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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沈阳现代史上占

有重要的位置。图为任陆军27

师师长时的张作霖

沈阳市首任市长曾有翼1923年8月，奉天市政公所成立，专门承担领导市政建设和管

理的职能，沈阳告别了军政一体的旧官僚管理体制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年的进步青年经常在这里集会

1927年，沈阳10万人举行反日示威游行



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4月。张氏父子不惜重金招聘名流学者，东北

大学在教师待遇方面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其他高校

东北大学奠基仪式合影 满洲医科大学

奉天纺纱厂是东北地区最早、最大的具有现代工业

意义的民族棉纺企业。1931年1月，该厂产品获国民

政府工商部国货展览会金质奖章、特等奖凭。图为奉天

纺纱厂旧址

奉天纺纱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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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的积极扶持下，肇新窑业公司以实业救国

为己任，挤垮了日资大华瓷厂，成为闻名国内外的中国

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企业。图为肇新窑业公司旧址

沈阳故宫文溯阁。在张学良等的努力下，

文溯阁《四库全书》等重返沈阳故宫。此事当

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一大盛事

昭陵，1927年春辟为北陵公园对外开放，

成为当时市民最为喜爱的休闲娱乐场所

沈阳东塔机场。1921年张作霖为了称雄东北，

进而扩张关内，在沈阳建立了空军。至1931年，东

北空军实力已居全国首位

民生汽车。响应张学良铸剑为犁的号召，辽宁

迫击炮厂化兵工为民用，生产出了我国第一台载重

汽车。此车曾于1931年9月12日在全国道路协会主

办的上海市展览会上展出

奉天国际体育场是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体育场



1928年6月4日，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由京返

奉，途经皇姑屯车站附近三洞桥时，被日军炸成重伤，

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图为炸车现场

1929年2月4日，东北易帜后，张学良

（前排右四）在奉天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司

令长官

1930年10月，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

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张学良官邸张氏帅府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

良组织并支持东北义勇军进

行对日抗战。图为坚持抗日

的东北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义勇军抗日的

沈阳警备司令黄显声

1931年9月20日，日军将沈阳市改为奉天市，任命日本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贤二（前排中）为伪奉天市市长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奉天工场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1931年9月21日，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织

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给予坚决支

持，并资助30万元。图为救国会部分成员

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支小分队向沈阳外围前进

沈阳市民欢庆解放

1948年11月4日，在庆祝沈阳解放的群众大会上，东

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讲话



总 序

沈阳是东北首位度最高的城市，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辽

宁省省会，是国内外闻名的大都会。沈阳以其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

物古迹遗存蜚声海内外。沈阳以其厚重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发达的交通枢纽地

位、硕大的城市规模和现代城市文化品位日臻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成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城市。

沈阳远古的历史可上溯至十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沈阳农业大学后山等

地已经出土的较为丰富的实物证明这里是沈阳先民的活动遗址之一。特别是七

千多年前的新乐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期）的数次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半

地穴式房屋居住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磨制、打制石器，斧、刀、铲和陶制深

腹罐、斜口器等，解读着当时固定聚落和生产、生活工具的特点。出土的炭化

谷物、炭化果核、网坠等又反映出原始农业和渔猎采摘的经济形态。出土的玉

器、煤精制品不仅反映出新乐人有了审美情趣的要求，而且反映出工艺水平的

精湛。遗址中出土的鸟形头饰的木雕手杖或被解读为权力结构的象征——权杖

或图腾符号，或被引申为太阳鸟。

数万年间，沈阳先民繁衍生息绵延不绝，选择浑河流域的广袤平原和小有

起伏的漫坡台地作为栖息之地，不是偶然。四季分明的气候、较充足的日照和

丰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地终于被开发为生产、生活的家园。新乐遗址的发掘展

示着远古先民的社会文化形态；同时，新乐遗址已经被证明不是孤立的。新乐

文化向东、向西绵延百里有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带的布局。

进入阶级社会，开启了沈阳历史的城市之门，汉设候城县是正式设制的开

始，其后的辽金两代沈州、元代沈阳路、明代沈阳卫等都是沈阳历史发展的闪

光点，不仅提供了现今城市名称的冠名元素，而且扩大了城市规模，改善着城

市结构。契丹、女真、蒙古、汉族等民族的不断融合成为沈阳人口的地域特

色，逾千年而不变的军城戍守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基本内涵。其后，后金迁都

沈阳，清朝在这里奠基，满族共同体在这里诞生，新满文在这里创制，改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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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盛京，进入城市发展的辉煌时期。近三百年的有清一代给沈阳留下了故宫、

