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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

绵的福星山林地





福星村老年休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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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村本主庙

中：福星村本主九天卫房圣母

左邑人“苍山智勇武济王二将军



分在

荣获



i簿鬻蠹?≯≮鍪
搠r ≮7，‘

能?。钨谴游







福星村古风今述

福星村星野悬福，地廓生和，村融一体，民崇五德。爱

国之道，情同侍母；爱村之意，户邑相维，巢蜂相系，群蜂酿

护，蜂巢溢蜜。古垂博爱童幼、孝亲敬老、自律爱已、和谐载

邑。村中自古无乞讨，村外口碑“小康村”。少以读为先、壮

以功为求、老以尊为就。立业方正、刻意精成。思而崇尚科

学，审时度势、机圆变通；学而博及大千，高屋建瓴，功到炉

火纯青，自是文韬武略，大器脱颖。 ．

地灵于和，人杰于勤。村训日：天道酬勤，厚德载物。悠

悠万事，构建村和，富民兴邑，诚以功业报国，唯此为大。

古风如泉流，古梅先占春。

(注：五德：仁、礼、信、义、智。)

福星村东、西村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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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村是放置在狮口门前紫荆花丛中的金盘子。村民

是金盘里和谐滚动着的金珠玉钻。身负重望的福星村领头

人，他们的传统使命是保持金盘的水平状态·，使之有规律

地恒动和沐浴充足的阳光。村民的义务是以亲善、和谐、通

达、方正和充满生机、蓄光透彩的珠体投入金盘。这种领导

和村民之间顺时守制、彼此中怀的契合，必将全面构建起

和谐、内涵、与时俱进的小康之村。．
’

摘自《福星村志》



谨以最深沉的敬意：

悼念在1927年1月19日的“村难”中蒙难的

190余名前辈!

悼念在“村难”前夕，为力图化解危机而遇难

的先辈!
。

并借此一并悼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福

星村的英烈们f

福星村全体村民

200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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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祥

滇西重镇下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群英荟萃、商贾云

集之地。从古至今，这里都是连接滇西八地州的交通枢纽，

也是滇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又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互通

往来、经济贸易的重要门户。这里背靠苍山、面临洱海，风

光绮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朴，因而大理又被称

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上的古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适宜

人居的地方之一。

下关古称龙尾关，是南诏时期白蛮部落的聚居地，当

时龙尾关周围还形成了一个部落——石桥诏。南诏统一以

苍山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各地后，在这里修筑龙尾城。下关

曾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宝战争”的主战场，唐将李宓的十万

大军在此全军覆没。如今，“将军洞”和“万人冢”默默地倾

诉着曾经走过的沧海桑田，龙尾关依然巍然耸立在斜阳峰

麓。而时光的列车已驶入了二十一世纪，现在的下关镇已

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大理飞机场、楚大高速公

路、大保高速公路、广大铁路织成了强大的交通运输网络，

使大理与世界实现了“对接”。



·福星村志·

下关镇福星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白族村落，据史料记

载，南诏时期福星村即已存在，南诏时期的西洱河蛮即是

福星村最早的先民。可以说，福星村的历史即是下关历史

的一个缩影；或者说，福星村的兴衰与下关的兴衰始终相

伴。依据现存的大量历史资料佐证，福星村的存在迄今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福星村的发展是和洱海地区的开发同

步的。诚如前言中所言：“从她建置的那天起，福星村的先

辈们，就在和本地区各民族水乳交融的社会交往中，互相

学习，彼此借鉴，在参与和推动本地区的开发、文明和进步

的同时，也创造了本村与时相当的生产力、文化、文明和进

步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福星村的政治、经济、文化

体制也同全国一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福星村进人了转型期，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

广大村民的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同时，

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教育、卫生事

业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福星村的生产关系形式又发生了大的转移：原来

的农民成为了今天的市民，原本扶犁耕田的庄稼汉变成了

兴办实体的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福星村已率先成为了富

甲一方的“小康村”。随着滇西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

福星村已成为了滇西重镇下关发展的羽翼。作为下关的

“土著人”，福星村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下关建设发展的生

力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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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

为鉴，可以知兴替。”盛世修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正因为唐朝时给我们留下了《蛮书》，明代的杨慎给我

们留下了《南诏野史》，以及后来诸多修志名家给我们留下

了典籍华章，我们才对本地区、本民族的历史渊源有一定

程度的了解，为我们建设美好家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诸多

史料，这些史料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让我们少经历

些挫折，少走些弯路。
。

而今，福星党总支、福星村委会牵头，由村里的社会贤

达、知名人士、智慧长者同心协力，集大家的心血与汗水而

成的《福星村志》即将付梓，这是福星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件大事，也是下关镇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喜事。

《福星村志》对该村走过的历程作了全景式的回顾与

总结，逻辑严密、层次清楚、条理清晰、考据准确。由此可见

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谨代表下关镇福星党总

支、村委会向此书的全体编纂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

意!

愿福星村百尺秆头、更进一步，拥有更加辉煌灿烂的

明天!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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