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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

张至逃

V o
l 6 2

,

N O Z

Ju n
. ,

20 14

(安徽大学 历史系
,

安徽 合肥 2 3 0 0 3 9 )

【摘 要】在元末农民战争中
,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
“

淮西
”

地区
,

历 经二十余载的南征北战
,

建立明朝
,

统一全国
。

在此期

间
, “

淮西功 臣集团
”

为朱元璋出谋划策
,

运筹帷慢
,

决胜千里之外
,

立下 了汗马功劳
。

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
, “

淮西功 臣集团
”

被朱元璋彻底铲除
。 “

淮西功 臣集团
”

的兴起
,

发展到灭亡的过程
,

折射出历代开 国元勋相同的发展轨迹
。

【关键词】元末农民战争 ;朱元璋 ;淮西功 臣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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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
,

元主昏庸
,

致使政治腐败
,

贪官污吏 归焉
。 ” 「职淮西集团的雏形初步形成

。

横行于世
,

百姓怨声载道
,

民不聊生
。

元顺帝至正 当时
,

壕州城内郭子兴与另外四个红巾军首领

十一年 (公元 1 351 年 )
,

刘福通
,

韩山童率先在颖州 矛盾重重
, “

时彭赵所部横暴
,

子兴弱
,

太祖度无足

(今安徽阜阳 )举行起义
,

建立龙凤政权
,

揭开了元 与共事
。 ” 「淞于是在至正十四年 (公元 13 54 年 )

,

朱元

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

随后
,

各路英豪群雄并起
,

纷 璋为谋求独立发展
, “

乃以兵属他将
,

独与徐达
,

汤

纷建立起不同的农民政权
,

如徐寿辉的天完政权
、

和
,

费聚等南略定远
。 ” 「淞在这一过程中

,

朱元璋带

张士诚的东周政权
、

陈友谅的西汉政权等
,

这些政 走了二十 四个人
,

这二十 四个人为清一色的淮西

权在反抗元朝的同时
,

彼此间还进行着兼并的战 人
。 “

徐达
、

汤和为朱元璋淮西乡党
,

即壕州钟离人 ;

争
。

但最后扫清群雄
,

推翻蒙元统治
,

建立明帝国
,

吴良
、

吴祯兄弟及华云龙为淮西定远人 ;花云
,

淮西

统一中国的却是出身微寒
,

自诩为
“

淮西布衣
” , “

壕 淮远人 ;陈德
、

顾时
、

唐胜宗
、

陆仲亨
、

郑遇春
、

周德

梁之民
”

的朱元璋
。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
,

兴
、

谢成
、

郭英
、

耿炳文均为壕州人 ;耿再成为淮西

南面称孤
,

除了与朱元璋 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当时的 凤阳府五河人
。 ” 4[]

社会形势密不可分之外
,

也与被后世称为
“

淮西功 随后在朱元璋攻占滁 阳后
,

冯国用
,

冯胜兄弟

臣集团
”

的鼎力支持和出谋划策密不可分
。

虽然淮 和李善长先后投奔其摩下
。

冯国用
,

冯胜兄弟是定

西集团于洪武十三年 (公元 1 380 年 )被朱元璋借
“

胡 远人
,

他们
“

雄勇多智略
,

俱喜读书
,

通兵法
。 ” 「狮 37 95

被

惟庸案
”

而清洗殆尽
,

但是淮西功臣集团在朱元璋 朱元璋留为亲信
, “

稗居幕府
” 「狮 37 95 。

李善长也是定

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和明朝初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远人
, “

