11月上旬从刺史吴隐之手中攻占了州城。随后，

迅速控制了广州各郡，并派其姊夫徐道覆攻下荆州始兴郡，扼住湘赣入粤的要津。

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代行广州刺史职务，又任命徐道覆为始兴郡太守，然后

向东晋朝廷“贡献”。此时，晋廷正忙于处理内乱，无力南顾，被迫承认既成事

实，任命卢循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平郎将”。虽在这种君臣关系的排

护下，但双方的敌对立场并没有改变，其后卢循又派人联络交州刺史，但遭到拒



绝。卢循还在州城隔江叫做“水南”或“河南”的大洲上建造军事城堡训练水师，

以便战时可凭险固守；又在新宁郡（今新兴县）开矿采银，创办了粤西的早期矿

业；更重要的是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族的冲击，多少减轻了各族劳动者所受的痛

苦，在起义军进驻的几年间，广州政治宽平，社会安家。

徐道覆在始兴也有所建树，他吸收大量“拳捷善斗”的当地溪洞青壮年（叫

做“始兴溪子”），使义军中增加了土著成分；他派人到南康山（大庾诸山）砍

伐原始森林，破板建造大船，准备北伐。

410 年（义熙六年）2 月，晋车骑将军北伐南燕（今山东境），建康空虚。

卢循、徐道覆乘时会师始兴，大举北伐。这时民间唱起童谣“芦生漫漫竟天半”，

预祝大军胜利夺取东晋的江山。起义军几万人，以水军为主，兵分两路：东路徐

道覆，出赣江，直指浔阳（今九江）；西路卢循，出湘水，直插江陵。徐部在豫

章（今南昌）击毙荆州刺史何无忌，接着卢徐联军又在浔阳大败东晋名将刘毅，

军威大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进泊秦淮河口。这时刘裕已平定南

燕，火速赶回，以太尉的衔头镇守危在旦夕的建康，而在紧要关头，卢循迟疑观

望，一再贻误战机，反为刘裕所乘，竟至功败垂成，一蹶不振。

同年底，起义军残部几千人自赣江撤回，徐道覆退保始兴，卢循径返番禺。

不料番禺已于一个月前陷落了。刘裕派部将孙季高、沈田子领兵三千从海道偷袭

成功，沈田子随即出城接收邻近各郡。

411 年（义熙七年）2 月，徐道覆战死，始兴失守，3月，卢循重新组成二万

人的队伍攻番禺，因腹背受敌，被迫西走苍梧、郁林、合浦、交趾。6月，在同

交州刺史杜慧度的决战中，卢循中箭受伤，投水而死。

卢循失败后，余众遁入荒岛，捕鱼为业，用蚌壳制作居室，叫做“卢亭”。

这些水上居民是粤东某些海岛及滨海聚落的开拓者。例如今香港大屿山和宝安县

南亭竹没山，就是其中两个卢亭的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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