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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

大凉山彝族地区，留下了红军总参谋

长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

歃血为盟的故事。相隔一年，红二、

六军团长征经过迪庆时，贺龙向归化

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绸匾，在藏区

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1936年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

从丽江渡过金沙江进入今迪庆藏区境

内，眼看追剿红军已不可能，蒋介石

委任藏族土司汪学鼎为江防指挥，动

员其调动武装阻击红军。4月 27日，

红军进入雅哈雪山干岩房一带，遭遇

汪学鼎的阻击，红四师参谋长高利国

和几十名指战员牺牲。为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红军鸣枪喊话，没有还击，

但汪学鼎不听劝告，导致红十二团政

委朱辉照受伤，最后红军被迫还击。

汪学鼎见势不妙，仓惶逃走。

红军进入今迪庆藏区境内后，虽

然无大敌围追堵截，但是藏区特殊的

社会形态、民族信仰、地理气候、语

言文字等，对于环境生疏的红军来

说，是一场特殊的考验与复杂的斗争。

红军进入中甸（今香格里拉），由

于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影响，群众纷纷

躲进山林。归化寺松谋活佛在得知土

司汪学鼎被红军击败的消息后，令众

僧紧闭寺门，商议对策防范红军。贺

龙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今中心镇公堂

接见藏团、汉团和客商，了解民情的

同时宣传红军的宗旨、纪律。并传递

了准备在中甸短期停留，筹粮、整训

后北上抗日的打算，请求当地给予支

持。为顺利通过藏区，完成筹粮整训

和北上任务，红军写下了许多标语，

如“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

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是番

民的好朋友”“优待少数民族，保护信

仰自由”“保护土司头人生命财产”

“抗日反蒋”等等。

通过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的宣

传和统战工作，归化寺僧众对红军有

了一些认识。在半信半疑中，归化寺

派出夏那古瓦作为代表与红军谈判。

4月 29日下午，夏那古瓦代表归

化寺进城谈判，并向红军献上了哈

达。军团首长贺龙请夏那古瓦上座，

递烟上茶，并对夏那古瓦说：“红军不

打人、不骂人，你们不要害怕，我们

是为民族利益经过这里的，还要北上

抗日。请你们转告藏族同胞，红军尊

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僧侣和大家

的安全，还希望你们帮助红军筹备粮

草。”

当夏那古瓦离开指挥部时，贺龙

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

夏那古瓦回到归化寺向八大老僧转达

了贺龙的心愿，并传达了红军的民族

宗教政策。特别是当僧侣们看到红军

在归化寺大门上贴的布告，规定战士

不准入寺，绝对保护藏族地区的宗教

信仰自由，并派哨兵保护喇嘛寺后，

八大老僧终于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

5月 1日，归化寺派夏那古瓦作为

接洽代表，手捧哈达，背着青稞酒、

糌粑，驮上礼物，送了 16头牦牛慰问

红军。夏那古瓦还向贺龙转达了归化

寺准备打开粮仓出售部分青稞和大米

给红军，并邀请军团首长到寺庙参观

的想法。

5月 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

等带上礼物回敬归化寺，受到僧侣们

的热情欢迎。贺龙对八大老僧说：“红

军是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为各族人民

的解放路过中甸藏区的，在此短期停

留作筹粮准备后要继续北上抗日，赶

走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番族人民的

好朋友，喇嘛寺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

很大，我们表示感谢。”说完后，将署

有个人名字并题有“兴盛番族”的绸

匾赠给归化寺，意在祝愿藏族人民繁

荣昌盛。同时，红军还赠送了一对精

制的大瓷花瓶和一些礼物给归化寺，

归化寺当即表示拥护红军，给予红军

筹粮支持。

之后，归化寺打开3个仓库，拿出

2000多斗青稞（约 6万余斤），还把牦

牛肉、红糖、粉丝等食物卖给了红

军。一些村寨也纷纷仿效寺院做法，

把粮草、盐等拿出来卖给红军。当红

军离开迪庆北上时，归化寺八大老僧

还派出 80余骑将，沿途为红军接洽番

民疏通关系。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贺龙赠归化寺“兴盛番族”绸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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