少读书
,

有智计
,

习法家言策事多中
。

太祖

色
。

… … 留掌书记
。 ”
饰 37 69

至正十五年 (公元 13 5 5年 )
,

在

一
、

淮西功臣集团的形成与特点 朱元璋接受龙凤政权授予的左副元帅之职的同时
,

淮西
,

又名淮右
,

主要指今天安徽省的江淮地 凤阳怀远人常遇春
,

淮西虹县人邓愈前来归附
。

区
。

淮西功臣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即来 自此地区
,

所 至正十六年 (公元 13 56 年 )
,

朱元璋第三次攻占

以被称为
“

淮西集团
” 。

而朱元璋亦来 自于此地区
,

集庆
,

改集庆为应天府
。

此时朱元璋摩下还有盯胎

与淮西集团有着相同的地域背景
,

加上淮西集团开 人李文忠
,

定远人蓝玉
、

沐英
、

胡海
、

胡惟庸等
。

由

国之功最为显赫
,

所以在明朝建立后
,

其所受到的 此
,

淮西功臣集团正式形成
,

在以后消灭群雄
,

建立

待遇也最为荣耀
。

当时有人写到
: “

马上短衣多楚 明朝
,

清除蒙元的过程中立下 了汗马功劳
。

客
,

城中高髻半淮人
。 ”

ln[] 47
这反映了朱元璋与淮西集 从淮西集团的形成过程中

,

我们可以看出其有

团关系的密切
。

以下几个特点
。

一是具有相同的地域特征
。

淮西

朱元璋最初在今安徽凤阳县的皇觉寺出家为 集团中无论文臣武将
,

皆出自淮西地区
。

乡土情结

僧
,

后因为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
,

便在至正十二年 成为维系整个集团的精神纽带
,

使得其在反元斗争

(公元 1 352 年 )投奔了壕州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并且 和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能够紧密团结
,

形成典型的淮

得到了郭子兴的重用
。

至正十三年春 (公元 1 3 5 3 人官僚集团
。

二是淮西集团中的大部分人都和朱

年 )
,

朱元璋回到家乡募兵
, “

壕人徐达
、

汤和等皆往 元璋一样出身寒门
,

备受元朝政府的压榨与欺凌
,

收稿 日期
: 2 0 1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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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元朝末年淮西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
,

使得

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

三是淮西集团大多以

武将构成
。

如徐达
“

少有大志
,

长身高颧
,

刚毅勇

武
。 ” 「3如37 2 3

常遇春
“

貌奇伟
,

勇力绝人
,

猿臂善射
。 ” 「3 lp 37 3 3

傅友德
“

晓勇绝人
,

累立大功
。 ” 「饰752 而文臣则仅有李

善长
、

胡惟庸
、

陶安等少数人
,

因此形成了
“

武主文

从
”

的局面
。

四是
“

淮右功臣集团还以亲缘与血缘

的婚姻关系形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整体
。 ”
饰

` 29
通过联

姻等方式使淮西集团内部关系错综复杂
,

盘根错

节
,

形成同进同退
,

一荣俱荣的局面
。

二
、

淮西功臣集团的作用

从至正十三年朱元璋南下经略定远开始
,

到最

终统一中国
,

建立明朝
,

驱逐蒙元
,

淮西集团为朱元

璋出谋划策
、

勇战群雄
,

竭尽忠诚
。

可 以说
,

朱元璋

的成功离不开淮西集团的鼎力相助
。

(一 )出谋划策

冯胜在投奔朱元璋后
,

被问及何谓
“

天下大计
”

时
,

说道
: “

金陵龙蟠虎踞
,

帝王之都
,

先拔之以为根

本
。

然后四出征伐
,

倡仁义
,

收人心
,

勿贪子女玉

帛
,

天下不足定也
。 ” 「狮 37 95

陶安也曾向朱元璋献策
:

