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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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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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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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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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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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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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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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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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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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在一个叫瞻思丁·赛典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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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剥渔猎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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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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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宗室里平时勾心斗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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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出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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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残余势力梁王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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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川滇古道上的豆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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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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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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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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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元朝残余势力巴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多次
杀害朝廷使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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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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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沐　 英
说到云南的地方史，不能不提到沐英。从沐英开始，沐氏家族世

代镇守云南２９４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云南地方史上也是
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朱元璋是历史上解决云南问题的成功者，那么沐英则是这
一成功的具体执行者。

沐英，安徽定远人，字文英，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要说他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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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姓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郭子兴在安徽凤阳起义时，
朱元璋去投郭子兴，郭子兴封他为十夫长，相当于一个班长。

郭子兴有一义女，姓马，生得憨厚，在家里当作丫头使唤。因长
着一双大脚，因此二十开外了还没有嫁出去。朱元璋生得一张马脸，
满面的大麻子，奇丑无比，找不到老婆，与姓马的姑娘相处时间长
了，不免暗通情愫，可心中又畏惧郭子兴。最后二人商量，相约起个
大早，远走高飞。

二人慌慌张张，走了１０多里路，天才大亮。
这里郭子兴听说二人逃跑，怕朱元璋是奸细，一定要把他抓回

来。关隘之地都派人严密把守。
朱马二人行了一程，已是定远境界，盘查得更紧。二人正提心吊

胆，忽然路旁草丛中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二人一看，是一个男弃婴。
朱元璋忙于赶路，催马氏走。马氏心地慈祥，便道：“你我二人，一
男一女，路上容易被人识破，不如把这婴儿带上，作为我们的儿子，
路上也减少不少麻烦。”朱元璋想想有理，便点头答应。

那弃婴包裹得很好，马氏把自己的包袱解了，把他背上，三人一
同上路，果然逢关过卡，他们一说是夫妻回娘家，没有不相信的。这
婴孩后来取名朱英，长大后改名沐英，随朱元璋东征西战，立下了汗
马功劳。

一天，三人住进一个旅店，睡到半夜，只听屋外人唤马喧，房门
被人一脚踢开，闯进了一伙官兵，用绳索将二人捆了，带回濠州城，
交到郭子兴帐前。郭子兴也明事理，盘问清楚后，便招了朱元璋为
婿，从此朱元璋成了义儿干殿下，人都称他为朱公子。

朱元璋度量豁达，富谋略，智能胜敌，勇能服众。郭子兴死后，
朱元璋继承他当上了义军首领，不几年，统一了天下。

却说朱英成人后，也是个能征善战的虎将，朱元璋称帝后，对他
嫉妒起来，怕他像自己与郭子兴一样，夺取朱家大权，因此常常想着
翦除他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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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皇后疼爱朱英如亲生子一般，看出了朱元璋的心计。这天，朱
元璋与她谈起远征云南的人选时，马氏便竭力举荐朱英承担其事，这
是为了让他远离朱元璋。朱元璋一听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朱英叫
来，要他协助傅友德远征云南。朱英自然是允诺了。

朱元璋对他道：“你是我的义子，当年收留你时，不知道你的父
母姓氏。现在，你已成家立业，应该归宗。因不知道你的本姓，特赐
你姓木，名字不改动，就叫木英吧。”

他此语一出，朱英和马氏都打了一个寒噤。你知道朱元璋为什么
要赐他木姓呢？原来朱元璋满脑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思想。云南地处
南方，南方为丙丁火，赐朱英姓木，按五行火能克木，便是要他征南
之中被火克死。

马皇后看出其中奥妙，便开口道：“你爹赐你这姓好是好，但你
去的是云南，与南方丙丁火有所相克。娘这里再赐你三点水，姓沐，
水能克火，这样就不妨事了。”言罢，又转身对朱元璋道：“陛下，你
觉得如何呢？”

朱元璋虽狠毒，但对马皇后情深意笃，言听计从，便道： “皇后
所言极是，就依你罢。”

朱英从此便改名沐英，以别于朱元璋亲生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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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定云南

还在明朝大军尚未出发远征云南之前，朱元璋就查看地图，对云
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及山川地理进行研究并确定了进军路线。

