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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北方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名字似乎更加让人神往，是的，那就是盛京。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开创的都城，盛京城继承了满族建都筑城的文化特色，也汲取了汉族都城建设的思想，同时还深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
响。城中之城，内方外圆，四塔八门，可以说盛京城的规划，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实例上是独一无二的。

盛京是清朝（后金）在 1625
至 1644年的都城。即今辽宁省
沈阳市。天命十年（1625年），清
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
沈阳，并在沈阳修建皇宫。天聪
八年（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
阳为“盛京”。顺治元年（1644年）
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留都。

盛
京

辽
宁
历
史
文
化
词
条
42

解
读

JIE
DU

内方外圆 四塔对称 八门八关

盛京城的规划是独一无二的

定都

从明代一座边城到后金都城，再到最终成为清
代第一座都城，盛京城可谓历尽波折。

“努尔哈赤最开始并没有选择在沈阳定都。”沈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晓刚告诉记者，“夺
取辽阳后，努尔哈赤决定迁都辽阳。由于辽阳城年
久失修，加之汉人反叛不断，因此努尔哈赤在太子
河北岸修了新都城，也就是东京城。城还没完全建
好努尔哈赤就率众搬了进去，不过很快，努尔哈赤
又决定迁都沈阳。”赵晓刚表示，努尔哈赤决定迁都
沈阳除了因为沈阳的地理位置外，更多是因为当时
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决定的。

“作为明代东北地区统治中心，当时辽阳城里
汉人很多，努尔哈赤的军队遇到激烈抵抗，而且当
时后金东有朝鲜，北有蒙古，都对努尔哈赤构成极
大威胁。从战略地位考虑，沈阳优于辽阳，且距赫
图阿拉又很近，当时沈阳城内汉人也很少，便于管
理。进可攻，退可守，于是努尔哈赤最终决定迁都
沈阳。”

赵晓刚说，沈阳作为后金国都是从1625年三月
初四开始的，这个日期很值得“纪念”，因为努尔哈
赤迁都沈阳后，给这座城市带来空前变化。“在迁都
之前，沈阳只是一座普通的军事城堡，因为努尔哈
赤的迁都才成就了后来的盛京城。”赵晓刚说。

改造

将盛京城打造成独特都城的是皇太极。“皇太
极即位后不久就开始重新规划改造沈阳城。”赵晓
刚说。

关于盛京八门，有说是皇太极将沈阳城的四门
改为了八门，也有说是努尔哈赤改造，但不管怎样，
八门的建设让沈阳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原本的十字街变成了井字街九区，城内原居
民迁到城外。初期因为努尔哈赤宫室位于明代北
门之内，所以明代南北大街还是通的。这条主要大
街名曰通天，现在沈阳这条街南部仍然叫通天街，
可能也始于此。”赵晓刚说，皇太极还修补加高了城
墙，护城河也由明代两道改为一道，并兴建了钟楼、
鼓楼、堂子以及太庙等礼制建筑。这次改造可谓意
义重大，“满族是山地民族，都城几乎都修在山上，
而沈阳是平地城，皇太极的这次改造，既遵循了中
国传统都城的规制，也沿袭了本民族的固有习俗，
二者巧妙结合，使得盛京城成为中国都城发展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赵晓刚说。完成改造后不久，皇
太极改沈阳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

内方外圆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改建的盛京城为砖城，平面
呈正方形，周长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康熙十九年在
盛京城外修筑关墙，史料记载，“关墙用土夯筑，近
似圆形，高七尺五寸”，此外边墙还新设八个“边
门”。这八个“边门”与盛京方城八门是相对的。

“内城为方形砖城，外城为圆形土城。盛京城
内城与外城形成内方外圆之势。”赵晓刚表示，中国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盛京城又有“内方外圆，天
地定位”的说法。不过，赵晓刚认为盛京应该还有

三重城，因为当时有大量人口进入盛京，已经大大
超过方城承受范围，而且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都是三
重城圈。而且赫图阿拉也是三重城。

根据研究，从大体规制来看，盛京城城方廓圆、
城内廓外，二者中心点又重叠于城中心的皇宫。整
座城池坐北朝南，中轴对称，这种内方外圆、对称四
塔，八门八关间以放射状街道相连的城市形态，堪
称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范例和完美布局，中
国唯一、也是世界罕见。

