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芝是一种久负盛名的“仙草”。
灵芝作为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中

即以“仙草”的身份出现。《神农本草经》
把灵芝列为上品，记载了紫芝和赤芝：紫
芝“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
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赤芝

“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
食轻身不老，延年成仙”。

在秦汉时期，帝王渴望长生，千方
百计寻求不死之法，方士和巫师都以寻
找让人长生不老，甚至幻想让人长生不
死的药物献给皇帝为能事。于是，早已
进入人们视野的灵芝，在汉代更加受到
重视，变得“仙气”十足，被视为服后能
够具有轻身不老，甚至起死回生的功
效，因而在历代文献、传说故事之中频
频出现。作为“灵草”，汉代班固（32～92
年）在《西都赋》中说：“于是灵草冬荣，
神木丛生。”此语李善注曰：“神木、灵
草，谓不死药也。”汉代张衡（78～139
年）亦于《西京赋》中说：“浸石菌于重
涯，濯灵芝以朱柯。”“神木灵草，朱实离
离。”薛综注：“灵草，芝英，朱赤色。”古
以芝为仙草，故此草被称为灵芝或灵

草，并传言此草能够使人驻颜不老。更
有甚者，传说服用此草可以让人起死回
生。三国魏曹植《灵芝篇》有云：“灵芝生
天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彩焕
若神。”至晋代，葛洪将灵芝说得更是神
乎其神，在《抱朴子·仙药》中，称采灵芝
要“入名山”，且要“带灵宝符，牵白犬，
抱白鸡”，只有让“山神喜”时，才“必得
见芝”。此书还说，有一种“七明九光”的
灵芝，入口之后，人会“翕然身热”，一时
感到“五味甘美”，连续吃上一斤，就可
以“得千岁”，还能够“夜视”。

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对一件事物的
叙述，往往具有强大的放大功能和传播
力。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灵芝作为仙
草，更是成为不得了的神药。明代吴承恩
《西游记》第七回中，就有寿星“手捧灵
芝”奉献给如来的故事。当然，世人之所
以对灵芝家喻户晓，当与《白蛇传》中《盗
仙草》一段故事有关。这段白蛇女盗灵芝
救活许仙的动人神奇故事，使灵芝作为
爱情信物和起死回生灵丹妙药的观念，
更加深入人心。

在兰茂（1397～1470 年）《滇南本

草》中，灵芝被称为“灵芝草”，并云：“此
草生山中，分五色。味甘，无毒。俗呼菌
子。”兰茂据灵芝颜色，将其分为赤、白、
黑、黄、青五种：“赤芝，治胸中有积，补
中，强智慧。服之轻身不老”；“白芝，味
辣，无毒。治一切肺痿痨咳，力能安魂延
年。仙品也”；“黑芝，味咸，性平。无毒。补
肾，通窍，利水，黑发。治百病，人服成
仙”；“黄芝，味甘、辛，性平。无毒。治一切
百病如神。熬膏久服，轻身延年”；“青芝，
味咸。无毒。治一切眼目不明，服之目视
千里”。

《滇南本草》关于灵芝的记述，对《神
农本草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继承方
面，两书都记述了赤芝，后者沿袭了前
者，且将《神农本草经》中“久服轻身不
老”“久食轻身不老，延年成仙”的思想也
沿袭下来。在发展方面，《神农本草经》将
灵芝分为紫芝和赤芝两种，而《滇南本
草》则仅将灵芝分为赤芝、白芝、黑芝、黄
芝、青芝五种，并分别绘有墨线图，让人
知道具体而明确的“五彩芝”（或称“五色
芝”）是哪五种颜色，显示了对《神农本草
经》的创新、超越和发展。

医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关于灵
芝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出生晚于兰
茂 118年的李时珍（1518～1593年），在
《本草纲目》中说：“灵芝，无毒，主治胸中
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
身不老，延年神仙。”此外，李时珍还大胆
提出：“时珍尝疑，芝乃腐朽余气白璧微
瑕，正如人生廇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
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更令人怀疑
的是，“又，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敷之，
即生五色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这一
段关于灵芝的认识，采取了比《滇南本
草》更为审慎和客观的态度，使人们
对灵芝的认识更迈进了一步。当
然，关于灵芝的记述，《本草纲目》
仍旧说“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
仙”。这说明无论是《滇南本草》还
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兰茂还是李
时珍，都仍然没有跳出《神农本草经》
的套路。

其实，灵芝并没有民间传说或文学
作品中的非凡功效。灵芝药用在我国已
有2000多年的历史，被历代医药家视为
滋补强壮、扶正固本的神奇珍品，是人们

养生保健的首选，服用后具有保肝解毒、
治疗糖尿病等功效。灵芝培植现已得到
开发，可人工在树林、房前屋后林荫处靠
近水源的地方栽培。

不过，在已知的 100余种灵芝真菌
之中，有一种被命名为“昆明灵芝”的可
谓一枝独秀。此种灵芝主要分布于云南、
贵州。人们研究发现，昆明灵芝在治疗慢
性支气管炎、哮喘、白细胞减少症、冠心
病等方面都有较好的疗效，并可通过茶、
粥等食疗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不失为

