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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合浦苛政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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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燮归顺孙权后，每年贡赋不缺。《三国志》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

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

椰、龙眼之屑，无岁不至。”蒒综任交趾太守、合浦太守时，奏请将租赋的缴交

变为珍奇的岁贡，“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

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

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大意是说，官府纳束百姓，通过发布命令以示

威信，征收田租赋税，采办供奉物品，贵在取得名珠珍宝等物，以充实宝玩，不

必依靠赋税来补益中原。

东吴时期,各地的商人往来合浦，做珍珠生意，他们用米与合浦人换珍珠。

但东吴朝廷却下了一道对开采珍珠非常严厉的禁令，为了防止老百姓将上等的好

珍珠卖给商人（拿珍珠与商人换米），东吴下令地方政府禁绝珍珠交易，老百姓

无法谋生，常常因此挨饿。为了生存，老百姓只能偷偷干。三国时期吴国的万震

著《南州异物志》说：“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人水。官禁民采珠，

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下海采珠不但得水性好，还得运气好。

《南方草木状》记载，入海采珠时要有隆重的祭祀仪式：“凡采珠，常三月，用

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民间流传的“割股

藏珠”传说中，就有大青鲨守护夜明珠的故事

到了晋初武帝时期，还不能开放珍珠交易。归降后的交州刺史陶璜上书说，

只要朝廷颁布命令，在采珠的旺季，上等好珠征收三分之二，次等的征收三分之

一，粗下的蠲免不收。此外，自十月至下一年二月淡季期间，可听任商贩往来交



易。否则,老百姓没有了生计，朝廷也会失去珍珠的来源的。

晋武帝采纳了陶璜的建议，放松了对珍珠买卖的苛刻管制。陶璜的征调珍珠

的新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比起东吴实行全部征调自然是好多了，但事实上，珠

民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史载陶璜死后，合浦“举州号哭，如丧慈亲”，虽是夸张之词，却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在封建专制的年代，统治者的压榨只要稍有一点放松，老百姓就感恩戴

德了。

陶璜，字世英，吴丹阳郡秣陵人，一家四代五人，都任过交州刺史，其在交

州 30 年政治军事生涯中，与合浦有千丝万缕关系，“有谋略，周穷好施，能得

人心。”在合浦口碑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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