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人物志

二、魏晋南北朝

（一）李祖仁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岭南道十四·交州》：

慈廉江，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1]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慈廉江》：

《交州记》曰，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2]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神凤初，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太平御览，交州记》
[3]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神凤初，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
[4]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神凤初，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云。
[5]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三国吴”条：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五凤初，交州刺史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其江曰慈廉。
[6]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九《人物三十二》：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孙权神凤初，交州上其事，诏赐爵三级。郡人因名江曰慈廉云。
[7]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李祖仁，合浦人。世为郡望族，兄弟十人同居郡北江上，事亲理家并皆慈孝廉让。吴

五凤初，交州刺史上其事，诏赐爵三级，复其家。郡民因名江曰慈廉。
[8]

（二）士燮兄弟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

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

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



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

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

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

弟徐闻令䵋领九真太守，䵋弟武，领南海太守。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

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

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

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

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

书》长义上之。”其见称如此。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

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

百蛮，尉他不足逾也。武先病没。

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又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

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

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

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耻太守如故。”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

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

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

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

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

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燮每遣使诣权，致杂

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

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

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

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

发又合宗兵击徽，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而吕岱被诏

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署匡师友从

事，先移书交阯，告喻祸福，又遣匡见徽，说令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岱寻匡后至，

徽兄祗，弟干、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谢令复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

次人，宾客满坐。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徽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



昌。壹、 䵋、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数岁，壹、䵋坐法诛。廞

病卒，无子，妻寡居，诏在所月给俸米，赐钱四十万。
[9]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

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少好学，汉察孝廉，补尚书郎，以公事免。寻举茂才，除

巫令，累迁交趾太守。汉末，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司徒掾壹领

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鲔领九真太守，鲔弟武领南海太守。兄弟并在列郡，雄据一州，偏

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人。妻妾

乘辎耕，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

燮体气宽和，谦虚下士，中国人物避难多往依之。每公事稍阕，耽习书传，注解《左

氏春秋》《尚书古文大义》。时天下乱，四方隔绝，而燮不废贡赋。及王使步骘定南土，率

兄弟奉承节度，每使贡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象，珍奇异果，

无岁不至。在郡四十余年。年九十卒。

王以交趾悬远，乃分合浦已北为广州，拜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拜戴良为刺

史。以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良与时至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为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不

许入。王敕吕岱与良等讨平之，诛徽，传首武昌。
[10]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四《岭南道八·梧州》：

士燮苍梧人，为交趾太守。弟壹合浦太守，次弟䵋九真太守，䵋弟武南海太守。兄弟

并为列郡，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
[11]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三十二·吴》：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

浦太守，次弟徐闻令䵋领九真太守，䵋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

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九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恐难制

驭，遂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

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帅宗兵拒良。良留

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

徽闭门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能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还。而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

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壹子中郎将匡与岱有旧，岱署匡师友从事，先移书交趾，

告喻祸福，又遣匡见徽，说令服罪，虽失郡守，保无他忧。岱寻匡后至，徽兄祗，弟干、

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谢令复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帐幔，请徽兄弟以次入，宾客满坐。

岱起，拥节读诏书，数徽罪过，左右因反缚以出，即皆伏诛，传首诣武昌。壹、䵋、匡后

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数岁，壹、䵋坐法诛。廞病卒，无子，妻寡居，

诏在所月给米，赐钱四十万。
[12]



[南宋]萧常《续后汉书》卷二十五《吴载记第三·士燮》：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燮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弟武领

南海太守。燮器量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避难往依者以百数……在郡四十余岁，建兴

四年卒，时年九十。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

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

交阯太守，发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杀之。

邻兄治子发合宗兵击徽，乃约和，各罢兵，而吕岱被命诛徽，自广州驰至。壹子中郎将匡

与岱有旧，岱乃遣说徽等，徽与兄祗、弟干、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岱皆斩之。壹、匡后出，

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
[13]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十一《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弟

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避难依之者以百数……燮在郡四十余年，

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

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

守，发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

兄治子发合宗兵击徽，徽闭城守，治等攻之数月不下，乃约和亲，各罢兵。而权诏吕岱诛

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
[14]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士燮字威[彦]。其先鲁国汶[阳]人。遭王[莽]乱，避兵交趾。六世，桓帝时，燮父赐，

为日南太守，燮少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为作经解。察孝廉，补尚书郎，以公

事免官。举茂才，迁交趾太守。董卓乱，交趾刺史朱符，为贼所杀。燮至郡。[燮]器宇宽

厚，谦虚下士，国人加敬；中州士人，往依避难。[表]弟壹，守合浦。兄弟并为列郡，雄

长一方；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马满道，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

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
[15]

[明]佚名《越史略》卷一《历代守任》：

燮字彦威，苍梧广信人。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好《左氏春秋》，

为之批注，又通《尚书大义》。父丧，阕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谦恭下士，汉避

乱者多往依焉。献帝闻其贤，赐玺书褒谕，以为绥南中郎将，领交趾太守如故。建安末，

燮遣子廞质于吴，又以珠、贝、犀、象及香果之珍美者遗孙权。权嘉之，封龙编侯，弟三

人壹、䵋、武并为郡长。燮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世，保全一郡二十余年，

疆场无事，民皆乐业，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常有数十。

妻妾乘辎耕，当时贵重，威震南蛮，尉佗不足数也。魏黄初七年，王薨，寿九十，在治四

十余年。孙权闻王死，析合浦以北属广州，吕岱为刺史；合浦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以陈时代王为太守。王子徽等发兵共拒良。后吕岱皆以计诛之，传首武昌。
[16]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七十三《臣职·保全一郡》：

