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文正仅用了七年时问，便步入了如日中天的人生最辉煌

的岁月。

三九死一生的“洪都保卫战”

    发生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三月的祝宗、康泰“洪

都叛乱”被平息后，选派何人镇守江西一带，朱元璋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他认为，江西是陈友谅之左臂，楚之重镇，应

天西南之屏藩。这里的民众“好讼难制”，山寨多未归降，自

洪都(今南昌)来降者人数不少，均非自己的嫡系，派系繁

杂，须派“骨肉老成者”前往。考虑再三，五月初二，朱元璋

派自己的亲侄儿、时任大都督府大都督的朱文正统领参政

邓愈、元帅赵德胜、指挥薛显等镇守洪都，以儒士郭子章、

刘仲服为辅佐参谋。

    朱文正到任后，改建、加固了洪都的城墙。据万历《新

修南昌府志》卷四十载：“大都督朱文正以城西南滨江，故筑

于内，(其新城)比旧(城)减五之一，周二千七十丈有奇，高

二丈九尺；浚壕三千四百丈有奇，阔十一丈，共存七门”，使

洪都防务大大加强。朱文正还“招谕山寨来降，头目尽皆归

顺，好讼者诛之，号令严肃，远近震慑”。(《国初事迹》)与此

同时，他还收取了陈友谅占据的吉安、永新，扩大了朱元璋

在江西一带的地盘。

    朱元璋任命朱文正为大都督的英明决策，在一年后的

“洪都保卫战”中得以应证。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

就在朱元璋率主力大军“亲援”安丰，徐达、常遇春二将兵

围庐州城之时，陈友谅孤注一掷，向朱元璋发动了最大规

模、也是最后一次的进攻。

    陈友谅的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

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从人数来说，号称

六十万，文武百官家属老小全部出动，倾国而来，可见陈友

谅是抱着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作

最后较量的。

    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的汉军抵达洪都城下。朱文正

面对强敌，镇定自若，命邓愈、赵德胜、薛显、牛海龙各自

进入自己的守地，自己率两千名精兵往来策应。二十七日，

抚州门被攻破三十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汉军，筑起木栅。

汉军涌上抢夺木栅，朱文正督军死战，且战且筑，并在一

个夜晚重新修好了城墙。五月初一，陈友谅把在吉安、临江

等地俘获的朱元璋将官刘齐、朱叔华、赵天麟等押至城下

示众，亦不为朱文正所动。六月十四日，陈友谅围城久攻不

破，调来攻城器械，欲从水关攻入。朱文正命壮士以长槊从

栅内刺之，敌兵夺槊，文正命人将铁戟、铁钩用火烧热，敌

兵复来夺，“手皆灼烂”。“友谅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备御，随

方应之”。(《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围困得像铁桶般的洪都城，与外界完全隔绝。朱文正

于六月派千户张子明夜乘小舟潜出敌营，历时半月，来到

朱元璋的驻地求援。朱元璋听完汇报，说：回去告诉文正，

再坚守一个月，吾将亲往取之。张子明返回，在湖口被捉，

陈友谅要他劝降洪都城内的守军，张子明佯装答应，来到

洪都城下，却突然高喊：我张大舍已见主上，令你们坚守城

池，救军马上就到。(《明史》卷一三三《赵德胜传》附南昌康

郎山两庙忠臣传)张子明最终以性命再次鼓足了城中将士

们守城的勇气。

    就这样，朱文正以不足万人，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

价，抵挡住陈友谅数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成功取

得了“洪都保卫战”的胜利，为朱元璋进行的安丰、鄱阳湖两

大战役赢得了时间，也对朱元璋以后的削平群雄、建立大明

王朝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洪都保卫战”是朱文正一生中最

大的功绩。接着，在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遣人

焚毁了陈友谅的粮船，致使汉军军心大乱。(待续)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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