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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邈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远古走到今天，日新月异地展现在祖
国西南边陲。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

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

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宁蒗的泸

沽湖，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丘北的
普者黑，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
陶醉。

七彩云南，蕴含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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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
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
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
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
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
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

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开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
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
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
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
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
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
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
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
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温润如玉的云子、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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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

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

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联起来，呈现于你的眼前，让你
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
篇章，让你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
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
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
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
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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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征云南

１ 元跨革囊

　 　 从公元 １２５３ 年 ９ 月， 元世祖忽必烈率蒙古大军以羊

皮充气囊， 从丽江横渡过金沙江算起， 元朝在云南的统

治历经了好几十个年头。 元初， 云南在一个叫赛典赤·

瞻思丁的蒙古贵族任平章政事 （相当于省长） 的治理

下， 大兴农田水利， 开办设立学校， 教化大行， 过上了

一段太平盛世。 但以蒙古贵族为主的整个元朝的统治，

自始至终都是比较残酷的， 在云南也不例外。 随着元朝

在云南统治的巩固， 派遣到云南的中央大员们正如元明

善所作的 《云南志略·序》 中所说， 赛典赤之后， 元朝

派来云南的官吏， 都是些 “椎剥渔猎之人”。 蒙古贵族

们到云南来渔猎，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采取赤裸裸的

军事掠夺和政治讹诈的手段。 为了获取更多的税粮、 金

银及各种贡品， 元朝在云南的官吏们， 一方面， 命令云

南各地土官们将子弟作人质抵押在昆明， 以便于勒索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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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另一方面， 又例外地规定， 凡派来云南的官吏， 皆

得佩虎符领兵， 以便于进行军事掠夺。 从在云南各地征

收的税粮数字来看， 《元史·食货志》 载全国各省税粮

数字， 云南行省每年为 ２７ 万 ７７１９ 石， 较之农业生产发

达的四川省的 １１ 万 ６５７４ 石高出一倍多。 而且这个数字，

主要是在靠内地的白族、 彝族等中征收的， 边疆的傣族

则是以贡纳金银为主。 金、 银、 铜课数量， 云南省为全

国第一。 但 《元史·食货志》 所记录的云南金课和银课

数字， 低于实际征收的数字， 云南交给行省官吏们的金

银， 比上报给元朝中央的数字高出一倍多， 而多出来的

部分即为云南官吏贪污私吞了。 西部贫瘠的云南如何吃

得消呢！

公元 １３５１ 年， 在全国范围内， 以汉族农民为主的

红巾军， 掀起了全面反元斗争的大浪潮， 元朝统治危机

四伏。 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也趁机扩大地方势力与梁王抗

衡， 梁王对段功心中怀恨而又无可奈何。 不久， 农民起

义军由四川攻入云南， 很快便占领了省会城市昆明， 梁

王兵败西逃楚雄。 这时， 梁王帖木儿不花急忙将女儿阿

盖公主下嫁大理国后裔段功， 借段功之力调集滇西地方

武装， 打退了红巾军。 可梁王又恐段功的权力扩大，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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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设伏通济桥杀了段功， 阿盖公主饮孔雀胆自杀了， 引

出了几百年后郭沫若一出悲天感人的历史剧 《孔雀胆》。

１３６８ 年， 中国历史进入了新一轮的改朝换代。

这一年， 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崩溃了， 从安徽凤

阳走出来的农民朱元璋登上皇位， 定鼎中原， 建立了大

明王朝。 此时， 全国只剩云南一隅仍为梁王割据。 而稍

早于此， 不早不迟， 恰在这个时候， 云南梁王帖木儿不

花拿起脚来走了。

元宗室里平时钩心斗角， 争权夺势， 这时眼看大势

已去， 谁也不肯出来坐梁王这把交椅。 经司徒平章达里

麻， 左丞达德、 右丞观音保等计议， 请出把匝剌瓦尔密

来袭封梁王， 维持残局。

２ 先礼后兵

转眼到了明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 年）， 朱元璋已经立

国 １４ 年了， 但元朝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还盘踞

着西南的云南， 与败居大漠的北元政权遥相呼应， 以图

恢复元代江山。

对于云南问题， 朱元璋思索了很久很久。 历史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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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汉闭昆明， 强盛的唐朝屡败于南

诏， 甚至连宋太祖也面对地图， 在大渡河北岸玉斧一

挥， 说： “此外非吾有也。” 以河为界， 大渡河以南的土

地不归朕所有。 这就是 “宋挥玉斧” 的典故。

云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

因： 其一， 有十万元军； 其二， 云南各土酋部落武装；

其三， 云南崇山峻岭， 交通十分落后， 大军行动困难。

十万元军算不了什么， 交通问题也可克服， 唯有遍布全

省各地的蛮夷土酋部落武装， 他们割据一方， 占山为

王， 既互相侵吞又联合抵抗外部势力， 此起彼伏， 这里

平息， 那边又乱， 这才是云南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过数年思考， 朱元璋才作出了 “云南僻远， 不宜

