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史事辑录

一、两 汉

（一）汉平南越置郡合浦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元鼎五年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

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

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

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

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

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1]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

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

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

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

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粤

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

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

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为海常

侯；粤郎都稽得嘉，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与粤王同姓，闻汉兵至，降，为随桃侯。（又）[及]粤揭阳令史定降汉，

为安道侯。粤将毕取以军降，为膫侯。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

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

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推锋陷坚为将梁

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
[2]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自桂阳，下汇水；今连山郡有汇水，通四会。或作



湟。汇音会。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章郡，下横浦；今南康郡太康县西南。故归义越侯

二人故越人，降为侯。为戈船、下濑将军，濑，水流沙上也，伍子胥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

出零陵，今郡。或下离水，今桂江。或抵苍梧；今郡。使驰义侯，越人，名遗。因巴蜀罪人，

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陋，破石门，今南

海郡北。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

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

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

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来降者即赐以侯印，而放令还，更相招谕。楼船力攻烧敌，反

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明，迟，丈二反。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

伏波遣人追。以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越中所置郎。得嘉。戈船、下濑将军兵及

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并今郡地，惟交趾则今安南也。置交趾刺史领。
[3]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十九《帝王部·功业》：

汉武帝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

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

漓水（严，故越人，降为归义侯，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

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甲，越人归汉者。伍子胥书有下濑船。）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

人。越驰义侯遗（亦越人）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六年十月，平

之。（事具征讨门。）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

郡。
[4]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九《将帅部九十》：

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元鼎五年，与楼船将军杨仆讨南粤。明年，遂定越地为南海、苍

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5]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千《外臣部四十五》：

汉南越王兴立，与其母太后求内属。其丞相吕嘉反，攻杀王太后，尽杀汉使者。元鼎

五年秋，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

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凶

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䍧柯江，咸会番禺。六年，诛吕嘉，南越遂平。以其地为儋耳、

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6]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七《乐部五》：

《晋中兴书》曰：“汉武时，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

苍梧，凡七郡。立交趾刺史。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故刺史辄假节，七郡皆加

鼓吹。”
[7]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

（元鼎六年）冬，发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楼船将军杨仆入越地，先陷寻狭，破石门，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将军路博德至，

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吕嘉城守。楼船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

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伏波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

攻烧敌，驱而入伏波营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

司马苏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

矣。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师还，

上益封伏波；封楼船为将梁侯，苏弘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及越降将苍梧王赵光等四

人皆为侯。
[8]

[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

《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

梧七郡，皆假鼓吹。”
[9]

[南宋]郑樵《通志》卷五下《前汉纪第五下》：

（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两、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

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

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

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10]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八《四夷传第五》：

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粤王，

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九郡，置刺史，治交趾，郡领焉……粤桂林监居翁，桂林部监也，姓居

名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戈船、下濑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

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以摧锋陷坚为将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
[11]

[南宋]吕祖谦《大事记》卷十二：

路博德、杨仆灭南越，获其王建德、相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12]

[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六十九《蕃夷中·南越》：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

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

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陿，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



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

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

船攻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

印绶，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

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

粤郎都尉稽得嘉。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九郡。
[13]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七《地理》：

武帝开越攘胡，初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几郡。

平西南夷，置䍧柯、越嶲、沈黎、汶山、犍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

合十七郡……
[14]

《武纪》：“元鼎六年冬十月，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

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遂定越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

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15]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五《地理》：

汉武帝命路博德平南越，获建德、吕嘉，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是为九郡。
[16]

[明]佚名《越史略》卷上：

元鼎六年，汉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

横浦，以归义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下离水，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

下牂柯江，同会番禺以攻嘉。嘉及王遁入海，博德使人追之，擒王及嘉。时戈船、下濑兵

及驰义侯兵未下，而南越已平矣。遂分其地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

真、日南、珠崖、儋耳。
[17]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武帝元鼎六年冬，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合浦及南海、苍梧、郁林、交趾、

九真、日南七郡。
[18]

[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九《记二十三》苏浚《安南志》：

汉武帝元鼎五年，平南粤，以其地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领县二十有二。先是，

粤王遣二使者治交趾、九真，闻汉兵至合浦，籍户口以降，即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

置交州刺史领之。
[19]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三十三《边塞部四》：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