东汉士燮，其先鲁国汶上人，王莽时避乱交趾六世，至桓帝朝，燮父赐为日南太守，

燮治《左氏春秋》，举孝廉，补尚书郎，以事免。后又举茂才，拜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

十余年，疆场无事，天下丧乱，不废职贡。诏封龙度亭侯。建安末，吴孙权遣步骘刺交州，

燮奉节使，修贡不缺，封龙编侯，燮遂为交州人。又燮弟壹为合浦太守，鲔为九真太守，

武为南海太守。子廞三国时仕吴为武昌太守。
[17]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四《士燮传》：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赐为日

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

父赐丧阕，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弟壹先为都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为司徒，辟

壹。董卓作乱入关，壹亡归乡里。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

太守，次弟䵋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土人往依避难

者以百数。眈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甚见称誉。武先病没，

献帝闻张津死，赐燮玺书，进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天下丧乱，交州

贡职不废，复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后奉步骘节度，孙权加左将军，质其子廞。燮

在郡四十余年，黄武四年，九十卒。其父子兄弟著名南土，车骑出入满道，夷人夹毂焚香

者常数千焉。
[18]

[清]金鉷《广西通志》卷七十六《乡贤志》：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

补尚书郎，公事免官。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

还京，壹侍送勤恪，宫感之。后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

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值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
[19]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

十壹，苍梧广信人，士燮弟。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壹侍送勤恪，宫感之。

后宫为司徒，辟青。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见礼遇。董卓乱，壹亡归。桓帝时，

士燮先为交州太守，乃□壹领合浦太守，次弟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宽厚，

通《尚书》《左氏春秋》，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多依之，保全岭表四十余年，疆场无事，民

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燮兄弟并为列郡，尊威无上，出入鸣钟磬，笳箫皷吹，车骑满道，

番人夹毂焚香者常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震服百蛮，尉佗不足逾也。壹贡马于吴，

凡数百匹，权厚慰之。黄武五年，士燮卒，燮子徽拒命被杀，壹废为庶人。后二年，壹与

俱以坐法诛。
[20]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六《列传二十九》：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

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频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

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阯太守。弟壹，初为郡督邮，刺史

丁宫征还京都，壹侍送勤恪，宫感之，临别谓曰：“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宫为

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礼遇壹。董卓作乱，壹亡归乡里。《吴书》

曰：琬与卓相害，而壹尽心于琬，甚有声称。卓恶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历年不

迁。会卓入阙，壹乃亡归。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太守，次弟徐

闻令。
[21]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士壹，苍梧广信人，士燮弟。初为郡督邮，刺史丁宫征还京，壹侍勤恪，宫感之。后

宫为司徒，辟壹。比至，宫已免，黄琬代为司徒，甚见礼遇。董卓乱，壹亡归。桓帝时，

士燮先为交州太守，乃表壹领合浦太守，守次弟领九真太守。弟领岭南太守。燮体器宽厚，

通《尚书》《左氏春秋》，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多依之，保全岭表四十余年，疆场无事，民

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燮兄弟并为列郡，尊威无上，出入鸣钟磬，笳箫鼓吹，车骑满道，

番人夹毂焚香者常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镇服石蛮，尉佗不足逾也。壹贡马于

吴，凡数百匹，权厚慰之。黄武五年，士燮卒。燮子徽拒命被杀，壹废为庶人。后二年，

壹与俱以坐法诛。
[22]

（三）吕岱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士燮》：

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

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23]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

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

征，及到九真。
[24]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而自领

广州海东四郡。遣良与时南入，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于是上疏请讨徽罪，督

兵三千人，晨夜赴海。或谓岱曰：“徽藉累世之积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岱曰：“今徽

虽怀逆计，未虞我之猝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矣。稽留不进，使得生心，

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遂行，过合浦，与良俱进。徽



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以迎岱，岱皆斩之。
[25]

（四）薛综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

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

征，及到九真。事毕还都，守谒者仆射。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

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

曰：“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

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
[26]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三十二·吴》：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

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趾太守。
[27]

[南宋]萧常《续后汉书》卷二十七《吴载记第五·阚泽》：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孙权召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阯太守。
[28]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吴臣·薛综》：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齐孟尝君，封薛。高祖定天下，求其后，得陵、国

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适立，去之竹邑，遂以薛氏自国。至综，世典州郡，为著姓。

综明经，善属文，有异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综为五官中郎，除

合浦、交趾太守。
[29]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七《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

薛综字敬[文]，沛郡人。少依族人，避地交趾。从刘熙学。权以为合浦、交趾太守，

与交州刺史吕岱平士徽乱。
[30]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

州，从刘熙学。士爕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僚
[31]

爱之。僚
[32]

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

疏言：“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宠，责之成效。”

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33]

[清]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十七《迁客》：

又有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

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



治郡威惠并行，民僚
[34]

爱之，转守交阯。时交土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事

毕还都，守谒者仆射。赤乌三年，徙左都督，寻为选曹尚书，太子太傅。六年春，卒。所

著诗文名曰《私载》。
[35]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

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僚
[36]

爱之。僚
[37]

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

疏言：“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宠，责之成效。”

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38]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明经，善属文，举秀才。汉末大乱，乃依故人，避地

交州，从刘熙学。士爕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兼行，民僚
[39]

爱之。僚
[40]

俗，女子嫁后，别相然诺，即与偕死，其夫不能止。综绳以礼禁，乃少戢。上

疏言：“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未绥，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计，假之威宠，责之成效。”

