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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义军火烧西仓粮草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率舟师

征陈友谅，长驱至小孤山，陈友谅守将傅友德、丁
普郎迎降，师次湖口。这一仗，朱元璋不仅得到了
陈友谅降将支持，而且开仓济民，宣布政策，得到
了所战之区的民心。

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由九江
发兵 60 万，围攻洪都（今南昌）。三个多月久攻
不下，遭到守将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的顽强抵
抗。朱元璋闻讯，在南京作好大战准备后，亲率
20 万水军救援洪都。因此拉开了历史上继赤壁
之战后又一个以少胜多经典战例的序幕。

陈友谅久攻洪都不下，悉闻朱元璋率兵救
援。他想，我正要与你决战，你倒送上门来。遂调
整部署，撤围返向东进，只见楼船巨舰，舳舻连营，
势如联合舰队，浩浩荡荡杀向鄱阳湖口。

陈友谅在围攻洪都入湖之际，便利用三国时
一直沿用的西仓（今湖口文桥港西）屯藏军粮，并
派大将把守。

朱元璋得知陈友谅从南昌撤围，便作了整个
战略部署和军事动员。

这时最紧张的是守卫在西仓的护粮大将陈友
明。他为了确保军粮安全，建坞筑垒，派出兵士到
附近武山、横山大伐竹木，用以构建临湖两边的水
中木栅和编织竹笼。竹笼用于装盛砂石，沉在木
棚的外围与木栅连成一体，防止敌船靠近破栅登
岸掠粮。坞垒之中暗藏大炮强弩，陈友明以为万
无一失。

陈友明军士的行动，引起了当地义军首领夏
让一等人的注意。夏让一为湖口文桥富家子弟，
喜仗义疏财，爱舞刀弄棒，结交豪杰，颇得民心。
早年便拉了一支队伍，军士三千，战将多员，在饶
砧子湾打造兵器，在王船里造舟百艘，以备军需。
军中多有能工巧匠，并聚集了宋时张顺、阮氏三兄
弟的后裔，张、阮后裔不仅武艺出众，而且水性极
好：人呼“张阮四雄”，张氏又称“浮标”，阮氏三雄
分别称为“水上漂”、“水中走”、“水下睏”，手下有
许多人善水性，声势浩大。

夏让一十分赞赏朱元璋“农民归耕（即耕者有
其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解放女婢、抑豪强、减
赋税、反贪官”的政策，自觉地皈依到朱元璋的麾
下。当他得知陈军屯粮于西仓时，立即召集水陆
将领，决定兵分水陆二部，烧仓毁粮，以助朱元
璋。水上由“张阮四雄”带上四队水哨，每队哨兵
丁 100、平船 10 艘，船上装满鱼油火硝快引，士兵
各带长斧、弯刀、绞剪及贴身武器，牵船下水，凫水
前行，船面不着一人；岸上兵分六路，由夏让一、崔
襄二、蔡昌等率领，直扑坞垒营寨。守水栅的陈军
士兵朦胧中看见飘来一些船只，但船上不见一人，
以为是风浪刮来的渔划子。还未等守兵醒悟过
来，几丈之外，夏军水手射中巡守士兵。而水中军
士已麻利地将栅、笼破坏个大口子，水兵们一声呐
喊，飞跃上岸，杀进守仓营寨。守仓将兵还在睡梦
之中，有的就被砍下了头颅。夏军水兵尽将鱼油
火硝快引一起泼向几个大仓，点燃硝引，顿时火光
冲光，炸声震耳；而陆军将领夏让一等人已经杀进
陈军坞垒营寨。陈友明只听说附近有义军，但根
本不把这些地方义军放在眼里。陈友明只分派了
三处人马守护，但义军六支队伍直杀将过来。很
快，陈友明手下的两处人马被义军崔襄二、蔡昌杀
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当夏让一与陈友明正杀
得难解难分，崔襄二等人赶来夹攻，陈友明招架不
住，逃到樵郎山上去了。夜间一战，陈友谅十万担
军粮毁于一旦。陈友谅后军缺粮，便上岸掳粮，常
被朱元璋的士兵劫杀，军心动摇。