人们治病疗疾和养生保健的
一味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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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云南解放70周年。云南解
放是云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
事件，云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
章。然而，对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长期以来在社会
上流行着“云南和平解放”的观念和说
法，甚至在理论界、社科界一些研究者
的著述和文章中，也常见到此种提法，
往往将卢汉起义作为云南和平解放的
重要标志，将起义日期作为云南解放的
时间。然而，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考
察，这种以讹传讹的观点与历史本来面
目严重不符，必须予以纠正。事实上，云
南解放依靠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才得
以实现，战争在云南解放进程中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云南不是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
纵队解放了云南63座县城

辛亥革命后，云南行政区划经过几
次大的变动，到 1949年，全省共设 1个
省辖市昆明市和 112 个县、17 个设治
局、2个对汛督办。设治局相当于准县
级，主要设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对汛
督办是设在两国边境接壤处的县级行
政机关，可办理外交、边防、缉私等事
务。在省与县之间设立 13个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管辖
131个县（局、办）。

解放战争时期，在人民解放军转入
全国战略反攻的形势下，1947年底，根
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共云南省
工委经过长期和充分的准备，在全省开
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1948年 2月，根
据云南省工委的部署，一批武装斗争骨
干到达弥勒西山，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
游击队会合，拉开了全省大规模武装斗
争的序幕。随后逐步集结弥勒、路南（今
石林）、泸西、陆良、罗平、师宗、宣威的
民兵基干武装，组建了 400余人的主力
部队，番号暂称“一支人民的军队”，5
月 11日攻占师宗县城，这是云南人民
武装解放的第一座县城，部队当天下午
即按计划撤出县城。6月，主力部队发
展到 1500余人，在丘北县舍得整编为 3
个支队 9个大队，公开使用“云南人民
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番号。同月，根据
上级指示精神，自救军第一纵队在丘北
温浏分兵，第八、第九大队继续留在云
南境内南盘江北岸坚持游击战争，其余
一支队、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第七大队
1000余人南下广西靖镇区，与桂滇边部
队会师整训，后与桂滇边部队主力胜利
会师。

1948年 10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
战略决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电示集结
于越南河阳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
一纵队与桂滇边部队第一支队合编，仍
沿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番号，回师云
南，扩大游击根据地，钳制驻滇桂黔敌
军。10月下旬，部队在桂滇边工委前委
领导下突破敌军封锁线，进入滇东南，
后分兵转战于南盘江南岸，在当地党组
织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三战三捷，打
开了滇东南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连
克马关、麻栗坡、西畴、广南 4县城，扩
军 5个团，发展和巩固了开（化）广（南）
根据地。在此期间，云南各地武装斗争
迅猛发展，到 1948年底，在云南境内先
后建立了罗（平）盘（县）、弥（勒）泸
（西）、思（茅）普（洱）、滇东北和滇中 5
块根据地。

1949年 1月 1日，在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战斗在桂滇
黔边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
和桂滇边部队，以及党在广西左右江

地区、靖镇区，黔西南，滇东南的弥泸、
罗盘、开广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至 1949
年 7月，桂滇黔边纵队先后解放了滇东
南的马关、麻栗坡、西畴、广南、砚山、
丘北、富宁 7 座县城，有的县城如广
南、马关是第二次解放。在弥泸区，解
放了泸西全境和弥勒、路南、丘北 3座
县城；在罗盘区，解放了罗平县全境；
在滇南、思普地区，解放了宁洱、六顺
（今属思茅区）、思茅、墨江、宁江（今属
澜沧县和勐海县）、澜沧、镇越（今勐
腊）、江城、双江、缅宁（今临翔区）等县
城；在滇西北地区，解放了剑川、兰坪、
洱源、丽江、鹤庆、碧江（今属福贡县）、
福贡等县城；在滇中地区，解放了新
平、峨山两座县城；在滇东北地区解放
了会泽县城。

1949年 4月 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
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
京，接着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
云南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进入配合野
战军作战，实现中央关于解放大西南的
战略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南分局
的指示，同年 7月 19日，中共云南省工
委与桂滇边工委合并扩大会议在云南
省砚山县阿猛召开，决定成立中共滇
桂黔边区委员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纵队，辖 12个支队、两个独

立团，其中 10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在
云南。滇桂黔边区各游击根据地先后
成立了 10个行政专员公署。

到 1949年 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滇桂黔边纵队主力部队发展到 4.5万余
人枪，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发展到 11万
余人，战斗遍及滇桂黔 3省 147个县境，
在约 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
12个成片的游击根据地，解放了 91座
县城。其中，在云南解放了 63座县城，
建立了开广、罗盘、弥泸、滇南、思普、滇
东北、滇中、滇西北、滇西、滇北等 10块
连片的革命根据地和 89个县级政权，
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国民党
云南省政府任命的县长半数以上不敢
或不能到任就职。在武装斗争中，由于
敌我双方争夺激烈，不少县城反复易
手，经过几次解放。

