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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要扩大知名度、树立形象，既要增强城市经

济活力，更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发掘城市的历史文化底

蕴、凸现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优势、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等等，

都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举措。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域。 早在七千二百年

前，先民便在这块黑土地上劳作生息，创造了璀蝶的新乐

文化。 又经浸长的时空变幻，历史沧桑，我国北方各兄弟民

族的碰撞与融合，在这片黑土地上艰辛耕耘、开拓奋进，为

后人赢得了丰盈的物质财富，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郑

家洼子青铜器的出土、高台山新石器文化的发现、叶茂台

辽墓群珍贵文物的面世等等，便是历史的见证。 辽金时期

在沈阳修建了寺庙、道观、佛塔，元明清更盛，为沈阳增添

了众多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艺术风格的景观。 努尔哈赤迁

都沈阳，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沈阳成为满族的故乡，成为

"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域"和清朝崛起的"龙兴之地"遂

成了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盛京宫阙、福陵 、 昭

陵，一直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现已荣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

沈阳又是一座历经血与火洗礼的城市。 自汉罔秦制，

在沈阳境内建置候城等四县以来，这里始终是兵家必争之

地。 隋唐收复辽东、辽全兵焚、明清王交锋都曾波及沈阳 。 清

末日俄"奉天会战"更使之蒙受了空前浩劫。 民国，奉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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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集团曾坐镇沈阳扩充实力，掌控东北，问鼎关内 。 特别是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蹂躏沈阳达十四年之久，沈阳人民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 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沈阳都

处于前沿阵地或军需后方。 战斗历程和战火硝烟为沈阳凝

铸出众多爱国英雄的丰碑。 当人们只见瞻中共满洲省委旧

址 、北大营原址"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等历史纪念地时，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会像电影一样

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前不久，市政协组织人力对全市文物遗址进行盘点式

调研，在此基础上，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又组织撰

写了一批记述沈阳历史文化遗存和名胜古迹的文稿，汇编

成书，书中还配发了近二百帧与文稿内容相应的照片，以

求图文并茂，增强人们的直观感受。 通过史迹寻踪、文化搬

英 、风光掠影、名人故居、建筑采珍等栏目内容宣传沈阳，

弘扬沈阳的特色文化和名域的璀琛埠煌，旨在让社会各界

更加关爱沈阳 ，并借此为全市青少年提供爱国主义教育的

乡土教材，为传承历史留下地方史料。

天柱钟神秀，沈水蔚华章，华章不一定有很多，但沈阳
的人杰地灵，还是饱满于字里行间。 、 《蔚史文化名城沈阳》

是文史工作的新尝试，期待着各界不吝指正。





. ~ 



@
史
迹
寻
踪





1 沈阳故宫(世界文化遗产)

沈阳故宫，是清王朝的两位开国之君太祖努尔哈

赤与太宗皇太极创建的皇家宫苑，也称"盛京皇宫" 。乾

隆时期又有所增建。今日的故宫是积累式面貌，共有建

筑 114 座， 500 余间，占地面积达 60000 余平方米 ，是

我国至今保存完好的两座宫殿建筑群之一。 1644 年 ，

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皇宫成了陪都宫殿 ，仍受到清廷

的重视。 自康熙十年( 1671 年)创东巡渴陵祭祖始 ， 曾

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 10 次东巡回归故里渴陵

祭祖，并于宫中举行庆典和萨满祭祀活动。

沈阳故宫不同于北京故宫的是它以独具满族特色

而驰名中外。其建筑布局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的大政

殿与十王亭是清初八旗制度在建筑上的集中反映 ， 缘

于早期的"帐殿"式君臣会议。大政殿为亭式建筑 ，高居

于须弥座台基上 ，八角重檐攒尖顶，黄琉璃瓦加镶绿琉

璃瓦边。 明间两条金龙盘柱 ，戏弄析上的火焰珠 ，张牙 'f'沈阳故宫东路大门

舞爪， 栩栩如

生，整座建筑

蔚为壮观。 在

其两侧除左、

右翼王亭外 ，

是呈展开的燕

翅形排列的灰

瓦红柱 ， 成正

方形的 " 十王

亭"(八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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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沈阳故宫西路戏台

