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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毓茂

一个城市，同一个民族一样，若忘记自己的历史，忽略自己的文化

传统，也就失去创新的根基，缺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没

有了灵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沈阳市，被史家称为"一朝发样地，

两代帝王都"。悠悠两千三百年，沈阳从一个军事哨所，到现代大都市，

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先祖们奋斗的血汗，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

豪迈刚烈的精神品格……这一切 凝聚成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独

特风貌 o 对这种文化风貌的探究、展现和弘扬，是当代沈阳人承担的义

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撰写出

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 然而，不必讳言 ，工作还是初步的，还缺

乏对沈阳历史文化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也就不能适应

和满足沈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十大卷的《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应运而生了!

，这部大型丛书，史料丰富翔实，立意新颖精妙，抒写生动流畅。既

回顾往昔，更立足当今 。 从历史纵深的审视中，不仅凸显出 沈阳的过去

和现在的雄浑博大，也预示着沈阳未来的辉煌。拨开尘封的历史烟雾，丛

书为我们展现出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华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官闹权谋

的变幻莫测，市井民俗的千姿百态，名胜古迹的钟灵毓秀，多种文化的

融铸和传承，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以及腊手月民足的劳动大众为创造历

史的默默奉献。沈阳的先民在同恶劣自然环境的拼搏中，在同各种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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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抗争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沈阳人的乐观开朗、

豪爽英武、无所畏惧既敢于抗争又宽容和睦的宝贵品格 。 丛书十卷，多

角度多侧面全方位把握了沈阳历史文化的血脉和走向 。 尽管十卷丛书的

作者各异，其文风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但其中的血脉和灵魂却是

一以贯之的 。 正因如此，丛书会给我们当代的沈阳人以启迪，以智慧，以

激励，以及坚强的信心和无比的勇气 。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

世的沈阳人应会感激我们今天这份劳绩的。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这项大工程，得到了沈阳市党政领导和各界人

士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特别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丛书编撰出版尤为

重视，将此项目列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 。 凡此种种，都

极大鼓舞了参与此项目的同志们的热情和干劲 。 一年多以来，辽沈地区

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勾沉史料，深入研究，精心撰写 。 其文稿

立足于严肃的辛勤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但又绝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

而是深入浅出，鲜活生动，引 人入胜 O 当然，丛书也完全摒弃了目前流

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戏说"历史 O 如今硕果问世，令人欣喜。十册装

帧古朴典雅、文图并茂的图书终于摆在我们面前 。 我相信，凡是关心沈

阳历史文化的人，不论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市民大众，还是国内外

各界人士，都会投入关注的目光，先睹为快。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部丛书的策划者和编辑者李树权和信群同志，

两位是出版界成就卓著享有盛名的老编辑 。 他们编辑出版的书籍，很受

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多次荣获各级奖励 O 他们现在虽已退休，但怀着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借助紫气东来文化集团公司的支持，完成了这项文化

工程，令人钦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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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沈阳

沈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七千多年的人类居住史，有二千气百年的建城

史 。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沈阳城历尽沧桑，几次被战火摧毁，又几次重建;它的

地位逐渐提高，由边塞小城到县城，由县城到州城，再由州城到路城，最后发展

为清朝的都城。历朝历代都选择了沈阳，并且都把城池建在了老城区这块高地

上，一代压一代层压一层，以至于使现在的老城区地下的历代文化层堆积达

六米以上，这在东北地区的古城中是不多见的 。

让我们翻开沈阳的历史看→看:‘公元前300年前后.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同派

大将秦开打到辽东，第一次选择在、沈阳这个地方修建了城郭一一-候域:几百年

后，候城被高句丽焚毁。 又过了几百年，当辽太祖来到辽东，又在候城的废墟上

建立了沈州。金代末年，黑j悍的蒙古铁蹄又→次将沈州城夷为平地，然而，当蒙

古占领辽东后，又重建沈州城，后来又将其升楠为沈阳路城。 当朱元璋的大军把

蒙古的残余势力赶回摸北，马上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沈阳中卫域，并且把土城改

为砖城。 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最初他是把都城定在了辽阳:可是，当新的都

城一一东京城刚刚建好，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把都城迁到流阳 。 对老罕王的

这一决定，贝勒大臣们都不理解，还劝谏说东京城新筑，宫扉方戚，民之居

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 。"贝勒大臣说的也是

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努尔哈赤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坚持要迁都，并摆出了如下