第二天，陈友明逃回见陈友谅，禀告粮食被
烧。陈友谅暴跳如雷，立即挥戈文桥，他要誓杀夏
让一，报毁粮之仇。他亲率一万精兵追赶夏军于
牛头山，双方交战，夏军不敌溃败，崔、蔡二将为掩
护夏让一撤退，拼命抵挡，被陈友谅军士的乱箭射
倒。夏让一双锏匹马逃到外婆家杨伟村。外婆将
他藏匿于一条破船底下，船底下一条沟正通门口
塘。但在慌张之中未来得及把马藏起来。追兵赶
到时，夏让一的战马还系在祖堂前马桩上。陈友
谅见状，认准夏让一就藏在此地，于是下令全村搜
捕。身为渔夫出身的陈友谅水性极好，情知水下
可以藏人，就下令把水车干。军士找来 20 多部水
车，一夜车干。谁知塘干后，有一只硕大的绿蛤蟆
对着陈友谅瞪眼睛。陈友谅思索一会，觉得夏让
一可能有遁法，这蛤蟆想必是他的化身，于是下令
把蛤蟆头剁下来。说来也怪，一会儿夏让一在外
婆身边问外婆：人杀头后能活吗？外婆无意间回
答：“人无头怎能活。”说时迟那时快，夏让一当场
吐血而亡。夏让一虽然死了，但他帮朱元璋立下

了大功，使陈友谅缺少粮草，损兵折将。朱元璋为
了表彰他的功绩，定都南京后，追赠他与崔襄二和
蔡昌为嘉议大夫。而夏让一被供奉石牛山庙祭
祀，地方乡民称之为宰相神祇。时至今日，夏让一
的坟墓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杨伟村为
了纪念这位英雄，用花岗石雕刻了一尊无头的蛤
蟆，置放祖堂前。

鄱湖初战失利
当朱元璋大部队到达湖口后，才知道烧粮之

战，来不及去救援夏让一时，陈军已经返回大营。
朱元璋深深觉得湖口农民可爱可敬，民心可用，真
正算得上“老俵”。后来对俘虏的陈军士兵一律优
待，也是受此启示。

陈友谅与朱元璋正式接战是在鄱阳湖东的康
郎山，这一仗陈军虽然损兵折将，弃甲丢船，但军
力优势还十分明显。最后的决战在湖口摆开。

陈友谅率几十万大军部署在星子的落星墩、
南湖、南湖嘴山、姑塘、杨澜、沙州、水师营及西北
岸，分别由陈友谅、张定边、陈普略、陈友仁、陈友
贵、左金吾、右金吾、陈荣、陈理等将令率领。战船
楼船大舰 100 余艘，均高 10 丈有余，最高 15 丈多，
舱层三级战斗部位，布以火炮、机弩、砲车，下层两
边弩窗 40有余，发现目标，一扣扳机，多箭连发，威
力无比。砲车又名发炮机，安装在顶层，飞石重 12
斤，车底设有滑轮，可移动发射，砸着的死、沾着的
伤；二层沿舱口开以火炮口，两侧各有 20～40 眼，
直射敌船。为防止风大浪急，船失平衡，影响炮弹
准确命中，则以铁链大锁，用钉固定，行走如平地，
船上可跑马，每船可载 3000名士兵。在楼船之外，
还配有中型战舰、蒙冲斗舰、舻舰、没突舰、皮舰
500余艘；专舰即拍舰、火舫几十余艘；行水如飞的
马舟、轻艓 100 余艘，机动联络。陈部还控制大孤
山北侧要冲，封锁了朱元璋部队与湖口义军联通
的咽喉。

大战前，朱元璋所率部队增至 23万余人（增加
投降的陈军士兵和义军），士气高昂，他把八支水
军，分布自皂湖、泊洋湖、南北港（樵郎山）、文昌
府、马家湾、杨港、柘矶港、泾江套等处，分别由俞
通海、徐达、周永忠、张兴祖、赵康、宋贵、方植、潘
舜等率领；“张阮四雄”各率划子队四处接应；朱元
璋则率韩晟、陈北先等坐镇中军黄牛府。陆军由
常遇春等四支部队分别埋伏在湖边山峦，伺机歼
敌，机动接应。

朱元璋的水师战船，大舰也不过只抵陈军的二等
战舰，矮了一个等级。但小艇居多，特别是赤马舟和
荡丹子，小划子、小舢板千余艘。这些小艇称得上“水
上飞箭”，快疾迅捷，而朱元璋部署的兵力既便于集中
又易分散，更有利于避躲陈军的重炮巨舰。

至正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决战开始。第一
仗在南北港与大孤山之间的樵郎山附近开始，上
自屏峰对落星墩，战船排开几十里，一时帆樯如
云，江面上血雨腥风。

