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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尽可能地搜集、整理、编辑皇姑老照片 ， 并将其以文

史资料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 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这个创

意提出后得到了很多人赞同 ， 归纳大家的观点 ， 主要有以

下几种高见 。

一一文字记载的皇姑史料已有一批 ， 并渐成体系 ， 以

照片形式 ， 形象记载的皇姑文史资料还散落在各个角落 ，

有必要编撰起来。

一一一熟悉皇姑的老人愈来愈少了，我们应该与时间赛

跑，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

一一腾飞的皇姑变化大快了 ， 再过些年进入人们眼帘

的是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皇姑 ， 原来古朴的皇姑应在人

们的脑海中留下记忆 。

一一一皇姑老照片专辑应该成为后人了解区情 ， 知古鉴

今的镜子 。

一-这本书编辑出来 ， 肯定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

一-一要使这本书成为人们熟悉皇姑的窗口 ， 热爱皇姑

的教材 ， 建设皇姑的依据 ， 对未成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有一定的作用 。

一一这些老照片的存留 ， 会对今后做好文史资料的挖

掘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 会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修缮提供有

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编辑这本史料 ， 人们有大多的话要说 ， 有太多的

感情要表达 ， 从领导到群众 ， 从专家到文史工作者 ， 从机

关干部到区政协委员 ， 共识是空前的 ， 没有一点儿不同的

声音 。 一致的共识，强烈的愿望，沉重的使命感，为这本

史料的编撰奠定了厚重的思想基础 。

编撰工作是辛苦的 。 寒冬酷暑，风吹雨淋、废寝忘食、几

顾茅庐，撇家舍业、疾病缠身 ……我们的编撰人员都经历过

了 。 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 他们的艰苦奋斗征服了重重困难 ，

他们的坚韧精神感动了有关方面，他们史料挖掘和编辑的成

果再次得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史学专家张志强所长的称赞 。

在区政协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前夕，皇姑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皇姑老照片)编撰完成了，向全会献上了一份厚礼 。

由于照相机出现的历史较短，也因为皇姑老照片搜集

的时间较晚和工作条件限制等局限性 ， 本辑史料不可能穷

尽千年皇姑历史原貌 ， 这就为编辑老照片续集留下了很大

的空间，希望有心人源源不断提供皇姑老照片的复印件或

线索 ， 为今后的史料编撰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作者:皇姑区政协主席)

