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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京，是我们要介绍的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
这个阶段，严格算起来是从公元1634年到1906年，即从清太宗时正式为都城命名，到光绪末年撤销“
陪都”建制；或许可以将其两端再略为延展一些，算成1625年到1912年，也就是从后金汗国定都于此
到清朝被民国取代。
在此之前的辽、金、元、明历朝，这里被称作“沈州”和“沈阳”，在此之后的近百年间，作为中国
东北地区第一重镇，它虽一度被叫做“奉天省城”或“奉天市”，但直至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沈
阳”仍然是其正式的城市名称。
    简而言之，这里要为读者描述的，是从满族人占领至清帝退位近三百年间的沈阳城。
这个阶段在城市历史中所占时间并非很长，但却对这座城市近世以至当代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
如果把一座城市的盛衰联系得更广泛一些，那么“盛京”时代的沈阳，不仅对同期中国东北乃至华夏
神州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曾经是东北亚各主要民族进行过不同形式表演的重要舞台。
    无论对于过去和现在，沈阳城的“盛京”阶段都十分重要。
毕竟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奠基地、大清王朝的陪都城和“满洲”族称的命名处，也是近四
百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清代有关这个城市的文字记载，远不如中国其他一些名城那样丰富多彩，以至很
难对其城市发展的每个阶段和社会各层面都作出细致生动的描绘。
本书主要想讲述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城市自身的事情，包括当时的城池建筑、市井风貌和居民生活
诸方面。
由于近些年的现代化改造导致旧有城市面貌改变，以往居住在这里的“知情者”们，又很少有兴趣记
录他们身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作者不得不凭借有限的文字记录和历史图照，参照多年调查访问搜
集到的实证资料，努力恢复盛京城的真实面貌，并借此帮助读者形成对百年前城市及其居民更加清晰
的印象。
    “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
多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
都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
《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人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
尽管主要笔墨都用来渲染盛京城的方方面面，但作者却很难将其写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断代史”。
主要原因应该是盛京以及其他古代中国城市，不似欧洲那种典型城市或城邦，是由市民阶级及其推选
的市政机构组成、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所在，而是专制皇权下“朝廷命官”等各类“臣民”生活
的地方，更多地带有地方行政中心色彩，却缺乏富有个性的城市精神。
所以我们的叙述，不得不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对这里的影响，而又更多地通过城市规划的自成特
色、居民成分的与众不同、行政管理的特殊体系等方面，来展现这座城市三百年间历史的主要方面。
实际上，这些变化与大清王朝的盛衰兴亡密切相关，城居人民的主观意志却很少对其产生影响。
    本书第一章简要叙述远古至明代中期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第二、三章是满族人建立的后金地方政权
占领并定都于此的过程；第四、五、六、七章介绍清人关后盛京作为陪都的基本体制、城市概貌和居
民结构；第八、九、十、十一章是盛京城商业、宗教、风俗、教育各方面的具体描述；最后三章则试
图说明其从封建王朝“陪都”向近代城市的转化。
为便于形象地了解旧日城市面貌，作者从多方搜集到的历史图照中精选出百余幅，分别插人相关文字
叙述当中，以期读者能够对当年的盛京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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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多
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都
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
《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入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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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两千年前说起在“盛京”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位于这方土地上的城市虽然并不像后来那样声名
显赫，但却坐落在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区域。
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才更具备被塑造为历史名城的契机，成就了它日后的辉煌。
考古学者的发现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沈阳乃至东北地区远古史的记述十分模糊。
两千年问那些居住在长城以内的汉族学者们，既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里上古时期的民族和部落，更不可
能科学地探寻史前人类在这里的遗迹，只是按照当时记述远古历史的传统做法，把这里含混地划为古
代中国北方某个州的属地，便算是有了交代。
直到现代考古学传人之后，才使我们对这一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有了真正了解。
 公元1973年，居住在沈阳北郊的中学教师刘先生，拿着他几年来在住宅附近捡到的一些奇怪陶片，来
到沈阳市考古工作队，想请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捡到这些陶片的地方，不久后就可能建起一座新学校，如果那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文物，将会永
远地压在新建的校舍之下。
 正在探索沈阳地区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的考古人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民间考古爱好者。
在仔细研究了他带来的陶片后，请他作向导来到了发现陶片的地方。
那片区域位于沈阳市区北部，南面紧邻一条古河道，北面则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土岗，十分适合原始人
类居住。
在那周围，考古人员又捡到了一些类似的陶片。
经过认真分析，专家们兴奋地认为，这些陶片很可能是沈阳城及周边尚未发现过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残
片。
于是，从1974年春天开始，地方考古部门分几次对这处遗迹进行发掘，结果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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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代盛京城》的成书，是在长期积累资料基础上的一次尝试。
因作者多年从事与沈阳清代历史、文物有关的工作，很想利用接触到的资料，整理成比较全面、准确
地反映当时城市状况的文字。
两年多前，适逢辽宁民族出版社有与之相关的出版计划，遂在该社领导和一些师友的热心鼓励下，相
对集中时间和精力，边查找核实史料，边开始写作。
其间几经调整思路，数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杀青问世。
    应该说明的是，撰写这样一本小书，虽是作者多年夙愿，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
除资料和个人能力的因素外，风格体例、内容取舍等方面也都颇费心思，很难处理得当。
权衡之下，只能确定这样的原则：叙事和议论以可靠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宁缺毋滥，不以近世里巷传
闻为据。
书中图照也遵循这一原则，除少量可移动文物照片和必要的示意插图为新近摄制外，所采用者均为反
映清代沈阳内容的老照片，以此来增强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毋庸讳言，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清代盛京城》还存在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除作者仍需不懈努力外，也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在日后有机会修订充实之际，弥补本书的缺欠。
    2009年 仲春 佟悦识于沈水之阳清故宫东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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