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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要写那个‘过了气’的皇帝？
写那个杀上司、杀战友的‘暴君’？
写那个总打不赢朱元璋的‘败将’啊？
”当人们惊讶于我关于陈友谅的选题时，我的写作热情在惊讶声中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高涨了。
我以为人们越是曲解陈友谅，我们就越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陈友谅。
其实，起初要写陈友谅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陈友谅是我的老乡——地地道道的洪湖人。
洪湖是什么地方？
不是有部电影叫《洪湖赤卫队》吗？
里面不是有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吗？
洪湖就是那个富有诗意的浪打浪的地方。
陈友谅就出生在洪湖岸边的黄蓬——一个水乡小镇。
《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沔阳黄蓬渔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
”这里所说的沔阳是指公元1320年前的沔阳，那时的沔阳为沔阳府，属河南行省荆湖北路宣慰司，辖
玉沙、景陵二县。
而玉沙县正是距今690年前的洪湖“老县城”，县治在沔城、通海口一带。
沔阳曾于宋宝元二年（1039年）降县为镇，属玉沙县管辖。
1951年，从沔阳县属地的南部、监利县属地的东部、汉阳县属地的西部、嘉鱼县属地的北部各划出一
部分，成立了洪湖县，1987年洪湖改县为市。
于是乎，陈友谅这位沔阳渔家子，便名正言顺地属洪湖市人了，而不是一些资料上所说的沔阳人或仙
桃市（1986年沔阳县改为仙桃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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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者为王败者寇”，因为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陈友谅一直被朱明王朝及后代文人诬蔑贬损，失
去了他本来的面目及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本书是第一部为陈友谅作传的书，客观、真实地描述了陈友谅波澜起伏的一生，还原了—个真实的陈
友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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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陈友谅自然不是那么好骗的，倒是上次陈友谅派人上门致歉称再不攻打池州一事，将朱元璋忽
悠了一把，最后导致朱家军在太平的惨败。
究竟是谁骗得过谁呢？
当然，朱元璋知道，行骗要找一个好地点，那就是应天城外的龙湾。
不过，有时为了行骗，还得找个好的托。
这托，朱元璋心里有数。
他不是别人，老康——康茂才自然是朱元璋心中的不二人选。
康茂才，蕲县（今安徽宿州南蕲县）人，本是元军的一名都元帅，在朱元璋攻打集庆时战败，遂归附
于朱元璋。
康茂才以前在家乡起事时，因为都是穷人出身，和陈友谅、张士诚都有过交往，也在陈友谅手下当过
差，应该说还有一定的交情。
康茂才手下一个老侍卫安来是康茂才的老乡，自然也和陈友谅相识，还曾一度作过陈友谅的侍卫。
康茂才即使投身朱元璋的门下后，私下里也还是和陈友谅有一定接触。
朱元璋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军不如陈友谅，便决定把陈友谅的军队诱到岸上去，打一场
伏击战。
埋伏的地点就是龙湾，因为龙湾那里有一大片开阔地，汉军到此只能上岸，岸上不远处有座不太高的
石灰山，那里是最好的打伏击的地点。
“关键是如何牵着陈友谅的鼻子，让陈友谅走为他选好的路。
”朱元璋心里在琢磨。
康茂才派上了用场。
朱元璋让康茂才给陈友谅送去一些假情报，说他老康要倒戈，建议陈友谅分三路进攻应天（这样可以
分散陈友谅的兵力），并嘱咐一定要采取水路进攻的方式，到时他老康会在江东桥——经长江进入秦
淮河直抵南京城下的一条三汊河上，且是唯一的一座木制桥——与陈友谅会合，到时他老康会将阻挡
水军船舰前进的江东桥木质桥梁、桥板挪开，这样汉军水军便可畅通无阻。
这个信息是由曾侍候过陈友谅、现为康茂才的老侍卫安来亲自送来的。
信息的载体是一封简短的书信：“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乎生。
此乃三国周郎的名句，也是不才茂才之心声也！
不才所投非主，碌碌无以自立，愿做内应。
明晚率部于江东桥近恭迎夜袭，敬待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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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是反对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统治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当时人
们对他是同情的、怀念的，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新建的长江大桥下被保存着，供来往游人悼念。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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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友谅这一生》是由崇文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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