2005 年 1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皇姑区文史资料

目录

皇始从彷史走来

皇姑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序

1、老地图的述说/1

2 、 沈阳历史的源头/17

3 、 "新乐人"生活过的地方/20

4、辽代元垢净光舍利佛塔/22

5 、 清代皇太极的点将台/24

6 、 清代皇家御花园/25

7、舍利塔前的清代石碑/26

8、亲见昭陵/27

9 、 昭陵石牌坊/29

10 、 昭陵寝的红墙/30

11 、 昭陵三桩/32

12 、 昭陵正红门/34

13、昭陵华表/35

14、昭陵石象生/37

15 、 昭陵五凤楼/38

16 、 昭陵御碑/40

17 、 隆恩、殿上的藉翠石/42

18、祭祀之礼/44

19 、 降，恩配殿/46

20 、 犯加铁链与石五供/47

21 、昭陵明楼/49

22、昭陵宝顶/51

2号E

越a



皇姑区文史资料

沧桑岁月

23、张作霖时期的三舍楼旧址/53

24、日军侵占北陵飞机场/54

25 、 见证满航/55

26、东北航空司令部被日军侵占/56

27、汉卿运动场/57

28、昔 日京奉线上的沈阳站/59

29、奉天"国立" 赛马场/61

30、赛马场竞技盛况/62

31 、赛马场门票热卖/63

32、沈阳市第一冷冻厂/64

33、日伪时的畜魂碑/66

34、车辆厂建厂/67

35、铁蹄践踏下的车辆厂/69

36 、 秋风阴疆/72

37、黎明日升/74

38、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张作霖在北京留影/76

39 、 三洞桥事件被炸现场/78

40、爆炸声中的三洞桥/79

41 、 三洞桥处的雕堡/80

42、张作霖事件发生地石碑/82

43、忘不了的老道口/84

44 、 "满洲" 灵庙/85

45、正义的审判，历史的见证/86

46、张学良与皇姑屯/99



皇姑区文史资料

文教才家影

47、教育家车向忱/102

48、中华奥运第一人一一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104

49、奉天省第一农科高级中学校/106

50、奉天农业大学/107

51 、明廉路朝鲜族小学/109

52、辽宁省实验中学/111

53、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证书/113

54、奉天东北大学/115

55、东北大学工厂广告/116

56、东北大学法学院法律政治经济专修科同学录/118

57、六十年代的辽宁大学建筑/120

58、继承与创新的辽宁中医学院/121

59、中国刑警学院/124

60、六零一研究所/126



皇姑区文史资料

老地图的诉说

孙长仁

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组皇姑老地图上清晰地看到皇

姑区地处沈阳市北部，地势北高南低，起伏很小，海拔最低点

为39米，最高点为45米 。 北部是从天柱山绵延而来的一条低

矮的丘陵地带，南部是古浑河的河道。 在古浑河道与丘陵地

带之间有一条人工挖掘的新开河，由东向西横贯全区，流长

约8公里。皇姑的气候属于温带季风型，其主要特征 :冬季寒

冷干燥，时间较长，大体上从 10月 9 日开始到翌年4月 24 日结

束，约为 198天，一般年份最低气温可降至-28"C左右，甚至达

到一30"C以下。 夏季高温多雨，一般从6月 13 日开始到8月 29 日

结束，约78天。 春季，气候在1O-20"C之间，一般始于4月 25 日，

结束于6月 12 日，约为49天 。 秋季，一般开始于8月 30 日到 10月

8 日结束，约为40天 。

;;iii 
叫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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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图为张学良将军题词 ， 原东北大学教育学院王华隆教授编著 ， 民

国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 二十六年增订再版的 〈辽宁省城市街全图》 上节选

的皇姑地区图 。 (全图附后)

锢'



⑩ 

皇姑区文史资料

皇姑区西、北、东三面为于洪区所环绕;西南面隔沈山铁

路与铁西区相望;东南面隔长大铁路与和平区、沈河区相邻。

截止到 1986年末统计 :东西长约8.25公里，南北最宽处约8.85

公里，总面积为36.5平方公里。 全区人口567773人。

皇姑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对沈阳新乐遗址考证，远在72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

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原始的氏族社会生活，经过四、五千年

之后，这个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 又据郑家洼子出土文物证

明:在春秋时期之前，这里是东胡民族(古老的少数民族)游

牧之地。 战国时期(公元前300年) ，燕国大将秦开击败东胡，

在其退却地方修筑长城，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

郡，本地区是辽东郡境地。 公元前22 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沿袭燕国辽东都制，本地仍属辽东郡所辖，西汉时期，开始出

现县的建制，沈阳地设侯县、属辽东郡，本地区属侯城县管

辖。 东汉永初六年(公元107年) ，将侯城从辽东郡划出，改属

玄莞郡，此期为玄莞郡所辖。三国时期，司马氏占据辽东，玄

苑郡归魏所属，废侯城县，本地仍属玄冤郡所辖。 西晋和十六

国时期本地均属玄莞郡辖地。 东晋末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

高句丽族占据了辽东，玄莞等郡 ，在今沈阳境内设置了盖牟

城(遗址在今苏家屯区塔山之上) ，本地区归盖牟城所辖。 隋

朝，本地区为辽西、辽东二郡及高句丽地。 直至唐朝初年，公

元645年唐遣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于是年4月攻下了向

句丽占据了盖牟城，两月之后，改盖牟城为盖州，领有沈阳，

本地区归盖州所辖。 公元668年，设置安东都护府，本地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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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都护府管辖。 公元761年，都护府废后，为平卢节度使管

辖至唐末。 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契丹族在本地区建东京道，称

沈阳为沈州，本境属辽国东京道辖境。 公元976年，沈州被金

兵所破并占据，本境仍为沈州东京道所属 。 元代于成宗元贞

二年(公元1216年)改沈州为沈阳路，公元1299年，元成宗大

德三年，在沈阳设征东行省时，本地区属于征东行省的辖境。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在沈阳先后建立五个

