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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安：被囚八年不投降

廖永安，字彦敬，巢湖市人。元末与弟永忠及

俞通海兄弟结寨巢湖。朱元璋克和州(今安徽和

县)，他与俞通海等率水军往投。从渡长江，多立

战功，累迁至同知枢密院事。

1359年，朱元璋派人攻打宜兴，刚刚发兵，就

听说陈友谅派赵普胜攻陷了池州，守将赵忠战

死，太平守将刘友仁前去支援，也战死沙场。朱

元璋惊痛不已，可是各路兵将都被调去截击张士

诚了，一时无法调拨，只好令赵德胜固守太平，防

止赵普胜深入。随后催促徐达速速攻下宜兴，以

便转攻池州。偏偏徐达到了宜兴，一攻几个月，

都没有拿下。

朱元璋心急火燎，早晚筹划，终于定下一计，

让徐达截断宜兴城西通往太湖的粮道。徐达立即

派总兵丁德兴分兵扼守太湖口，自己和邵荣等人

合力攻城。城中断粮，没过多久就被攻下了。廖

永安趁着胜仗，竟然率兵深入太湖。

船走了一半，遇到张士诚的部下吕珍。冤家

路窄，两军立即在湖中大战起来。太湖两岸的水

深浅不一，芦苇纵横，烟波浩渺。吕珍机敏得很，

让他的战船忽出忽没，忽进忽退，害得廖永安使不

出什么勇劲。廖永安焦躁异常，只管命掌篙的人

拼命追赶。谁知还没走出几里，船就被浅滩搁

住。廖永安正着急，忽然看见芦苇中荡出几只小

舟，舟上的人都是渔夫打扮。廖永安不加细辨，当

即命小舟撑近大船。一只小舟刚刚靠近，廖永安

就迫不及待地跳了过去，还没站稳，那渔夫竟然拔

出短刀，把他的右臂砍伤。廖永安动弹不得，被假

渔夫抓去。

廖永安被擒之后，张士诚劝他归顺，他宁死不

屈，朱元璋听说后，马上写信给张士诚，愿意用三千

俘虏换廖永安一人。张士诚记着亡弟的遗恨，拒绝

了来使，廖永安在监狱中被囚禁达八年而不降。随

后死于平江。后来，朱元璋封他为楚国公。

张亚琴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历代乱世，形势还真是少有这么错综复杂的，而朱元璋竟然能在这巨大的混

乱中后来居上，大败所有枭雄，而辅佐他成就霸业的明朝开国功臣之多，可谓群星灿烂，许多名字今人

也都还比较熟悉。

这里面，也有巢湖水师的一席之地。虽然众多水中骁将的名字，无法在这里一一罗列，但这些绿

叶，却并不妨碍他们的英名在史册上闪闪发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赵普胜，他带领着部分巢湖水师

另奔他路，但是，毕竟他也曾是巢湖水师队伍中比较重要的一位。

华高是含山县黄墩乡人，农民出身。

元末，农民起义纷起。至正十二年

(1352 年)，华高在家乡聚集数百人，结寨组

建水军，日夜操练，护卫乡里。至正十四年，

他与俞通海、廖永安、桑世杰等部会合，入巢

湖，拥有战船千艘，成为各路起义军瞩目的

重点。至正十五年春，华高、俞、廖等致书归

附朱元璋。当时朱元璋驻扎和阳(今和县)，

欲渡长江，正乏舟师，得书大喜。五月，元璋

亲率兵至巢湖抚慰。华高等随元璋出东关

口。抵铜城闸，元中丞蛮子海牙扼守入江河

口，华高等受阻，暂屯黄墩。

此时，赵普胜欲叛元璋。华高密向朱元

璋透露，才幸免被害。后来，华高跟随徐达

讨张士诚，下湖州，围苏州。吴元年(1367)九

月，苏州城破，张士诚就缚，华高升任湖广等

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镇守湖广。洪武元年

(1368)，进封荣禄大夫。三年，授开国辅运推

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广德侯，赐诰

命铁券。后来，华高请命巡视广东海防城

堡，整顿军队，次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崖州

(今海南省崖县)，六月，还葬黄墩。追封巢国

公，谥武庄。肖像祭于功臣庙。

众多水将助霸业众多水将助霸业

廖永忠：莫名被杀的功臣

廖永忠是明初著名大将，廖永安弟。洪武三

年(1370年)，跟从徐达北伐，以功封德庆侯。众所

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

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

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

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

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

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

人的罪名都是违制。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

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

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

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

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

“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

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

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

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

袭爵。

华高：密报免朱元璋被杀

赵普胜是元末南方红巾军著名将领，居

巢人。善用双刀，人称“双刀赵”。曾于至正

初年起义，建立政权。元末红巾起义爆发

后，在巢湖举兵响应，为巢湖水军元帅，结水

寨于含山，称彭祖家，至正十二年(1352 年)

发兵南下，占领繁昌、铜陵、池州等地，杀元

江淮行省平章星吉。

至正十五年初，巢湖水师分裂，他投奔

天完政权，太平二年(1357 年)，协同陈友谅

攻克安庆，杀元江淮左丞余阙，后一直据守

安庆。天定元年(1359年)为陈友谅忌杀。

赵普胜后来为陈友谅的得力将军，战功

显赫。朱元璋想夺陈友谅的地盘，但苦于赵

普胜把守着安庆和池州一线，抵挡了朱元璋

的西进。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多次进攻都

被赵普胜给打了下来。在正面打败赵普胜

无望的情况下，朱元璋利用陈友谅生性多疑

的性格特点，使用反间计，谎称赵普胜意欲

投靠他，气得陈友谅在根本没调查的情况下

就杀了赵普胜。

赵普胜：被反间计丢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