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文化艺术创新·第 03卷·第 05 期·2020 年 10 月

A Very Famous General who has been Fighting on Horseback 
for a Life and Opened up Territory in the Barracks——In 
Memory of Miao Nationality General Lan Yu 
Yangxun Wu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Chengbu Miao Autonomous County, Hunan Province, Chengbu, Hunan, 422500, China 

Abstract
Lan Yu,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 general who was honored as the duke of Liang by the imperial court. After 
careful searching, searching files and reading pedigree of a clan, Lan Yu was born in 1340 in the Fengmu forest palm tree Garden of 
Fucheng Dong (now Taiping Village, Dankou Town, Chengbu Miao Autonomous County, China), Miao nationality, died in 1393 at the 
age of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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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一生打天下，叱咤军营明朝将——纪念苗族大将军蓝玉　
吴扬勋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中国·湖南 城步 422500　

摘　要

蓝玉，他是明朝开国元勋，官拜大将军，朝廷封他为梁国公。经考究追寻，查档阅谱，蓝玉 1340 年出生于扶城峒枫木林棕树
园（今中国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太平村），苗族，殁于 1393 年，享年 5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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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玉生平简介

追溯扶城蓝氏先祖，要从唐末五代说起，先祖蓝光晋和

长子蓝昌见于公元 910 年梁开平四年，从江西太和县瓦厂坪

迁徙湖广后，同杨再思拔取“飞山寨”，后在湘西南、桂西北、

黔东南建立“飞山蛮”氏族联盟，因献地归楚有功，后被朝

廷招安，蓝光晋被封为“飞山部酋五道大将军”，杨再思据

飞山自守，蓝昌见据扶城。自此，蓝姓将在扶城区域声名大振，

繁衍生息。

元未，公元 1340 年，蓝昌见十三世孙蓝春应儿子蓝玉

降生在扶城；《蓝氏族谱、序》记载，蓝玉祖籍扶城，苗族。

据《明史》《苗族通史》记载，元未兵乱，朝廷腐败、

民不聊生，百姓处在万般苦难之中，就这样，引起苗、瑶、

侗等民族人民大反抗，后来许多地方少数民族都纷纷举行大

起义，蓝春应和李十一（沐英父亲）也参加了元至正九年爆

发的由吴天保和杨留领导的苗、瑶、侗大起义，兵败后，为

防止苗民再生造反举行了一次大的苗民大迁徙。“举家谪戍

安徽濠州”。少年蓝玉是随父母充军到安徽濠州定远的，沐

英家也和蓝玉一家一样 [1]。因此，后来有人称蓝玉、沐英乃

定远人。

2 蓝玉的丰功伟绩

那年代，各地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在各

地风起云涌，处处树旗起来反抗腐败朝政，当时最著名的农

民起义军首领郭子兴（安徽人）为首的红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

蓬勃发展起来。当时蓝春应与李十一为寻求生计，借机参加

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由于蓝春应、李十一武功领先，得到

了郭子兴的器重。据考证当时朱元璋也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

起义军，转战淮西南后，这支起义军越战越勇，迅猛发展壮大，

朱元璋在发展中迅速成为中层将领，朱元璋的部属常遇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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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遇中看中蓝玉的姐姐，便将年轻貌美的蓝寒梅娶为妻

子，婚后恩爱有加，和睦相处。蓝玉与沐英从小一起玩耍长大，

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喜爱学文和习武，别人在练武时，他

俩在旁边跟着练，动作麻利到位，很受人喜欢。常遇春见他

俩十分用功，便将蓝玉、沐英收为自己的帐中，经过常遇春

的严格训练，蓝玉进步了得，加之个子长得彪形体壮，武功

功底也十分强胜于人。后来每次打仗非常勇猛，敢于冲锋陷阵。

由此，蓝玉得到了朱元璋和常遇春的重用提携。蓝玉在

军中严守军规，忠心耿耿，不但胆识过人，而且武功超群，

足智多谋，每一次和敌人作战，都能做到身先士卒、勇猛顽强，

克敌制胜。

《明史》记载，说蓝玉有“大将之才”，作战勇敢，有

胆有识，能征善武，屡立战功，深受朱元璋和常遇春的赏识，

不久就被授予六品管军镇抚之职。后因战功卓著，相继升任

为五品武德卫千户所，新军千户所，再升至正二品都督指挥

使，大都督府佥事。其后又不断建立军功，明皇朱元璋对蓝

玉更加器重，渐次被封为永昌候、大将军、梁国公（凉国公），

成为明朝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明代初期，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十分猖狂，保留着一股强

