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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东吴对交州的统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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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黄武六年（公元 220 年），至晋武帝元年（280 年）的六十年间，合浦

郡与交趾、九真、日南一起，属交州，归东吴管辖。孙权、孙皓父子，三次依靠

军事力量和“安抚政策”相结合，平定交州，并以合浦为基地，分别派广州刺史

吕岱（后任交州刺史）和苍梧太守陶璜（后任交州刺史）等率领水军在北部湾进

行两次海上战争，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拥有交州和北部

湾海域，发展海外贸易，有效地加强对交州的统治。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中原混乱。而处于南方的合浦、交趾等郡

独免兵祸，得到较安定的发展。据《合浦县志》记载，当时广西苍梧人士壹、士

燮分别担任合浦郡太守和交趾郡太守，兄弟两人治理合浦、交趾“四十余年，疆

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当时，中原有识之士和士官商贾纷纷到合

浦避难者，多至百余家，普通百姓不计其数。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文化，

使合浦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从而也促进了合浦港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据《三国志·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

上。出入鸣钟磐，各具威仪，茄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

胡人，应是指抵交趾、合浦从事贸易的印度、阿拉伯的商人或传教士。可见，当

时合浦是中外商贾云集之地。

从史书的记载和合浦汉墓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证实东汉至三国时期外国商

贾常抵合浦从事贸易。

赤壁之战后，孙权派水军统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从长江溯湘江，过灵渠，

沿桂江占领苍梧，率兵入岭南。公元 210 年，合浦太守士壹、交趾太守士燮面对



大军压境，为避免战祸，率众归顺东吴。孙权采取安抚政策，封士燮为左将军、

龙编侯。此后，东吴以合浦为基地统治交州，每年从合浦港得到大量的贡品，这

些交趾、合浦的贡品中，不少为舶来品，说明合浦在三国仍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

易港口。

公元 221 年，因东吴获得大量的舶来品，曹魏遣使，“求雀头香、大贝、象

牙、明珠、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鸡、长鸣鸡于吴……明珠，出合浦，大

者径寸。象出交趾，雄者有两长牙，长丈余”。东吴群臣闻之反对，认为“魏所

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可是，东吴的孙权却认为：”彼所求者，于我

瓦石耳，孤何惜焉！”（引自《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孙权同意魏王的请求，

以马来交易。由此可见，东吴由合浦、交趾经营海外贸易，获得大量舶来品。公

元 226 年，交趾太守士燮年九十岁，病死。孙权封其子士徽为九真太守。同时，

听取吕岱的意见。分合浦以北，立为广州，派吕岱为广州刺史；分合浦以南为交

州，派戴良为交州刺史。士徽不愿臣服，占据交趾，反对孙权，“举兵戌海口以

拒良等”，妄图自立为王。戴良不能抵交趾上任，只好停留在合浦，并火速上奏。

孙权决心用武力维护政权统一，封吕岱为征交趾的都督，从番禺发水军讨伐交趾。

吕岱水军经琼州海峡抵合浦县，并以今广西沿海港口为水军基地，调集兵员和粮

食，然后进军交趾。吕岱素善用水兵，“潜军轻举，掩其无备”，出其不意地由

海道直攻交趾都城龙编。士徽听闻吕岱的水军压境，又因吕岱“先移书交趾，告

喻祸福”，只好投降。孙权随后将合浦郡并入交州管辖，由吕岱任交州刺史。吕

岱平定交州后，实行“和平外交”，派下属官员出访林邑、扶南、满刺加、暹罗

等东南亚国家，宣扬国威。该时期东吴所属的合浦、交趾亦是外国使者来中国朝

贡必经之地。

东吴拥有交州后，不但在南海航海活动频繁，而且与海外的交往也相当密切，

交州成为中国对外海上交通的重要口岸。孙权派朱应、康泰从交州出发的南洋之



行，历时十多年。据有关专家考证；康泰等沿林邑（今越南南方）海岸南下，经

扶南（柬埔寨）、暹罗（泰国），渡过金邻大湾（今泰国湾），沿乌文国（马来

半岛）、蒲罗、诸薄、巨延洲，又北向经道明（缅甸沿岸）等国，抵恒河（今印

度半岛）口南下，至非洲东岸而还。返回中国后，朱应、康泰曾将航行与访问的

所见所闻，分撰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可惜这两本史料价值极高

的文献已经失传，仅有个别史料散见于《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宋代的古籍

中。然而，仅据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东吴统治时期交州与西方各国航海和贸易的珍

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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