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前，以陈祖武、杨正
元、罗有帧等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
员在思普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
播革命思想，鼓励各族群众为自由幸
福而团结奋斗。1946 年 6 月，为重建
被国民党反动派彻底破坏达 10 余年
之久的思普地区中共党组织，滇南党
组织派齐亮到磨黑，重新恢复成立中
共磨黑中学党支部。同年 8 月，中共
云 南 省 工 委 决 定 成 立 思 普 特 支 。
1949 年 8 月 1 日，成立了思普临时人
民行政委员会 ; 1950 年 5 月，思普区
获得全境解放。

当时，普洱区辖 15 个县，即今普
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临沧市
沧源县，人口 120 万左右，面积 7 万多

平方公里，居住着哈尼、彝、拉祜、佤、
回、傣、布朗、苗、瑶、壮、基诺、傈僳等
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
70%，分内七县和外八县，分别与越
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
1400 公里。

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和统治
阶级的压迫剥削，边疆地区敌我问
题、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
起，各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差
异极大，封闭而落后，地贫人穷，民族
之间存在隔阂，互相仇视，甚至互相
残杀；国民党残匪不断入境扰乱；境
内的地霸势力频频发动武装叛乱。
可谓是内忧外患、局势纷纭复杂，新
生的人民政权受到极大威胁。

1950 年 8 月，党中央从实现民族
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巩固边疆稳定
的战略高度出发，决定从全国各地的
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盛典。
对此，省委和地委将其作为贯彻执行
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
任务，选派出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
昌恩泽、澜沧县竹塘区区长龚国清、
民委主任李晓村和工作队员张石庵
等一批熟悉当地民族习俗、善于和民
族群众打交道的党政干部冒着生命
危险，到车里、佛海、南峤、澜沧（当时
包括西盟、孟连）、宁江、沧源等边疆
民族地区，挨家挨户上门开展宣传动
员工作。

同同  心心

同同  梦梦

盟誓立碑后，各县代表以适合
各自的民俗民情方式广泛宣传党
的民族政策，涌现出了一大批坚
贞不屈、恪守誓言，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民族团结、捍卫民族团结誓
言的民族代表。如：宁死不屈的
傈僳族代表李保；恪守誓言的佤
族青年岩火龙；一生跟党走的傣
族代表召存信……他们的英雄事
迹与日月争辉，他们的精神火炬
代代传承。

民族团结誓词碑体现了普洱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
神家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
达了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坚如磐石
的铮铮誓言；谋划了各民族都是一
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美
好愿景。它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

一战线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成
功案例。

7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普洱各民族兄弟秉
承和弘扬着民族团结誓词碑精
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心一德跟
党走”的不朽誓言和同心永结的
豪迈情怀，围绕“建设平等自由幸
福的大家庭”目标，各民族文化上
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
上相互亲近，开创了多民族国家
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纪元，呈现出
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安宁、
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经济腾飞的
和谐景象。

（本版文字由宁洱县委宣传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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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排除万难，动员了哈
尼、彝、拉祜、佤、傣等 35 个民族的土
司、头人代表，并安排了 8 名随行人员
共 43 人，组成普洱区赴京观礼代表
团，走出边疆，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盛典。

代表们分两条路线出发：沧源、
西盟、孟连三地的代表到勐主汇合，
之后到祥云，再到昆明；版纳的代表
从勐海出发，到车里（景洪）汇合，之
后到普洱与普洱的代表汇合，再到昆
明。9 月 26 日，普洱区全体代表团在
昆明集中。此时，距离国庆观礼的日
子越来越近，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
一书记的邓小平派了飞机到昆明，于
9 月 29 日把代表们接到了重庆，并受
到西南区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9
月 30 日，代表们顺利抵达北京。当晚
便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
设宴招待各民族代表团和中外来宾。
普洱区推荐召存信、拉勐、李保、苏里
亚、黄窝梭等几位代表和随行人员出
席了此次宴会。

10 月 1 日一大早，代表们被安排
到天安门城楼的左边观礼台上进行
观礼。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受检阅的
陆海空三军阵容雄伟，工人、农民、学
生队伍一队接着一队，文艺大军载歌
载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
伏，场面非常热烈、感人。

10 月 3 日 19 时 30 分，毛泽东、朱
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
导在怀仁堂接见全国 41 个兄弟民族
的 159 名代表，并观看演出，各地代表
纷纷献礼致敬。普洱区傣族代表召

存信、刀世勋、刀承宗、刀卉芳等献上
了代表傣族人民最高权力象征的金
伞和贝叶经、勐海沱茶、傣族妇女服
饰等。

献礼结束之后，毛主席观看了各
民族的歌舞演出，非常兴奋，鼓励坐
在身边的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写诗，
柳亚子便写了著名的《浣溪沙》，毛主
席步韵和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傣族代表俸郁清随身带着笔记
本和笔，演出结束时，她请毛主席和
柳亚子先生留言。于是，毛主席给她
写下“前进！”两个字，柳亚子先生给
她题词“努力！”在以后的参观过程
中，俸郁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日记。

