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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L. = CI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点部由区， 1日称"兴京"，是满族

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中国历史土著名的历史人物努尔，哈赤、

皇太极都出生在这里，因此被人们称为"罕王故里飞

1994 年 9 月，政协辽宁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到新宾县视

察，发现由于历丈的原因，这里聚集着丰富的丈化沉淀，是丈夫

资料的富矿，为此决定，协作出版一本文文资料专集.

其内容有清支遗址、民国时期事件人物、抗日战争夺部分。许

多支料具有很强的"三亲"性，披露丁许多鲜为人知的支实，为

辽宁乃至全国文文资料起到拾遗补间的作用，是一部1良好的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集。

编者

199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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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宾请前遗迹考察

张德玉慕亚文

近年来，抚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赵立静、傅波、田鸣、王

平鲁和市博物馆的佟达、肖景泉、张正岩等同志，会同新宾的张

德玉、李荣发、赵维和等组成考察队，先后十数次对新宾及周围

市县的历史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是开拓这里的旅游资源，加

速抚顺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就这些考察作以简要介绍:

六祖城 明清以来，历史文献对六祖城的记载均含糊不清，而

国内外的学者更是各执其词，莫衷一是。因此，列为我们考察的

重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家庭居地的"宁公台部"地处苏子河上游，

"宁公台"即指努尔哈赤曾祖福满的六个儿子所居的城寨，被后人

称之为"六祖城"即民子德世库的觉尔察城，次子刘阐的阿哈伙

洛城，三子索位阿的和洛噶善城，四子即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

的赫图阿拉城，五子包郎阿的尼玛兰城与六子宝实的章甲城.六

祖居六城及其子侄们所居亦有"十二处"，皆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

"五城距黑秃阿喇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六子六处，

各立城池"，是清入关后"随事增饰"的产物，而实际上不过是六

个村寨台子而已.

我们以永陵镇老城村〈即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在 10 公里内

沿苏子河两岸进行了十数次实地踏察，共发现十余座明代村寨遗

址.其中包括高句丽筑，后金修复使用过的城，它们分别是佛阿

拉捕、赫图阿拉城、新宾第二砖厂城址、温家窑西山城址、阿伙

洛城址、后堡东山城址、头道碰子材城址、罗家堡城址、三道堡



东山城址、头道堡平地城址、头道堡大平台城址、头道堡河西山

城址、点将台城址、魏家堡城址、驿马遭班城址、珠子山城址、达

子营城址等 17 处.

六祖城中的赫图阿拉城已确为今永陵镇的老城材，我们重点

考察的是其他五城.

觉尔察城.在苏子向南岸，过永陵大桥南行 1.5 里公路拐弯

处的山脚下有一个小屯堡，即温家窑.温家窑的后山上有个较大

的古城遗址，当地人称为"西山城"该遗址东距赫图阿拉城 2.5

公里，站在城南高处，南可望硕里阿拉城〈即佛阿拉城、旧老

城)，北视永陵街市，东北可窥嘉禾.觉尔察城因山随势而筑，分

内城外城，土石筑城墙，全城呈南高北低的瓢形，城墙保存完好.