理由:

"比阳四通八达之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将这句话改为"沈阳形胜之

地") .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兰日可至;南征朝

鲜，自清河路可进O 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晾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

不可胜用 。 出游打猎，山近兽多 。 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 ({清太祖武皇帝

实录}) 。

最后，努尔哈赤斩钉截铁地说 吾筹虑己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

于是，后金天命十年( 1625年)农历三月初芝 日.努尔哈赤就率领人马从东京出

前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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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当天住在虎皮驿(今十里河) ，初四就进了沈阳城O

当年，努尔哈赤为什么不顾贝勒大臣们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放弃刚刚建好的

东京城，迁都沈阳，除了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就是他认识到，

忧阳无论是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还是自然资源，都要优于辽阳。历史证明，努

尔哈赤的这次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后金政权的发展和入关代明，都有重要的

意义。从今天的观点来看 上述努尔哈赤关于为什么要迁都、沈阳的一段讲话，也

是十分深刻而精辟的，他对于沈阳重要性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为什么总是

选择沈阳的一把钥匙。

中国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六千多年的独特而漫氏的道路。从历史上看，大凡

一座城镇的兴起，都有一定的必然性，或因物产资源，或因交通要塞.或因战略

区位，而逐渐形成城镇的 O 从这些方面来考察，沈阳确实是形胜之地，具有多方

面的优越条件o 从地理位置看，沈阳地处东北大平原的南部，辽东半岛的北端，

正位于辽东与辽西、辽东半岛与东北大平原的连接点上，自古以来就四通八达，

是文化交汇之地O 向西渡辽河经辽西可以直达关内;向南经辽东半岛、渡渤海亦

可到中原 z 向北可直通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 向东南可去朝鲜半岛，战略位置非

常重要。

从地质水文资料看，沈阳地区以平原为主，山地丘陵集中在东南部，地势由

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东北部的辉山属于长白山余脉哈达岭西麓的丘陵地带，林

深树茂 o 西南部属于辽河、浑河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境内有辽

河、得河、蒲坷、北沙河、新开河、南运河等河流。辽河在市区的西部稍远，最

近距离约四十五公里，但在古代，辽河河道在今天的蒲河，距比阳比今天要 ilîo

潭河北距忧阳老城区不到五公里，是与忧阳关系最亲近的-条母亲坷。、浑河发掘

于清原县攘马岭，西南流经清原、新宾、抚顺、沈阳、辽中、辽阳、台安、海城

等市县，在三叉河入辽河，全长约二百六十八公里 O 蒲河和沙河都是浑河的支

流，蒲河位于、沈阳市区的北部，发源于新城子香炉山，在辽中北流入浑河;吵河

发源于东陵区东南山地，在辽中南汇入浑河。古代太子词在辽阳西人浑河，也属

于浑河的支流。从气候特征来看，比阳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

季风影响较大。一年四季分明，近年全年平均气温为 8.1 0C ，年降雨量700-800毫

米，气候适宜，只是冬季稍冷。

综合上述这些条件来看，在古代，沈阳地区不仅有利于植猎经济的发展，而

且也适宜农业的发展。忧阳在七千多年前的新乐文化时期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

汉代以后，沈阳一直是东北地区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此阳河流纵横，自古即

有舟帽之利。浑河航运由渤海入辽河，经兰叉河，进浑河，向北可直达沈阳 O 当

年，努尔哈赤看到了这些有利条件，毅然迁都，确实是英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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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战国首先在沈阳建立城郭 当然也是看到了沈阳这些优越条