在北京，代表们四次见到毛主
席，毛主席还给每一位代表赠送了呢
料制服、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
刷、口缸等物品。

10 月 28 日，大家联名写信感谢毛
主席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参观学
习一个月的北京，在毛主席的亲自安
排下，分别到天津、南京、上海、武汉
等各大城市，参观部队、工厂、学校、
农场、博物馆、展览馆等，均受到各地
党政军领导和地方群众的热烈欢迎
和热情接待。

据李晓村回忆，11 月 29 日，西南
军政委员会专门举行了欢送宴会，李
保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告别宴上向
邓小平、王维舟等首长致谢时说 ：“过
去我不敢见官，见了区、乡长和保董、
甲长时，从来不敢和他们同桌吃饭，
这次出来观礼，每到一处都和首长们
坐在一起吃饭、一起讲话，过去祖祖
辈辈没有见过的得见了，没有吃过的
得吃了，没有穿过的也得穿了。共产
党、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永远记在心
上，回去后要把所见所闻告诉民族人
民，要大家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勤
劳耕织，做一个好百姓。”

12 月 1 日和 12 月 3 日，代表分两
批返回到昆明，受到了张冲等省军
区、省委领导的热烈迎接。 12 月 10
日，普洱区代表离开昆明，于 26 日返

回到普洱。
当普洱地委得知赴京观礼团的

代表即将返回普洱的时候，普洱地委
就根据边疆实际，按照团结进步、团
结生产、团结对敌的指导思想，通知
各个民族选出代表，在当时的专区所
在地宁洱县城召开了普洱区第一届
兄弟民族代表大会，来自全区 15 个县
的 26 个兄弟民族（含支系）的头人、首
领、酋长、代表及地方党政军领导代
表共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地委书记
张钧致开幕词，作了报告。

听了报告并参加讨论后，参会代
表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大家一
致表示，要相信共产党、拥护毛主席，
要搞好民族团结、发展生产、保卫边
疆。

在 12 月 31 日的讨论会中，有代
表提出，要让子孙后代都知道这是一
次各兄弟民族团结发展的大会，建议
以少数民族的方式把这次大会固定
和记录下来，得到大会主席团一致同
意，并讨论决定，以佤族剽牛、发誓、
喝鸡血酒和汉族立碑的方式来表达
边疆子孙后代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决
心。地委书记张钧同志在会上强调：

“要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要讲民族
大团结，要立块民族团结碑是可以
的，但要大家愿意，不搞强迫，愿意
的，到时候就签名。”

1951 年元旦，在普洱红场召开了
千人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剽牛、喝咒
水仪式。最后，由地委书记张钧同志
带领大家庄严地进行宣誓：“我们 26
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
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
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
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
誓。”而后，48 位各民族代表和党政军
领导分别用傣文、拉祜拼音文和汉文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在普洱大
地上矗立起滇南地区乃至全国绝无
仅有的、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
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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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元旦，普洱发生了在
新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来自普洱区
的 26 个民族头人代表和党政军
领导，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县城剽牛喝咒水、盟誓立碑，立下
了“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
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
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
斗”的铮铮誓言。70 多年来，誓
言如钟，忠诚如磐，镌刻在民族团
结誓词碑上的誓言集中体现了普
洱 各 族 人 民 爱 党 爱 国 的 坚 定 信
念，一诺千金的高贵品质和同舟
共济的崇高精神，成为新中国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
见证，闪耀着时代光芒，不断激励
着普洱各族儿女奋勇前进。

（通讯员  饶雪松  摄）

誓词

“我们 26 种民族的代表，代表
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
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
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
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概况

民族团结誓词碑位于宁洱县
城西北侧的普洱民族团结园内，碑
高 142厘米，宽 65厘米，厚 12厘米，
用白色石灰石雕刻而成。阳刻碑
名，阴刻楷书碑文。

民族团结誓词碑记载了 1951
年元旦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
表会议剽牛喝咒水，团结一心跟着
共产党走的誓词，并有 48 位各民
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分别签下了
自己的名字。

召景哈、喃巴独玛、叭诰、召
贯、独弄诰、李扎丕、左朝兴、张翰
臣、方有富、李老大、李光保、马朝
珍、李保、拉勐、陶小生、张石庵、李
扎迫、麻哈允、魏文成、萧子生、赵
布金、高寿康、白开福、朱正福、何
德、龙云良、阿街、李世祥、罗恒富、
李学智、王开林、陶世文、张玉保、
李万学、张绍兴、杜阿尼、黄阿独、
的金、叭弄诰、召根海（刀焕贞）、昌
恩泽、雷同、唐登岷、张钧、曾从信、
方仲伯、谢芳草、李吉泰

签字代表

民族团结誓词碑于 1951 年元
旦立于普洱红场；1985 年 12 月 15
日，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成立，
誓词碑被移到了县人民政府大院
内；2000 年 12 月，被移到民族团结
园。1986 年 3 月，民族团结誓词碑
被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
年 11 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1
月，被命名为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06 年 5 月，被国务院批准列
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
8月，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称号；2010 年 8
月，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

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
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
工作第一碑”和“新中国最早开展
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物证”。

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