外城周民 760 余米，设北门一，北门筑在山势沟谷回环之处，回

环墙民 88 米，高 2 米.外城西墙外有取土筑墙痕迹，井有外壤，

现民 14 米，口宽 2 米，深 1.5 米.攘外有马道，宽 2 米.南墙与

东墙筑在山脊上，高 1 米至 1.5 米.在墙中央内侧有一眼圆口井，

井口直径 2.5 米，残深 O. 6 米.内城筑在山城的南部台地上，周

t是 211 米.夕卡城与内城间东、南、西三面有一道深壤，深 2 米，上

宽 4 米，底宽 2.5 米，呈 "U" 字形.内城东部台地堆棋有大量草

拌泥红烧土，城中出土有"大明宣德八年"宫窑出产的完整的青

花资碗一个.整个l1J城北为山坡缓地，西连烟筒山，南与东均是

陡峭悬崖，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今南、东、西三路为交通要道。

阿伙洛城址.阿伙洛即为阿晗伙梅的省称，位于夏元乡的阿

伙洛村.该城东距赫图阿拉城 10 公里"坐藩在凤凰山西端的一个

山脚台地上，在阿伙洛材南约半公里.山城呈椭圆形，东西宽南

北窄，东高西低，分上〈东〉下〈西〉二层平台，由内外两城构

成.外城东西民 51 米，南北宽 42 米，周民 146 米，设南北二门，

门址清晰.城墙为土石杂筑，现高 1 米至 3 米不等.内城东西民

23 米，南北宽 18 米，周怯 84 米.城东有一圆形高台，高 4 米，顶



宽 7 米，疑为了望台.上台与下台坡民 11 米.内城亦设南北二门.

南门设于中部，出南门西折约 100 米，即为台宝沟叶，北门设在

城的东北角，由圆形高台东侧出门北折西下，约 200 余米即阿伙

洛村，此似为兵马大道.城内散见明代青花资片.阿伙洛城址北

距苏子河约 1 公里，傍新南公路交通要道.站在公路上，依稀可

见城址坐藩在山脚台地的怯林之中.

罗家堡城址.国内有些学者，尤其国外某些学者在论定该城

址上之所以错误，是不明白满语和洛噶善的含鼠，更没有对《满

洲实录》中的六祖城位置图进行仔细分析，尤其没有对永陵街北

的草苍北沟进行实地踏查.索~阿所居的和洛噶善城"河洛"满

语汉意是山沟，和洛噶善即山沟里的村寨.罗家堡城址正坐落在

草苍北拘里的罗家堡北.该城址南距永陵镇 3 公里，东南距赫图

阿拉城 8 公里，位于堡子后傍东山坡的一个小台地上，俗称"东

土城子"当地故老说早在五六十年前，东古城子南墙上挺有 10 余

株大榆树，今仍存 3 株，城址的四周城墙原比现在高出 1 尺多，现

在仍高 1 米多，保存较完好。城址呈正方形、城墙东长 37 米，南

民 42 米，西民 35 米，北民 40 米.城内是菜田.城墙的东南角被

村民取黄土挖开，坡高 2 米余，石砌城墙护坡明显可见。城内有

明代青花晓片.

头道堡河西山城址.该城址位于新宾县嘉禾乡头道堡村外西

北错草沟河西岸陡峭的山头台地上。此城南偏西距赫图阿拉城约

3 公里，山下错草沟河自东北向南流去，穿越公路汇入苏子河，河

口距赫图阿拉城约 1. 5 公里.山城高于河面约五六十米，高峻陡

险，在军事防御上十分有利。山城北连山脉，东、南、西三面为

陡坡，南是山头。城址地势平坦，四周筑有土石墙，城墙外东、南、

西三面有宽 2 米、深 1 米的城壤，城内至今仍有建筑遗址，并散

见明代青花资片及草拌泥红烧土块.该城址南北民 50 米，东西宽

17 米.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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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子山城址.位于新宾县城郊乡网户村西石场屯的珠子山上。

珠子山是网户村西南端东面突兀而起的看似独立的一个小土山

包，呈椭圆形，高 10 余米，西连一个缓漫岗，接连山脉.珠子山

西北 1 公里是网户村的南政嘴山，东南约 1. 5 公里是鹰嘴脸子山，

两山犹如两条腾跃欲起的苍龙，而珠子山恰似一颗明珠，镶嵌在

网户河即章甲河沟口，成二龙戏珠之势。珠子山南距苏子河约百

米，河北岸即是新南公路，山南约 100 米即是西石场屯，章甲河

自北南流从珠子山下穿过，山北、东、南均为水田地.珠子山北、

东、南壁立陡峭，西连似如平地的腰岭岗.山城东西民 50 米，南

北宽 30 米，门设于东北角，由此沿山渐低下，折向西是一条 20 米

长 2 米宽的马道.山城内有汉代至明清的陶、资片.山城西距赫

图阿拉城约 4 公里，与赫图阿拉城遥相呼应.