件。 当年，燕国大将秦开赶走东胡和古朝鲜后，为防止它们再入侵骚扰，就从今

天的河北北部到辽东东部，从西到东修筑了一道长城，又在长城内设置了上谷、

温阳、右北平、辽西 、 辽东五郡。辽东郡的郡治设在襄平，也就是今天的辽阳 o

当时为什么选择襄平，而没有选择沈阳，一是因为襄平位于内地，距离长城较

远，水陆交通便和IJ ;二是经济比较发达，附近还有铁矿。而沈阳位于辽阳的北

部，临近长城，当年在此建城，看重的是它的战略位置 。 战国以后，一直到明

代，沈阳城的地位虽然历代有所不同，但作为辽阳的北部军事屏障的地位没有根

本改变，城市的功能重在军事 。 直到努尔哈赤统一辽东和东北广大区域以后，长

城已不再起作用，比阳的优势突显出来 。 努尔哈赤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沈阳，

就使沈阳一跃成为后金-一一清的都域，从此奠定了东北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古代，沈阳以西因有"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的辽泽阻隔，通向关内

的交通一直受到限制，不得不绕道从北面或南面搜辽河，这是、沈阳自然条件方面

的一个劣势。后金定都沈阳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皇太极修建了西去广宁的叠

道，开辟了通向关内更便捷的道路，就进一步加强了沈阳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

《盛京通志》在描述盛京优越的地理环境时说: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

白(山)峙其东，医间(医巫间山)拱其西，巨流鸭绿(江)绕其前，棍同

(江，今松花江)、黑水(今黑龙江)萦其后 O 山川环卫，原隅沃月元，淘华实之上

腆，天地之奥区也。"这是从更大的范围上来讲的。

从前面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从战国开始，两千多年来，无论比阳城如何变

故，甚至几次重建，城区始终都选择在今天的老城区而没有变化，这在中国的城

市史上也是很少见的，这就、涉及到沈阳域的选址问题。中国古代城址的选择，十

分重视风水 。 按风水学理论，首重自然环境选优 。 要"相其阴阳，观其泉流

讲究"藏风聚气要选"山水会聚处"。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城池必须要

靠近江河，城内或者城外→定要有水。 所以建城选址，首先要临江临河O 而且按

风水理论，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所以中国古代的城多建在江河的北面。 二是城

必须要建在高敞处。 而沈阳域，位于浑河北岸，正处于平原与山区之间的开阔地

上。另外，根据水文部门提供的资料，现在沈阳的五里河和新开河(北运河)、

南运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是挥河的故道或支流。 北运河在七千年前的新乐

文化时期，河面很宽，河水很深。南运河在沈阳建城初期，水量可能也比较大 O

而在这几条河道之间，有两条自然岗脊(榴皱)，一条位于城北，东起东陵山嘴

子，向西经毛君屯、文官屯、北陵，直至塔湾;另一条位于城内，从东陵山地向

西，经过老城区直至沈阳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龙岗"。新乐遗址位于北部龙

岗上，而忧阳城位于南部的龙岗上，南临浑河，而且河对城呈弯曲环抱之势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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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上讲，沈阳城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绝不是偶然的 O

纵观吭阳两千多年的建城史，

特点:

第一 ，沈阳是由一个边戌小城逐渐发展为都城，成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

沈阳是东北地区建城最早的城市之一，但由于地近长城边寨，长期以来，城市的

功能主要是军事防卫。 直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才改变了沈阳的城市功能，确立

了官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

第二，沈阳城在历史上几起几落，每次都是依靠移民重建。 历史上每次改朝

换代，沈阳往往成为战场， 有几次城市被彻底摧毁，人民流离 。 而每一次沈阳又

都会重新崛起，城市重建又都是靠从外地移民完成的 。

第三，比阳的历史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特色。 严格地说，历史上，沈阳一

直是个移民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很大 。 许多民族，如肃慎、秽箱、汉族、高句

丽、鲜卑、契丹、渤海、女真、蒙古、高丽、满族 、 锡伯 、 回族、朝鲜等民族都

曾经是忧阳的居民 o 当然，从战国以来，沈阳的主体民族就是汉族。 在比阳这块

土地上，有些历史民族像鹰一样掠过，现已难寻他们的踪迹;而有些民族虽然已

经消失 ，但他们却给沈阳留下永久的记忆;还有些民族则在沈阳留下了他们的后

裔。

第四，、沈阳虽然历史悠久，但历史文化积淀却不像南方一些城市那样丰厚。

这是因为忧阳城在历史上多次被毁，使经济和文化得不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和传

承。 战争几次使经济中断或倒退，不得不重新开始。 再加上城市的功能一直是以

军事防卫为主，人口中军队所占比例较大，所以，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很大的限

制 。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使沈阳一跃成为东北的中心城市 。 但清朝迁都北京后，

