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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是一个以哈尼族彝族为主体

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县总人口的55.5%。被誉为“新中国民

族团结和民族工作第一碑”的“民族团

结誓词碑”就巍然屹立在宁洱县的民族

团结园中。它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取

得伟大胜利的标志，是新中国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然而，这誓词碑是如何来的？在

建碑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呢？当年参与建碑的方有富老人为我

们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

据方有富老人回忆，刚刚解放时

的普洱区，辖区面积比较大，境内居

住着哈尼、彝、拉祜、傣等 26 个民

族。有些民族还过着原始部落生活，

而有的则处在封建社会初期。不同发

展阶段的民族杂居在一起，各民族间

隔阂比较大，经常产生矛盾纠纷。

为增进边疆各民族对祖国的了

解，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

同时宣传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按照上

级要求，1950年 8月，中共宁洱地委

和普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经过艰

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组织动员了全区

各民族中威望较高的 35位头人，于当

年9月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代

表团到北京后，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观礼回到普洱后，包括观礼代表团

在内的300多名少数民族土司、头人及

党政军领导，隆重召开了“思普区第一

届民族兄弟代表大会”，时年21岁的方

有富参加了大会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在大会上，佤族代表和拉祜族代

表提出，为了让大家永远团结不变

心，要举行剽牛、喝咒水仪式。这一

提议得到各民族代表的赞同，并提出

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就要在红布上签

字，而且要在剽牛场上立一块石碑，

把誓言刻在碑上，以示不忘。

在开会期间，西盟佤族头人拉勐

说这是关乎千百万人生命的问题，如

果谁叛变就要杀头，为此要剽牛，喝

咒水。

剽牛要卜卦看凶吉，喝鸡血酒。

按照佤族的习俗，结盟发誓能否成

功，关键就要看剽牛的结果如何。为

了尊重佤族的习俗，经过反复考虑，

大会最后决定举行剽牛仪式，并事先

买了一头大水牛，还买了一只浑身没

有一根杂毛的大红公鸡。

剽牛仪式在 1950年 12月 27日举

行。当天，普洱县城红场上聚集了成

千上万名各族群众，大家共同见证了

这一历史时刻。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会议的人大

声喊：“剽牛开始，鸣炮。”城墙上事

先安置好的用以代替礼炮的两挺装有

50发子弹的机关枪同时打响。

“我当时既紧张又高兴，我看见拉

勐也很紧张，紧张的是怕剽牛剽不

好，牛跑出去伤人。”说起当时的情

形，方有富老人激动得用手比划。

方有富说，拉勐手执雪亮的铁

镖，口念咒语，又唱又跳。他喝了一

口鸡血酒喷在牛头上，牛抖了一下身

子不动。他拿起铁镖用力向水牛右肋

剽去，水牛倒下了，剽口朝天，是吉

卦，牛头朝南，牛尾朝北，更是大

吉。顿时全场欢呼，高喊“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民族

大团结万岁！”欢呼声此起彼伏。

“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

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在这里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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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洱地委书记张钧带领

全体代表庄严地宣誓，铮铮誓言在宽

阔的红场上空久久回荡。

随后，主席台上的党政军和各族

代表喝了事先准备好的 48碗鸡血酒，

并在红布上签了名字。后来，“民族团

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

于 1951年元旦立在县城红场。从此，

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

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就此

诞生。

如今，历经60年的风云变幻，“民

族团结誓词碑”巍然屹立在宁洱大地，

民族团结精神天地长存，成为宁洱各族

人民一笔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刊记者 严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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