经研究考证认为，温家窑山城就是福满民子德世库的居城觉

尔察城，阿伙洛城即是次祖刘阐居的阿晗伙洛城，罗家堡城址即

是三祖索长阿居之和洛噶善城，而四祖觉昌安所居为赫图阿拉城，

五祖包郎阿居住的尼玛兰城就是头道堡阿西山城，六祖宝实居住

的章甲城就是珠子山城址.

佛阿拉城 即旧城，位于新宾县永陵镇南哈尔萨山北怀的峡

谷小平原里，东枕鸡鸣山，西窥烟筒山，北、西向外开阔，而嘉

哈河与硕里加河流经该城平岗之前，北汇苏子河，新宾至桓仁的

公路在西北穿过.佛阿拉城就坐落在这山环水抱的大平岗上.这

个山城是在高句丽山城的基础上重新建的.高句丽遗物早在二三

十年代被日本学者全部拣走，现在只能从建筑基址上看出高句丽

的建筑恃点和风格.

佛阿拉，是建州卫首领李满住由婆猪江迁来新宾后的居住址，

后来建州左卫的董山、凡察等先后住居此城.自明正统三年(1438

年)六月，李满住筑居此城后，在明成化年间曾两次被毁.后来，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辽左，以此城为根据地，开始了统一女真诸



部的战争，并于此城建立了"国家"政权.自明万历十五年(1587

年)努尔哈赤重筑佛阿拉城至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 年〉迁至赫

图阿拉城，佛阿拉城作为建州女真政治、军事、经济统治中心共

16 年.历史文献对佛阿拉城的记载较多，也较详.我们踏查的目

的在于确认.

佛阿拉城分内城、外城.外城墙总妖度为 5660 米，其中纯人

工筑为 3390 米，加高山险墙为 900 米，自然峭壁墙 1370 米，内

城主要建筑址是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居住址、努尔哈赤居于佛

阿拉台地正中的最高处，有 7 道门.栅墙正中有一道砖墙，将栅

城均匀地分成东西两院，砖墙正中开一道门，东院有房屋 6 栋 20

余间，多为砖瓦房，亦有草苦屋顶房，西院有建筑 9 所，也是 20

余间.东院为努尔哈赤办公地，西院是寝室.

佛阿拉城外城墙东端的第二山峰上，设有一个烽火台.现存

有放火坑遗址一处，此地可了望呼兰路、鸦鹊路和建州三关三个

方向.外城墙上，辟有巡城小路.外城墙东起第三高峰地势极为

险耍，设上下二层候望屋，遗址尚在.

佛阿拉城内城墙的基础基本按沟垫上沿的自然形势而筑，亦

皆采用土石垒筑，全民 960 米.内外两道城墙的基础都按山形地

势走向建筑，均呈不规则形，外城设门 5 道，分别与各路相对，设

在低矮隐蔽的沟谷中.

佛阿拉城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明砖、瓦当、资片等数量可

观.我们在舒尔哈齐居住地发挖拣到一个明代瓷碟，有"天官赐

福"的精美图案，因断裂而用薄铁铺子锯合成一整体、锅合工艺

精巧细致，还出土一片有"大明宣德八年"字样的资碗底残件，为

明代宫窑产品.

蜻图阿拉城 赫图阿拉的汉意是横岗，该城位于新宾县永陵

镇老城村，地处自然台地.城东靠皇寺河，西邻嘉哈河，与呼兰

哈达相望，南依牛鼻子山，北围苏子河，群山拱护，清水瓶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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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祖居之地，也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第一个都城.这

个城是明正统五年(1440 年〉建州左卫董山与其叔凡察率管下 300

余户由斡木洞迁来建城而居之地.此后，建州左卫历代大部分是

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居住的，为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之世居地.

赫图阿拉城分为内城和外城，站在城北苏子河北岸的新南公

路上，即可清楚地看出此城的外城墙与内城墙.据史载，内城建

于万历二十九年 0601 年) .于三十一年迁入.然后动工建外城，

于三十三年全部建成.该城建于苏子河与二道河两河之间的大横

岗上，外城墙虽西、北、东北、西南建于平地，但城北紧临彭子
河，西靠二道河，西南有硕里加河，皆为天然护城剖，东、南是

自岔山、羊鼻子山、鸡鸣山，皆为天然屏障.而内城四面壁立，高

拔 10 米，山岩陡峭，非城门而不能入.城内有一眼"千军万马饮

不干"水井.城外西与北为山间盆地，河网密布，土地肥沃平坦，

极利农耕.道路纵横交错，交通便利.该城依山傍水，进可攻，退

可守，即有可发挥女真人带猪采集捕搪之长处，又可全力发展农

耕.

