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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船”到“红城”，“石榴籽”是这样抱起来的
本报记者丁铭、达日罕

　　 1921 年，在嘉兴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
成立，开启救亡图存之路。1947 年，在“红城”乌
兰浩特，党的民族政策生根发芽，结出新的
果实。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历经从“红船”
到“红城”的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 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了民族平等团结，促进
民族地区发展，中华大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
强、凝聚力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红船——— 引领中华民族扬起救

亡图存风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在纲领中注明“凡
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不分性别，不分国籍，
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中共二
大宣言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中共三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提出了中国无产
阶级的责任是“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
的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求独立求解
放的征程中，少数民族的身影从未缺席。邓
恩铭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他是来自
贵州省荔波县的水族，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
组参会。据目前资料所知，在当时全国早期
党员中，除邓恩铭外，少数民族党员代表还
有瑶族的何孟雄、李启汉，以及回族的刘清
扬等。
　　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蒙古
族，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指
引下，较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入到中华民
族求解放的征程中。
　　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深处，一座雕梁画
栋的古老京式院落藏匿于众多现代建筑中，它
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附
属中学旧址——— 蒙藏学校。这所建于 1913 年
的学校，是在北京创办的全国第一所民族学校，
同时也孕育了蒙古族革命的火种。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乌
兰夫纪念馆，向人们展示了这段历史。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
年荣耀先等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并加入“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聆听李大
钊的教诲，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发起
组织。
　　 1923 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
蒙古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青年之一。之
后荣耀先回到内蒙古地区，动员云泽（乌兰夫）、
吉雅泰、多松年等 41 名蒙古族有志青年，奔赴
北京蒙藏学校学习。
　　此后，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共北方区委的
10 多位共产党员多次前往蒙藏学校，带来了
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刊物《新青年》。30 多位蒙
古族青年学生围着火炉，倾听李大钊的宣教，
真理的种子就这样根植在他们心中。
　　乌兰夫纪念馆至今还展示着一本珍贵的
刊物——— 《蒙古农民》。这是 1925 年在李大钊
等人的指导下，乌兰夫和多松年等人创办的刊
物，它向广大蒙古族民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
义 ，对 内 蒙 古 地 区 的 革 命 起 到 思 想 启 蒙 的
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这批年轻的共产
党员经过锻炼，成长为内蒙古革命的骨干力
量。蒙藏学校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少数
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红军———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探索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
长征。长征中虽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
严峻，但党对民族问题却极为重视，针对长征
中要穿越黔、滇、康、川等多个少数民族聚集
区，中央红军政治部在长征刚开始就发布了
针对瑶民和苗民的工作指示。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到达彝族地区
时，毛泽东嘱咐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
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
党的民族政策。带着毛泽东的嘱咐，红军始终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最终成就了刘伯承与彝
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盟”佳话。
　　随着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创
建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也转移到了革命圣地
延安，并在此进行了民族自治实践。年近古稀
的刘煜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他介绍，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陕甘宁边区具有宪
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明确了“依据民族平等原

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建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陕甘宁
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 1936 年陕甘宁
边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府。著名
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此完成了他的
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近三分之一的篇章，
对当时的自治实践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杨文元是同心县党史研究专家，他说：

“1936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署名发表了中
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
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
　　杨文元表示，正是有了毛主席指示，有了
顶层设计，有了中共陕甘宁省委和西征红军
党委的具体落实，才有了豫海县回民自治
政府。
　　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 5 个
回民自治区和 1 个蒙民自治区，5 个回民自
治区建立在汉回杂居的地区，城川蒙民自治
区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民族自
治试验区。
　　“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与本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日渐
成熟。”杨文元说。

  红城——— 诞生中国民族区域

自治样板

　　李思宇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内蒙古解放纪念馆的讲解员，一身深红色
制服，与她身处的红色纪念馆十分协调。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五一大会”，是
她再熟悉不过的一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
后，中央针对内蒙古提出了发动地方自治运
动、实行区域自治的工作方针，领导开展了内
蒙古民族解放运动。”
　　李思宇说，当时内蒙古面临的形势很复
杂：一是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后继续对内
蒙古采取各省分割统治的办法，试图撤销内
蒙古这一历史名称；二是在锡林郭勒地区有
日伪残余势力组建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
时政府”；三是东部地区还存在不了解内蒙古
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这种情况下，内蒙
古的统一刻不容缓。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乌兰夫回到内蒙古