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



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挟，破石门，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

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

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

败粤人，纵火烧城。粤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招降者，赐印绶，

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迟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

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得建德，粤郎

都尉稽得嘉。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

日南九郡。
[20]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三十四《州郡部一》：

武帝增弘农、临淮、两河、朔方、酒泉、陈留、安定、天水、元菟、乐浪、广陵、敦

煌、武威、张掖，凡十四郡。又开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

儋耳九郡。
[21]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武帝元鼎六年冬，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合浦及南海、苍梧、郁林、交趾、

九真、日南七郡。
[22]

[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二十六《诗赋二》：

汉武帝东置玄菟、乐浪，西置张掖、酒泉，南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

真、日南、犍为等郡。
[23]

[清]傅恒《通鉴辑览》卷十六“平南越置九郡”条：

杨仆入越地，先陷寻狭，破石门，待博德至，俱进至番禺。南越城守，会暮，仆纵火

烧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赐印绶，复纵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

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分南越地，置南海、苍梧、

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凡九郡。
[24]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

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合浦县。
[25]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

元鼎六年庚午冬十月，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合浦郡。
[26]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

元鼎六年庚午冬十月，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合浦等七郡。
[27]



（二）合浦设都尉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元封五年置交趾郡刺史，领七郡治。成帝绥和元年春三月，设合浦郡都尉。《汉书》：郡

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至是诏边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马，皆不治

民，交趾合浦亦皆有郡尉治。
[28]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成帝绥和元年春三月，设合浦郡都尉。
[29]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

成帝绥和元年春三月，设合浦郡都尉。
[30]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

汉成帝绥和元年癸丑春三月，设合浦郡都尉。《汉书》：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

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至是诏邉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马，旧志。
[31]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

成帝绥和元年癸丑春三月，设合浦郡都尉。
[32]

（三）汉光武收合浦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

（建武五年十二月）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交阯，郡，今交州县也。南滨大海。

舆地志云：“其夷足大指开析，两足并立，指则相交。”阯与趾同，古字通。应劭汉官仪曰：“始开北方，

遂交于南，为子孙基阯也。”七郡谓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并属交州，见续汉

书。
[33]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五十二《朝贡》：

《纪》：光武建武五年十二月，交阯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注：交阯，今交州，县

处滨大海，《舆地志》云：其夷，足指开析，两足并立，指则相交。七郡，谓南海、苍梧、郁林、合浦、

交阯、九真、日南，并属交州。
[34]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光武建武四年夏四月，交阯牧邓让卒，合浦太守遣使奉贡。
[35]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

光武建武四年夏四月，交阯牧邓让卒，合浦太守遣使奉贡。
[36]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光武建武四年夏四月，交阯牧邓让卒，合浦太守遣使奉贡。
[37]



（四）马援南征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七《光武皇帝纪第七》：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征侧、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并为盗贼……

（建武十八年）夏四月，伏波将军马援、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殷志[38]、平乐侯韩

宁击交阯。至合浦，殷志病死。援当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问山行者，遂[缘]（浮）

海随山开道千余里，自西至浪泊。击征贰等，降者数千人。韩宇后病死，援并将其众，追

征贰等至禁溪，连破之。贰等各将数百人走……．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马援斩征贰等。二月，封援为新息侯。设牛酒劳军士，因

抚觞而言曰：“吾从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过郡掾吏，

守坟墓，护妻子，乡里称善人，斯可矣。安用余为？’当吾在浪泊西时，下潦上雾，毒气

浮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忆少游语，何可得也！今赖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赐，

所以喜且愧也。”坐者闻之，莫不叹息之……诏援复击九真，自无功至居风，斩首五千余

级，徙其渠帅数百家于零陵。援所过，令治城郭，修溉灌，申旧制，明约束。是后骆越常

奉马将军故事。
[39]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征侧反，略有城邑。……

（建武）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征侧

等。……

（建武）十九年……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阯，斩征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4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又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

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

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

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

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酾

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

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

自苦耳。’当吾在浪泊、两里闲，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

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

喜且惭。”吏士皆伏称万岁。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

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



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

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41]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