赫图阿拉城为一城一郭式.外城环卫内城，平面路呈圃角方

形，南北民 1352 米，东西宽 1335 米，周民 5230 米.外城除南隅

困山起筑外，其余均筑于平地之上，现在南城墙与北城墙清晰可

见，东墙仅存 1289 米，西墙已荡然无存，北墙残民约 1250 米，北

距苏子问约 5 米至 50 米不等，残存高处约 2 米，最低不足 1 米.

外城墙是先以不规则杂石筑，高约 0.2 米，宽约 1 米的内外

壁基，尔后内外 o. U;. 米，以自然片石向上错缝平砌宽约 0.60 至

0.80 米的内外墙壁，达一定高度后，石壁间以填土劳实，然后依

次接筑到顶〈不见橡木).我们实测后，墙基宽 4.2 米，墙体宽 3.9

米.外城门遗址不清，依稀可见南门三、北门三、东门二、西门

内城城墙筑于横岗四周陡崖之上，南北民 512 米，东西宽 551



米，城周民 2027 米.墙基宽 10 米，顶残宽 2 米，残离 4 至 6 米，

外侧陡崖和墙外壁坡度 600 0 内城占地面积约 246000 平方米。内

城外有马道绕城一周，马道宽约 4 米.

内城墙以陡崖为基砌筑，基石筑于经过平整的崖边.城墙内

外壁均为片石错缝平砌，用将泥句缝，砌筑到一定高度，中间填

充土、石，劳实后横向平铺一层一杆〈橡术)，尔后接筑石壁，达

一定高度再填土石劳实并铺橡木.如此往复，最后接筑到顶，封

土劳实.上面再用青砖垒砌垛口.北墙民约 63 梨，西段倒塌颇废，
外壁不存，旁土裸露于外，可见五层孔洞，洞径 0.04 至 0.11 米，

洞横距 0.04 至 0.20 米，层距 0.22 至 0.32 米，洞残深 8 至 16 米，

洞内残存糟柯木痕.北墙东段尚存，中间有一豁口，为内城北门.

在北墙中段豁口泄水沟内我们发现原墙基部，土层中橡木，因快

久浸于水中未尽糟朽，实测t是度为 3.5 至 4 米，直径。.04 至 0.11

米，材质皆为硬杂木.据载"城上环置射箭穴窦，状若女墙"，今

女墙早不存在，只在北墙一处遗迹发现残存青砖.

内城城门有 4 门，其北门、东门和南门依然为今天居于城内

村民的出入大道，而东南门，则位于内城的东南角，因埋没已久，

不为人知，近年因取土暴露，经我们清理发现门宽 3.6 米，进深

约 9 米，门壁墙以石筑砌，残高 3.6 米，其上土层厚 0.4 米。尤

其注意的是，在门壁 2.45 米的高度以上，用青砖砌成券顶，现虽

已明塌，但仍清晰可辨.城门砖与壁石交接自然，层位一致，砖

的规格虽不尽相同，但却与"尊号台"、"堂子"等遗址上的砖，从

质地、火候、色泽及规模都相一致.现存 4 门，都有瓮门，未见

马面.

瓣图阿拉城内外城中的主要建筑物大多已不存在，仅存遗址

而已.

尊号台.即金蜜殿，位于内城北门内东侧南北狭民的土岗上，

原建有青砖瓦房三间，是努尔哈赤当年处理国政、研究军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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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宾客、庆功赏宴之所.今只有J尊号台"基及砖瓦遗迹.在

"尊号台"后存有正方形土台两个，东西横列，民宽各 12 米，高

2 米，青砖灰瓦遍地，疑为当年努尔哈赤及福晋们居住的地方.