经济文化中心转移 。 清代又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影响了沈阳经济文化的发展 。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清代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要落后于关内→些地

区。正因为沈阳的历史文化积淀稍欠丰厚，所以，更要注意保护和挖掘历史文化

遗产，大力进行文化创新。

这所以历朝历代都选在这里建立城池，

我们会发现，古代忧阳的历史发展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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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何时出现了原始材落，

何时产生了最初的城郭，

在候城的那些岁月里，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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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然而，在它建城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发

展时期。 要讲述沈阳城的历史，必须从历史的源头说起o 而要说清楚这段久远的

历史，没有多少历史文献可以参考，只能以地下的考古资料为依据。感谢考古工

作者，由于他们长期艰苦不懈地探索和柿风沐雨地工作，终于可以给我们勾勒出

这段历史的大概轮廓 。

吃z吁L碍L黄古白!匀本才费5

沈阳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 沈阳的历史掘头在哪里?对于沈阳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不断地探寻o 直到20世纪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70年代，谁也没有想到，一

个水稻技术员将考古工作者

带进了七千年前的村落，找

到了沈阳历史的源头 。

发现新乐遗址 那是在

1972年冬季的一天，沈阳市

东陵公社水稻技术员孟方平

受公社委派，到沈阳故宫博

物馆购买处理的锅炉 。 偶然

在故宫收发室昕到考古部的

同志向前来送交文物的人讲

解文物知识，受到启发，联

想到不久前在北陵公社院内

挖词时挖出的陶片等，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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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文物呢?遂于第二天将

自己捡到的部分陶片等送到

故宫，经考古部同志的鉴

定，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遗物 。 同时嘱托老孟，如

果再发现这类文物，一定要

及时报告 。 孟方平十分高

兴 。 过了一天，北睦公社在

挖暖气沟时，又发现了一件

环形石锤和一件石样，以及

红烧土、陶片等。考古部的

同志接到老孟的报告后， 立

即赶到现场勘察，又捡出两

片拇指甲大小的带"之"字

纹的陶片，并告诉老孟，这种陶片可能比那两件石器的年代要早 O 从此，老孟对

考古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 从 1972年冬到 1973年春，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到基层指导

τ，作之便，对全公社及邻近地区进行了普查，发现多处古文化遗址，并带着采集

的标本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汇报 。 1973年春，市文管办组成考察队，对老孟发现

的几个遗址点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当复查到新乐电工 广宿舍院内时，在十八间房

西山墙外一处被拆除的仓库地基断面上，看到了原始的文化层。 老孟介绍说，在

该处最深的土层里，还曾发现像煤一样的东西(发拥后知道是煤精制品) 。 大家

经过全面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堆积较厚，具有发掘价值。 为

了进一步查明新乐遗址的时代及其文化内涵，沈阳市文管办于1973年 10月 15 日至

10月 31 日，对十八间房西侧进行了第一次试掘。这次试掘，只开了两条探沟和九

个探方，但却取得了重要收获 。 首次确认遗址有两层文化堆积，上层出土遗物主

要以鼎、高等三足陶器为主，属于青铜时代文化;下层发现了房址、火膛，出土

了以压印"之"字纹深腹罐为主要器型的陶器，以及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

器、:煤精制品等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乐遗址的重要发现 从1973年第一次试掘以后到 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新

乐遗址又进行了四次发掘，共发现下层房址四十余座，其中三座大型房址面积均

在 100米左右，呈"品"字形排列，周围分布着中小型房址，房址之间相距不足3

米 。 中型房址仅有五座，面积39平方米-72平方米 z 剩下均为小型房址，面积8平

方米-35平方米 。 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每座房址的中

部有火膛，有的房屋边缘也有火膛。 部分房址发现柱洞，有的柱洞多至三层，柱

。 新乐遗址房址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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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大多都垫有陶片或碎