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者，麓泠县雒将之女也，麓音

麋，今承化郡地。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汉朱鸢今安南府县。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

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

诸太守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今长沙、衡阳郡地。

桂阳、今桂阳、连山郡地。零陵、今零陵、江华郡地。苍梧今蒙山、开江、苍梧、浔江郡地。兵万

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

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岭表悉平。
[42]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百四十九《将帅部十》：

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

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

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刊，

除也）。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

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又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

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无功、居风二县，并属九真郡。

居风，令爱州），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援至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
[43]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百一十四《兵部四十五》：

又曰：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扶乐，县名，属九真郡。督楼船将

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

刊，除也。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

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征侧、征贰传首洛阳。
[44]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

（建武十五年十二月）交趾麓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

征侧忿怨……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征侧与其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俚
[45]

皆应之，凡

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麓泠。交趾剌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

（建武十七年）征侧等寇乱连年，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

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十八年三月）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至浪泊上，与征侧等战，大破之，

追至禁溪，贼遂散走……

（十九年春正月）马援斩征侧、征贰……（夏四月）马援进击征侧余党都阳等，至居



风，降之；峤南悉平。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46]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九《兵捷·汉伏波将军平交阯》：

建武十八年四月癸酉，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阯贼。十几年四月援破

交阯。传交阯女子征侧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夷应之，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玺

书拜援，以刘隆为副，督楼船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上与贼战，

破之，斩数千级，降万余人。明年正月，斩侧、贰，传首京师。复将楼船大小二千艘、战

士二万余人击余党九真贼都羊等，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

《广州记》曰：援到交阯，立铜柱，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47]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六《列传第十九》：

交趾女子征侧反，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

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

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
[48]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八《四夷传第五》：

至（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

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

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

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

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

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
[49]

[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三十九《蕃夷上》：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征侧反，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者，麊冷县雒将之女也，

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

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工。交阯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

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

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

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
[50]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四《前朝征讨》：

光武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征侧反，九真、日南皆应之，攻治郡邑。略六十城，自立

为王。乃诏长沙、合浦具舟船，修桥道，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

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水陆并进击交阯。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军至浪泊上，与

征侧战，大破之，追至合浦，败走。十九年，马援斩征贰妖贼，击其余党都羊等，至居风

县降之，峤南悉平。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振

旅还京师，交州七郡贡献，皆泛海从东治上供。
[51]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合浦蛮夷皆应之……（建武）十九

年，征侧、征贰伏诛，援复立珠崖县以属合浦。
[52]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合浦蛮夷皆应之。十七年，遣伏波

将军马援讨交趾。十九年，征侧、征贰伏诛，援复立珠崖县，以属合浦。
[53]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合浦蛮夷皆应之。十七年，遣伏波

将军马援讨交趾。十九年，征侧、征贰伏诛，援复立珠崖县以属合浦。
[54]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三十三《边塞部四》：

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者，麊冷县左将之女也，麊音

米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

浦蛮俚
[55]

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

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

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

陵，于是岭表悉平。
[56]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六：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十六年，麊泠女子征侧、

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诸蛮悉平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

援、楼船将军段志讨灭之，岭表平。
[57]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九十四：

汉史：世祖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征侧与其女弟征贰反。征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

有技勇，嫁为朱鸢人涛索妻，诗索故饶财，交阯太守苏定索币不得，因以法诛之。侧忿，

尽散其赀，里中遂反，杀苏定。旬日得数千人，西略地，几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

凡下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麊泠。南海诸刺史合兵击，不克，数遣使告急，诏长沙、合

浦、交阯坚壁守，储粮谷。十七年，上以中郎将马援击陇西羌有功，拜援为伏波将军，以

段志为楼船将军，以刘隆副伏波军，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二万人讨之，军至合浦

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众，援分兵侦蛮窟道路，悉得其要领，于是凿南塘，通九真，刊山

木，为战舰千五百艘，与贰师军水陆并进，数与蛮截战，皆破之。
[58]

[清]傅恒《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二十一：

先是，交阯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甚雄勇，交阯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怒与妹征

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俚
[59]