烦兵” 的决策。 于是便派出使臣召谕梁王， 力争以和平

方式解决云南问题， 避免杀戮。

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 年）， 王祎以翰林院待制使云

南， 劝其归降， 两人在梁王府见面， 王祎对梁王说， 除

云南之外， 我大明王朝现在已实现了统一， 梁王您却独

僻西南， 迟迟未归顺大明朝廷。 因此， 我作为皇上的特

使， 前来说服梁王， 宜及早交出版图， 归顺大明朝廷。

梁王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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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驿馆一间客房， 两人又有过这样的对话：

王祎： “朝廷甚念云南黎民百姓， 不忍兵戎相见，

伤及无辜， 所以派我前来说服梁王。 如若不从， 必奉行

天讨。”

梁王： “西汉时， 汉武帝刘彻为打通西南夷通向印

度的道路而数派使臣， 但都被滇西的昆明族部落所阻

挡。 天宝年间， 唐朝两次派数十万大军对南诏用兵， 也

被南诏打败而落得全军覆没。 大明王朝军队虽多， 面对

地势险峻， 远离中原的西南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

王祎听了， 微微一笑： “梁王没有听说过吗？ 朱元

璋未立国前， 除面对元军外， 还面临陈友谅、 张士诚各

据一方的强大军事力量， 后来还不是被我大明皇上一一

剿灭了吗？”

此时， 梁王还与来自漠北的元朝特使图谋南北夹

击， 共同抗击明朝。 于是， 梁王手巴掌一挥， 使臣王祎

的脑袋就搬了家。

云南不降， 祖国不统一成了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史

书记载， 洪武八年 （１３７５ 年） 朱元璋将曾任刑部尚书，

现任湖广行省参政的吴云召至宫中， 朱元璋对他说， 今

天下一家， 天下统一， 唯独云南不听招呼， 不归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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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杀我使臣。 你能为我做使臣， 传话梁王， 让他归顺

朝廷吗？

吴云也不含糊， 领命而去。 史书记载， 当时梁王派

遣使臣铁知院等二十余人出使漠北， 为明朝军队俘获，

押送京师。 朱元璋并没有杀他们， 而是把他们全部释

放， 指令他们带吴云回云南去面见梁王。 一踏入云南的

地面， 铁知院等人寻思， 我等一行是在出使漠北的途中

被抓获的， 犯了死罪。 为了活命， 于是引诱吴云， 命令

他冒充元朝派来的使臣， 伪造信函， 呈递梁王。 堂堂明

朝重臣， 岂肯做这类卑劣之事， 吴云一口回绝， 绝不顺

从。 一气之下， 铁知院等人就把吴云给杀了。 这事后来

还是让梁王知道了， 就派人收殓了吴云的尸骨， 送往蜀

地， 葬于给孤寺。 其后， 明朝大臣云子黻将吴云遇害之

事禀报朱元璋， 朱元璋遂下令派人取回吴云尸骸， 与王

祎的一同葬于南京的一座寺庙， 并为寺庙赐名 “二忠”。

除了这两次劝降外， 朱元璋还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

年）、 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年）、 洪武七年 （１３７４ 年）， 先

后 ５ 次派遣使臣前往云南， 面谕梁王， 劝其归降， 但全

都无果而终。

元梁王数次杀害朝廷使臣， 拒不归附。 朱元璋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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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忍， 勃然大怒： “自古以来， 云南设西南夷， 至汉代

开始， 就派遣官吏治理， 云南一直就归属中国。 当今元

朝残余势力把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 多次杀害朝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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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企图凭借云南险要的地势对抗中央， 不出兵征讨看

来是解决不了问题了。”

和平统一云南无望， 外交招降政治手段的失败， 朱

元璋下决心采取军事手段， 以武力平定云南。

明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 年）， 朱元璋决定用武力解决

云南问题。 他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 永昌侯蓝玉

为左副将军， 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 率 ３０ 万大军远

征云南。

这三个人都是当世之豪杰， 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

同的朝代， 应该都能成就大业， 可惜， 历史注定要让这

个时代热闹一点。

这是一场淘汰赛，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

胜利。

三个人中， 沐英恰恰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自率 ３０

万大军进入云南， 沐英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这一生会留

在云南， 至死都没有离开。

从沐英开始， 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 ２９４ 年， 成了

大明王朝历史、 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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