福陵、昭陵等世界文化遗产。

古代的沈阳，自燕将秦开收复辽东即开始了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历史。汉

代候城县则是沈阳出现行政建制的开始，是中原文化成为沈阳城市主体文化的

第一次。与候城相伴，在今沈阳行政区域内还出现过高显县（今沈阳苏家屯区

沙河魏家楼子）和辽阳县（今沈阳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这既是汉中央政权对

今沈阳地区的重视，也是今沈阳地区社会经济发育度的证明。晋末，高句丽割

据时期候城县被焚于战火，但设在今苏家屯地区的陈相屯塔山的盖牟州城依然

是沈阳地区城市发展的延续。辽代设沈州是在汉设候城原址附近的重建，同时

代设立的广州（今于洪区彰驿古城）、辽州（今新民辽滨塔）、集州（今苏家屯

区奉集堡古城）、祺州（今康平小塔子古城）、双州（今沈北石佛寺）等，形成

了今沈阳及周围的建城设制的高潮。可以说，辽代沈州提供了今沈阳二字的沈

字之源，辽代是沈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

辽金元各代，沈阳城市得到发展，城市地位由州、县之城发展成为路城，

但多个少数民族发展沈阳城市的历史丰富了城市的民族元素，展示了游牧民族

对沈阳城市农业传统的承继，展示了经济形态转变的基本规律。

明设沈阳卫，其仍然是军事戍守功能为主的城市。沈阳卫城不是汉设候城

汉族文化的回归，而是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域新成果。明沈阳卫时期，城

市经济已不断发展，成为马市、木市等贸易的中转站，城市手工业和酿造业的

发展已然出现了工厂化倾向，城市功能已经悄然改变。

清代建都沈阳，顺治入关后其被尊为陪都。沈阳设过奉天府、立过承德

县，但世间的城市称呼依然多为沈阳。立都的时间短，陪都的时间前后数百年

间，沈阳仍然保有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传续盛京驻防

将军和盛京五部局机构的同时，亦有府、县机构的建立和施政。多级机构同处

一城，满族、汉族等多民族和谐共处。努尔哈赤为沈阳从明卫城成为京城，成

为东北第一城做出了政治设计和决断，可以说是沈阳城市地位跃升的城市之父。

民国之前，沈阳曾经历了庚子之役的沙俄军队劫掠，经历了日俄奉天会

战，城市濒临毁灭。两次战争使近代工业之嚆矢——盛京机器局面目全非，使

近代教育的先河——奉天大学堂一片荡然。经济凋弊，城垣崩塌，人民流离，

苦不堪言。民国之后，日本侵略势力肢解城市布局，扭曲经济形态，并悍然发

动“九一八”事变，城市沦陷，是东北历史最为黑暗的日本殖民统治的伪满时

期。抗日战争胜利，沈阳光复，经过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沈阳终于成为人民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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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前，甚至可溯至清末新政，沈阳即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办工厂、

兴学校，实施政治改革。然而这些努力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干涉，遭到

侵略战争的洗劫。清末的盛京机器局、工艺局、八旗女工工厂、大东工业区，

正在施行的惠工工业区、沈阳工业区，重要的辽宁迫击炮厂、华北机器厂、大

亨铁工业、肇新、悦新等工厂无一例外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落入日本殖民

者之手。沦陷期间，沈阳被改称奉天，有“铁西开拓地”，更有大北监狱（全国

最大规模的监狱），亡国奴的历史成为沈阳城市之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经过“一五”大建设，沈阳的

城市功能由工商消费性城市转化为工业生产型城市，在保有区域公路、铁路交

通枢纽地位的同时，依然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数众多的援建

项目和重点项目落地沈阳，恢复了大东工业区，完善了铁西工业区，发展了三

台子等工业大项，沈阳的机械制造、成套设备制造、军工生产等成为城市的支

柱产业，沈阳成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沈阳机床、变压器、风动工具、泵阀及

重型设备等成为品牌。经过“大跃进”的坎坷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沈阳

城市发展遭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塑料等新兴材料工业、无线电及微电子产业等

仍然获得了创新发展，工业门类愈发齐全，大型冶矿设备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升，彰显着工业装备制造中心的城市特色。