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麊泠，寇乱连年。

至是，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



乐侯刘隆为副击之，援缘海而进，随山刊木千余里。至浪泊，与征侧等战，大破之，贼散

走。明年，斩征侧、征贰，进击余党，降之，峤南悉平。
[60]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前事略一》：

十六年二月，交阯女子征侧反，略有城邑。《光武纪》

十八年四月，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征侧等。《光武纪》

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皆应之，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

为王。于是玺书拜马援伏波将军，以扶乐候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

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十八年春，军浪泊上，与贼战，破之，追征

侧至禁溪，数败之，贼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马援传》
[61]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三》：

建武十六年庚子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合浦蛮俚
[62]

皆应之。《汉书》：征侧者，

麊冷县雒将之女，嫁为朱鸢人诗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怨故反，以其女弟征

贰为副，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掠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麊冷，交趾刺史及诸太守

仅能自守。帝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桥道，通障溪，储粮谷，讨交趾。

建武十七年辛丑，遣伏波将军马援讨交趾。《汉书》：马援为虎贲中郎将，玺书拜伏波将军，

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沿海而进，随

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至浪泊上，与征侧等战，大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追至禁溪，数

败之，贼溃走。

建武十九年癸卯，征侧、征贰伏诛，援复立珠崖县，以属合浦。《汉书》：斩征侧、征贰，

传首洛阳，峤南悉平。《琼台志》：交趾既定，海外慕义贡献，援始调立城郭，置井邑，复立珠崖县，

以属合浦，、九月建铜柱于林邑界，交趾平，罢州牧，置刺史。明年秋，振旅还。
[63]

[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十二《金器款识二十二·伏波将军铜印龟钮》：

按伏波将军，前汉路博德，后汉马援、陈登、夏侯惇，魏满宠、甄像、孙礼、卢钦，

晋孙秀、葛洪、陶延，皆为此官。魏、晋、宋，五品。后魏、北齐，从五品。梁，四班。

后周，五命。其名、其人不一。而邵公济记此印，据犬文内向，直以为马新息所假印，恐

未必然。使犬文外向，尚可立说，为路或为马侯先所假者。内向者，乃其常。援既正之后，

白不应复误。据内向便为马侯，未为至论，又谓伏波云者，止博德与援，考之不审矣。印

文大而巧，钮不合制，疑六朝后物也。

河南邵博论曰：客有行云阳嵯峨山中，得古印寸余，涂金驼印钮。其文曰：“伏波将

军印”，盖汉印，字用五，土数也。然汉有两伏波。前，邳离路博德也；后，将军新息马

援也。予考其篆画，知其为马援印焉。按世祖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征侧反，攻没其郡，

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诏拜马援伏波将军讨之。
[64]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世纪》：

（建武）十六年庚子春二月，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合浦蛮俚
[65]

皆应之……

（建武）十九年癸卯，征侧、征贰伏诛，援复立珠崖县以属合浦。
[66]

（五）任逴平蛮夷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元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东平陆上言木连理。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

郡国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丙辰，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

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67]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十六《五行下》：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

贼群起，劫略吏民。
[68]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

侍御史任连奉诏赦之，贼皆降散。
[69]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八十二《帝王部八十二》：

（元初）三年三月，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
[70]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五《帝王部一百五十五》：

元初三年春三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连督州郡兵讨之。
[71]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五十《汉纪四十二》：

元初三年春正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

降。
[72]

[南宋]郑樵《通志》卷六上《后汉纪第六上》：

（元初三年）三年春正月甲戍，修理太原旧沟渠，灌溉官私田。东平陆上言木连理。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违督州郡兵讨之。郡国十地震。三月辛亥，

日有食之。丙辰，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民为贼所迫者。……冬十一月，苍梧、郁林、

合浦蛮夷降。
[73]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八《四夷传第五》：

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

遣侍御史任逴奉诏赦之，贼皆降散。
[74]



[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三十九《蕃夷上》：

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夷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

后遣侍御史任逴奉诏赦之，贼皆降散。
[75]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物异考八》：

（安帝）元初元年三月已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

合浦盗贼群起，劫略吏民。
[76]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安帝元初三年春正月，合浦及苍梧、郁林蛮反。三月丙辰，赦吏民为贼所迫者。十一