从之。官至太子太傅。
[41]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八十六《迁客》：

薛综字敬丈，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辟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爕既附孙权，召综为

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时交阯始开，刺史吕岱率师讨伐，综与俱行，越海南，征

及到九真，事定还都。
[42]

[清·乾隆]赵宏恩《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人物志》：

吴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仕吴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建昌侯虑为大将

军，以综为长史，外掌众事，内授书籍。虑卒，入为尚书仆射。时权欲亲征公孙渊，综上

疏谏止之。徙选曹尚书太子少傅，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仍兼选举，甚为优重。凡所著诗赋

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43]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齐孟尝君后。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

秀才。汉末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太守。治郡

威惠兼行，民僚
[44]

爱之。僚
[45]

俗，妇多淫奔，综绳以礼法，俗乃少戢。上疏言：“南海、

苍梧、郁林、珠官四郡刺史，宜得有方略者，假之威宠，责以成效。”寻迁交趾守，历官

太子太傅，所著诗文名《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子珝威南将军，

莹散骑常侍，莹子兼尚书，三世皆傅东宫。
[46]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齐孟尝君后。世典州郡，为着姓。综少明经，善属文，举



秀才。汉末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太守。治郡

威惠兼行，民僚
[47]

爱之。僚
[48]

俗，妇多淫奔。综绳以礼法，俗乃少戢。上疏言：“南海、

苍梧、郁林、珠官四郡刺史，宜得有方略者假之威宠，责以成效。”寻迁交趾守。历官太

子太傅，所著诗文名《私载》。又定《五宗图述》《二经解》者皆传于世。子珝威南将军。

莹，散骑常侍。莹子兼尚书，三世皆傅东宫。
[49]

（五）陶璜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第三》：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为太子，及淮阳、东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

左丞相陆凯卒。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

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
[5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

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

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谞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

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

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

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

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

其二将。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

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

珝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

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

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

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

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珝、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

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

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

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

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炅所杀，

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雠，璜不许。炅密谋袭璜，事觉，收炅，呵曰：“晋贼！”



炅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吾志杀汝

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

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

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京都，

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

史，毛炅为交阯太守，印绶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炅及松能子并关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

“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

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僚
[51]

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

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

于是遣还。

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

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既平，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

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

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

吏。臣以尫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剪其魁桀，深山僻穴，

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

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

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

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

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

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

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

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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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

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

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

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

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

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荆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

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
[52]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列传第三十七下》
[53]

：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

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谞贪虐，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

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谞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

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

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

工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

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

其二将。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

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

珝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

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

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

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

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珝、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

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

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

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

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炅所杀，

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雠，璜不许。炅密谋袭璜，事觉，收炅，呵曰：“晋贼！”

炅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吾志杀汝

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

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

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京都，

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

史，毛炅为交阯太守，印绶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炅及松能子并关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

“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

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僚
[54]

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



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

于是遣还。

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

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既平，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

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

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

吏。臣以尫驽，昔为故同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剪其魁桀，深山僻穴，

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

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

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

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

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

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

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

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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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

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

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

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

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

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南宋]周应合《建康志》卷四十九《耆旧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

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

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谓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

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

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

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遗虞汜为

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

其二将。……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僚
[55]

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

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



是遣还。
[56]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四《吴臣·陶璜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

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

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谞及荀，以郡附晋。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趾太守。

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

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衙门孟干、孟通、李松、

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泛为监

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

将。珝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

相顺，故致败耳。”珝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珝乃

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趾，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

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

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

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

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璜遂克交趾，皓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

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炅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

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

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

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粮尽，救兵不至，且逾百日，城中死亡者半，将军

王约反攻稷，稷复请降，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炅所杀，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

雠，璜不许。炅密谋袭璜，事觉，收炅，呵曰：“晋贼！”炅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

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炅犹骂曰：“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禽稷等

送之，稷至合浦，呕血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

事，宜宥之以劝事君，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爱蜀

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干逃至洛阳，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

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

“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

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僚
[57]

劲悍，历世不宾，璜皆讨平之。开

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者



以千数，于是遣还。皓既降晋，手书遣璜归晋。流涕数日，遗使送印绶诣洛阳，武帝诏复

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平，罢省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

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

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

臣以尫驽，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剪其魁杰，深山僻穴，尚

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

者二于四百二十八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

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

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下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

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

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

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

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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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

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维恩着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

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

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

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

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58]

[元]黎崱《安南志略》卷八《六朝交州刺史都督交趾九真日南太守》：

陶璜字世英，丹阳人，吴苍梧太守也。初，吕兴杀孙谓，以郡附晋，晋武拜交州太守，

为李统所杀。复遣爨谷及巴西马（鬲）[融]，皆病卒，以霍弋、杨稷（被）[补]其缺，与毛

炅、董元、孟干、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吴军于（右）[古]城，斩修则、

刘俊。吴建衡三年秋，遣虞汜、薛珝、陶璜拒杨稷等，战分水，璜退保合浦。
[59]

[元]张铉《金陵新志》卷十三下之上《耆旧传》：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阯太守孙

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

郡吏吕兴杀谞及荀，以郡附晋。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

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陆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

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

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



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璜征讨，开

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

千数，于是遣还。
[60]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志》：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父基为吴交州刺史。孙皓时，交陆太守孙谞贪黩暴虐，为

百姓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民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因杀

谞及荀，以郡叛附晋，即拜兴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武帝乃遣爨谷、马融相继

为交阯太守，皆病卒，因命霍弋遥领之。而遣杨稷、董元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吴遣虞

