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城市，盛京今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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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事变，国耻不忘

辽沈决战，东北解放

东方鲁尔，不孚国望

天地悠悠，沈水泱泱

改革奋进，再创辉煌

辽沈连衡，八城同耀

凤凰再生，山高水长

大哉沈阳。400年前的努尔哈赤迁都，使政权超越辽河平原的局

限，使拥有2300年建城史的城市——沈阳发生了格局巨变，从此意味

着近代东北地区结构的形成。大沈阳，北抵蒙古草原，远眺青藏高

原；西瞰山海关，锋锐直接京津；南临朝鲜半岛，与临国一衣带水；

东依长白山，连通东北的白山黑水，大东北自此浑然一体。

壮哉沈阳。当明清交替、东亚局势重塑，是当时世界最强政权的

替换，波及到东方世界秩序的重组。沈阳城于重新酝酿升级之中，拥

有一部分草原、一部分森林、一部分平原的性格，自此延伸成为满八

旗、蒙八旗与汉八旗的基础。此性格基因的改变，成就了未来清朝的

个性魅力。

奇哉沈阳。在明清交兵的战火中，沈阳一跃成为影响东亚的中

心城市，进而成为清朝的陪都；清代中期，因为乾隆皇帝盛京一赋，

盛京成为名震法国政界、文坛的重要城市，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如雷贯

耳；20世纪之初，太平洋沿岸渐成世界的另一个中心，俄日交战，使

沈阳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这

场人类浩劫从这里点燃战火；当下眺望，国家制定的“一带一路”政

策，给辐射东北亚的沈阳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至哉沈阳。它从一座边关城市，渐渐变为东北的首城，成为中国

北方的首府，清朝初期，一跃而成为东北亚的中心城市，演绎着数不

清的传奇故事。孤立地看一座城市历史，总显得扑朔迷离，只有站在

东北史、中国史、东北亚历史的时空坐标系当中，才能够看清楚沈阳

的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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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以大历史观贯穿，我们编撰了这套《传奇盛京》丛书，旨在重新解读这段历史。

传奇盛京的背后，是传奇而沧桑的中国历史，传奇而绚丽的东北亚历史。从开放的视野理解沈阳，也就理解

了沧桑变化的中国东北；理解了沈阳，也就拥有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沈阳，沉淀着东北2300多年的风韵，蕴藏着东北数不清的秘密，听着他的传奇，不知不觉，打开一扇神奇的

门，洞开一面窗，在那里，你会读懂东北的前世今生，找准中国历史的东北支点，洞悉东北亚的风云变幻。

沈阳的似水流年，是构造东北历史的支柱。新乐文化时期的酋长，手持太阳鸟的权杖，在浑河岸边栖地而

生，拉开了此地的文明序幕；燕国名将秦开，却东胡两千里，勾勒了沈阳这座城市的初廓；这里有秦汉边城武士

们的豪迈故事，有辽宋金多国战争与和平的绵绵传说；有明清两国交锋天下英豪尽瘁于此的传奇；有民国奉系军

阀治理东北熊睨天下的霸王气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和国长子的雄风……千年流云，风情万种，此套丛书遂成

