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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贤．男．傣

族．1950年9月生．梁

河县人。先后在粱河县

文工队、文化馆工作．

现任梁河县文物管理所

所长，文膊馆员：德宏

州书法、戏居U家协会会

员，德宏州旅游学会理

事。

本人潜心写作，创

作发表、上演了《哥妹

说句心底话>、<中秋

月>、<锦江渡>等文

艺作品．编撰出版了

《梁河地名志》(参

与)《南甸置抚使司署

略考》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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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的功夫集成了-：《梁河文物志》，这是创全州县级
‘

《文物志》之始，对于她的问世j．我拍手称快j全书内容

1。跨越600余年1勾勒出梁河历史的变迁，记录了云南省西
‘

部土司文化的遗迹，、美化了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j．

《梁河文物志》韵每件事0 i每件器物；都是二_个神奇的传

．、‘说，都是一篇会说话的历史。+ 、

”

-’～
．刚到德宏任职时，与杨文贤同志初次接触，就被他那．

’?对梁河土司文化，风土人情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对边疆未来
_

．的旅游设想所吸引。．。～’．‘‘‘ 。： ，0 ‘‘’

-r 发展旅游事业要重视资源的发掘和开发利用，而汝源

的开发利用更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否则，将无异

于杀鸡取卵。．《梁河文物志》对边疆民族大好山川和历史

． 文物极尽赞誉之笔墨，既体现了其旅游开发利用的价值，

． 又激起了人们对她的呵护、．珍惜之情，值得-读。



．《粱河文物志》问世后，’：继之将要出版诸如《南甸宣

抚使司署略考》等书。如果全州有识之士都有这样主人翁

思想，做到群策群力，如果我们的每一位工作者都能勤于

思考，锐意进取，而不是无所用心，那么我们全州的旅游

事业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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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杨文贤同志不

顾大病余生，独步梁河山山水水，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精

神；’做到有物必寻，有物必看j+’遇事必记。数七年内收集

了如此门类繁多了内容详尽的资料成栗，茬当今文物工作

者中为之少见j，、这样1的敬业精神实为难能可贵。‘j：卡年修‘

志；．|杨文贤同意辛苦磨砺十余年j．集成：《梁河文物志》，

填补了全州《文物志》’^县一志的空白j’：真是可喜可贺!．-

’：’．‘o；．：’、．j— j j·：，t．

．^t。’，’·．_。；‘’·，j，0≤I．c：孑、《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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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蠢连年入月三苹关画‘+I’二．．：．。’～二oo兰年八月三千六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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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的传言。看了杨文贤同志写的《梁河文物志》．。之后≮‘’．

众多的文物：一：、景点j、：目：不暇接，遍及梁河各地，而且有些．，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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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只需少量搀冬i÷就会收到可观的效益，：。使我对梁河的，．

旅游业有了重新的认识。常言说： ‘‘十年磨一剑”i老杨同

志花了数年心血集成了这本《梁河文物志》，打破了“梁

-’．’河无旅游’’的断言j可为功臣。 ’．．
，。

。
．

+：。．．，文物"．和“旅游”是双胞胎j．要发挥这一孪生姐妹’·

一j的优势，靠的是对这一优势的规划、‘．宣传和开发，．靠的是 ．

‘‘_．有一批热爱这一事业的热心人，去努力、．去奋斗，更要靠 ．

．。 ’’j的是全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 ：～oi’．：、

．‘ 开拓梁河旅游的内涵，把旅游业做为梁河新兴彦业来‘’

’开发，是今后我县的二项艰巨的任务，政府立足用五至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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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打造这一产业，解决好“金饭碗’’和“贫困县”

+之矛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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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待我，·梁河大发展的基础己奠定，．梁河大发展的

时机已经到来，诚望有识之士，精诚团结，发扬梁河精

神，实实在在的为梁河人民谋大事、做实事、兴县富民。

这本书来之不易。‘老杨同志拖着瀛弱的身躯，上高

．山，爬陡坡，走艰险，作了大量的文物考查j多次晕倒在

考察的路上，事迹十分感人；有责任和进取心的梁河人

民，要发扬这种奉献精神；梁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会

来得更快÷更迅猛≥， ： ． +-j·一’．⋯+ ·，

一 j当然，这本《梁河文物志》、。．还没有囊括梁河所有文

物；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还需要有识之士献计献策去加以

丰富和拓展。。，‘．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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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例。

’

‘一、本志书的编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的原则．’对保存在梁河地上地下的历史遗迹、珍贵文物进

1一行科学的、系统的整理和记录。 ’．

+’‘

， 二、一梁河1950年建县，．本书收录范围仅限于今梁河县

辖境内的文物，未涵盖南甸历史时期整个区域的全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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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收录文物上限不限，下限至1950年，个别条

’’目例外i记述资料截止2060年。．。．一 ．-，

． -．-? 四、一根据梁河文物分布情况，本书采用通志体，文物

^一一分类排列、条目排列基本按时代先后和轻重为顺序。
’

五、本书多处引用‘《南甸刀龚氏世系宗谱》．、《梁河

一。县志》等书，只加引号，未作注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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