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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是在吸收、综合这些明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由于本人的能力实在不足以写出比上述各位先生更美的文字，因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在很多地方只
好引录上述著作。
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书虽然由本人署名，却不敢将其据为已功。
如果书中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也首先应当归功于上述各位先生。
当然，书中的错误完全由本人负责，与上述各位先生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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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兼并诸军。
背弃龙凤　至正二十年（1360年）以后，江南地区除朱元璋外，以陈友谅和张士诚两股势力最为强大
。
陈友谅原为徐寿辉的部将，在至正二十年杀死徐寿辉，自立为皇帝，国号大汉，据有江西、湖广之地
。
徐寿辉的另一部将明玉珍不服，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天完红巾军虽然分裂了，但陈友谅部仍是江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进占平江之后，次年一度降元，被封为太尉，但“擅甲兵土地如故”。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张士诚派兵袭据杭州，势力进一步扩张。
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
“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
余里，带甲数十万”，①成为又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处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之间的朱元璋集团，最初在用兵方向上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张士诚离得较近，陈友谅离得较远，应该首先消灭张士诚，然后再消灭陈友谅。
而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儒士刘基认为，张士诚目光短浅，是个守财奴，毋须多虑。
陈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而且总想吞并自己一方，因此应该先对陈友谅用兵。
陈友谅既灭，张士诚势孤，很容易便可将其除掉。
最后，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确定了先陈后张的用兵方略。
　　早自至正十七年，由于朱元璋的部将常遇春夺取了陈友谅部占据的池州，朱、陈两军即不断相互
攻战。
以后朱元璋的势力扩展至皖南、浙东，与陈友谅占据的地区相邻，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率十万大军，拥上百艘战舰，自采石蔽江而下，约张士诚从东面同时向朱
元璋军发动进攻。
面对陈友谅咄咄逼人的攻势，朱元璋为了避免遭到陈友谅、张士诚两面夹攻，命与陈友谅有故交的康
茂才给陈写信，表示愿为内应，诱陈速来，同时在应天设下埋伏。
陈友谅果然中计，遇伏大败，退回江州。
朱元璋乘胜夺回太平，攻占安庆。
在这次交战中，张士诚见陈军不利，为求自保，始终未敢轻动。
　　应天之战后，陈友谅军将士离心。
朱元璋利用有利形势，于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溯江而上，向陈友谅发起进攻，相继攻取了蕲州、黄州、
兴国、黄梅、乐平、抚州等地，次年又收编了龙兴（亦称洪都，今江西南昌）的守军，并连下瑞州、
吉安和临江。
陈友谅被迫退至武昌。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韩林儿、刘福通在安丰遭到张士诚部将　吕珍率军围攻，向朱元璋求援，朱
元璋率军前往。
陈友谅乘机向　朱元璋占领区发起进攻，连克吉安、临江等数城，并包围了洪都　城。
陈军号称六十万，巨舰数百艘。
洪都城守军在朱元璋之侄朱　文正的率领下，据城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
七月，朱元璋　亲率主力部队二十万驰援。
陈友谅率众至鄱阳湖迎战。
经过一个　多月激战，陈军损失惨重，军心逐渐瓦解，降者日众。
陈友谅向　湖口突围，朱元璋率军邀击。
混战中，陈友谅中流矢死，其子陈　理和残兵败将逃回武昌。
九月，朱元璋军乘胜占领了湖北诸郡，　并进围武昌。
次年二月，陈理计穷势屈，出城投降，大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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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以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
为左丞相，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
立长子朱标为世子。
　　陈友谅既灭，朱元璋已无后顾之忧，遂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令大将徐达、常遇春总兵，向张士诚
发起进攻。
朱元璋采取先取淮东，剪除张士诚肘翼，然后再取浙西的策略。
到次年四月，朱军夺取了原由张士诚占领的江北之地。
张士诚被迫退守长江以南。
八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向江南发动进攻，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
地，进而包围了平江城。
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过十个月围攻，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在与张士诚作战时，朱元璋开始与红巾军彻底决裂。
在此之前，朱元璋一直沿用大宋龙凤年号，即使到至正二十三年韩林儿等人被带至滁州以后，朱元璋
在下达命令时仍然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而在讨伐张士诚的文告中，朱元璋则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
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①至正二十六年冬，朱元璋见韩林儿、刘福通已完全失去利用价值，成了他登基称帝的障碍，更对二
人采取了斩尽杀绝的做法，派手下将领廖永忠将韩林儿、刘福通从滁州解往应天，在途经瓜步时，沉
舟将二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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