月，蛮降。
[77]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安帝元初三年春正月，合浦及郁林、苍梧蛮反。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之。
[77]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

汉安帝元初三年丙辰春正月，合浦及郁林、苍梧蛮反，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讨

之。三月丙辰，赦吏民为贼所迫者。十一月，合浦、苍梧、郁林蛮降。
[79]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

安帝元初三年丙辰春正月，合浦、郁林、苍梧蛮反。二月，遣侍御史任违督州兵讨之。

三月赦吏民为贼所迫者。冬十一月，合浦、苍梧、郁林蛮夷降。
[80]

（六）祝良招降叛蛮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永和三年）六月辛丑……九真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张乔慰诱日南叛蛮，降之，岭外

平。续汉书曰：“祝良字邵卿，长沙临湘人。”
[81]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

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

贼执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

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

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

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

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

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

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

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



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

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

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

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闲，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

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

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

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

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

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

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阯刺史九江夏方

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82]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南蛮下》：

顺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州郡

并力讨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大尉、司马、司空、大将军府。问其方略，皆议

遣荆、今南阳、江陵、江夏、安陆、义阳、长沙、衡阳等郡地。扬、今淮南广陵等郡，江南丹阳等

郡、江西章郡等地。兖、今陈留、灵昌、东平、济阳、济阴等郡地。荆河今颍川、汝南、淮阳、睢阳、

汝阴等郡。四万兵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

贼，盘结不散，而复扰动，必更生患。又兖州、荆河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

亡。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廪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

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

吏人，犹尚不堪，何况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

‘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闲，破殄寇

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

悉使往止交趾府下。时刺史理广信，今苍梧郡苍梧县。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趾，事静之后，乃令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间

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

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

等，便道之官。”于是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乔、良至，单车入贼地，设

方略，招以威信，岭外复平。其后屡为反叛，州郡兵讨降之。
[83]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

（永和三年五月）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并力讨区怜，不克，为所攻围；岁余，兵谷不继。



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

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磐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

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

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

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

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

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

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

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

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

交趾。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静之后，

乃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

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

太宗就加魏尚为云巾守，哀帝即拜龚舍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

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

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
[84]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

祝良，字邵卿，长沙临湘乡人。顺帝永建中为浈阳令。永和中迁九真太守，岭南徼外

蛮犯合浦、象林等郡，杀刺史，良单车入蛮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

筑起府寺，岭外遂定。
[85]

（七）珠还合浦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

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

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

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

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

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

谷稼以登。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

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



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

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

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巳。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

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

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沦

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弁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

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槃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

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

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86]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六《设官部二十八》：

谢《汉书》
[87]

：孟尝迁合浦太守，民吏攀车请之。
[88]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下》：

谢承《后汉书》曰：孟尝为合浦太守，郡境旧采珠以易米食。先时二千石贪秽，使民

采珠，积以自人，珠忽徙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行化，一年之间，去珠复还。
[89]

[唐]杜佑《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

又孟尝字伯周，为合浦，而珠还。
[90]

[唐]李瀚撰，徐子光补注《蒙求集注》卷下：

后汉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

常通商贩，货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于交阯郡界。行

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饿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逾岁，去珠复还，

百姓皆反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征还，吏民攀车请之，乃夜遁去。隐处自耕，邻县士

民慕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91]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八《台省部二》：

杨乔，乌伤人，为尚书，同郡孟尝，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表辞，隐处穷泽。桓帝时，

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

徒然而已。尝安仁引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

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

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

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

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希见为贵。槃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



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

进贤。”尝竟不见用。
[92]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一《牧守部十一》：

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北境，尝通商贩，买籴粮食。先

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

贫者死饥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

货流通，称为神明。
[93]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二《牧守部十二》：

孟尝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

夜遁去。
[94]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百八十七《总录部》：

孟尝，会稽上虞人，为合浦太守，病自上，以被征，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

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95]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职官五十八》：

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粜粮食。先是

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贵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

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
[96]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珠宝部一》：

谢承《后汉书》曰：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俗旧采珠以易米，先时二千石贪秽，使人采

珠，积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化行，一年之间，去珠复还。
[97]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香门》：

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十丈。蜑人没而得

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长绳系竹篮，携之以没。既拾蚌于篮，则振绳令舟人汲取之，没