四塔四寺

赵晓刚告诉记者，盛京城在经过努尔哈赤、皇
太极，以及康熙三个时期的大规模建造后，不仅承
袭了很多满族、汉族建设都城的规划思想，也受到
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他说：“盛京城四面的四个
塔寺，就完全采用了藏传佛教塔寺的样式。”

皇太极在沈阳郊区先后修建了实胜寺和四塔
四寺。据赵晓刚介绍，皇太极敕建的盛京护国四塔
寺，都是有“内涵”的。“四座寺庙形状，体量，建筑材
料大致相同。分别建在盛京城外的东、西、南、北四
个方位，可形成一个圆环，将皇城乃至皇宫环绕在
其中。”赵晓刚说，这样修建的寓意是保护盛京“国
无祲灾”“五福斯来”。

历经数代帝王的修缮之后，盛京城阙逐渐形成
了内方外圆、四寺四塔、八门八关的完整格局。

多元文化

在沈阳故宫的西侧，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庙宇叫
中心庙。那就是盛京城的中心。加上钟鼓楼，四座
塔……这些建筑的数字联系起来，就有了一种说
法：盛京城其实很像一座八卦城。

赵晓刚说，这种说法自民国开始形成，“中心庙
为太极，钟鼓楼像两仪，四塔是四象，八门像八卦，
郭圆像天，城方为地。角楼和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
像天罡，内池七十二像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像四
季，城门，瓮城各三像二十四气。”不过赵晓刚认为，
这种说法更像后人的附会，而不是皇太极修建盛京
城的思想。

“盛京城除了规制独特，其历史意义也相当深
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刘凤云说。

“在 16 世纪女真族进入中原后，传统渔猎经济
开始发生变化，农耕开始逐渐介入。随着时间推移，
最终形成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体制。而皇太极
大量接受汉人建议，包括清代官制都基本承袭明
朝。包括盛京城的建设更是积极吸纳了汉、蒙、藏等
民族的优秀文化，盛京城的独特意义就在于让更多
其他民族文化逐渐融入了汉人文化圈。”刘凤云说。

盛京城考古

随着大众对清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盛京城的
历史也开始受到关注，2014年，“盛京城考古与清代
历史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正式立项。
课题组在沈阳汗王宫遗址、盛京德盛门瓮城遗址、
盛京通天街遗址、沈阳清昭陵妃园寝遗址等处的发
掘基础上，整理完成了考古发掘报告，同时也发表
了多篇学术论文。课题组还结合古今舆图资料与

现代科技手段，对沈阳现存的清代宫殿、衙署、寺庙
及墓葬进行了系统性调查。课题组还将全面收集
和整理盛京城的相关历史和考古文献资料，进行深
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刘凤云说：“对于盛京城的研究，其实一直在继
续。‘盛京城考古’是新提出的一个概念。对于考古
学来说，因为距离时间比较近，清代一直不被认为
是‘古’，‘盛京城考古’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中国考古
学的范围，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刘凤云表示，因为盛京城内很多清代遗迹附近
都已经是居民区，考古发掘工作很难开展，这也是
很遗憾的事情。

“过去很多研究都只是把盛京作为地方史研
究，过于碎片化。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对于盛
京城的研究应该重新开始。”刘凤云说，应该从文化
的深层次构建全新的“盛京文化”体系，“我们需要
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和学术视野来研究盛
京城，从一个大的盛京城视角来研究这段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也
认为，国内对盛京城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并不精细，
盛京城研究的很多问题也都值得仔细分析。“可以
说，无论是从大的方面的宏观分析和理论构建，还
是从小的方面的精细分析和案例研究，盛京城研究
都可能产生更多成为学术经典的研究成果。”

东城墙：位于今东顺城街西侧，长1270
米。

内治门（小东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东
顺城街与中街路交叉路口，已拆除。

抚近门（大东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东
顺城街与沈阳路交叉路口，已拆除，现存的城门
及其明楼建筑为1998年在原址基础上复建。

南城墙：位于今南顺城路北侧，长1280
米。

德盛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南顺城路与
朝阳街——大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2007
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德盛门瓮城
遗址，并在原址保护展示。

天佑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南顺城路与
正阳街——小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