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

二将。
[61]

（六）王晟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吴录》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策母吴氏

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

族诛。
[62]

（七）卢循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卢循字于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也。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弈

棋之艺。沙门慧远有鉴裁，见而谓之曰：“君虽体涉风素，而志存不轨。

循娶孙恩妹。及恩作乱，与循通谋。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恩亡，

余众推循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循窘急，泛海

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时朝廷新诛桓氏，

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

义熙中，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

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

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

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

寻阳。”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

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

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

是者数四，故船版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乃并



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

率众距之，兵败被害。

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为官军所败，驰走告循曰：“请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

非所忧也。”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败卫将军刘毅于桑落洲，迳至江宁。道

覆素有胆决，知刘裕已还，欲干没一战，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循多谋

少决，欲以万全之计，同不听。道覆以循无断，乃叹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

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轶，乃栅石头，断柤浦，以距之。循攻栅

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

得。循谓道覆曰：“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

以济。”因自蔡洲南走，复据寻阳。裕先遣群率追讨，自统大众继进，又败循于雷池。循

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裕命众攻栅，循众虽死战，犹不能抗。裕先遣孙处从海道

据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至龙编，

刺史杜慧度谲而败之。
[63]

[南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四十二下·晋》：

卢循字子先，小名元龙，司空从事中郎谌之曾孙也……（刘）裕先遣孙处从海道据番

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循乃袭合浦，克之。
[64]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一《前事略一》：

循乃袭合浦，克之，攻交州。至龙编，刺史杜慧度谲而败之。循知不免，先鸩妻子，

召妓妾问曰：“我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有云：“官

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死者，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及其父嘏传

京师。
[65]

（八）陈伯绍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四《志第六·州郡上·越州》：

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僚
[66]

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

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识其处，云“此

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
[67]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陈伯绍，颍川人。晋南渡，家于吴兴，遂为吴兴人。少勇智英发。归宋，官龙骧将军，

领西江兵，讨妖人刘思道，诛之。遂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夷僚
[68]

丛居，隐伏

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

不得。乃识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

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交、广、朱鸢三郡来属。元徽二



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恩惠及民，

威服俚僚
[69]

，土故有瘴气，至是风土渐变，编户渐繁，民甚德之。及卒，民为立祠，于今

郡治东北三十里，谓之陈王祠。
[70]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陈伯绍，颍川人。晋南渡，家于吴兴，遂为吴兴人。少勇智英发。归宋，官龙骧将军，

领西江兵，讨妖人刘思道，诛之。遂守东官，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夷僚
[71]

丛居，隐伏

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

不得。乃识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

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交、广、朱鸢三郡来属。元徽二

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恩惠及民，

威服俚僚
[72]

，土故有瘴气，至是风土渐变，编户渐繁，民甚德之。及卒，民为立祠，于今

郡治东北三十里，谓之陈王祠。
[73]

[清·雍正]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三《名宦》：

陈伯绍，吴兴人。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乱，进攻广州，杀刺史羊希，岭海大震。

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诏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伯绍以合浦北界夷

僚
[74]

丛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当

有异祥。”启立为越州。
[75]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迹志》：

陈伯绍，颍川人。少勇智英发，事广州刺史袁昙远为偏裨，讨始兴刘嗣祖，破之。及

归，宋明帝官龙骧将军。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逆，进攻广州，杀刺□羊希，岭表大震。

东官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蛮僚
[76]

丛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当有

异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使经营焉。七年，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

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鸢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督交、越二

州军事，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惠及士民，化及蛮僚[77]，

民甚德之。伯绍卒，民为立祠以祀。因与陈霸先同族，霸先受禅，尊为王，又称陈王祠。
[78]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三十二《宦绩录二》：

陈伯绍，颍川人。广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远，别置都护专征讨之，以伯绍为西江都

护，宋郑樵《通志》。泰始四年三月，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南。

伯绍时为龙骧将军，讨平之。《宋书·明帝纪》。合浦北界夷僚[79]丛居，隐伏岩障，寇盗

不宾，略无编户，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

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
[80]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陈伯绍，颍川人。少勇智英法，事广州刺史袁云远为偏裨，讨始兴刘嗣祖，破之。及

归宋明帝，官龙骧将军。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逆，进攻广州，杀刺史羊希，岭表大震。

东官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为西江都护，以合浦北界蛮僚
[81]

从居编户，乃帅兵二千人猎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谓：“此地当有

异祥。”启立为越州。明帝命为交州刺史经营焉。七年，始立置百梁、龙苏、永宁、安昌、

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鸢三郡来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督交越二州军事，

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以保边境，俗呼为青牛城。伯绍惠及士民，化及蛮僚
[82]

，民甚德

之。伯绍卒，民为立嗣以祀。因与陈霸先同族，霸先受禅尊为王，又称陈王祀。
[83]

（九）拓跋庆和

[北齐]魏收《魏书》卷十九《列传第七上·汝阴王天赐》：

逞子庆和，东豫州刺史，为萧衍将所攻，举城降之，衍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

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衍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84]

[唐]李延寿《北史》卷十七《列传第五·汝阴王天赐》：

逞子庆和，东豫州刺史，为梁将所攻，举城降之，梁武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

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85]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百五十《将帅部一百十一》：

元庆和，初为梁北道总管。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曰：“言

同百舌，瞻若鼷鼠。”遂徙合浦。
[86]

[南宋]郑樵《通志》卷八十四下《宗室传第七下》：

梁武以（元庆和）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

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徙于合浦。
[87]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魏汝阴王孙庆和。汝阴王天赐子逞。逞子庆和，东豫州刺史，为梁将所攻，举城降之。