征南明军出发前，朱元璋召见傅友德，对其面授机宜。朱元璋南
征的方略是：其一，以少数兵力从四川叙永进击贵州威宁，吸引元军
及东川、昭通等当地部落武装；其二，因此，元军主力则必然死守作
为“入滇咽喉”的曲靖，此时，明朝大军主力则暗度陈仓，从湖南沅
陵、芷江进入贵州安顺，出奇制胜，在曲靖一带与元军主力展开决
战，待拿下曲靖以后，由征南将军中抽出一人统率一路大军，北上贵
州威宁，与来自四川的部队会合；其三，其余大军直捣昆明，迫使元
军彼此牵制，无暇他顾，疲于奔命；其四，昆明既克，大军直扑大
理，一举收复滇西。这样先声夺人，大势已定，元军势将瓦解。至于
云南当地部落武装，可以遣人招降，安抚说服，这样也可以让部队免
于长途奔袭，疲于战事，休养生息。

朱元璋这一部署得其要点，周密细致，知己知彼，实乃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事情的进展完全按照朱元璋这一方略进行，以
至师出百日即平定云南。

一切准备就绪，１３８１年，大军出发。朱元璋曾在皇宫外的柳树湾
检阅部队，并于龙江边为将士们举杯饯行，可见朱元璋对这次南征的
重视。

傅友德所率大军是乘船从南京出发的，万艘大船“旌旗蔽江而
上”。征南明军沿长江水路经安徽、江西，只用了２６天便到湖北
武昌。

在武昌，明军兵分两路，傅友德亲自率明军主力继续乘船向西，
直达洞庭湖北岸的湖南常德，尔后弃船登陆，沿常德途经郑冢驿、茶
８



庵铺、沅陵而达辰溪，再经芷江到达新晃，这是一条从武昌经新晃入
贵州而达云南的古驿道，即普安入黔旧路，亦称东路，民间所谓的通
京大道。另一路，傅友德命郭英、胡海、陈桓统率５万明军，由今湖
南进入四川，从而进击威宁，以吸引元军的注意力。

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主力经过２个半月的行军，于１２月１１日
攻克贵州安顺、盘县。明朝诸葛元声《滇史》卷十记载： “十一日，
王师进攻普定。普定土酋安瓒不恭，命友德讨擒之。于是罗鬼、苗
蛮、仡佬皆望风迎降。瓒亦备马、粮、毡、刀弩、牛、羊万计助军。”

当明军攻克安顺、盘县时，沐英就对傅友德说：“趁元军还不掌
握我南征明军战略部署，我们应趁其不备，星夜急驰，赶至曲靖，以
实现皇上出奇制胜、平定云南的战略意图。”傅友德遂采纳了沐英的
建议。

作为军人，傅友德深谙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的兵家之道。明
朝大军攻克安顺、盘县当日，即马不停蹄直奔曲靖。为了出其不备地
突然出现在曲靖，南征明军从安顺、盘县到曲靖本应需要６ ～ ７天的路
程，结果明军以双倍的速度长途急行军，仅用４天时间便抵达曲靖
境内。

此时，梁王已得到明朝大军近抵云南的情报，急命平章达里麻统
率１０万元军主力驰援曲靖，意欲在曲靖与明朝大军展开决战。

曲靖位于云南东北。云南多山，山与山之间的平原，云南人俗称
“坝子”，一马平川的曲靖坝子在云南坝子中占居第四位。我国第三大
河流———珠江就发源于曲靖的马雄山。

云南古称“滇”。曲靖自古即为入滇门户的锁钥，滇东重镇。古
代进入云南的东行古道，即安顺、盘县的“黔滇古道” （明军主力进
军云南的路线），西行古道，即秦朝开凿的，由四川宜宾至曲靖的
“五尺道”（郭英率偏师进入云南所走道路）皆交会于曲靖。