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恶鱼，一缕之血浮于水面，舟人恸哭，知其已葬鱼腹也。亦有望恶鱼

而急浮，至伤股断臂者。海中恶鱼，莫如刺纱，谓之鱼虎，蜑所甚忌也。蜑家自云：“海

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迩。常有怪物，哆口吐翕，固神灵之所护持。其中

珠蚌，终古不可得者。蚌溢生于城郭之外，故可采耳。”所谓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

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蜑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

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手乃至都下，其价

递相倍蓰，至于不赀。

采珠在官有禁，州以廉名，谓其足以贪也。史称孟尝守合浦，珠乃大还，为廉吏之应。

二十年前有守甚贪，而珠亦大熟。虽物理无騐，然此以清名至今，彼与草木俱腐耳，噫！

孰知孟尝还珠之说，非柳子厚复乳穴之说乎？
[98]



[南宋]真德秀《真文正公政经》：

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尝通商贩，货籴粮食。先

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

贫者死饿于道。尝至官，革易前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
[99]

[南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二：

合浦还珠。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而海出珠，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货籴粮食。

先守多贪秽，珠渐徙于交趾界，旅不至，人无资。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去珠复

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本传》
[100]

[南宋]祝穆、[元]富大用、[明]祝渊《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五《玺印部珍宝部·合浦还

珠》：

孟尝为合浦太守，郡境旧采珠以易米食。先时二千石贪秽，使民采珠，积以自入，珠

忽失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行化，一年之间，去珠复还。合浦民善游采珠，民

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出。《博物志》
[101]

[南宋]祝穆、[元]富大用、[明]祝渊《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十《路官部·复还去珠》：

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产珠，先守多贪，珠徙交趾，尝革易前弊，未经岁，珠复还。
[102]

[南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四十七：

孟尝，字伯周，会稽人，为合浦太守，海出珠宝。先宰守采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于交

趾界。尝到官，易前敝，未逾岁，去珠复还。
[103]

[南宋]佚名《氏族大全》卷十九“合浦还珠”条：

盂尝，字伯周，汉顺帝朝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前守宰贪秽，诡民采

求不知纪极，珠渐徙于交趾界，尝革前弊，去珠复还，百姓蒙利，商贾流通，称为神明。
[104]

[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十三《财用门》：

采珠。合浦采人珠以易米而食，时二千石贪秽，珠徙去，而饿死者盈路。及孟尝行化

一年，其去珠复还。
[105]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珠还合浦”条：

《古今诗话》羊方谔《上广守诗》：“鳄徙恶溪韩吏部，珠还合浦孟尝君。”殊不知珠

还合浦乃后汉孟尝也。
[106]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五：

盂尝守合浦，先时太守多贪秽，采求无厌，珠渐徙于交阯。尝到官，易前弊，求民利

病，去珠复还，民称为神明。陶弼《还珠亭诗》：合浦还珠政有声，使君方似古人情。胎

中蚌蛤珠常满，泽下鱼龙睡不惊。
[107]

[明]冯琦、冯瑗《经济类编》卷三十一《铨衡类三》：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守宰并多



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死饥于道。

会稽上虞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

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舩，夜遁去。

隐处穷泽，身白耕佣，邻县十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孟尝：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

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

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

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沦草莽，

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弁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贞忠之节，永谢圣时。臣诚

伤心，私用流涕。大物以远至为珍，十以稀见为贵槃，木朽株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

感禽息，亡身荐贤。
[108]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七十三《臣职·去珠复还》：

汉孟尝，字伯周，上虞人，为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民尝采珠以易米。先

是，守宰贪秽，珠渐徙去交趾境界，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及尝到郡，革去前弊，未逾

岁，去珠复还。
[109]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十三《设官部五十三》：

民吏攀车。谢承《后汉书》云：孟尝为合浦，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不得进，乃

附商人船遁去。
[110]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二十八《政术部七》：

珠还合浦，钱投渭水。孟尝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复还。
[111]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三十《政术部九》：

盂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食，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货籴粮食。先

是，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贫者饿死

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
[112]

