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DOI: https://doi.org/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5 期·2025 年 03 月 10.12345/xdjyjz.v3i5.2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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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War	II,	when	the	country	was	in	trouble,	 in	order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Myanmar,	Dehong	Ruili	
Mengxiu	Huwa	village	Jingpo	people	together	with	other	brother	ethnic	groups,	took	up	the	weapons	in	their	hands,	for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motherlan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ancestral	homeland,	willing	to	shed	blood,	write	a	 tragic	and	rousing	song	of	
resistance,	Cast	 the	soul	of	the	nation	and	the	soul	of	China.	If	we	can	clarify	the	history	of	resistance	to	foreign	invader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border	ethnic	areas	of	the	motherland	and	dig	out	the	spiritual	heritage	left	by	the	ancestors,	it	is	conducive	to	
form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viewing	the	Huwa	Defense	Battle,	reviewing	the	recent	and	modern	
events	of	resisting	foreign	invaders	in	the	Jingpo	area,	reproducing	the	arduous	course	of	resisting	foreign	invaders	in	the	war	years,	
aims	to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make	our	small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ongoing action of enriching the border and rejuvenating the peopl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border of the mo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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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我见——以云南德宏景颇族地
区抵御外来侵略者事件为例
何勒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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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难当头，为抵御日本从缅甸入侵中国的先头部队，德宏瑞丽勐秀户瓦村景颇族群众与其他兄弟民
族一道，拿起手中的武器，为祖国领土完整，为保卫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不惜抛头颅，甘愿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
悲壮激越的抗争之歌，铸就了民族魂中华魂。如能厘清祖国边疆民族地区近现代史上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历史，挖掘先辈们
留下的精神遗产，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温户瓦保卫战，回看近现代景颇族地区发生过的抵御外来侵略者事
件，再现战争年代抵御外来侵略者的艰辛历程，旨在以史为鉴，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尽绵薄之力，为祖国边疆大西
南一隅正在进行的富边兴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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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勒腊（1979-），男，景颇族，中国云南芒

市人，博士，副教授，从事景颇族语言文化研究。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经常被提及，这些理念既一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共同构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

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8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

历史成就，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及建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

问题。1902 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从此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随后，梁启超又于 1905

年写就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

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由此，人们开始关

注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还是多元一体的族群概

念这一问题。胡岩（2013）从清朝的统一实现国家版图大统

一与中华民族认同基础的形成、列强的入侵与中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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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觉醒、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抗日战

争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更高层

次的中华民族认同等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

可以这么说，经过近百年以来的多次大讨论与交流交融，“中

华民族”这一概念不仅在中国内地已深入人心，边疆各少数

民族也逐渐形成这种意识。在近百年以来的抗争史中，“中

华民族”意识不仅没有淡化，还得到加强和稳固。如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国难当头，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从缅甸入侵

中国的先头部队，德宏瑞丽勐秀户瓦村景颇族群众与其他兄

弟民族一样，拿起手中的武器，为祖国领土完整，为保卫祖

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不惜抛头颅，甘愿洒热血，谱写了

一曲曲悲壮激越的抗争之歌。重温这段历史，再现战争年代

抵御外来侵略者的艰辛历程，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也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2 近现代景颇族地区抵御外来侵略者事件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大西南、云南省最西