大的反扑势力，接二连三地在各地叛乱，而平息这些叛乱的

领军人物中却离不开蓝玉，蓝玉因战果辉煌，取得了丰功伟

绩。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蓝玉跟随征西将军傅友德出

征四川，攻克锦州。次年蓝玉跟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出雁门，

败元兵于乱山、土刺河。二年后，蓝玉亲自率兵攻占兴和，

活捉元国公贴里密赤及其下属等大小官员及要人，此战受到

朱元璋的重赏。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蓝玉同西平候

沐英领旨前去剿灭西番叛乱时，活捉了西番首领三副使、歼

灭叛乱者一千余人，有力地镇压了叛军，大获全胜。蓝玉即

在次年被朝廷封为永昌候，受赐世袭，食禄二千五百石，执

掌着一方的军政大权。蓝玉在凭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经历，

积累经验，提高战术，充实带兵打仗的勇敢和机智，逐步走

上了明朝的军中领头人物角色，很受上层首领的提拔和重用。

洪武十四年，蓝玉、沐英分别被拜为征南、左、右副将军，

随傅友德大将军出征云南，进入云南后，蓝、沐二将军以迅

雷不及掩耳和所向披靡之势，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云南的元军。

蓝玉、沐英两副将军在这平息云南的叛乱中又立下了汗马功

劳，得到了傅友德的荐举和宠爱，傅友德将蓝玉、沐英的勇

敢和杀敌功劳呈报朝廷，朱元璋大喜，给蓝玉、沐英分别赐

禄五百石，并将蓝玉之女册封为蜀王朱椿的妃子。

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 年），蓝玉跟随大将军冯胜讨伐

元太尉纳哈出。在这次征战中，于庆州杀死元军平章果里来，

生擒了平章果里来的儿子不兰溪，又在金山将纳哈出招安。这

次征战大获全胜，凯旋而归。由于蓝玉、沐英累战累胜，在朝

诸位军事统领人之中有人对冯胜大将军产生嫉妒，互不服气，

怨气也大。有些人将冯胜大将军告上，在冯胜讨伐元太尉返回

朝廷后，即被拿下，赐予罪臣斩首并灭族。如此，朝廷即赐蓝

玉为“总管军事”，拜为大将军，由于残元势力在北疆骚扰、

捣乱，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处于迫在眉睫之际的紧要关

头，朝廷下令蓝玉带领十多万人马前去征讨，蓝玉受令，马不

停蹄，夜不休眠，日夜急行，直驱敌营，由于敌军估计不足，

毫无准备，知道是蓝玉领军到来，敌人吓破了胆，军中乱成一

团，无法应战，被蓝玉所带领的军队顷刻间杀得一败涂地。这

次生擒元军部属三千多人，俘虏男女七万余人，缴获元军大批

军用物资和粮食、牲畜，摧毁了元军的指挥机构，彻底消灭了

元军在北疆的残余势力。朱元璋收到捷报后，格外开心，向身

边朝臣官员伸出大拇指，赞赏蓝玉是明朝之英雄，给予蓝玉将

军的嘉奖，并赐封蓝玉为明朝梁国公。

3 蓝玉的悲剧

蓝玉在一路征战中连连取胜，步步升迁，加官进爵，被

戴上了许多光环，备受人夸奖。他还是在少、壮年时，就学

文习武，刻苦学习，精心钻研，虚心拜能者为师，学文为自

己添加了聪明的智慧，习武练就了自己强壮的身体和杀敌本

领，为打胜仗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直至一路飙升到皇帝的左

右大臣。

蓝玉由于战功显赫，屡次深受朝廷重用，而且总揽了军

政大权，在高位得志时，由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朝臣的

眼里也逐渐容不下这颗太刺眼的新星。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也

逐渐无人可随，性情高调，骄傲情绪日渐高涨，日趋严重，

最后发展到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程度。这给他在自己的圈

内造成痛失人心的境地，积累了下属的怨气，降低了自己与

部属同呼吸共命运的载体，慢慢地脱离了群体，脱离了息息

相关、生死相依的这支大队伍，从而变成了居功自傲，目空

一切，在言语上敢说敢为，从不绕弯子，直至铤而走险，把

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人见人怕的将军。由于权势过大，显赫战

功过多，光环耀眼之势也给他带来在别人心目中的嫉妒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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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树敌如林，正如常人所说：“同行生嫉妒，官场互咬人”，