望楼.据载"内城有望楼二座，一座在城东南角，一座在城

西北角"东南门右壁墙上有一平台，建筑基址清晰可辨，地上散

见砖瓦碎片，是全城的制高点，内城北门西侧也散见砖瓦碎片，此

二处即为"望楼"遗址.

协领衙门.协领衙门即前兴京城守尉署，位于内城东门里路

北，长宽备 50 米，现存部分院墙及砖瓦碎片.

民衙门.民衙门即兴京抚民同知衙门，俗称"大狱"，位于城

西南隅，原西门路北，清太祖努尔哈赤即于此囚禁其民子椅英，现

仅存砖瓦遗迹.

八旗街门.是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后设立的.正黄旗、镶

/黄旗衙门位于城东南隅，正红旗在城东南角，镶红旗位于南门里，

正蓝旗位于关帝庙后，镶蓝旗位于兴京协领衙门后，正白旗位于

内城东台地之上，镶白旗位于内城西坝之上.人旗衙门建筑物大

都无存，现仅存正红旗衙门正房 5 间.正白旗衙门原有房屋 20 间，

除现存正房 5 间外，尚有门房 5 间，东、西厢房各 5 间，此 15 间

房基址现巳发掘清理完毕.

昭忠寺.位T北门里路东..尊号台"后，残址尚存.

刘公祠.位于商贾大街路南，建筑物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俄兵火.

城惶庙.在南门东侧，方 8 尺，青砖瓦木结构建筑，今无存，

仅遗基址.

关帝庙.位于南门西侧，为努尔哈赤时所建，内塑关羽重身

塑像.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扩建重修，加盖后 5 间.中间 3

间，祀挥迦诸佛，西一间把西王母娘娘，东一间把十八罗汉.伪

满康德九年重修中殿，十年重修后殿，十一年重塑混像，并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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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庙为普觉寺.据 1956 年 11 月 27 日的《迂宁省新宾文物调查

表》所画平面图示表明，后殿 5 间，前殿 3 间，中殿两侧东西廊

房各 3 间，前门房 s 间，皆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中泥像

全部被砸坏，中殿完全拆毁. 1986 年省、市拨款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维修，现在"大雄宝殿n (即后殿)正房 5 间，东厢房 3 间〈原

客堂) ，西厢房 3 间(原讲络堂)，后殿东厢房 3 间〈原东禅堂)，

共 14 间房屋翻修一新.靠近大雄宝殿的西厢房 3 间地基尚存。庙

西北墙外古松树上挂有 1 只铁钟，院内也存有 1 日铁钟，皆为嘉

庆二十三年 0818 年〉所制，关帝殿前石碑毁于"文革"，现仅存

半截，放于院内.

文庙、诸阁寺.文庙位于内城东南隅，庙前为棋星门，次为

洋水桥，次为先儒之东西庞各 3 间，内把公羊高等先儒 77 位，次

先贤东西庞各 3 间，内把公孙侨等先贤 79 位，再次为大成殿 3 间，

内祀至圣先师孔子，配把复、述、宗、亚圣及闵、冉子等 12 先贤。

大成殿后是崇圣祠 3 间.文庙东有文昌阁.幌星门两侧有乡贤祠、

名宦祠、忠教祠、节烈祠，门前是桦水池，院中有状元桥，东南

有望楼，惜今皆无存.

驷马府.位于内城北城墙外，有正房 3 间，配房各 3 间，自

成一院，现在建筑遗址清晰可辨。

井。位于内城中部低洼处，井水充足，称为"千军万马饮不

干"，今仍是城内唯一饮水井。井口 1. 28X 1.30 米，井壁由木板

叠筑，井深约 3.2 米，井水清澈见底，饮之甘爽可口.

教场.在城外西北 1.5 公里的苏子河北岸，土台尚存，欲称

"点将台飞东西长 28 米，南北宽 10 米，高 9 米。前为广阔的平

地，可容数十万众.

堂子.在外城东南，距内城 1 公里许，可见基址及砖瓦构件.

东西t是 16.5 米，南北宽 23 米，建筑基址民 9 米，宽 7 米。

铠甲场.位于内城北门外，是专门生产制做铠甲武器场所。经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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