梁武以为北道总督、魏王。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曰：“言同百舌，

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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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隋唐

（一）宁纯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下》：

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

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及讨林邑，

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太守，遣还。又以其

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隋乱，皆以地附萧铣。长真，部越兵攻丘和于交阯者也，武德初，

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

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六年，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

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道明与高

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

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

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

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
[1]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武德六年”条：

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

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2]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十《乡贤志》：

宁纯字如和，廉州人。南海以西溪洞，自汉晋来，宁族最大，世为俚帅，蛮僚
[3]
皆归

之。纯少警敏，通章句，颇善书，父宣甚爱之。伯父猛力，陈祯明时安州刺史，役服不宾，

输贡于陈，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钦江。隋高祖平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往岭表抚交趾，

因谕猛力入朝。会猛力病剧，临终许稠，遣子长真入侍。其后，长真归隋，拜鸿胪卿，而

留宣为合浦太守。纯随父往来广循，尝至罗浮。及归，见安京山，叹曰：“此即罗浮形势

也。”因大书，易山名为罗浮山。山上有石，后有如和题者是也。长真兵强，兼并郁林数

郡。隋末，梁主萧铣略地至番禺，长真归附。时交趾太守丘和，和绥荒憬，甚得夷情。林

邑诸国遣和，明珠、文犀、金宝，其富埒于王者，独不附铣。铣闻利之，命长真以南越蛮

俚攻和。和惧，欲出迎长真，其所署司法书佐高士廉曰：“彼兵远来，势不得久，乃逆系

破之。”长真败归，当欲再举，宣谏止之。会铣为唐所灭。武德初，长真与宣皆以地降，

诏授长真钦州都督。宣卒，以纯为廉州刺史。纯善抚众，招徕蔡龙峒民，辟其四境，请立

为县。已而徙刺合州，族子道明刺南越州，为高州守领冯暄所陷，纯举丘击退之。贞观初，

长真与暄皆卒，而暄弟盎反叛，屡欲攻纯，纯闭境自守。唐遣中庶子张玄素镇抚，至廉，

见纯谨厚有礼，教其子弟读书，蛮俗向化，甚称奖之。后卒于官。
[4]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人物》：

宁纯字如和，廉州人。南海以西溪洞，自汉晋来，宁族最大，世为俚帅，蛮僚
[5]
皆归

之。纯少警敏通章句，颇善书，父宣甚爱之。伯父猛力，陈祯明时为安州刺史，倔强不宾

服，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钦江。隋高祖平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往岭表抚交趾，因谕

猛力入朝。会猛力病剧，谓稠曰：“我死，当遣子长真入侍。”其后长真归，隋拜鸿胪卿，

而留宣为合浦太守。武德初，长真与宣皆以地降，诏授长真为钦州都督。宣卒，以纯为廉

州刺史，纯善抚众、招徕蔡龙峒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已而徒刺合州，族子道明刺南

越州，为高州首领冯暄所陷，纯兵击退之。贞观初，长真与暄皆卒，而暄弟盎反叛，屡欲

攻纯，纯闭境自守。唐遣中庶子张元素镇抚，至廉，见纯谨厚有礼，以诗书教其宗人，蛮

俗向化，甚称奖之。后卒于官。
[6]

（二）钟思廉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一《酷吏》：

开元二年二月一日敕：“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本、刘晖、杨允、康�、

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忠、公孙琰、钟思廉等十三人皆为酷吏，比周兴、来俊臣、侯思立

等，事迹稍轻，并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7]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明罚》：

（先天三年）二月戊子
[8]
，敕曰：“涪州刺史周利贞、滑州刺史裴谈、饶州刺史张利贞、

大理评事张思敬、大理评事王承本、京兆府华元令刘晖、贝州鄃县令杨允、陈州太康令康

璋、侍御史封珣行及判官张芝、卫遂之、公孙琰、申州司马钟思廉等十三人皆为酷吏，比

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事迹稍轻，并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9]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零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四·酷吏周利贞》：

开元初，诏：“利贞及滑州刺史裴谈，饶州刺史裴栖贞，大理评事张思敬、王承本，

华原令康�，侍御史封珣行，判官张胜之、刘晖、杨允、卫遂忠、公孙琰，廉州司马钟思

廉皆酷吏，宜终身勿齿。”
[10]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

年”：

敕：“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周利贞、裴谈、张栖正、张思敬、王承本、

刘晖、杨允、康�、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忠、公孙琰、钟思廉等几十三人。比周兴等情状差轻，

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11]



（三）僧智深

[明]张鸣凤《桂故》卷七《方外》：

僧智深，唐垂拱三年为合浦令。吕兴记漓山阳所镌佛像书亦出智深手，其书与贞观间

吴人朱子奢相似，乃智深名不振，岂以为僧，或隔在远所也。
[12]

（四）宁原悌

[北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

景云元年十一月，谏议大夫宁原悌上疏曰：“今天下诸州良牧益寡何者？古难其选，

今侮其职也。然而世所重于京都，时见轻于州县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事，

郎官特秀，先宰一同。诚愿尚书旷职，则于方伯求才，即卿列阙官。必须循材擢用，兹令

若行，仁风扇矣。”
[13]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

条：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

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宦都以庶孽抑损

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

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人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

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14]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宁原悌，《旧志》作悌原误。钦江人。宁氏世为合浦豪族，原悌即刺史纯从孙也。纯