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建筑形式，在古代宫苑建筑中

堪称一绝。

中路的大清门(午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同

在一条中轴线上，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拓建的大内宫

阙。由大清门与崇政殿(俗称金奎殿)构成的前朝(亦称

外朝)，与凤凰楼 、清宁宫等构成的后寝(亦称内廷)，基

本符合古代封建王朝的宫苑规制，是当时满汉文化接

轨的产物。清宁宫等"口袋房"、"万字炕"(弯子炕)的民

居式建筑，反映了满族及北方民族的共同特点。崇政殿

是皇太极的常朝之所，这里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宫廷

斗争。而清宁宫及其两侧的关脏、麟趾、衍庆 、永福四大

配宫，是皇太极称帝后册封的一后、四妃五位蒙古女人

的居所。她们虽然深居后宫，历史上却有她们各自的故

事。 尤其是永福宫的庄妃，即后来的孝庄文皇后，曾抚

育两位少年天子(顺治与康熙帝)治理国家，其千秋功

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

西路建筑为乾隆朝增建。 乾隆皇帝不仅在宫中兴

建了颐和殿 、介祉宫、迪光殿、保极宫及继思斋等东、西

所(俗称东西宫)，作为

皇太后、皇帝及后妃的

驻畔行宫，还兴建了一

批用于尊藏 《满文老

档》、《圣训II ~ 、《实录》等

殿版图书的建筑。 尤其

是仿江南范氏天一阁

藏书楼式样建的文溯

阁(七阁之一) ，专贮《四

库全书》及《古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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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还修建了观赏戏剧的嘉荫堂和戏台、回廊以及

环境优雅 、供皇帝读书的仰熙斋等。文溯阁因收藏大型

丛书《四库全书》而久负盛名 。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多民族建筑艺术、厚重的文

化内涵、丰富的清宫藏品而闻名遐迎。 1961 年，沈阳故

宫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

7 月 1 日，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

大政殿与八旗亭

大政殿与八旗亭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独树一

帜、最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宫殿建筑群，是以清太

祖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的大胆创造。 大政殿前

东、西两侧除最靠近大殿的左翼、右翼王亭外，东侧依

一史i军寻J:t. C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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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镶黄旗亭、正白旗亭 、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依

次为正黄旗亭 、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它们统

称为十王亭或八旗亭。不论八角攒尖顶的大政殿，还是

面阔和进深均成正方形的八旗亭，这种建筑形式在古

代建筑中等级均不高，如北京故宫著名的太和、中和 、

保和三大殿则没有一处是亭式建筑，而是等级最高的

重檐歇山庞殿顶。沈阳故宫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建筑，正

是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中的反映，

脱胎于当时兴兵打仗 、讨论军国大计的"营帐"。通常都

是主帅设中军大帐，而其余八旗诸将设凉幢于两厢。如

后金天命四年(16 1 9 年)五月初五日界藩城时，清晨努

尔哈赤来到"衙门两侧就设凉帽八座，八旗诸贝勒大

臣按所属旗分坐其中 。 由于后金(清)时期八旗制在国

家中的地位和八旗贝勒共理同政的政治制度，因此 ，在

迁都沈阳后便将这种帐殿形式以砖木结构固定下来O

在大政殿与八旗亭的建筑上，自然要突出汗王的

尊贵地位，故其建筑不论在体量、举架及装饰艺术上均

不同凡响，将其建在高约 1.5 米的须弥座台基上，突出

大政殿的中心地位，殿顶满铺黄琉璃，加绿琉璃瓦镶

边，殿顶装饰有五彩琉璃宝顶，由相轮 、火焰珠构成。 8

条垂脊上站立 8 个蒙古力士，手握铁链，仰视宝顶，象

征"八方归一" 。 大政殿明问外檐柱的两条上升的金龙

盘柱，张牙舞爪，奔向杭间的火焰宝珠，显得古朴而生

动。 殿内为 8 根沥粉贴金的盘龙柱，高大威猛。 顶棚中

央为金漆降龙藻井 ，其周围是福、禄、寿、喜、万和 8 块

梵文天花，其八字真言的大意为 : 万物从这里开始 。

大政殿是多民族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 从大政殿

的大木架 、飞檐、斗拱等建筑手法看，明显系师承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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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工艺。而殿顶采用黄、