扼住大孤山北的陈部大将张定边勇猛异常，
对阵南北港周永忠，周永忠不是敌手。朱元璋发
现周永忠不敌，便驾座舰从文昌府赶往救援。朱
元璋靠近陈军一阵火铳、铁炮、火枪、火箭，打破陈
军船队，解了周永忠的围。但朱元璋的主帅座舰
被张定边发现了，他马上指挥舰船围攻过来。朱
元璋未料到张定边的战船这么快就围了过来，他
马上向黄牛府方向撤退，此离岸边有常遇春率部
接应。可是猛将张定边对准黄牛府岸边猛发炮
火，封锁了朱的退路。同时张定边手下军士，已经
用“钩拒”接近朱的座船，退则钩住不让跑，进则抵
住不让进。在这危急关头，同船战将韩晟看看朱
元璋，摸摸自己的头，马上对朱元璋说：“主帅，我
与你把战袍换了，迷惑陈军。”旁边将士仔细一看，
平常不注意，俩人相貌体形极为相似，均劝主帅换
袍。朱元璋迫不得已对韩晟说：“大功告成之日，
必当重重嘉奖。”韩晟把衣袍换上，站到船侧，故意
让陈军看见，望水中一跳，投水自尽，而朱船将士
则号啕大哭：主帅，你不该死。韩晟乃新州人，时
新州为湖口管辖，投奔朱元璋以后，忠诚守责，义
结乡亲。后明朝建立，朱元璋钦赐在文昌府建忠
臣庙，祭祀韩晟将军，这是后话。

陈军见朱元璋投水自尽，信以为真，以为没了
主帅，便松懈退船。时近傍晚，朱元璋赶忙从船后
跳上“水上漂”来接应的小划子，弃舟登岸逃向石
钟山去。哪知狡猾的张定边在黄牛府与石钟山之
间的鹰嘴岩埋了支伏兵，伏兵看见有人往山上逃，
就猛追猛赶。此时朱元璋身心俱疲，看看追兵将
要赶上，危急关头，常遇春将军赶到。他让过朱元
璋，到其后面杀敌。路窄马不能行，常遇春就使出
全身力气，一枪挑起山岩上的孔石，顺势一甩，砸
得追兵头破血流，追兵被迫放慢脚步后退，他又挑
起一块巨石，追兵一看非常害怕，便往水边撤退。
常将军大喊一声“着”，石头一下子落在水边高大
的一块巨石上，震得水波咚咚，成为人们今天看到
的“英雄石”。战斗完毕，朱元璋在此岩前题写“济

岩”二字，以作纪念。

以少胜多载史册
晚上，朱元璋回归大营，召集众将商议破敌之

策。经过众将领充分讨论，重新确定作战方案：缩
短战线，把皂湖、泊洋湖的水军缩至南北港口两侧
隐蔽起来，示弱麻痹陈军。所有被俘的陈军将士
有伤医治，回乡自愿，并给予路费，愿留在朱部的
原品级任用。派出本地兵士潜往敌营后岸，凡对
上岸掠粮的陈军士兵一律射杀。集中水上尖兵不
惜一切代价，毁掉陈友谅的座船，迫使陈改乘小
船。同时冲在前面的战船均备足火铳、将军筒、铁
炮、神机箭，战船旁系小划子、赤马舟，蒙装稻草硝
油、以备近敌使用。高大的战船帆顶都置一“没奈
何”，系上竹弓，靠近敌船，放弓点引，将“没奈何”
弹上敌船。“没奈何”是用芦苇卷包铳硝、铁汁、油
引、多层卷裹，又长又大，遇火即燃，铁汁浓硝，燃
即爆炸，越炸越散，越散越伤人，这是“张阮四雄”
研制的独门武器。朱元璋又命潘舜在泾江口设
伏，多备火箭、强弩，拦截陈友谅入长江西逃，并派
徐达回防南京。

一切计策停当，天突然转了风向，刮起了东北
风。朱元璋等将领顿时大喜，“真乃天助我也”。
水军将士正好可以乘风而攻，纵火破敌。“张阮四
雄”等浪里好汉布置水兵，将备用的白布倒上菜
油，系在战船右侧，油布可以破浪，压住浪头，不使
浪头涌进船舱损坏武器。

第二天，天刚放亮，“张阮四雄”的四支战船队
出发了。他们瞄到了陈友谅的座船，开始靠近。
陈友谅座船高达 15 米，居高临下，火枪、火炮倾泻
而下，这些小划子一船载三五兵士，浪颠浆划，巧
妙躲闪，一个都没伤着；快接近 30 米时，陈友谅的
座船底层箭窗齐开，几十个窗口，弩箭齐发。这 30
多只小船靠北边方向兵士没有受伤，其它三面均
有伤亡；张浮标见状怒不可遏，命令四支船队按八
卦方位同时发起进攻。陈军的火箭火炮齐发，只
因风浪太大，又是北风逆风，火炮、火枪、火箭威力
大减。只是偶尔打中几只小船的侧弦，并无大
碍。陈友谅从梦中醒来，见几十只小船围着自己
的战船，心里一阵发虚，便命令左右护卫船，共同
消灭小船水军。