[清]张英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六十四《珍宝部四》：

谢承《后汉书》曰：孟尝为合浦太守，郡境旧采珠以易米食。先时，二千石贪秽，使

民采珠，积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行化，一年之间，去珠复还。
[113]

[清]张玉书等《御制佩文韵府》卷七之三“合浦珠”条：

《后汉书·循吏传》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先时，

宰守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尝到官，

革易前弊，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称为神明。
[114]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九十六：

昔合浦郡多墨吏，珠移之交，孟尝为郡，去珠复还。
[115]

（八）朱儁讨乌浒蛮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光和）四年……二月……交阯刺史朱儁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
[116]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

刺史朱儁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117]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三《牧守部六百九十三》：

朱儁为交阯太守。先是，儁为兰陵令，光和元年，合浦、交阯、乌浒蛮叛，招引九真、

日南民攻没郡县。又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软弱不能禁。又交阯贼梁龙等万余人，与海南

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即拜儁刺史，令过本郡，募简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

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诸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

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戸，赐黄金

五十斤。四年，儁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
[118]

[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

戊午，改元光和，合浦、交阯内寇。
[119]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七《汉纪四十九》：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光和四年）二月，交趾刺史朱儁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120]

[南宋]郑樵《通志》卷六下《后汉纪第六下》：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光和四年）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交阯刺史朱隽讨交阯、合浦乌浒蛮，破之。
[121]

[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三十九《蕃夷上》：

光和元年，交阯、合浦乌浦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

朱儁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122]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乌浒蛮，在广州之西南，交州之北，合浦故疆也，

其地有乌蛮滩焉。《广州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四年夏四月，交趾刺史朱儁

讨蛮破之。
[123]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一《舆图志》：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乌浒蛮，在广州之西南，交州之北，合浦故疆也，

其地有乌蛮滩焉。《广州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噉如故。四年夏四月，交趾刺史朱儁

讨蛮破之。
[124]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乌浒蛮，在广州之西南，交州之北，合浦故

疆也，其地有乌蛮滩焉，今属粤西横州大滩是也，有马伏波将军祠。四年夏四月，交趾刺

史朱儁讨蛮破之。
[125]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

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126]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

灵帝光和元年戊午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127]

（九）贾琮平屯兵之乱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中平元年）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

交阯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阯刺史贾琮讨平之。[128]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理迹。旧交阯土多珍

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

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

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

到部，讯其反状，成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

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傜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

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

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
[129]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六《职官部五十四》：

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

能吏，有司举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

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

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使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

“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
[130]



[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五“贾父歌”条：

《后汉书》曰：中平元年，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敕三府

精选能吏，有司举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部，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百姓为之歌：

“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31]

[南宋]祝穆、[元]富大用、[明]祝渊《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十二《香茶部·贾父来晚》：

贾琮字孟坚，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灵帝以琮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

反状，咸言赋敛过重，告冤无所，遂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业，里巷歌曰：“贾

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32]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七《兵捷·汉交趾刺史移交趾》：

《贾琮传》：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举琮为刺史，琮到部，

讯其状，咸言赋敛重，民不聊生，故聚为盗。琮移书，告使安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

诛渠帅为大害者，选良吏试诸县，而百姓以安。
[133]

[南宋]沈枢《通鉴总类》卷十三下：

交阯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

将军。三府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

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

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

“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34]

[明]冯琦、冯瑗《经济类编》卷五十九《武功类五》：

交阯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

将军”。三府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

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

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

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135]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七十二《臣职》：

东汉灵帝时，交趾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帝以贾琮为交州刺史，琮到部，讯其

反状，咸言赋敛过重，告冤无所，遂为盗贼。琮乃招抚流散，蠲复徭役，且移书告示使各

安业，里巷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犯。”
[136]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志》：

中平元年夏六月，交趾屯兵反。执合浦太守来达，遣贾琮为交趾刺史，讨平之。
[137]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

中平元年夏六月，交趾屯兵反。执合浦太守来达，遣贾琮为交趾刺史，讨平之。
[138]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

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夏六月，交趾屯兵反，执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

贾琮为交趾刺史，讨平之。
[139]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

中平元年甲子夏六月，交趾屯兵反，执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大将军”，遣贾琮

为交趾刺史，讨平之。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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