工作，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问题，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于
1947 年在乌兰浩特召开了由内蒙古各方代
表参加的“五一大会”，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
权——— 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内蒙
古自治政府主席。
　　乌兰浩特是蒙古语“红城”的意思。如今
的乌兰浩特市，“五一大会”旧址还保持着
1947 年内蒙古各族代表前来参加会议时的
样子：坐东朝西的礼堂，门前挂有内蒙古自治
政府旗，门厅挂有《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致毛
主席、朱德总司令电》《毛泽东、朱德给内蒙古
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以及乌兰夫等内蒙古
自治政府委员的大幅彩色油画像……
　　对原内蒙古骑兵第一师警卫团战士乌力
吉图来说，为“五一大会”警戒好像还是不久
前的事。已是耄耋之年的乌力吉图，回忆起内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过往，依然声如洪钟，目
光如炬。“自治政府成立前，乌兰夫同志组织
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各民族统一到一个战线上，为内蒙古统一自
治打下了基础。”
　　兴安盟档案史志馆副主任那顺乌力塔
说：“内蒙古自治政府使蒙古族群众得到了有
史以来不曾得到过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增进
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也标志着党的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
成熟阶段。”
　　那顺乌力塔认为，党的民族政策从开始
时的“自决”过渡到之后的“自治”，并在“红
城”乌兰浩特实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
数民族自治政权，一方面结束了内蒙古 300
多年来被分割统治的局面，内蒙古自治政府
成立是内蒙古各界、各阶层人民都参与进来
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
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中国民族实际问题相结合，找到了
以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方针来解决民族问
题的正确发展道路，也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
地区的区域自治提供了样板。
　　此后，新疆、广西、宁夏和西藏几个省级自
治区相继建立，目前我国共有 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以及 120 个自治县（旗），还有 1000
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补充形
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载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中，展示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发布的相
关文件。                       本报记者达日罕摄

“彝海结盟”前，“弄染结盟”同样感天动地
本报记者王丽、李惊亚

　　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
海结盟”成为一段传世佳话。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在“彝海结盟”之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
时，彭德怀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弄染结盟”，
同样感天动地。
　　是什么原因让布依族首领陆瑞光愿与共产
党人共同签订“反蒋协定”？与红军结盟仅 600
多天后，陆瑞光为何英勇就义？这段历史究竟
为后人留下了什么？

少年英雄踏上戎马生涯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弄染
寨原属关岭县六马区，地处镇宁、关岭、紫云三
县交界的中心位置。
　　 1901 年 10 月，陆瑞光在弄染寨出生，家
境殷实。然而，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动荡年
月，再丰厚的家底也敌不过当局势如猛虎的苛
捐杂税和官差兵丁的无耻抢夺。1919 年，陆瑞
光的父亲和大哥因参加农民武装暴动罹难，父
亲被捕死于狱中，大哥被枪杀。
　　这一年，陆瑞光刚满 18 岁。家庭变故成
了他组织武装、拥兵反抗反动当局的导火索，也
是他戎马生涯的开始。
　　陆瑞光少年时期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
文化，并跟随大哥练就一身武艺，加上他豪放的
性格和仗义疏财的为人，很快就拉起了队伍，最
多时达 2000 余人，成为实际控制弄染方圆几
十公里地区的民间武装首领。
　　据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1921
年，六马地区大旱，物价飞涨，老百姓苦不堪言，
但军阀仍然随意巧取豪夺，陆瑞光再也无法忍
受，终于打响了抗暴的第一枪，将抢夺百姓财物
的军阀兵丁打得落荒而逃。从此，军阀再也不
敢进入六马地区欺辱百姓。
　　光明磊落的陆瑞光，不仅赢得了穷苦百姓
的拥护，也赢得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尊重，纷
纷加入陆瑞光的队伍，一起抗击军阀。
　　陆瑞光经常亲自带领队伍出入镇宁、关岭、
紫云县一带，甚至进入北盘江，到广西、贵州、云
南交界处，突袭小股军阀，缴获枪支弹药。
1922 年，陆瑞光听说紫云百姓受尽当地军阀的
欺压，苦不堪言，于是集结了 500 人的队伍攻
打紫云，赶走了军阀。一系列抗击活动，使陆瑞

光成为军阀政府的心头大患。
　　当局决定“改剿为抚”，陆瑞光被委任为保
安营营长。陆瑞光以为这是军阀政府对自己的

“妥协”，欣然赴任后，却变成了当局“清剿”地方
武装势力的“卒子”。
　　陆瑞光逐渐认识到这是军阀政府的阴谋，
只要是反动政权当道，穷苦百姓就会一直生活
在黑暗之中，自己也会被无休止地拖入战乱
之中。

  “弄染结盟”，陆瑞光帮助红军顺

利过境

　　 1935 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
佯攻贵阳，诱出滇军驰援贵阳。正当国民党军
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之际，
红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发。4 月中旬，红军进入
镇宁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六马一带的是彭德怀
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的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若要成功实施转战云南的战略，
必须迅速通过六马地区，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寻

求战机。如能争取到当地首领陆瑞光的支
持，不仅能保证红军安全通过六马地区，还能
使少数民族同胞免受战乱伤害。
　　“陆瑞光虽然听说过红军，但因长期遭受
贵州军阀的欺压和愚弄，让他不敢轻易相信
任何人。”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
陈莹莹说。据说，红军先遣人员联系陆瑞光
时，他躲进了岩洞。几经周折后，彭德怀和杨
尚昆决定亲自上山“会一会”这位首领。
　　顾虑重重的陆瑞光派亲信做替身，自己
暗中观察，感觉红军待人和蔼亲切，并不像传
说中那样凶神恶煞。性格耿直的陆瑞光按捺
不住内心的愧疚与兴奋，站出来亮明了身份，
将红军热情迎进了家中，杀猪宰羊。
　　“与红军深谈之后，陆瑞光认识到，这些
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
实是一致的。虽然陆瑞光谢绝了加入红军的
好意，但他表示愿继续在当地与国民党展开
斗争。”陈莹莹说。彭德怀、杨尚昆以三军团
的名义与陆瑞光签下了反蒋作战协定，陆瑞
光还收留了 12 名红军伤员疗伤，并接受了