"卫"即沈阳中卫、左卫、右卫、中护卫、中屯卫，这五个

"卫"先后废除四个，所以，明朝统治时期，沈阳便只剩下了

一个沈阳中卫，本地区归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的沈阳中卫领

管。 公元1621年后金攻占沈阳中卫城， 1625年(后金天命十

年) ，自京东辽阳迁都沈阳， 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 ，升沈阳

为盛京，清统一全国后，在顺治十四年( 1657年)本地仍属奉

天府承德县辖地。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清政府在沈阳城

内设奉天省知府，本境为奉天省奉天府属地。 当年爆发的日

俄奉天大会战，这里也曾是两国侵略军的蹂躏之地。 宣统三

年( 1911年)承德县建制撤消，其地为奉天府直辖。 皇姑地区

在清朝时是农村，只有几个村屯 。 中华民国初期，实行"清

制"， 1913年(民国二年)奉天府教令，旧有府、厅、州一律改

为县的建制。 同年奉天府改为奉天县，后因省、县同名"议有

未协"遂恢复承德县旧名，又因与直隶(今河北省)承德同

名，同年5月承德县改称沈阳县，本地区为沈阳县辖境，为沈

阳县第九区所辖。 当时，管辖有新市村、保合堡、东沙河子、

北牌、新安村、 皇姑屯、塔湾、御花园、北沙河子等9个村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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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区管辖的三台子，共计10个村。 1922年(民国十一年) , 

张作霖统治下的奉天派，以保境安民为名，自称东三省保安

总司令。 1923年(民国十三年)成立奉天市公所，从此，沈阳

开始出现市的建制，奉天市与沈阳县并立，同属奉天省，本地

属沈阳县管辖。 1928年(民国十七年) 12月 29 日，东北易帜。

1929年2月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同年4月，奉天市改为沈阳市，

这时沈阳市，沈阳县，同属辽宁省，本地仍为沈阳县辖境。 这一

时期全区有1727户，人口 8429人。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划归

沈阳市第六区管辖，有顺城大街、工程司大街、兴隆大街、皇

姑屯前街、皇姑屯中街、皇姑屯后街(今亚明、克俭一带) 。

, 
此图为民国年间奉天市分区略图 ， 图 上标有皇姑屯火车站 ， 沙子沟及

东北大学铁路 。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沈阳，沈阳沦

陷， 1932 年 3 月，日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同年 11 月

27 日，奉地方维持会命令，正式成立委员会，组成省政府，

改辽宁省为奉天省，沈阳市改为奉天市，沈阳县未变动，

本地区属为奉天省沈阳县第九区管辖，有皇姑屯、塔湾、

北牌、新市村\北沙河子，东沙河子、新安村、保合堡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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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村;还有属第七区的三台子，共计 9 个主村。 全区有

1859 户，人口 9746 人 。 1934 年有 25619 户，人口 120099

人 。 1937 年末， 皇姑地区划归伪奉天市辖城区。 东部以北

陵为名定为北陵区，西部以皇姑屯为名定为皇姑区，从此，

皇姑以行政区划的名称出现。

1938 年 1 月，伪奉天市公署实施《奉天市区条例~，成

立皇姑区公所。 皇姑区位于铁西区之北，皇姑屯车站附近，

下辖三关街、大宝街、大成街、大平街、大元街、大享街

等 7 个分区公所，占地面积 18 平方公里。 1940 年有 19066

户，人口 93445 人 。 还有日本人 2263 户，人口 5821 人，

朝鲜人l328 户，人口 4718 人 。 北陵区以昭陵为中心，在

皇姑区之东，下辖安民街、昭平街、万年街、昭隆街、昭

盛街、北陵街、卫陵街、 }I顶天街、瓦当街、北塔街等 11 个

分区公所，占地面积约 26 平方公里。 现在的皇姑区，包括

当时的皇姑、北陵两区。

摘自 《奉天 市要览) 1940 年

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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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8 月， 国民党政府皇姑区公所设在崇札街 1 段

16 号 ，下设以序数命名的 11 个联保办事处，管辖有雪耻

街、才智街、重义街、克俭街、崇札街、明廉街、辅仁街、

尚勇街等 8 个街。 北陵区公所设在维德街 1 段 50 号，下设

以序数命名的 8 个联保办事处 ， 管辖有安民街、 诚信街、

精忠街、维德街、瓦当街、北塔街、陵东街、至孝街、和

佛街、北陵街等 10 个街 。 1946 年全区有 28687 户，人口

130026 人 。 还有日本人 607 户，人口 2361 人，朝鲜人

1209 户 ，人口 5489 人。 北陵区有 9011 户，人口 3949 人，

还有日本人 289 户，人口 1403 人，朝鲜人 85 户，人口 324

人。 1947 年 5 月， 皇姑区有 32362 户，人口 135345 人，北

陵区有 12271 户，人口 53453 人 。 1947 年取消联保，成立

35 个保， 1947 年 9 月 l 日，沈阳市由 17 个区改划为 24 个

区，同年将皇姑区西部划出，设塔湾民。

Jiet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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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 20 日，沈阳解放，沈阳特别市政府命令，