沈阳的工业基地的地位是共和国赋予的，而成就工业基地的主体则是广大

觉悟了的工人。主人翁地位的责任、翻身解放的喜悦造就了劳模精神，正是劳

模精神鼓舞着沈阳完成了恢复、发展建设的任务，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支援

抗美援朝战争、支援三线建设等战略任务当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沈阳经历了“东北现象”的阵痛，经历了徘徊和

期待，经历了下岗的无奈，终于在环渤海经济圈建设、东北大振兴等机遇中理

清了城市发展思路，确立了三大目标五大任务，在城市布局、产业结构、城市

建设、环境建设、城市管理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城市城区

的面积已是改革前的一倍量有余，浑南新区城市成熟度日渐成熟，其百余条街

路上现代建筑云集，二十一世纪大厦、奥体中心等已成为城市地标。地铁通

达，有轨电车运营，城市行政中心和公共文化设施中心即将投入使用。浑南不

再是城市郊区，一跃而成为沈阳的核心城区。沈北新区有北部大学城，有数座

高校的现代建筑群，古生物博物馆落户于沈阳师范大学，软件园、科技园等又

迅速地改变着沈北新区的居民结构和产业结构，迅速提升着新区的人文素质和

文化实力，提升着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实力。东部汽车产业园弥合了大东与沈

北的区域结合部，正在形成最大的城市支柱产业集群。与此同时，一片片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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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商务楼宇、基础设施改造区不断崛起和完成，东部城区得到了外延发

展和内涵的提升。铁西新区的设立不仅完成了城市工业的西迁，而且完成了老

旧工业区的功能转换，形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住宅和商务集中区。在新区的

西部以全新的姿态集合了城市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厂家，提供了标准厂房、动力

供应和新设铁路专用线的方便，机床、变压器、鼓风、电缆、机车等大型企业

经营条件进一步改善，造就了沈阳装备制造业的新形象。

沈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搬离旧铁西，建设新集聚区，实现全市主要

同行业的大汇聚，经历了由工厂到公司的转变，经历了技术普及型向高精尖型

的转变。自动化、数字化、成套化成为沈阳装备制造的技术特点。装备制造领

域的全覆盖成为沈阳装备制造的高位势。

新时期，沈阳建成区扩大、布局合理、交通进步、四环内区分特色明显，

各分区之间布局弥合，功能互补，产业结构调整愈发彰显生机，一个现代化大

都市的形象正在形成。

当下，南高（高科技）、北新（新技术）、东汽（汽车及零部件）、西重（装

备制造）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和平、沈河的金融中心及现代服务业的功能日

趋成熟，皇姑的人文优势和新兴服务业基础日益坚实，以此为内核，连同东

陵、于洪的沈阳全域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连同新民、辽中、法库、康平，连

同大沈阳经济区内的其他城市，沈阳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沈阳的历史厚重丰富，仅以五卷本难以展述其全部。本部通史的主旨仅在

力求“通”字不断线，力求“史”字应述尽述。特别是城市的发生、发展的根

本动因是什么，基本脉络若何，有无规律可以探讨等，都是应予关注的。对沈

阳而言，工业城市的基础缘于何时，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工业现象缘何解

读，殖民地工业现象的历史批判、沈阳工业都会地位的确立等，都是应予特别

关注的。限于水平，特别是在沈阳地域通史类的著作首次尝试中对上述各项尚

难把握。来自若干单位的同仁也缺少更多的交流和切磋，有些遗憾只待将来

弥补。

在《沈阳通史》完稿之际，有些如释重负，有多年夙愿即将实现的愉悦。

但面对未来，面对城市历史研究的国内外大势，只能是积极而深入地继续下

去，希冀以更多更新的成果为沈阳的文化建设稍尽绵薄。

张志强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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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卷主要叙述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沈阳历史。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走进去，读下去，你会回味无穷。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是因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由旧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这场爱国运动以空

前的声势迅速波及全国，对沈阳（时称“奉天”）尤其是青年学生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涌入给当时沈阳的政治、思想、文化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沈阳同全国一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后，沈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奉系军阀张作霖依托