石块。门道位于东壁或南

壁，为斜坡式，但有的房

址未发现门道。在目前发

现的四十余座房址中，以2

号房址最为重要。它位于

整个遗址接近中心的部位

东西长 1 1. 1 米，南北宽8.6

米，面积达95.5平方米。房

内的居住面经火烘烤过，

中心部位有火膛 C 房址内

发现三十四根被火烧过的

炭化木柱，最粗的直径0.2

米，最细的直径0.1米，保存最长的一段木柱残长近2米。较粗的木柱多数倒向中

间，略细的木柱多数与四壁平行。房址内共发现柱洞五十六个，分兰周排列。这

些发现都为进一步探求房屋建筑方法提供了线索 O

新乐下层房址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总数在三千件以上，仅2号房址就出土各

类遗物五百四十多件。遗物的种类主要有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煤精制品、

炭化木雕制品、炭化谷物、炭化果壳、赤铁矿石及石墨等。石器有磨制、打制和

细石器三类，其中细石器数量最多，约占石器总量的百分之四十，打制石器的数

量仅次于细石器，磨制石器数量最少。打制石器中敲砸器、刮削器占多数，其次

有网坠、铲等;磨制石器中懒的数量最多，另外有磨盘、磨棒、研磨器、刀、锈

等;细石器中石叶、蝶、尖状器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刮削器、石核等O

与石器相比，骨器

t士I 士数量较少，主要形

制有锥、算和憾。新乐

下层发现的兽骨也很

少，推测可能与这里的

士质多酸性，骨质类不

易保存有关。只出土了

猪、羊、鹿等几种动物

的骨髓，猪牙还保存肉

食类动物牙齿的形态，

属于野猪还是家猪还难

。新乐遗址出土的细石器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深腹筒形罐和簸篓形斜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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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

主，约占陶器的百分之九

十，有少量夹滑石黑陶、泥

质红陶和泥质灰褐陶，个别

小陶器上有红陶衣。陶器皆

为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

手制，火候较低，胎质较疏

松。器型以平底深腹筒形罐

为主，约占全部陶器的百分

。新乐遗址出土的陶和l 品

之九十左右。另外还有少量簸宾形斜口器、高足钵、碗等。陶器多饰压印纹，以

压印"之"字纹、旋纹为主，其次有压印M点纹、锥刺纹，素面者极少。深腹罐

口活下一般都有一周凹带，内饰压印斜线纹、宁主角纹等:器身满饰压印"之"字

纹，多为竖压横排，也有少数横压竖排"之"字纹与坚压横排"之"字纹同饰于

一器者。有部分深腹罐通身装饰压印弦纹。斜口器的"之"字纹则施于斜口之下

。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艺术品

和口沿边缘，外鼓的背部一般不施纹饰。

新乐遗址还出士了数量可观的煤精制品，

制作精细，打磨光滑。器形主要有圆泡形、耳

菌形、球形等二.大类，此外还有圆锥形、椭圆

形、圆饼形、帽盔形等几种 O 这些煤精制品都

无穿眼和孔鼻，元法佩戴，所以排除装饰品的

可能性。有的研究者认为大部分煤精制品都是

配套出土的，基本组合是耳蹭形器、球形器和

帽盔形器各一件为一个组合，极有可能是与占

卡等巫术活动有关的用具。

新乐遗址还发现玉斧和玉凿式雕刻器，刃

部甚为锋利，有的刃部还遗留有使用的痕迹。

、此外，还发现了用作装饰品的黑色玉珠和白色

石珠。

在2号大型房址内，还出土了炭化谷物、炭

化果核、棒子壳等;还有用果核制成的串珠之

类的装饰品。炭化谷物经辽宁农业科学院育种

研究所鉴定，近似东北大黄米 O 特别令考古工

作者兴奋不已的是，在2号房址的东北角，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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