能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原悌少好学，武后永昌元年举进士，以贤良策试于庭，时对策者

千余人，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覆，以张说为首。后览对，置说乙科，而擢张柬之第一，

原悌第九。原悌，出荒服者，得上第，朝野咸叹异之。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谏议大夫。

睿宗景云二年，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冥福。原悌上言，以为：

“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

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监不远。今二公

主人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宗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

上览而善之。原悌玄宗朝复以谏议兼修国史，玄宗取所修史阅之，见直书隐巢事，谕曰：

“白马求卿，黄金赎罪，卿以为何如？”原悌叩首，曰：“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虽

太宗不得已之诛，亦隐巢有以自取尔。”由是忤旨去官，卒葬于大墓山。诏发五府兵以给

葬事，立祠于上蒙村。今灵山县西有原悌读书之所，祠在钦州北二里，曰谏议庙云。
[15]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乡贤志》：

宁原悌，钦江人。宁氏世为合浦豪族，原悌即刺史纯从孙也。纯能以诗书礼义教其族



人。原悌少好学，武后永昌元年举进士，以贤良策试于庭，时对策者千余人，诏吏部尚书

李景谌糊名较覆，以张说为首。后览对，置说乙科，而擢张柬之第一，原悌第九。原悌，

出荒服者，得上第，朝野咸叹异之。授秘书省校书郎，累官至谏议大夫。睿宗景云二年，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冥福。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

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

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监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

置观，不宜过为宗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原悌玄宗朝复以谏议兼修国史，玄宗取所修史阅之，见直书隐巢事，谕曰：“白马求卿，

黄金赎罪，卿以为何如？”原悌叩首，曰：“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虽太宗不得已之

诛，亦隐巢有以自取尔。”由是忤旨去官，卒葬于大墓山。诏发五府兵以给葬事，立祠于

上蒙村。今灵山县西有原悌读书之所，祠在钦州北二里，曰谏议庙云。
[16]

（五）卢幼临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玄宗下》：

（天宝五年）七月丙子，韦坚为李林甫所构，配流临封郡，赐死。坚妹皇太子妃听离，

坚外甥嗣薛王琄贬夷陵郡别驾。女壻巴陵太守卢幼临长流合浦郡。
[1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列传第五十五·韦坚》：

（天宝五年）敕嗣薛王琄夷陵郡员外别驾长任，其母随男任；女婿新贬巴陵太守卢幼

林长流合浦郡。
[18]

（六）吉温
[1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杨国忠》：

时安禄山恩宠特深，总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将图之，屡于上前言其

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图逆节，动未有名，伺

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及见国忠用事，虑不利于己，禄山遥领内外闲厩使，遂以兵

部侍郎吉温知留后，兼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内伺朝廷动静。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

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郑昂缢杀于御史台。又奏贬吉温于合浦，

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动，内以取信于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

名。
[20]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百三十五《总录部》：

杨国忠为右相，时安禄山，玄宗尤所亲重，又握兵柄。国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

将图之，屡为玄宗言其悖逆之状。时禄山阴图逆节而未有名，帝不信之。图忠乃使门吏蹇

昻、何盈求禄山阴事，围捕其宅，得李超、李岱等，使侍御史郑昻缢杀于御史台。又奏徙



其党告温于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动摇，以取信于帝，帝意不悟也。由是禄山惶惧，遂

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21]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二百六《列传第一百三十一·杨国忠》：

安禄山方有宠，总重兵于边，偃蹇不奉法，帝护之，下莫敢言。国忠知终不出己下，

又恃内援，独暴发反状，帝疑以位相娼，不之信。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

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嬖国忠，甚畏不利已，故谋日急。俄而禄山授尚书右仆射，帝

恐国忠不悦，故册拜司空。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己，反谋遂决。国忠令客何盈、蹇昂刺

求反状，讽京兆尹李岘围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杀之，贬其党吉温

于合浦。
[22]

[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一《外戚传》：

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已，反谋愈急。国忠令客何盈、蹇昻刺求反状，讽京兆尹李岘

围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杀之，贬其党吉温于合浦。禄山上书，自

陈条上国忠大罪二十，帝归过于岘，贬零陵太守以慰禄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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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宝十四载乙未，贬吉温于合浦。
[24]

（七）张均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肃宗》：

（至德二年十二月）庚午，制：“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况乎

委质贼廷，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将何施？

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或历践台阁，或职通中外。夫

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

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

受任于枭獍之间，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

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配流合浦郡。”是日斩达奚珣等于子

城西南隅独柳树，仍集百僚往观之。
[2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志第三十·刑法》：

肃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于是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以为罪重，与

众共弃。珣等十一人，于子城西伏诛。陈希烈、张垍、郭纳、独孤朗等七人，于大理寺狱

赐自尽。达奚摰、张岯、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大理卿

张均引至独柳树下刑人处，免死配流合浦郡。而达奚珣、韦恒乃至腰斩。
[2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

张说字道济，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弱冠应诏举，对策乙第，



授太子校书，累转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

（子）均、垍俱能文，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

转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贬饶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征，复为户部侍郎。九载，迁刑部尚

书。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权臣陈希烈，期于必取。既而

杨国忠用事，心颇恶之，罢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韦见素代之，仍以均为大理卿。均大

失望，意常郁郁。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諲条疏陷贼官，均当

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
[27]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五十·张说附均、垍》：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中书舍人。开元十七年，说授左丞相，校