沈阳这块宝地，由招安的清军小军官，一跃成为民国新贵，短短几年工夫升任

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至实归的东北王；再任蒙疆经略使，进而成为满蒙王；

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军阀。他曾一度逐鹿中原，势

力直达长江流域，控制半个中国。1927年6月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位

及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对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张作霖的崛

起，沈阳的市政建设、军事工业、民族工商业、文化教育等在这一时期内都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

沈阳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奉系全力经营的同时，日本也

野心勃勃地觊觎这里，不仅将其作为交通的中心地，并且作为工业、文化的中

心地，开始对附属地进行经营。沈阳出现了早期奉天瓦斯作业所，附属地内部

分居民生活开始煤气化；建成了最早的城市给水塔，部分城区建有下水工程，

城市功能日益完备。

1923年8月，奉天市政公所正式成立。市政公所是近现代沈阳历史上第一

个正规的市政领导机关，专门承担独立领导市政建设和管理职能。从此，沈阳

告别了军政一体的旧官僚管理体制，市政建设与管理开始步入专业化、法制

化、民主化的轨道。

沈阳市政的设立推动了沈阳公共基础事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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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迅速发展，标志着在城市管理体制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社会形态的转变，

使沈阳逐步走向现代化。沈阳市政建设的起步和发展，促进了沈阳城市的发

展，使沈阳由一座清代封建王朝的留都，逐步变成了近代东北的中心城市。

波诡云谲的沈阳现代史就此翻开……

《沈阳通史·现代卷》总共分为八章，记述了自五四运动到沈阳解放近三十

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三十年中，沈阳作为近现代都会经历了社会转型、政局反

复变动及经济的大起大落，“九一八”沈阳沦陷，甚至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

其历史过程令人不胜唏嘘。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沈阳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沈阳的政局较为稳

定，各项社会制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张氏父子为增强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

力，不断发展军事工业，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重视

体育卫生事业，在客观上推动了沈阳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沈阳作为一个现

代化的东亚大都市地位得到确立。

第二个时期：伪满洲国时期。这一时期，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虽然社

会经济有所发展，但随着日本陷入战争的泥沼，对沈阳各方面摧残加深。与此

同时，沈阳人民掀起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坚持抗战十余载，消灭了大

量的敌人，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个时期：国共内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沈阳的各方面事业基本

处于停滞阶段，有的甚至还在倒退。解放后，沈阳的社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

阶段。

具体说来《沈阳通史·现代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既重视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又重视差异性。沈阳是辽宁的沈阳，

也是东北、中国的沈阳。撰写沈阳现代史必须将沈阳放入东北区域，甚至全国

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理解沈阳在历史上的发展

脉络。在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等主要问题上，我们与国

内史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沈阳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相互

响应、相互推动的。我们从全国的眼光去把握沈阳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规律和发

展特点，同时还注意沈阳的特殊性。从这一时期沈阳的实情来看，至少有两点

应该特别注意：（1）沈阳长期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下，深受日本帝国主

义的影响；（2）沈阳曾经有14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把握住这两点对理

解沈阳这一时期的特点尤为重要。

二、重视城市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领域的开拓。众所周知，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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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史书比较偏重于政治斗争史，对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很不够。这种

状况使得课题单一没有活力，也缺少可读性。城市史理应对本城市的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全面的反映，突出本城市的特点，这样才能写出一部

有水准的著作。《沈阳通史·现代卷》就较好地尊重了这一点，进而使读者看到

一个全面而丰富的民国时期的沈阳。

三、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回避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沈阳自

日俄战争后即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日本对沈阳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

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影响长期被史学界简单地贴上压榨、剥削、侵

略的标签。我们在撰写本卷的时候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就日本对沈阳的影响

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记述。

四、继承了《史记》以来的优良传统，使史学著述更具趣味性、可读性。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史学巨著也是文学典范。其所记事件绘声绘色，所写人

物栩栩如生，凡读之人，无不认为是一种享受，陶醉其间。我们虽难望其项

背，也努力追随之，尽量撰写得生动、有趣，具有可读性。

最后特别要提到的是，本书吸收了学术界一些较新的研究成果，没有这些

论著所提供的资料和文献，本书是难以完成的。谨此向前辈们表示诚恳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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