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奇城市，盛京今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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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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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从何而来？

当第一个人类的脚印，印在沈阳的土地上，在他的面前，是汪洋一

片。从东部山坡上遇到的第一朵浪花，从海枯石烂成为富饶的平原大地，沈

阳从宇宙洪荒的寂寥中走来。当东北亚历史的每个节点都出现沈阳的名字，

侯城、沈州、沈阳，是他的记忆。在一次次战争中，在一次次迁徙的路上，

在一次次民族交融的时刻，这座偏踞东北的城市从未割断与中原的文化脐

带。不仅如此，沈阳以东北军事重镇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每一次更

迭。从退却东胡几百里的豪迈，从流放冷月边关的忧伤，沈阳从嘶吼与呐喊

的薄雾中走来。当大明帝国击退渡海而来的倭寇，当女真民族穿过白山黑水

的密林……

拨开重重的历史幔帐，沈阳穿过沧海桑田而来。

《胡笳十八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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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城韵    沧浪之水拂桑田

三万年前河岸的清晨

推开一扇门，清晨的第一道曙光迎面

而来，这是刚刚河水放缓的初秋，这是一

个简单又特别的一天。

推开一扇门，穿越十几万年的波浪，

兽鸣涌入耳中，这是祖先的问候，是海枯

石烂之后留给我们的仰望。

沧海桑田，日月星辰。沈阳城市的东

郊、今天最受沈阳人瞩目考古基地——沈

阳农业大学后山遗址，这里曾是目前所知

最早的“沈阳人”生活中心，谁会想到厚

厚的尘土掩埋的是沈阳地区更早的人类足

迹。

至今仍没有被命名的沈阳第一代居

民，迎着古浑河悠悠的晨风，开始了日出

与日落交替的劳作。最早的沈阳人在哪生活？似乎在这里有了全新

的答案。

沈阳农业大学后山遗址地处沈阳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位于沈

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的沈阳农业大学后山果园和百草园处的Ⅲ

级阶地上，海拔高度82米。阶地下即为浑河古道。

这是一处位于河漫滩环境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至2013

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

合考古队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09平方米。通过

发掘，发现8处坑状遗迹，出土砍砸器、刮削器、尖刃器、石核、

石片、断块等230余件遗物。石器原料包括：石英、石英岩、石英

砂岩、石灰岩、砂岩、硅质泥岩、硅质灰岩、花岗岩、角岩、板岩

等。    

这一考古发掘，将沈阳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的

新乐文化的距今7200年，提前至距今11万年左右。当然，这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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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农业大学后山发现 11万

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将沈

阳地区的人类历史又提前数万

年。沈阳的祖先，正是用这些

简陋的石器，开创了辉煌的后

世文明。

旧石器时代的沈阳祖先，不仅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要与猛兽共存，这其中后人最熟知的便是——猛犸象。

最后的结果。我们期待着在这里找到更多关于远古沈阳人的答案。

如何与野兽共存，如何与自然相处，这是人类恒久的问题。当

沈阳的先人仰望星空之时，那些闪亮的星光，不知会比现在亮多少

倍，然而人们内心的恐惧和未知却比那些星星要多得多。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论是白昼时生产生活，还是夜晚休

息，火已经成为了沈阳祖先的重要工具。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

一样，简单的石器已经能够打磨得很精致，不仅能用来制作工具、

装饰品，在饮食上也常常使用。可以想象，当第一口被烧焦的食物

入口时，那种兴奋与惊讶会有多么强烈；当发现燃烧的火把能够驱

散围攻的野兽，祖先对于雷火的仰望与敬畏，也许是从这一刻开始

吧。

当我们再次踏上这片已经活跃了几万年的土地，透过遥远的清

晨，三万年前生活在沈阳东郊的祖先们在这里与我们对视，心怀敬

畏，彼此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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