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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功勋卓著的开国将

背景：凤阳人朱元璋在多年反元和与其他

起义军反复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以

淮西人物为主体的军政人物群。主要人物有胡

大海、常遇春、徐达等数十个统军将领以及朱升

等谋臣。依靠这一人物群体的力量，朱元璋建

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出身底层的开国之君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

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的具有这种背景

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他在1328年 10月21

日生于濠州县（今安徽中部凤阳县）的钟离村，

他幼年非常困苦。

1344年当朱元璋16岁的时候，时疫并伴随

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

——他的父亲、母亲和还生活在家里已婚长兄

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

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10月末，他因

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做小行童。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便离开寺院托

钵流浪。这时他年仅17岁。朱元璋在外云游

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

期。25岁时，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还做了红

巾军的头目。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

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

元帅。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

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佑有勇

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

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

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

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

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元

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

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

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

不搭理，无奈，朱元璋只得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

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

大将军，统帅全军；以常遇春为副将军，另以参

将冯胜、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全力

北伐。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

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

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

帝。

常遇春：从匪首到名将

常遇春，安徽省怀远县常家坟镇永平岗人，

明朝开国名将。23岁时，适值元末，朝政

日非，天下大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各

地农民纷纷起义。常遇春跟随在一位名

叫刘聚的强盗头目左右，后见刘聚等人实在没

有出息，乃在和阳投降了朱元璋。

据史料记载，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初，

朱元璋令常遇春与另一名大将徐达率重兵镇守

池州防备。陈友谅统其兵众，部署袭取池州。

徐达侦悉陈友谅的行动，令常遇春率精兵万人，

设伏于六泉口。陈友谅兵至，全力猛攻池州城，

徐达率领守军开城出击，常遇春伏兵掩其后，大

破陈友谅军，斩首万余，擒捉三千，陈友谅败走

江州（九江）。

可惜，常遇春只活到 40 岁，就病死于柳

河川。一生为将未曾败北。自言能将十万军

横行天下，军中有“常十万”之称，人们美称他

为“天下奇男子”。死后，被追封为“开平

王”。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

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

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

有过之”。

徐达：聪明应对皇帝棋

徐达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是

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一直

对于帮助自己打下天下的诸多功臣抱有极其强

烈的戒心，某日，朱元璋再次召见徐达下棋，而

且要求徐达拿出真本领来对弈，徐达只得硬着

头皮与皇帝下棋。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

都未分出胜负，正当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鸣

得意时，徐达却不再落子。

朱元璋得意地问道：“将军为何迟疑不前？”

徐达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答道：“请皇上细

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才发现棋盘上的棋

子已经被徐达摆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一高

兴便把下棋的楼连同莫愁湖花园一起赐给了徐

达，那座楼便是后来的胜棋楼。

但徐达之死众说纷纭。一说徐达亦非善

终，民间流传徐达功高震主，朱元璋惧之。徐达

患有背疽，忌吃河鹅，朱元璋偏赐蒸鹅全宴予徐

（中国民间传说鹅为“发物”），明朝规定赐宴必

须即时食、全食。徐达知朱元璋的意思，流着眼

泪把鹅肉吃完，不久毒发而亡。这则传闻的可

信度相当低，影响却相当广泛。二说徐达应该

是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病死。

胡大海：被降将暗算遇害

胡大海，泗州虹(今安徽泗县)人，明朝开国

功臣。原是一个炸卖油条的小商人，身材魁梧，

勇力过人。1354年，朱元璋屯兵安徽滁县时胡

大海前来拜见，朱元璋一见胡大海身材魁梧，相

貌威严、憨厚，说话十分投机，非常爱慕，于是留

于军中，命为前锋。渡江后攻取皖南、浙江等

地，任江南行省参正政事，镇守金华(今属浙

江)。

胡大海待人诚恳，对降将也是如此，不料

被降将蒋英暗算。胡大海遇害后，朱元璋作文

以祭，特赠光禄大夫，追封越国公，谥武庄，肖像

功臣庙，配享太庙。

张亚琴

清朝淮军的传奇
背景：咸丰、同治年间，以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控制中国

政局 20 多年。淮军作为中国近代实力强

大的武装集团，一方面是镇压太平军和捻

军的凶手，另一方面又是提倡富国强兵、引

进西方科技、促进洋务运动的重要力量。

著名人物有直隶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潘

鼎新、湖南提督周盛传、广东水师提督吴长

庆等。

●张树声

张树声，安徽合肥人。1853年倡练团练

与父张荫谷及弟树珊、树屏、树槐等在周公

山下殷家畈筑堡寨（后扩建为张老圩），兴办

团练，对抗太平军。先受道员李元华指挥，

在本县及六安、霍山、无为等地作战，又多次

配合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所率团练，在合肥

一带围攻太平军，授知府衔。1879年，张树

声升两广总督，先后镇压苗民起义多起。淮

军在北宁战败后，张树声自请解除总督职

务，专门治军。不久受革职留任处分，仍办

理广东防务，期间亲住黄埔行营，勘察地形，

训练部伍。当年11月病逝于广州。

●潘鼎新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推行殖民主

义，派军占领越南，继而准备占领中国的西

南腹地。清政府除加强两广防务外，并命

潘鼎新为湖南巡抚，在二线布防。光绪十

年（1884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军打败法军

于观音桥。潘鼎新随即驻军谅山，扎兵于

屯梅、谷松、坚牢等处要隘，与法军初战船

头、祗社，获胜。但是清政府面对法军武装

侵略，不主张抗击到底，而乞求议和，李鸿

章密令潘鼎新“战胜不追，战败则退”，使清

军坐失战机，处于防守挨打的被动地位。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廷赏还潘鼎

新原衔，是年5月12日触发旧伤逝世，终年

61岁。

●周盛传

周盛传晚号北海老农，安徽省肥西县

农兴乡周老圩人。

1875年（光绪元年），李鸿章奉命兴修

京、津水利。周盛传专任京沽屯田事务，亲

自反复踏勘天津东南纵横百余里，提出以

疏引河沟，开挖河渠、引淡排碱为主的兴水

利、改土壤、开稻田方案。

1882年（光绪八年），周盛传升为湖南

提督，仍留天津训练士卒。他对西洋后膛

枪炮研究颇深，著《操枪章程》十二篇，成为

淮军教课书。周盛传还上书李鸿章，在天

津紫竹林创办北洋武备学堂。

●吴长庆

吴长庆是安徽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

太平军转战安徽，他的父亲吴廷香创办团

练，对抗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 年），战

死庐江，清廷谕旨赐恤，赏云骑尉世职。五

年，吴长庆袭职，安徽巡抚福济委其统领舒

城、庐江团练。吴长庆痛父殉难，誓与太平

军为敌，不共戴天。

光绪六年元月，吴长庆升浙江提督。

十月，调任广东水师提督，未赴任。时法国

与越南构兵，沿海戒严，清廷命吴长庆帮办

山东军务。四月，吴长庆奉命移防金州，闰

五月病逝。 朱玉婷

朱元璋、徐达对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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