卢汉起义实现昆明市及云
南部分地区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实现打倒蒋介
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中共中央始
终关注争取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
力派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反蒋爱国
统一战线。经过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
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内战
前线的滇军先后举行了海城起义和

长春起义，同时也极大地震动了国民
党云南当局。在云南省内，中共云南
地方组织在组织大规模武装斗争解
放云南的同时，积极发动城市爱国民
主运动，利用卢汉与蒋介石的矛盾，对
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采取又
斗争又争取、以争取为主的方针。

1949年 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
全会对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形势进行了
全面分析，作出总的部署，认为今后解
决残余的 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

“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
式，即用战斗消灭敌人；北平方式，即策
动国民党军起义后，用和平方式将国民
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
策动国民党军起义后，国民党军大体上
保持原样，待条件成熟后再按人民解放
军建制进行改编。中共中央和云南地方
组织积极争取以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
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以卢汉
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逐步认清了国
民党统治垮台已成定局，卢汉的政治态
度从“拥蒋保己”向“反蒋起义”转变。为
了“保己”求出路，卢汉派出代表主动与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云南省工委联系，
表示起义意愿，并暗中给边纵送去情报
和武器弹药。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加
紧了控制云南的步伐，企图将云南作为

大陆最后的反共基地，将卢汉捆绑在即
将倾覆的战车上。在异常复杂、紧张、艰
险、曲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卢汉
继续坚持又争取又斗争的方针，促使卢
汉集团顺应历史潮流，一步步走向反蒋
起义的道路。

1949年 12月 9日，国民党云南绥靖
公署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
率领所属第 93军、74军和云南省、昆明
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
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接
着，驻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和
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
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
的地区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
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市
和云南尚未解放的地区实现和平解放。

昆明起义是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
的总形势下实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云
南地方实力派进行长期的、多渠道、多
层次争取工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卢汉起义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即
任命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为云南省
政府主席，任命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
余程万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第八
军、第二十六军及其他驻滇部队 4万余
人合编为第八兵团，由兵团副总司令汤
尧指挥，向昆明发起进攻。起义部队在

中共昆明市委及全市人民的支持下，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野战军及时驰援
和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胜利地进行
了昆明保卫战，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反
扑，迫使敌军向滇南撤退。

卢汉率部起义后，自行宣布成立
“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解
放军接管前的临时过渡性政权机构，
该机构在组织上仍沿袭旧政权的一套
做法。鉴于当时的复杂形势，中共滇桂
黔边区委、昆明市委决定党组织仍保
持地下状态。这样，昆明和平解放后，
就出现了一段解放军未能进驻接管，
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昆明地下党组织
不能完全公开的过渡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
兵团解放了滇南大部地区

卢汉起义后，云南还有近 4万国民
党军队退往滇南，企图继续拼凑西南防
线做垂死挣扎。此前，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高瞻远瞩，在渡江战役胜利后
即谋划进军西南的军事部署，对华南
和西南诸敌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大
歼灭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央的部署，在
卢汉率部起义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
战军第五兵团十七军奉命驰援昆明，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
三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则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云南，在滇桂
黔边纵队和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发起
滇南战役，歼灭国民党残敌。

按照陈赓司令员的命令，1949 年
12月 27日，野战军从广西田东出发，向
云南河口急进，1950年 1月 7日解放文
山县城，11日占领边境重镇河口，14日
攻占屏边县城，控制了马关、河口、金平
一线，完全切断敌军陆上南逃之路。16
日袭占蒙自机场，解放蒙自县城，切断
敌人的空中逃路，17日解放个旧，20日
解放开远，进占建水、石屏。野战军经元
江一路向南追歼残敌，2月 17日解放边
境重镇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
南峤（今属勐海）县城。2月 19日，野战
军把五星红旗插到中缅边境的打洛镇，
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滇南战役历时 55天，除少数残敌
逃往国外，共歼敌 3.2万余人，完成了祖
国西南边疆追歼逃敌的作战任务，粉碎
了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的迷梦，
解放了云南全境。

1950年 2月 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野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和中
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在贵州
省安龙县城胜利会合。2月 20日，野战
军正式进入昆明城，受到昆明各界的夹
道欢迎。2月 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
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庾园召开，陈赓在会
上庄严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
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
解放了。”同时宣布，中共云南省委正式
组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24
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云
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2000
年 1月 17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专门
发文，正式确定 1950年 2月 24日为云
南解放日。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
边纵队和二野四兵团用战斗解放了云南
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付出巨大牺牲。除此之外包括昆明市和
部分县在卢汉起义后宣布和平解放，卢
汉起义使云南避免了更大的战争破坏，
加快了西南解放的历史进程。历史事实
充分说明，云南不是和平解放。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药说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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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仙草”和“昆明灵芝” □ 苏国有

务本《滇南本草》灵芝草页
灵芝
耿嘉摄影

1950年4月29日，红旗插上中缅交界的畹町桥头1949年2月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成立宣言

1949年12月-1950年3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形势图1949年11月的滇桂黔边区武装斗争形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