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王言帝载，尤难以任。庸以嫌疑，而挠纪纲？

考上下。”当时亦不以为私。后袭燕国公，累迁兵部侍郎，以累贬饶、苏二州刺史。久之，

复为兵部侍郎。

自以已才当辅相，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陈希烈，冀得其处。既而杨国忠用事，

希烈罢，而均为刑部尚书。坐垍，贬建安太守。还，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禄山盗国，

为伪中书令。肃宗反正，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晋卿，营解

之。帝亦顾说有旧，诏免死，流合浦。
[28]

[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一百五十二》：

十二月，受贼伪官陈希烈、达奚珣等二百余人并系杨国忠宅，付三司推鞫。丙戌，东

京胁从官免禁系者数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号泣叩头谢罪。辛亥，又遣礼部尚书李岘、

兵部侍郎吕諲为三司详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贼伪官陈希烈等定六等罪，于尚书省集议，

皆以为极重刑之于市，与众弃之；其次自尽及重杖一顿；其次三等皆流贬。壬申，以岁除

之日行刑于子城西南隅柳树下，集百寮观焉；自尽于大理寺；决杖于京兆府门。诏曰：“人

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将而必诛。况乎委质贼庭，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

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则可宥，法将何施？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

累叶宠荣，姻联戚里；历践台阁，职通中外。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

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有腼面目，事于寇雠，乱臣贼子，何以过也！自逆

贼作难，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愤怒，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独背国恩，

岂可列在崇班，荷兹禄位？不思君亲之分，唯与凶逆同心。受任于枭獍之间，谘谋于豺虺

之辈，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法务宽贷，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

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处分。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

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
[29]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大魏元忠



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中

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说初赴钦州，诗云：“狱

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古来相送处，凡得几人还。”又：“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一朝成白首，

看取报家人。”子均，袭燕公，禄山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勋旧，免罪，流合浦。
[30]

[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八《唐纪八》：

高秀岩以其兵降。庚午，斩降贼官达奚珣等一十八人；赐陈希烈等七人自尽；前大理

卿张均特免死，配流合浦郡。
[31]

[清]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三十《列传唐三十》：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迁主爵郎中、中书舍人。开元十七年，说授左丞相，校

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王言帝载，尤难以任。庸以嫌疑，而挠纪纲？

考上下。”当时亦不以为私。后袭燕国公，累迁兵部侍郎，以累贬饶、苏二州刺史。久之，

复为兵部侍郎。白以己才当辅相，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陈希烈，冀得其处。既而杨

国忠用事，希烈罢，而均为刑部尚书。坐垍，贬建安太守。还，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

禄山盗国，为伪中书令。肃宗反正，兄弟皆论死。房琯闻之，惊曰：“张氏灭矣。”乃见苗

晋卿，营解之，帝亦顾说有旧，诏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赠太子少傅，子蒙，事德宗，

为中书舍人。
[32]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

忠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

中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说初赴钦州，诗云：

“狱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古来相送处，凡得几人还。”又：“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一朝成白

首，看取报家人。”子均，袭燕公。禄山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勋旧，免罪，流合浦。
[33]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

张说字道济，益阳人，后徙洛阳。武后时，擢凤阁舍人。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

称其谋反，引说为助。说至后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乃诬构耳，忤后旨，配流钦州。中

宗立召还，拜兵部员外郎。玄宗时，累迁中书，封燕国公，谥文贞。子均，袭燕公。禄山

监国，授伪官。肃宗以说勋旧，免罪，流合浦。
[34]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

张说字道济，洛阳人。武后时，任凤阁舍人。初魏元忠为洛州长史，张易之奴横暴，

元忠杖杀之。、及元忠为相，易之为昌期求雍州刺史，复不与，因谮元忠，引说为助。后

亲临问，说言：“臣实未闻，俱易之所授耳。”后怒，流钦州。中宗立，乃召还。后累官中

书令，封燕国公，谥文正。子均袭，以受禄山伪职，肃宗以说勋旧，免死流合□。
[35]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张说字道济，洛阳人。武后时人凤阁舍人。初魏元忠为洛州长史，张易之奴横暴，元

忠仗杀之。及元忠为相，易之为昌期求雍州刺史，复不与，因馋元忠引说为助。后亲视临

问，说言：“臣实未闻，俱易之所授耳。”后怒，流钦州。中宗立，乃召还，累官中书令，

封燕国公，谥文正。子均以受禄山伪职，肃宗以说勋旧免死流合浦。
[36]

（八）魏佑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魏佑者，魏州曲城人，唐宰相郑文贞公征之玄孙也。开宗中为贫，而仕流宕交、广。

自雷州参军，迁廉州长史，杜甫尝以诗赠之。《工部集》
[37]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魏佑者，魏州曲城人，唐宰相郑文贞公征之玄孙也。开宗中为贫，而仕流宕交、广。

自雷州参军，迁廉州长史，杜甫尝以诗赠之。《工部集》。
[38]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魏佑，魏州曲成人，宰相郑公文正讳征之元孙也。开元天宝中家贫，就仕为雷州参军，

迁廉州长史。周游交、广，杜甫有诗赠之。
[39]

（九）马总（摠、揔）
[4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马揔传》：

马揔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

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揔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

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揔，从事穆赞鞫揔，赞称无罪，揔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傅。

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揔敦儒学，长于政

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
[41]

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

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

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揔蔡州，知彰义军留后。

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揔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

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

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

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揔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

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42]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马总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

政事嘉美，夷僚
[43]

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刻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

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44]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马揔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

政事嘉美，夷僚
[45]

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刻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

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46]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

马揔字符会，系出扶风。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

政事嘉美，夷僚
[47]