在个人所为不受限制时，狂妄、高傲、自大、我行我素的表

现日益抬头，得罪了周围的大臣们，相互间失去真诚和友谊，

引起了各位大臣的高度戒备和警觉，甚至发展到有人谋伐挑

拨蓝玉与皇上的关系，最后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2]。

例如，有一次蓝玉北征回朝，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

求开城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要部下撞关而入。

作为身为高级将领的蓝玉却无视关规，专横跋扈，肆无忌惮，

带其部队强行闯关。还有他一意孤行，高傲自大，甚至发展

到参拜皇上时竟不下跪行礼，上朝时甚至顶撞皇上，让皇上

寒心。因此，朱元璋把原赐封蓝玉官爵的“梁国公”削为了“凉

国公”。在狂妄自大中，蓝玉经不起下属对他的怨恨，也经

不起同僚的冷眼和向皇上对他的指控，更经不起皇上对他的

怀疑，执迷不返，特别是锦衣卫蒋瓛对蓝玉目中无人之傲，

直接向朱皇面控蓝玉有谋反行为，严重威胁着皇位的稳定和

安全。朱元璋得知后，心中大怒，下令立即将蓝玉抓获打入

死牢，并下达此人不可久留之圣旨。且用最残忍手段将蓝玉

割头和剥皮之极刑，抄没其家，灭其三族，与蓝玉相关的将

领都被统称为“蓝党”，被处死受株连的人数超过一万五千

多人，这是有史以来震惊古今的最大牵连案。朱元璋是一个

心狠手辣，很不讲情面的君王，他在位时杀了诸多开国功臣，

胡惟庸案也和蓝玉案不分上下，同样杀了一万五千多人。像

将领徐达、冯胜等很多无辜者都惨死在朱元璋的屠刀下。蓝

玉的死法更显示出朱元璋残忍的一面，割下头，剥下人皮，

填充稻草，并把头颅悬挂城门示众，这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

实属罕见。蓝玉虽然有过错，但是也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样的下场实在是过于残忍。

在为明朝打天下的时候，给了蓝玉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在消灭北元势力的战斗中，立下了无数大功劳。就是这些

功劳，给了蓝玉这个没有受过挫折的常胜将军带来对自己极

为不利的隐患。据《中华传奇·大历史》讲述，蓝玉是一代

不懂政治的将领，由于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致使自己伤害

至极的是，在上朝时竟然公开顶撞皇上朱元璋，犯了朱元璋

的忌讳，给了朱元璋除掉心患创造了机遇，朱元璋找了个机

会给蓝玉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并为了警示天下，赐蓝玉割头

剥皮之极刑。时隔多年，传说张献忠攻破成都，在成都城内

发现有一个蓝玉雕像，雕像外面穿着衣服，张献忠摸着这个

雕像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他把衣服去除之后发现这个雕像

后背处有明显的缝合痕迹，贴近一看，竟然是一张人皮，这

就是当年蓝玉的人皮，据传说张献忠收藏了这张人皮。张献

忠死后，人皮也不知去向。另外，有人说蓝玉的头颅被一个

蓝姓士兵化装成百姓将头颅藏在谷箩中，用最快的行军速度

偷偷送回扶城安葬。到扶城后发现藏放蓝玉头颅的那筐内稻

谷全部被血染成乌黑，族人不忍将稻谷舂米吃饭，便留下作

种子，次年撒在秧田，秋后稻田结出的谷子全部成紫黑色米

粒。蓝姓后人为纪念蓝玉，便将蓝玉被杀之日（四月初八）

定为纪念日（忌日）。2007 年丹口镇太平村举办了纪念明朝

开国元勋蓝玉诞辰 666 周年大祭，来自湖南各地及安徽、江西、

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外省蓝姓后裔及专家学者 500 多

人参加了此次隆重的祭祀活动。

4 结语

综上所述，封建的社会统治阶级不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

体，而是为个人的专制和本族的利益而设置的个人集群政权。

只要是与专制的皇上意见不一，不论是什么高官大将，都会

带来杀身灭族的重大极刑处置。蓝玉为明朝立下显赫战功，

也惨遭杀头、活剥人皮的极刑。这也充分说明少数民族在当

时不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是充当其统治阶级专制下奴

隶的活现，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地

位之低劣深受歧视。同时，也看到少数民族对当时政权的维

护和流血献身不计俸禄和地位的无私境界。蓝玉惨案，血的

教训是：“只知晓效忠朝廷，不懂政治”，指望所有后人要

汲取先辈血的教训，在各自岗位上居功不傲，视下属为子女，

视同级为兄弟，讲究真诚团结，相互信任，谦虚谨慎，遵纪守法，

忠贞爱国，献身于民。

蓝玉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大将军、梁（凉）国公，也是我

们苗族人民的骄傲，既是扶城人之荣耀，也是我们苗族人民

永远敬仰的、纪念的大英雄、大将军，我们将尽己之力，宣

其功劳、敬其英雄、实事求是地将蓝玉大将军从小学文习武、

机智灵活、勇猛杀敌之本领还原人世，让其精神发扬光大、

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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