将原皇姑、北陵、塔湾三个区合并为皇姑区，成立皇姑区

政府，同时在皇姑区内设北陵分区，对伪保甲制度曾做了

短期的保留 。 1949 年 3 月 12 日，沈阳特别市政府发布 《废

除保甲制建立民主街公所和居民小组 》 的命令。 3 月末，皇

姑区先后成立高道、 )1民城、克俭、皇姑站、亚明、 雪耻、昆

山、崇山、重义、寿泉、塔湾、明廉、 保安、诚信、中原等

16 个甲等街公所和维德、和佛两个乙等街公所及瓦当、尚

勇两个村公所(也称村政府)， 919 个居民小组。 1948 年 11

月全区总人口为 102645 人。 1949 年为 153447 人。

' - '-.;, 

今皇姑区地图(全图附后)

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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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 皇姑区政府改称为"皇姑区人民政府" 。

1950 年 2 月 1 日，按照沈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街公所 ，

加强派出所的命令 }，各街民政工作，分别由高道、顺城、

克俭、皇姑站、亚明、雪耻、崇礼、重义、寿泉、塔湾、

明廉、安民、诚信、 二空桥、维德、至孝、 柳条湖、陵西

等 18 个公安派出所兼管。 1950 年 10 月为加强北陵飞机场

的保卫工作，将北郊财落堡区三台子和观音屯两个村公所

划归皇姑区，命名三台子村公所，随后成立三台子公安派

出所。 1952 年派出所不再管街政，民政干部独立办公。 根

据 1953 年 6 月 12 日沈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街道办事

处的通知 }，积极筹备成立街道办事处。 1955 年 6 月， 皇姑

区成立塔湾、重义、 明廉 、 三台子、 三洞桥、克俭、皇姑

站、诚信、崇礼、维德、亚明、 二空桥(原昆山 )、至孝

(原和佛)、寿泉(原中原并人)、 雪耻、安民(原保安并

人)、 )1民城、柳条湖(原瓦当村政府)和陵西(原尚勇村政

府)等 19 个街道办事处和上述 19 个派出所。 1953 年第一

次人口普查，全区总人口为 274801 人，比 1949 年增加

121354 人，增长 79.08%。

1955 年 5 月， 皇姑区人民政府改称为 "皇姑区λ民委

员会" 0 1955 年 8 月，划出街道办事处管辖的部分地区，增

设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同年 9 月撤销至孝街道办事处，并

人维德街道办事处。 撤销二空桥街道办事处 ， 并人安民街

道办事处。 撤销顺城街道办事处，将一部分划归克俭街道

办事处，一部分划归三洞桥街道办事处。 撤销重义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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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并人塔湾街道办事处。 1958 年 9 月起至 1959 年 2 月

止，皇姑区由 19 个街道办事处，改为安民(原二空桥并

人)、克俭、 三洞桥、皇姑站、亚明、崇礼、寿泉、塔湾、

雪耻、诚信、维德、明廉等 12 个城市人民公社和北陵(柳

条湖和陵西合并)农村人民公社(原国营北陵畜牧场并人)

以及沈阳机车车辆厂(重义、塔湾合并)和三台子两个以

厂代社的人民公社。 1959 年 2 月，将诚信人民公社划出，

成立文化路人民公社。 1960 年 8 月，又将皇姑区 12 个城市

人民公社、两个以厂代社合并为北陵(原三台子)、明廉

(原明廉)、塔湾(原寿泉、车辆厂)、华山(原雪耻、亚

明、皇姑站)、长江(原崇礼、文化路、诚信和北陵一部

分)、五一(原维德和北陵一部分)、 三洞桥(原安民、三

洞桥、克俭)等 7 个城市人民公社。 1960 年沈阳市郊区马

三家、造化、平罗人民公社并人皇姑区，全区总人口为

548002 人。 1962 年 1 月，又将 7 个城市人民公社调整为陵

北、辽河(原五一)、黄河(原长江一部分)、长江(长江

一部分)、昆山(三洞桥一部分)、三洞桥(原三洞桥一部

分)、华山(原华山一部分)、塔湾(原塔湾一部分)、天山

(合并华山和塔湾各一部分)、明廉(原明廉一部分)、向工

(原明廉一部分)等 11 个城市人民公社。 1964 年马三家、

造化、平罗人民公社又从皇姑区划出 。 1965 年 5 月，又将

11 个人民公社调整为陵北、明廉、向工、塔湾、 寿泉(原

天山一部分)、华山(原天山一部分)、亚明(原华山一部

分)、昆山(原昆山一部分)、三洞桥(原三洞桥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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