这时朱元璋亲率俞通海、周永忠等战船接战
左、右金吾的战船，左、右金吾战船比陈友谅的座
船要矮两三米，朱元璋令帆手三帆齐升，船借风
势，忽恁冲到了左、右金吾战船边，抵船作战。俞
通海、周永忠命令火炮火箭齐发，并把帆顶弹弓机
关及引信拉开，一下子“没奈何”弹到敌船上，顿时
火光冲天，爆炸连连，舱帆着火。陈军士兵从未见
过这种火器，慌忙跳水逃生。俞周二将冲上楼船，
活捉了左、右金吾。

这里陈友谅座船武器多兵将多，船层高，朱军
的火器难以奏效，陈友谅没把这些小船放在眼
里。就在这一刻，他的左、右金吾战船被烧、从南
北港方向冲出如云帆战船，原来这是朱元璋的伏
兵。这些精锐部队会同俞通海、周永忠等对敌船
链锁楼船发起了猛攻，火箭、火炮、火枪、“没奈
何”，一齐弹射，大部分的楼船帆燃烧、舱着火、爆
炸声震耳，火光冲天，鄱阳湖面一片火海，烧红了
一边天。

四只小船队在座船密集的箭炮中并没有败
退，只是被其火箭神机箭逼住无法靠近。张浮标
见四支船队拿不下，一声口哨，阮氏三雄率四支船
队同时到齐，张阮则按八卦方位同时向 8个方向进
攻，轮番冲击。终于“水中睏”的小船队接触到了
座船底下，那些“水中睏”的水兵都是久经沙场、在
水里能呆一两个时辰的人，熟悉船体构造。他们
找准船下桅的顶缸脚板，此板无钉，要有弹性，故
不甚坚硬。几个水兵七手八脚把这块板凿破，将
皮囊里的油和硝分别倒进舱里点燃起引信，霎时

“轰轰”的爆炸声，底舱里炸起了一个四五尺宽的
大洞，大火燃烧起来，湖水涌进船舱。船上士兵纷
纷弃船逃生。

陈友谅则在望见南北港船队出来之际，预
感到情况不妙，带着爱妾和百余名将士，坐上蒙
冲舰往长江主航道突围。朱元璋发现陈友谅逃
跑，从后急追。陈友谅逃到泾江套，离泾江口入
干道还有一段距离时，碰到他的克星——守将
潘舜。

守伏在泾江口的潘舜看见南北港、南湖战场火
光冲天，知道主帅得手，便率船队排帆顺风而上，正
遇陈友谅蒙冲舰快速冲来。如果蒙冲舰逃出包围
圈，就可由泾江口入长江主航道脱身。他不由多想，
放弃活捉陈友谅的打算，拉满神弓，一箭射出，正中
陈友谅右睛穿颅而出，陈友谅当即毙命。

陈友谅的死讯一传开，军队作鸟兽散，只剩下
张定边带着陈太子逃往九江至武汉，一年后也被
朱元璋剿灭。

朱元璋在湖口水战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奇
迹，载入史册。

朱元璋陈友谅对决鄱阳湖
■ 潘柏金

潘柏金，1955 年出生于都昌县，
初中毕业，15 岁参加工作。1985 年
录取党校干部中专，后自学大专课
程，先后在县委政研室、县委办公
室、县物资局工作。乐读书，喜探
究，爱写作。文章先后在《历史文化
研究》《赣江经济》《统计与信息》《江
西文史》《江西方志》《党史文苑》《江
西日报》《光华时报》《九江日报》《浔
阳晚报》《九江党史文萃》《九江史
志》《寻庐文化》《石钟情》《五教智
光》《湖口报》等刊物上发表。

近年来，编写《湖口县志》和《中
共湖口地方党史》（第一、二卷）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行政区
划志》《鄱阳湖志》（湖口篇）等志书。
热心参与群团组织活动，在各类文化
群团组织中学习交流，提升自己，对
九江本土文史有一定的研究。

鄱阳湖大战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决战以朱元璋的
完全胜利而告终，为其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这次战役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水战，是中国历史
上继赤壁之战后的又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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