特殊的区位，使曲靖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元封二年（前
１０９年），汉武帝刘彻征服滇国，在此设益州郡，置味县（今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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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建兴三年（２２５年）春，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
宁郡，并将行政管理中心从滇池县（今昆明晋宁县）移至曲靖。从那
时以来，直至公元７６５年，南诏剿灭滇东爨氏地方大姓割据集团的
５００年间，曲靖一直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所以，朱元璋称“曲靖，云南之噤喉”。欲取云南，必先夺得曲
靖。１３８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２０多万人的明军和１０多万人的元军在距曲
靖城以北仅１公里的白石江相遇了。
３０多万大军隔江对垒。
对于明军，此为决定南征能否胜利的关键战役。而对于元军，更

是为生存而战。双方都费尽心机，倾注全力准备这场战略决战，其惨
烈场景可想而知。

大战一触即发。

１ 白石江大战
且说驻守白石江南岸的元军大将达里麻，此人在草原上长大，自

幼练就一双铁脚杆，奔走起来比骏马还快；又善骑术，所骑马不配鞍
鞯，在马背上灵若猿猱；打起仗来，不披不挂，加上两臂有千钧之
力，是元军中的一员骁勇善战的虎将。

这天，又是两军对阵，元军这边达里麻出阵威风凛凛，他赤裸着
上半身，露出一身肉疙瘩，像铁打铜铸一样。明军也不示弱，一声锣
响，闪出一员大将，黑得像活张飞一样，此乃先锋李凤章。李凤章，
应天府人氏，自幼投在武当山火龙真人名下，习得一身好武艺，在沐
英手下为将，斩关夺寨，全是他打先锋。两员战将相对，杀个难舍难
分，斗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李凤章一根长矛，舞得雪花翻滚，
无奈达里麻在马背上神出鬼没，立马背，钻马腹，像耍杂技一样，十
分难以对付。

傅友德看天色不早，命鸣金收兵。李凤章刚勒马转身，达里麻眨
眼之间已翻身下马，奔到他马后，举刀便砍。旁边小校看见，才忙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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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将军小心！”话音未落，李凤章已来不及招架，只把身一侧，一
只左脚早被达里麻砍断，剩下点点皮肉相连。幸好手下拼死相救，才
把李凤章抢回大营。

沐英见状大怒，令旗一挥，全军向敌阵猛攻，达里麻不支，败退
白石江南岸。

李凤章伤势严重，高烧昏迷不醒，随军大夫虽然为他敷药疗伤，
却也束手无策。幸得当地一位彝族民间草医出手相救，一年之后，李
凤章的腿才得以保全。后来，三帅一面让李凤章在马龙养病，一面表
奏朝廷，封他为千户，子孙罔替。从此，李凤章便在马龙定居下来，
所居之地，因治腿之故，便取名“补胯”。这是明军入滇后所建的第
一个军屯。这个情节，在马龙《李氏族谱》中也有所记载。

关于这次大战，古人多已描述。明军伤了大将，与达里麻两军于
白石江两岸相持不下。腊月的滇东高原曲靖早已冷风瑟瑟，寒意袭
人，白石江上大雾弥漫，２０万明朝大军被元军阻挡于狭长的江边动弹
不得，随时可能腹背受敌。危情之下，三帅升帐筹策，沐英献计：
“目前秋雾弥漫，敌军困守江边，明军无法正面直接渡江。可挑选水
性好的士兵组成敢死队，从上游悄悄渡江，循着山梁摸到元军背后，
吹铜鼓呐喊以虚张声势，在山林岩谷间树旗帜以造成明军主力已渡江
的假象，这样，元军必自乱阵脚，会调整兵力以对付山上的明军。趁
元军防备出现空隙的时机，明军主力可立即渡江，两面夹击，可破元
军。”傅友德当即采纳了沐英的计谋。

达里麻果然中计，急撤守江元军以对付山上明军，河岸上元军军
心浮动，自乱阵脚。傅友德即派遣数百名勇猛而水性好的士兵，手持
长刀和盾牌组成敢死队抢先渡过白石江。上岸士兵“以长刀仰砍岸上
军”，元军士气大乱，一路溃退。渡江明军排成战斗队形整列推进，
枪炮利箭齐发，杀敌呼声震耳欲聋。战至数个会合，沐英又指挥骑兵
直捣元军主力，连斩数百人，如入无人之阵，所向披靡。

白石江战役，明军俘虏元军２万士兵，１万匹战马，元兵横尸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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