“

金陵古帝王都
,

取而有之
,

抚形胜以临四方
,

何向

不克
。 ” 「狮 39 25

朱元璋也正是在这些谋臣的帮助下
,

以

应天府为中心
,

东征张 士诚
,

西讨陈友谅
,

北逐蒙

元
,

最终建立大业
。

在四处征讨的过程中
,

朱元璋

采纳了李善长提出的建议
“

秦乱
,

汉高起布衣
,

豁达

大度
,

知人善任
,

不嗜杀人
,

五载成帝
。 ” 「狮 37 69

整顿军

纪
,

明令禁止
,

不妄杀俘虏
,

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拥

护
,

这对朱元璋以后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二 )决胜千里

除了文臣向朱元璋提出的正确建议之外
,

武将

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在朱元璋攻取太平的

过程中
, “

元兵阵于矶上
,

舟距岸三丈许
,

未能卒

登
。

常遇春… …挺戈跃而上
,

守军披靡
,

诸军从之
,

遂拔采石
,

乘胜径攻太平
。 ” 「酗至正十六年

,

朱元璋

虽以应天为中心
,

建立了根据地
,

但此时
,

张士诚
、

陈友谅
、

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分散在周边
,

对朱元璋

的根据地形成严重的威胁
。

公元 13 6 3年
,

陈友谅率

大军围攻洪都 (今江西南昌 )
,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带

领邓愈等人死守八十五日
,

为朱元璋回援赢得时间
,

同时重创陈友谅的水军
,

为都阳湖划走奠定基石出
。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
,

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

军
,

常遇春为副将军
,

统兵二十万
,

讨伐张士诚
。

徐

达
,

常遇春一路连克湖州
,

杭州
,

绍兴等地
,

俘虏张

士诚于平江
。

第二年
,

朱元璋任命汤和为征南将

军
,

讨伐方国珍
,

方国珍战败
,

不得不向朱元璋乞

降
,

于是浙东遂平
。

公元 1 367 年
,

朱元璋再次任命徐达
,

常遇春为

正副大将军
,

率兵二十五万北伐中原
,

开始了对元

朝的大规模作战
。

徐达
,

常遇春按照朱元璋的部

署
,

很快便攻占了元大都
,

结束了元朝九十多年的

统治
。

随后
,

为了巩固三年前的战果
,

徐达
、

李文忠

率军攻 占元朝的上都
,

迫使元顺帝北逃
,

解除了元

对北京的威胁
,

使蒙元势力退回草原
,

在一定时期

内无力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
。

三
、

淮西功臣集团的覆灭

公元 1 3 6 8年
,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
,

建立明朝
。

而追随朱元璋的淮西人因屡立战功
,

地位急速提

升
。

在朱元璋首封的六公二十八侯之中
,

六公 (李

善长封韩国公
、

徐达封魏国公
、

常茂封郑国公
、

李文

忠封曹国公
、

冯胜封宋国公
、

邓愈封卫国公 )皆为淮

西人
。

此时
,

淮西功臣集团的势力达到顶点
,

显赫

朝野
,

连同样立有开国之功的浙东集团也只能望其

项背
。

然而就在洪武十三年到二十六年
,

朱元璋借
“

胡蓝之狱
” ,

对淮西集团痛下杀手
。

首先以
“

擅权

植党
”

等理由处死宰相胡惟庸
,

接着在洪武二十三

年
,

以
“

交通谋反
”

的罪名赐死太师李善长
, “

连及坐

诛者三万余人
” 「狮 79 08 。

随后
,

洪武二十六年
,

凉国公

蓝玉被锦衣卫告发
“

谋反
” ,

牵涉到的淮西功臣有景

川侯曹震
、

定远侯王弼
,

怀远侯曹兴
、

普定侯陈桓

等
,

被处死者达万余人
。 “

胡蓝之狱
”

造成
“

彻侯
、

功

臣
、

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
,

坐党论死者可二万

人
。 ” 「枷 ` 86

淮西功臣集团遭到清洗
,

至此覆灭
。

对于朱元璋为何对立有大功
,

且与自己有相同

地域背景的淮西功臣集团展开清洗
,

一般认为有以

下两个原因
,

一是由朱元璋 自身生性多疑的性格决

定
,

淮西功臣功高盖主
,

引起朱元璋的猜忌 ;二是因

为淮西功臣倚功跋启
,

不守法纪
。

但是
,

笔者认为

还有两个原 因不容忽视
,

第一个原因是朱元璋借
“

胡蓝之狱
” ,

废除两千年的垂相制度
。

君权和相权

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种不同势力
,

随着中央集

权专制的发展
,

二者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
。

朱元

璋认为
: “

设相之后
,

臣张君之威福
,

乱 自秦起
,

宰相

权重
,

指鹿为马
。

自秦以下
,

君天下者
,

皆不鉴秦设

相之患
,

相继而命之
,

往往病及于国君者
,

其故在擅

专威福
。 ” 「吻228 因此

,

朱元璋绝对不会允许相权对 自

己的统治产生威胁
。

在除掉胡惟庸之后
,

朱元璋便

下令撤销中书省
,

废除垂相制度
, “

自古三公论道
,

六卿分职
,

不闻设立垂相
,

自秦始置垂相
,

不旋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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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