《奉天城韵》之卷；

沈阳的名物，是天辽地宁中的文脉。明代人经营东北，兴建了沈阳方城；努尔哈赤建都于此，最终魂归东郊

天柱山；皇太极为大清帝国祈福，而修建了四塔八门；康熙大帝重振盛京城，建造了高耸的怀远门；乾隆帝为延

续东北文脉，筑就了文溯阁；张作霖经营东北、虎视全国，遂有北大营、军工场；张学良发展东北、经营东北，

因而开办东北大学、边业银行……两千年来，形成了种种遗迹，漫卷成此套丛书的《古城遗珍》之卷；

沈阳的风骨，是白山辽水的脊梁。努尔哈赤浴血百战，皇太极挥军千里，多尔衮拥兵入关，八旗兵并吞八

荒，成就清代广袤国土；甲午战争左公平壤喋血，大沽炮台僧林格沁扬我国威，凝成晚清英雄史诗；宋教仁与士

官三杰谋划反清义举，张榕浴血民国，近代英豪舍生取义；老帅张作霖乱世枭雄、少帅张学良兵谏抗日，两代东

北王留名青史；刘少奇、任国桢领导工运，投射出东北乱世中的曙光……人杰地灵，俊彩星驰，此套丛书遂成

《名士风流》之卷；

沈阳的豪爽滋味，是蘸尽关外历史深处的滋味。那马背民族的猎猎豪迈，那大兴安岭深处的渔猎之风，那闯

关东人带来的燕赵慷慨、齐鲁豪情，天南地北，遍走西东，前辈沈阳人开东北文明之先河，创满风民俗之瑰色：

满族传统的酸菜炖白肉是冬季里最好的口福，蒙古族浓香的烤羊腿无疑是春季进补的佳肴，朝鲜族的打糕、冷面



则为夏季带来清爽，一碗回族炖肉让秋季不再寂寥……舌尖上的沈阳，透出东北的醇厚滋味，摄于此情，此套丛

书遂真诚捧上舌尖上的《关东味蕾》之卷； 

东北人的豪爽，在于它的融合。这座城市，见证了大清帝国兴盛的真正秘密。以盛京为终点，上接白山黑水

间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民族秘史；以盛京为起点，又下承东北绵邈运祚、辉煌无比的400年文明。在这座城市

里，战争与文明的更迭，拉动女真族、蒙古族、汉族、锡伯族、鄂伦春、鄂温克、索伦等民族不断融合，引发了

改朝换代、物竞天择的轮换……以神相交，以情相动，以礼相服，多民族的血液凝聚于今日沈阳人的基因当中，

此套丛书遂成《皇都族脉》之卷。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世界如此的近，与你我如此的近。

历史，远远比你眼前的教科书丰富，远远比你眼前的地图广阔，远远比你眼前的人群多元。在这座城市的演

化中，曾与关内乃至世界都有深入的互动。沈阳的历史，在深层次与东北亚的历史息息相关。

如今再逢盛世，国家以老工业基地再振兴、国家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区、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令沈阳鼓荡激

情，重树雄风，新一轮的盛京传奇已备好纸墨，正待浓墨重彩地书写。

说不尽的风韵，讲不尽的情怀，演绎不完的传奇盛京。篇幅有限，就此暂停，不再絮语，更精彩的传奇盛

京，更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你来续写。是为序。





CONTENTS

关东月·千古风流路

壹

薛仁贵：激战高句丽 辽东留盛名／ 016

许亢宗：宋金友情的最后见证人／ 019

徽钦二宗：销魂千里路，南天无燕飞／ 021

燕帖古思：悲剧元皇子，丧命沈阳城／ 025

李成梁：毁誉参半的辽东“砥柱”／ 027

熊廷弼：“令久于其位，何患乎满洲？”／ 030

祖大寿：叛守之间“里外不是人”／ 033

剩人和尚：文心鉴日月 冰天一剩人／ 036

【目录】



【目录】

CONTENTS

清风起·马背赞英豪

贰

努尔哈赤：沈阳一梦，百年都城／ 044

范文程：“大明骨，大清肉”的首任大学士／ 046

代善：顾大局历经危乱得善终／ 048

李延庚：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身边的“潜伏”／ 051

海兰珠：一代帝王至死不渝的蝴蝶梦／ 054

岳托：敢在皇太极面前发怒的“呆公子”／ 058

多尔衮：两番起伏灭掉两个王朝／ 060

孝庄太后：韬光养晦，奠定大清帝国百年荣光／ 063

郭守真：东北道教龙门派开山始祖／ 066

左宝贵：血战倭寇，义胆忠肝／ 068

赵尔巽：从盛京将军到清史专家／ 070

司督阁：苏格兰西医的沈阳生活／ 072

杰克逊：牺牲在东北大鼠疫中的“盛京白求恩”／ 075

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的斗士／ 077

任庆泰：清末北漂的中国电影第一人／ 080



【目录】

CONTENTS

烟尘过·荼蘼花未了

叁

张作霖：乱世枭雄 第 N 次暗杀／ 086

执政东北：包裹了张学良一生的梦境／ 090

冯庸：翔云高天桃李梦 毁家成泥春蚕行／ 092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沈阳度过燃情岁月／ 094