绿两色琉璃，当与满族人长

期生活在山林之中有关，而

且古代女真人就喜欢多彩琉

璃，而殿外柱头上雕刻的兽

面柱头、莲瓣、如意纹等则是

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与当

时满、蒙联盟、联姻不元关

系。殿前的 10 座八旗亭则没 A 沈阳故宫文德坊

有过多装饰，一律灰瓦红柱 ，

略施彩绘，体现了君臣等级

差别。

大政殿是盛京皇宫中建

筑最早，也是最庄严和最神

圣的地方。凡新君即位、颁发

诏书、元旦庆典、迎接出征大

军凯旋及重大国宴等均在此

举行。 这里曾是两代君王即

位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 如 A 沈阳故宫武功坊

后金天聪元年 (1 627 年)初

一，虽因努尔哈赤新逝"国

丧"而未举行庆典宴娃，但皇

太极继承汗位仍在此接受王

公贝勒的贺礼 。 天聪十年

(1636 年)四月十 一 日 。 皇太

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

"崇德" 。据《满文老档》记载:

"圣汗登基大典，于大政殿大
A 攫于民国时期的

沈阳故宫文德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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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内外群臣。"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 二十六日，年仅

6 岁的小皇帝福临也在大政殿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

典，开始了他的皇帝生涯，并改元"JI顶治" 。

大清门

自古以来，人们将皇宫的正门称"午门也叫"禁

门意味着皇宫禁地从这里开始，任何闲杂人等平头

百姓不得人内 。 盛京皇宫的午门叫大清门，满语称"代

青杜卡"。 这是一座面阔 5 间硬山屋宇式建筑，屋顶满

铺黄琉璃瓦加绿琉璃镶边，其垂脊吻兽等都保持着清

初风格。按古代宫苑传统的营造法式，皇宫建筑垂脊上

多用仙人、龙、凤、狮、膜麟、天马 、海马 、懈若等神兽作

装饰。 而大清门的垂兽还采用了羊，寓意吉祥(谐音) , 

说明清初在建筑装饰上的随意性。

大清门是进出皇宫的唯一正门，故其建筑装饰十

分考究，除屋顶亦如皇宫殿宇一样铺黄绿两色琉璃，檐

下雕梁画栋外，最具特色的是山墙南北突出的 4 个挥

头，三面俱用五彩琉璃镶嵌，每个挥头由上下相联的四

部分构成，犹如 4 个须弥座，凸雕海水云龙 、瑞兽奇花

等象征皇家富贵吉祥的各种固案。其色彩艳丽 ，分别以

黄 、红、白、蓝等色雕造 ，古朴而富丽。

大清门禁闭森严，文武官员及侍卫、护军，晨夕入

朝皆集于此，这里也就成了文武百官的候朝之所。并且

严格规定在候朝之时不论坐、立，都不准面向或背向正

北的宫殿方向，尤其不准坐立于正中御路上，而只能在

御路左右"相向坐立即位于御路东侧坐立者向西，反

之则向东。 倘若面北坐立，就有窥视宫阙之嫌;而面南

d好 历史丈化名些主旦JLi ,Jd w.出 huaminjak号 Jilo， !J叫一一一←一



背对皇宫，又是对宫中皇帝大

逆不敬，是绝对不允许的 。 当

然也不能在御路上或坐或立 ，

否则都被视为藐视朝廷，将受

到重罚，甚至遭到杀身之祸 。

由于大清门三出踏跺(即 台

阶)，当时有明文规定，自亲王

以下所有官员只能从两侧台

阶出入宫门，唯皇帝才可走中

间的御路。

大清门不仅是文武百官

的候朝之所，在这座午门内外

还发生过许多宫廷故事。 如天

聪年间，由于皇室亲贵与皇太

极的诸多矛盾，使这位天聪汗

"怒闭宫门迫使诸王贝勒立

誓"效忠皇上"。由此皇太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第 1 . 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宝座

二年便正式称帝。大清门"献俘受降"也曾震惊朝野。崇

德七年(1642 年)，著名的"松锦之战"清朝取得了最后

的胜利。这年五月的一天，大清国皇帝威严地端坐在崇

政殿的金龙宝座上，而在百米开外的大清门前，则匍匍

在地跪着明朝赫赫有名的前辽总督洪承畴及总兵官祖

大寿、祖大乐、祖大粥、副将夏承德等正副偏将认罪请

降。 受降礼毕，洪承畴等一干降将才奉旨一一人大清

门，于崇政殿朝见皇太极。 大清门这次受降，在清朝开

国史上曾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在明、清战争中，清

廷得到这一可贵的"引路人对后来多尔褒挥师入关

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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