汉
、

唐
、

宋虽有贤相
,

然其间亦多小人
,

专权乱 莫大矣
。 ” 「枷857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淮西功臣集团

政
,

今我朝罢垂相
,

大权一归朝廷
,

以后嗣君
,

毋得 覆灭的原因
。

议置垂相
,

臣下敢以此请者
,

置之重典
。 ” 口秘

2

第二个 四
、

结语

原因是皇太子朱标长期接受儒家教育
,

生性忠厚软 明太祖朱元璋在依靠
“

淮西功臣集团
”

建立明

弱
,

朱元璋担心 自己驾崩后
,

继任的国君无法控制 朝
,

统一全国后
,

随即对
“

淮西功臣集团
”

展开清洗
,

满朝文武半数淮臣的境况
。

为了朱家天下不被那 上演 了历代开 国之君进行
“

政治消肿
”

的悲情一

功臣名宿所篡夺
,

朱元璋大开杀戒
。

太子朱标曾反 幕
。 “

淮西集团
”

覆灭一方面由自身原因造成
,

如胡

对朱元璋滥杀无辜
,

朱元璋将功臣比如成荆棘上的 惟庸不守法纪
,

蓝玉骄横 自大 ;而更多是因为朱元

刺
,

对太子说道
: “

汝弗能执
,

使与我润琢以遗汝
,

岂 璋为了稳固统治
,

不得不痛下杀手
,

这也应证了古

不美哉
。

今所诛者
,

皆天下之险人也
,

除以燕汝
,

福 话
“

飞鸟尽
,

良弓藏 ;狡兔死
,

走狗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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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清]夏燮
.

明通鉴 [叫
.

清同治刻本
.

s[] [清]傅维鳞
.

明书 [叫
.

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诚堂刻本
.

Z hu uY an z h an g an d H u ia X i H er o G ro uP

Z H A N G Z h i一m i a o

夕入岁
a Z力刀 en t of H IS to 1 ) ; 孟 n 方厉 nU j

~
j尔 月 i )

伦乙孟n 方厉刀口d 理)

A b s t r a e t : I n * h e p e a s a n * w a r a * *h e e n d o f *h e Y u a n d y n a s *y
,

Z h u Y u a n z
h a n g a ir s e d a * “ H u a i X i ”

.

H e

e s *a b l i s h e d *h e M i n g d y n a s * y
, u n i if e d * h e e o u n *巧 afl

e r 2 0 y e a r s o f if gh *i n g
.

D u r i n g * h i s p e r i o d
, ”

H u a i X i h e r o g r o u p
”

g a v e g o o d a d
v i e e s a n d d e s i g n e d s t ar t e g y g s fo r Z h u Y u a n z

h a n g 5 0 t h a t t h e y h e lp e d h im w i n t h o u s a n d s o f m i l e s a w a y

a n d m a d e e x e e l l e n t e o n t ir b u ti o n s
.

A fl e r e
nj

o y e d th o u s a n d s o f p e t
, ”

H u a i X i h e or g or u p
”

w a s r o o t e d o u t b y Z h u Y u a n

z
h a n g

,

F or m
”
H u a i X i h e r o g r o u p

”
p or d u e * i o n ,

d e v e l o p m e n * *0 d e a * h
,

w e e a n s e e th a t t h e r e 15 th e s a m e t r aj
e e t o r y a s

h i s *or i e a l fo u n d i n g fa *h e r o f a e o u n t r y
.

K e y w o rd s : p e a s a n * w a r a * * h e e n d o f * h e Y u a n d y n a s * y : Z h u Y u a n z
h a n g : H u a i X i h e r o g r o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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