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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原常委、西双版纳州原州长 召存信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宗教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全州各族人民和宗

教界人士的一件大喜事，也是西双版纳州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西双版纳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世居着傣族、汉族、哈尼族、拉枯族、彝族、

布朗族、基诺族、瑶族、回族、壮族、佤族、苗族、景颇族13种民族，各民族

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共同耕耘这片热土，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处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使西双版纳发生历史巨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各民族经济日益发展，生活不断提高，民族文化繁荣，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

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民族安居乐业，蒸蒸日上的景象。西双版纳各

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宗教成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各宗教相互尊重，和睦共处，弘扬优良传统，不断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为西双版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作出了贡献。西双版

纳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宗教领域团结稳定、健康发展的事实，雄辩地证明，

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宗教志》以实事求是、丰富翔实的资料，客观地

记述了西双版纳各民族、各宗教的历史和现状。志书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

鉴后世，它的问世必将发挥“资治、存史、育人”的历史功用，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令人欣喜。我衷心祝愿，在新世纪，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

创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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