西城墙：位于今西顺城街东侧，长1270米。
怀远门（大西门）及其瓮城：遗址位于今西

顺城街与沈阳路交叉路口，早年被拆除，现存的
城门及其明楼建筑为1994年在原址基础上复
建。

外攘门（小西门）及其瓮城：遗址在今西顺
城街与中街路交叉路口，已被拆除。

北城墙：位于今北顺城路南侧，长1280米。
地载门（小北门）及其瓮城：建筑位于今北

顺城路与正阳街—小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
除。

福胜门（大北门）及其瓮城：建筑在今北顺
城路与朝阳街——大北街交叉路口，已被拆除。

九门：遗址在北城墙中段，今白塔小学南，
1959年进行了发掘，1977年被拆除。

内城墙西北角楼：位于西顺城街与北顺城
路交叉路口东南侧，新中国成立后，随城墙一起
被拆除，2000年在原址复建，为三檐歇山顶结
构，高12.3米。除角楼外，还复原了与角楼相连
的西、北城墙及其女墙和垛口各一小段。复建
之前，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盛京城西北角
楼遗址进行了发掘，厘清了清代城墙与明代城
墙的关系及角楼的砌筑方法等问题，为按历史
原貌修复角楼提供了可靠依据。

外城城墙：位于今沈阳老城区外缘，东至万
泉公园和新开河左岸一线，南至万柳塘公园和
青年公园一线，西至青年大街和惠工街一线，北
至惠工广场环岛和新开河左岸一线。城墙及其
城门大部分被城市街路覆盖，少部分被城市建
筑和公园覆盖。

东面城墙：北迄今新开河沈吉铁路桥，南至
万柳塘公园西端的南运河。从北向南分别被今
东边城街、万泉公园、先农坛路、万柳塘公园覆
盖。东面城墙原有2处水栅，均无存。北面水栅
位于今万泉公园东北、小河沿路南，南面水栅位
于今万柳塘公园西北、东滨河路东。东面城墙
设2座城门，间距约900米，遗址早已湮没。

南面城墙：东迄今万柳塘公园西端的南运
河，西至今奉天街、风雨坛街和南关路交叉路
口。从东向西分别被住宅小区、南关路覆盖。
南面城墙设2座城门，间距约600米，遗址早已
湮没。

西面城墙：南迄今奉天街、风雨坛街和南关
路交叉路口，北至惠工广场。从南向北分别被
今顺通路、青年大街、市府广场、惠工街南段、惠
工广场覆盖。西面城墙设2座城门，间距约
1200米，遗址早已湮没。

北面城墙：西迄惠工广场，东至今沈吉铁路
新开河大桥。从西向东分别被今惠工街北段、
联合路、大东广场、北边城路覆盖。北面城墙设
2座边门，间距约1600米，遗址早已湮没。

遗址现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
病逝于浑河岸边的叆鸡堡（今于洪区翟家街道大
挨金村），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年的时
光。而在此前他住在什么地方，清代史料中未有
明确记载。

随着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一张
标号为“舆字 225 号”的满文《盛京城阙图》的出
现，这个谜团最后被解开，在图正中最北端的一个
院落赫然以满文标注着“太祖居住之宫”。原来，
努尔哈赤当年就住在沈阳城北部，北面紧邻明代
沈阳城北门、南面正对通天街的位置。

2012年沈阳北中街路北地块整体拆迁，沈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地发掘出一座明末清初建
筑遗址，而从遗址的地理位置、平面布局、层位关
系以及出土遗物的年代看，都与《盛京城阙图》中
的“汗王宫”相吻合。而这一考古发现还入选了当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赵晓刚当
时也参与了挖掘工作，他告诉记者，汗王宫为满
族典型的两进院高台式建筑，南面有围墙，墙的
中央位置是正门，有 6 个柱础石，撑起一个门
房。前院比较平，北面高台建筑还是二进院，汗
王宫就建在高台之上。值得一提的是，汗王宫的
砖大部分使用的是明代的砖，没有为汗王宫专门
烧制的砖，可见当时修建汗王宫着实有些“寒酸”，

“这也是因为当时建汗王宫比较仓促，而且清初的
经济实力较弱，所以连砖都是从四面八方弄来
的。”赵晓刚说。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
究”子课题负责人，沈阳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赵晓刚对盛京城有独特
的感情。他说：“沈阳在 2000 年
前就是燕国管辖下的候城，又是
清朝的陪都。可以说沈阳的地下
世界埋藏的是悠悠千年的历史文
化。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关注起
文物保护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渠
道去了解这座美丽的盛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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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王宫发掘现场汗王宫发掘现场。。

汗王宫宫门汗王宫宫门。。 清人绘制的清人绘制的《《盛京城阙图盛京城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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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王宫出土的瓦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