谢荫昌：高天行云，教泽八方／ 097

秘密之行：满洲省委点燃革命火种／ 099

阎述诗：桃源深处的五月歌声／ 102

金毓黻：书生半百命  辽海五千年／ 105

萧军：嗟嗟匣中剑 沈城显锋芒／ 108

独行东北：“007”的哥哥探秘伪满洲国／ 1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行无疆，纫秋兰为佩

肆

阎宝航：君同天下志，横涉乱世川／ 118

沈延毅：雄强壮阔，魏法辽东／ 121

刘长春：热血尚流岂能忘中华／ 124

金开芳：金石开新苑 花泥护新芳／ 126

蒋新松：打造中国水下的“变形金刚”／ 128

师昌绪：新中国的“材料之父”／ 131

安静娴：“乐在药中”的仁心仁术／ 134

罗阳：用生命擎起舰载机的翱翔／ 137



壹

关
东
月
·
千
古
风
流
路



013

千里关东明月路。沈阳的历史，离不开风云人物的历史。穿过崇山峻

岭走进沈阳城的风云人物，无论是东征至此的唐代兵马，还是被迫押解到苦

寒之地的宋代宗亲，抑或是短暂驻足的名士，都因积聚着非凡的时代能量，

在这座城市留下不灭的痕迹。

一将功成万骨枯。斯人已逝，城市偶尔吹过的尘土中，仿佛能听到当

年兵马的嘶吼，能望见女人悲怆的泪水，能闻得文人落寞的叹息，也能触摸

到城市的伤痛。寻找这些穿过历史沙漏的名字，贴近一代一代走过沈阳的故

人，在斑驳的足迹中，回望他们远去的身影。

回望，是为了还原，也是为了铭记。正是他们的存在，沈阳搭起历史

大剧的舞台，正是他们的到来，才铸就不灭的城市传奇。

中心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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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614-683）

薛仁贵：激战高句丽 辽东留盛名

高句丽是长白山间的少数民族政权，为扶余国王子所创建，兴起于公元前37年，在二十四史有关征战、朝

贡、册封的记录中，高句丽会一再短促地闯入人们视野。对中原王朝予以礼仪上的尊重，定期拜谒、纳供，是其

一项不成文的基本国策。隋唐年间，高句丽处于强盛期，与中原王朝不睦，在唐朝初期，高句丽更是大举攻伐同

为唐册封的属国新罗，唐派专使前往高句丽调解，遭到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拒绝。唐太宗因盖苏文罪在弑君，残虐

民众，且又违诏，侵袭邻国，不可不讨，贞观十九年（645）遂引发唐征伐高句丽之战。

高句丽在山间和山下平原同时筑城，战事一发则尽退入山城中坚守，加之熟悉地形地势，易守难攻，因而尽

管征东时尽遣精锐之师，唐军仍每每陷入艰苦鏖战。同年三月，在辽东安地战场上，唐朝将领刘君邛被高句丽军

兵团团围困，无法脱身，一时间无人能救。在此危难时刻，只见一唐军士卒单枪匹马挺身而出，杀入重围，直取

高句丽一将领人头，将头悬挂于马上，高句丽军观之胆寒，于是撤军，刘君邛才得以转危为安。刘君邛忙问救命

者何人，答曰：薛仁贵是也！此役过后，薛仁贵便一战成名，名扬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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