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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军平定云南

元至正五年（1345 年），沐英出生在濠州定远县（今安徽

省凤阳县）一户穷苦人家。因父亲早逝，沐英随母度日。1351

年 5月，江淮地区爆发红巾军起义，元朝派兵镇压。沐英跟随

母亲躲避战乱，后母亲不幸过世。1352 年，7岁的沐英流浪到

濠州城，被起义军将领朱元璋收留。当时，朱元璋与马氏膝下

无子，便认沐英作义子，改姓朱。朱元璋夫妇视沐英如己出，

不仅教他读书识字，还教他带兵打仗。18岁时，沐英已开始担

当军事要职。25岁时，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任大都督府佥事。

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9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

军，蓝玉、沐英分别为征南副将军，率军 30万征讨盘踞云南的

北元势力。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军队先逼进曲靖，元梁王孛

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闻讯后，派达里麻率军 10万前往抵御。

作为明朝的开国功臣，洪武十四年（1381 年），沐英与傅友德、

蓝玉率兵 30 万远征云南。平定云南后，沐英奉朱元璋诏命留滇镇守。

从 1383 年至 1392 年，沐英在云南建立卫所、移民屯田、传播儒学，

为恢复和发展云南经济社会及文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沐英过世后，

他的十三代后人遵循其“忠心报国”的家训，接力戍守云南近300年，

巩固祖国西南边陲稳定。

沐英家族：镇守云南  忠心报国 

在攻打曲靖的白石江战役中，沐英

机智用兵，付出很小的代价即攻克

达里麻军，并将 2万被俘士兵放还

故乡，明朝军队声威大震。之后，

蓝玉、沐英率兵直逼昆明，敌方右

丞观音保献城投降，昆明不攻自破，

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自此，

云南被纳入明朝统治，朱元璋将此

役作为平定云南的标志。

1382 年，沐英和蓝玉领兵西

攻大理，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同年 7月，沐英率军返回滇池与傅

友德汇合，分道平定乌撒、东川、

建昌、芒部诸蛮，设立乌撒卫、毕

节卫。1382年 9月，土官杨苴乘傅

友德、沐英领兵时，纠集 20 万叛

军攻打昆明。沐英闻讯后，率兵返

回，和守将冯诚合力击败叛军，稳

定局势。此役后，云南开启“改土

归流”的重要历史进程。

   

促进边疆发展

洪武十六年（1383 年），朱

元璋下诏，命傅友德及蓝玉班师回

朝，留下沐英镇守云南。直至1392

年去世，沐英终身致力于云南的平

定与治理，曾安抚威服曲靖、广南

两府之乱，平定浪穹（今洱源）等

地变乱和土著首领思伦发叛乱等，

奠定边疆统一、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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