安之。建二铜柱于汉故处，刻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尝驻合浦，甚有

威惠。进御史大夫，徙桂管经略使。
[48]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二百三十四《宦绩录四》：

马总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不妄交游。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

谨按《本纪》作五年。兼御史中丞、充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总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

海累年，清廉不挠，夷僚
[49]

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

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旧唐书

本传。居无几何，迁岭南节度使，至南海即修教令，明赏罚，磨洗奸匿，百粤率服。举给

事中穆质以自代，入为刑部侍郎。穆宗朝，进户部尚书。总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

论著颇多。卒赠右仆射，谥曰懿。
[50]

（十）何游泰[秦]
[5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传·杨思勖》：

（开元）十六年，陇州首领陈行范、何游鲁、冯璘等聚徒作乱，陷四十余城。行范自

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诏（杨）思勖率永、连、道等兵及淮

南弩手十万人进讨。兵至陇州，临阵擒游鲁、冯璘，斩之。行范潜窜深州，投云际、盘辽

二洞。思勖悉众攻之，生擒行范，斩之。斩其党六万级，获口马金玉巨万计。
[52]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赀，与妻子客寓合浦，

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
[53]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赀，与妻子客寓合浦，

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
[54]



[清·康熙]张辅修、林如峣《合浦县志》卷九《名宦志》：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赀，与妻子客寓合浦，

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
[55]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四《流寓志》：

何游秦，新州人。代宗时，读书于家，讲求大义，知其□游鲁有异志，即弃产携妻子

客合浦。为采珠徙口，混迹海上，人莫知，为怀奇抱异之士。
[56]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何游秦，新州人。代宗时，读书于家，讲求大义，知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携妻子

客合浦。为采珠徒长，混迹海上，人莫知，为怀奇抱异之士。
[57]

[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二十九》：

何如瑛，新州人。今新兴县。五世祖言据有溪洞，为云浮镇将。父游秦，颇读书，知

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赀，与妻子客寓合浦，为采珠徒长。如瑛少失怙，能自

树立，读兵书，善骑射。从江右观察使李勉为折冲都尉，以平盗功迁左威将军，充桂州防

遏使。吕太一之乱，奋勇先登，擒其裨将，岭表遂平。及杨慎微代勉节度岭南，或言如瑛

与罗州首领冯季康入广州时多匿货宝，遂执之。搜其家得珠琲，乃父游秦所遗也。与季康

皆死。观察使徐浩为二人讼冤，代宗下诏，褒赠厚恤其家。
[58]

（十一）刘瞻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刘瞻传》：

刘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后徙桂阳。举进士、博学宏词，皆中。徐商辟署盐铁府，

累迁太常博士。刘瑑执政，荐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进承旨。出为河东节度使。

咸通十一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宗绍等送诏

狱，逮系宗族数百人。瞻喻谏官，皆依违无敢言，即自上疏固争：“宗绍穷其术不能效，

情有可矜。陛下徇爱女，囚平民，忿不顾难，取肆暴不明之谤。”帝大怒，即日赐罢，以

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路岩、韦保衡从为恶言闻帝，俄斥廉州刺史。于

是，翰林学士郑畋以责诏不深切，御史中丞孙璜、谏议大夫高湘等坐与瞻善，分贬岭南。

岩等殊未慊，按图视驩州道万里，即贬驩州司户参军事，命李庾作诏极诋，将遂杀之。天

下谓瞻鲠正，特为谗挤，举以为冤。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解，岩等不敢害。
[59]

[明·崇祯]张国经修，郑抱素订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刘瞻，桂阳人。懿宗咸通时，上疏谏补
[60]

太医韩宗绍等，帝大怒。又以岩路韦保衡谮，

斥廉州刺史。瞻鲠正廉约，所得俸资以周亲旧之窭困者，家不资储。无第舍，四方馈献不

及门，行已始终完洁。
[61]



[清·康熙]徐成栋纂修，孙焘校正《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

刘瞻，桂阳人。懿宗咸通时，上疏谏补
[62]

太医韩宗绍等，帝大怒。又以岩路韦保衡谮，

斥廉州刺史。瞻鲠正廉约，所得俸资以周亲旧之窭困者，家不资储。无第舍，四方馈献不

及门，行已始终完洁。
[63]

[清·雍正]迈柱等监修《湖广通志》卷五十《乡贤》：

唐刘瞻。唐书列传。瞻字几之，其先出彭城，徙桂。举进士、博学宏词，皆中。累迁

翰林学士，进承旨。咸通中，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医韩

绍宗等送诏狱。瞻上疏固争，即日赐罢。俄斥廉州刺史，贬驩州司户参军。僖宗立，复拜

中书侍郎平章事。瞻为人廉约，所得俸以其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四方

馈献不及门，行已终始完洁。
[64]

[清·乾隆]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十三《宦绩》：

刘瞻字几之，湖南桂阳人。举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吕公主薨，

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岳，逮系宗族数百人。瞻上疏曰：“陛下狗爱女，囚平民。”帝大

怒，斥廉州刺史。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召为刑部尚书，复以中书待郎平章事，居

位三月卒。瞻为人廉约，所得俸钱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四方献馈不

及门，行已终始完洁。
[65]

[清·道光]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十八《宦绩志》：

刘瞻字几之，湖南桂阳人。举进士，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

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狱，逮系宗族数百人。瞻上疏曰：“陛下狗爱女，囚贫民。”帝大

怒，斥廉州刺史。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召为刑部尚书，复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居位

三月卒。瞻为人廉约，所得俸钱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苗储。无第舍，四方献饆不

及门，行已终始完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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