角。20 世纪 50 年代末，著名军旅作曲家杨菲在这片热土上

创作出蜚声国内外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景

色宜人，让人流连忘返；当地各世居民族和谐相处，让人心

生向往。然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演进

中不变的逻辑。诚如大家所知，1937 年，日本全面发动侵

华战争，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授华物资

通过多条线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途经缅甸的滇缅授华

物资通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生命线。日军为掐断滇缅线，

不惜重用武力，于 1942 年初入侵缅甸。因地处中缅边界，

战争迅速波及云南德宏境内。1942 年 5 月，日本军国主义

的铁蹄由缅甸踏入边境小城瑞丽，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祖国

西南边陲的屈辱与抗争史。以下是笔者查阅到的相关资料：

① 1939 年 7 月，云南德宏瑞丽雷允飞机制造厂经半年

施工，基本建成并制造出飞机，使这片蛮荒之地很快变成一

个人烟稠密的近代化工业区，其规模、设备、员工数都比在

杭州时有了很大发展，是中杭厂最兴旺的黄金时期。

② 1939 年 10 月 26 日，36 架日军飞机由北海起飞，轰

炸雷允飞机制造厂，敌机投弹百余枚，多数落在雷允街上，

机房被毁。

③ 1939 年 10 月 26 日和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10 月，

日本空军两次轰炸雷允飞机制造厂，高射炮防空排进行自卫

还击，保护厂区。

④ 1944 年 5 月，中国军队对怒江以西日军进行反攻，

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率领 116 师及 36 师一

部，从腾冲出陇川、至勐卯，向勐卯之敌发动猛烈攻击，于

1945 年 11 月 4 日收复瑞丽。（1996：25、256）

以上记载表明，83 年前，云南德宏境内部分地区已成

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沿阵

地。从 1942 年 5 月日军进入云南德宏到 1945 年 11 月收复

瑞丽，历时三年零六个月。这期间，日军在占领区侵占村寨、

霸占百姓财产，烧杀淫掠，并在部分村寨进行鼠疫实验，惨

无人道。边疆各族群众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战争，为保卫

祖国领土不受侵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各族群众自

发组织起来，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这当中，就有户瓦景颇族抗日保卫战。

户瓦村隶属于瑞丽市勐秀乡，多年前笔者曾到过“户

瓦抗日保卫战遗址”。来到遗址前，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由得

让人更加钦佩先烈们的忠义与英雄气节。1942 年 5 月，有

一队日本侵略军从陇川章风进入瑞丽勐秀，到处烧杀抢掠。

为保卫家园，户瓦村村民梅干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号召本寨

和逃难来的乡亲们：“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来了，麻雀不撵不

飞，野猪不打不死。我们要像芭蕉结果一样团结起来，像众

人拾柴火塘旺那样心齐，就能保住我们的寨子。不打败日本

豺狼，我们的寨子就保不住，我们景颇兄弟姐妹就没有活

路。”梅干在户瓦村迅速组织起了一支自卫联防队伍，大家

磨亮长刀，擦亮铜炮枪，用木碓舂碾火药，把旧犁头敲碎制

成铜炮枪子弹，与入侵户瓦的日军展开了一场场反侵略的游

击战。他带领联防队员利用地形地物伏击、阻击、围歼敌人，

竹签、黄蜂、荨麻都成了打击入侵者的武器。在户瓦村阻击

战中，一天内打退了 50 多个敌军的 6 次进攻，打死一名日

军中队长。这一次保卫战保护了从塔育逃难到户瓦的汉、德

昂等族 1000 余人及本寨群众的生命安全。

以上这段关于“户瓦村抗日保卫战”的记述出自《瑞

丽市志》（1996：256、563），基本与史实相符。但据笔者

走访了解，当地干部和群众对发生在 83 年前的这场保卫战

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参战人数没那么多，有的认为击

毙的日军数量有出入，有的认为主要领导人另有他人，等等。

这些流传在民间的说法不一而足。总起来讲，以景颇族为主

的各民族群众奋勇击退了日本侵略者，保护了当地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这么说，我国是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经形成后，在清末

列强入侵、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横行中国等不同时

期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3 历史上的景颇族抗击侵略者事件

众所周知，景颇族作为戍守祖国边疆的一分子，一百

多年来，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户瓦保卫战”以外，还曾参与

过不少抵御外来侵略者事件。

3.1 早乐东抗事迹
1885 年，英国吞并缅甸后，把缅甸设置为其殖民地下

的一个行政区，并借中英滇缅勘界之机，蓄谋侵占中国领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中英在陇川地段勘界，当地

景颇山官目睹英国官员把国界线无故再划进我国六七十里，

遂率领各族群众奋起抗争。景颇族爱国山官早乐东先向英方

展示虎踞关及铁壁关的碑文拓本，证明这一带地区历代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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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土。但英国侵略者竟无视边民卫国行为，悍然命令步

骑兵侵入陇川章凤街。早乐东率众反击，迫使奥氏答应立即

撤兵，退出我国疆界，有力地阻止了英国的入侵行动。此次

保卫章凤街的战役中，景颇族群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牺牲

了 50 多人。早乐东等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弘扬了中华民

族的正气，也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3.2 马嘉理事件
1874 年（清同治 13 年），英军派柏郎上校率领武装人

员 200 余人，以探险为名由缅甸向中国边境进发，进行侦察

活动。为配合行动，英国驻华大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一行，

从北京赶到滇西策应。马嘉理一行无视中国的民族及各级政

府尊严，一路欺凌人民，辱骂官员，并肆无忌惮地搜集情报。

1875 年 1 月 17 日，马嘉理抵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行至中

国境内红蚌河边，闻知边区军民已有联合抗击准备。马嘉理

自告奋勇带 3 个随从前往探路，于 2 月 17 日非法越过界河，

四处侦探中方军民行动。两天后，马嘉理原途返缅，行至芒

允南约 2 千米外的户宋河，遭当地抗英群众阻拦。马嘉理开

枪打死中方爱国民众 4 人，最后马嘉理一行 4 人被愤怒的群

众击毙。第二天上午，各族抗英群众在班西山下阻截柏郎的

部队。柏郎闻报马嘉理被杀，中国援军即至，仓皇逃窜出境。

中国的神圣国土得以保护。但是英国人借此向清政府提出许

多无理要求，清政府与英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

条约》。

4 结语

回望中华民族 100 多年以来的抗争史，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在时间的

推进中日趋丰富和完善。正如费孝通（1999）所指出的一样：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

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则是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华民族认同感，

费孝通（1997）有独到的理解：“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 56 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

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 56 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

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

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

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一段话是费孝通从研究中华民族

的现状和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梁启超等前辈学者

关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继承和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党的十九大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写入党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

基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深入人心并得到进一步强

化和加固。习近平总书记（2018：3）指出：“我们民族是

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

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奋起抗争……”这里的

“仁人志士”就包括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当沙场先锋、勇于

抵御入侵者的中国各兄弟民族先烈们，当然也包括景颇族。

“户瓦景颇族抗日自卫战”作为一次小范围、小规模的战事，

在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中并不起眼，但那一段中华民族同

心保边疆、铸就民族魂中华魂的悲壮历史，如今仍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还有极大的挖掘和研究空间，它既是先辈们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之一。我们重温“户瓦景颇族抗日自卫

战”，回顾景颇族地区抵御外来侵略者事件，目的在于以史

为鉴，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尽绵薄之力，为祖国边疆

大西南一隅正在进行的富边兴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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