红军赠予的 36 支步枪和一面红旗。
　　有关史料记载，彭德怀、杨尚昆与陆瑞光
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后，于 4 月 16 日给中革
军委发电报报告了此事———
　　“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即布依族）
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
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介石）、王（家
烈）、犹（国才）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
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员。”
　　红军离开弄染寨时，陆瑞光送出很远才
返回。最终，红三军团顺利通过六马地区，渡
过北盘江，向云南方向疾进。
　　红军留下的指战员方武先等工作人员帮
陆瑞光壮大了队伍力量，他们共同开创了镇

（宁）、关（岭）、紫（云）三县边区革命根据地，
进行了“抗捐、抗粮、抗兵”和“打土豪、分田
地”等革命活动。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覃爱华认
为，这次结盟反蒋，是陆瑞光从一个少数民
族地方武装首领向一个革命者转变的分水
岭，为红军速渡北盘江挺进昆明抢渡金沙
江赢得了胜利战机。这一事件后来被党史
专家认定为红军途经民族地区成功实施

“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
之一。

36 岁牺牲，却播下“星星之火”

　　红军大部队离开后，陆瑞光与方武先公
开建立了镇、关、紫三县边区人民抗捐委员会
革命政权，坚持武装斗争，强烈动摇了国民党
政权。当局不断派兵来骚扰、攻打陆瑞光等
人，一些红军伤病员先后被杀害。为了保存
革命实力，陆瑞光与方武先决定率队伍到广
西右江革命根据地投奔红七军，但中途受阻，
只能退回弄染。
　　此后，陆瑞光、方武先通过党内渠道在安
顺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继续开展
革命活动，这也使国民党决心铲除陆瑞光。
1936 年 12 月 26 日，国民党来弄染寨诱捕陆
瑞光，激战中，双方伤亡惨重，陆瑞光被捕。
方武先和住在陆瑞光家中的红军在这场战斗
后一直下落不明，有分析认为，他们均壮烈
牺牲。
　　现年 85 岁、居住在镇宁县城的陆兴榜
是陆瑞光最小的儿子。在他的家中，挂着一

张父亲的黑白照片，照片中，陆瑞光一身的布
依族男子装扮和一副视死如归的面容。
　　“我父亲被捕后，预感到凶多吉少、来日
无多，关押在紫云期间，他向当局提出了照相
的要求，说想给家人留个纪念。但当时紫云
没有照相馆，家里人便从安顺请来照相师给
他留下一生中唯一一张照片。”陆兴榜说，此
后，陆瑞光先被押解到安顺，游街示众几天后
收监关押至省城贵阳。
　　 1937 年初，陆瑞光在贵阳英勇就义，时
年 36 岁。陆瑞光遇害后，家里辗转托人将
他的遗骸从贵阳取回，安葬在弄染寨。
　　敌人抓走陆瑞光的同时，血洗了弄染寨，
幸存的村民纷纷外逃，过去繁华富庶的寨子，
一时间空空荡荡。尚在襁褓中的陆兴榜被母
亲带回关岭娘家，在山洞里东躲西藏。由于
害怕被发现，平时连烧火煮饭都不敢，靠亲戚
送饭吃。1948 年，12 岁的陆兴榜才重回弄
染寨。
　　陆瑞光虽然牺牲了，但是红军在布依族
山寨、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
并未熄灭。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说，
1947 年底至 1949 年，在六马地区活跃着一
支党领导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 六马人
民反蒋游击队，其中的很多成员都是原陆瑞
光武装力量的骨干和红军过镇宁时候留下
的人员。1949 年 10 月，中共罗盘地委决
定，将六马游击队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
黔 边 纵 队 ，以 配 合 人 民 解 放 军 南 下 解 放
西南。
　　据镇宁县党史部门的资料，这支队伍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牵制和打击敌人、截
击国民党溃兵、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滇黔公路
畅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围剿土匪、巩固新生
人民政权等方面立下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陆瑞光的三个儿子中有
两个参军入伍，二儿子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成
为一名铁道兵。小儿子陆兴榜师范学校毕业
后，曾在供销社工作，在民办学校当教师，后
来回老家务农。
　　 1989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
为革命烈士。2015 年，位于镇宁县城的陆瑞
光纪念馆开馆，如今已成为贵州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据统计，至今共有超过 6 万人
次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这位忠
肝义胆的少数民族首领。

陆瑞光纪念馆中展现“弄染结盟”的画作。本报记者李惊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