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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4年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范围内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以来，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
度重视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畏，怒江州文物事业从零起
步，逐步得到发展壮大，截至目前（2005年），文物战线的广大职工在怒江州境内先后发现了具有历
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的文物遗迹共130多处，其中片马抗英斗争遗址、兔峨土司衙署、白汉洛教堂
、杨玉科家祠建筑群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普化寺、栗柴坝渡口惨案遗址等15
处遗迹被公布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4处遗迹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共征集到各种文物1238件，经过云南省文物委员会专家的鉴定，有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3件、
三级文物23件，一般文物194件，文物资料433件。
文物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留给子孙后代的遗物、遗迹。
历史文物、民族丈物、革命文物等各类不同的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
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各族人民智
慧的结晶，也是各族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征集、抢救、保护好各类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989年，在全州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州文化、文物部门着手系统地整理各类文物，并按专业志书的
体例编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
经过16年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编纂完成。
通览书稿，该志书体例完备，资料详尽，有很强的资料性，是外界了解怒江、认识怒江、研究怒江州
境内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探寻边疆各族人民保卫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睦相处的又一
翔实资料，从中还可以看到怒江各族人民从原始社会的刻木结绳、刀耕火种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民
当家做主的发展轨迹。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的编纂、出版，得到了云南省文物主管部门、云南大学民族考古与文物
评估中心、云南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和广大关注怒江的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该志书付梓之标，谨
向这些单位和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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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物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留给子孙后代的遗物、遗迹。
历史文物、民族丈物、革命文物等各类不同的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族人民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
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是各族人民智
慧的结晶，也是各族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征集、抢救、保护好各类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1989年，在全州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我州文化、文物部门着手系统地整理各类文物，并按专业志书的
体例编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
经过16年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编纂完成。
通览书稿，该志书体例完备，资料详尽，有很强的资料性，是外界了解怒江、认识怒江、研究怒江州
境内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探寻边疆各族人民保卫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睦相处的又一
翔实资料，从中还可以看到怒江各族人民从原始社会的刻木结绳、刀耕火种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民
当家做主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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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殖边队《纪实》碑（三）《拥护共和三等纪念章记大功三次知子罗行政委员董公国政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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