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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旅顺口太阳沟历史文化
街区，虽然名为“太阳沟”，但在当地
人口中指的并不只是一条沟，而是
约定俗成的一大片区域。这片区域
南向大海，东西北三面环山，是大连
市旅顺口区最具历史文化积淀的区
域之一。虽然偏于一隅，但旅顺及
其太阳沟却见证了中国近代，尤其
是东北近代的风云跌宕。因此，旅
顺当地人常用的一句推介语就是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旅顺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

清时期。”大连城市历史研究者、大
连市规划展示中心副研究员杨玉璟
说，因为拥有独特的港口资源，清光
绪六年（1880 年），李鸿章奉命“统
筹海防”，他把经办海防的重心转移
到了北方，一心一意筹办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的主要基地在旅顺、烟台
和大连，这也是旅顺城市发展的开
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旅顺被日军侵占，旅顺一时间成为
人间地狱。残暴的日军不仅大肆屠
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清军，而且还滥

杀无辜，对旅顺城内的普通民众大
肆杀戮。在连续 5 天的屠城中，约
有2万名无辜百姓惨遭屠杀。

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
关条约》。但是，《马关条约》中割让
辽东半岛的条款损害了正筹谋远东
扩张的沙俄的利益，于是，沙俄、德
国、法国 3 个国家策划了被后人称
为“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事件。无
能的清政府在支付了 3000 万两白
银后，赎回了辽东半岛。

不久，沙俄以帮助清政府讨回
辽东有功为由，与清政府签订了《中
俄密约》，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和
大连。

出生于太阳沟的大连旅顺文史
学者邹祁对于自己家乡的历史十分
熟悉。他告诉记者，强租旅顺大连
之后，沙俄在1899年单方面将租借
地命名为“关东州”。关东州囊括了
现在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其行政
中心就在旅顺。

在沙俄的行政管理体系中，
“州”是其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沙
俄将租借地命名为“关东州”，有着

对外宣示辽东半岛是沙俄边疆领地
的意味。就在这一年，沙俄开始对太
阳沟地区规划、设计，建设新市街。

此前，在北洋水师进驻旅顺期
间，在旅顺龙河的东岸，已经有了一
个被称为“旧市街”的区域。沙俄新
规划的市街与旧市街一河之隔，因此
得名“新市街”，这就是现在的太阳
沟。一东一西，两个街区，同属旅顺，
却在历史沿革中有着不同的主导者。

从 1899 年至 1904 年日俄战争
爆发前的几年间，沙俄在太阳沟地
区建设了一批欧式风格的建筑，其
中包括当时当地最高档的宾馆——
市营旅馆，也就是后来的日本关东
州厅所在地。

日俄战争后，日本进驻旅顺，太
阳沟成了1.4万日本人的集中居住
地。从 1905 年至 1945 年的 40 年
中，日本侵略者在沙俄划定的城区
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城
市建设，但以民居居多。太阳沟现
存的众多红砖日本房就是那个时期
的产物。如此密集、年代如此久远
的日本民居群，较为少见。

沙俄规划，日本占据后大规模建设

这里被称为露天建筑博物馆

太阳沟建筑群见证旅顺百年变迁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虽然现在的旅顺口只是大连市
的一个城区，但在 1931 年以前，太
阳沟乃至旅顺却是日本侵占整个关
东州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

从沙俄手中夺来关东州后，日
本在旅顺先是成立了关东总督府，
之后于1906年成立了关东都督府，
用来“掌握管辖关东州，保护管理南
满铁路的有关事务”。

杨玉璟介绍说，关东都督府是
“军政合一”的机构，它下设两个部
门，一个是陆军部，一个是民政部。
前者统率派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
队，后者掌管关东都督府辖区内除军
事事务以外的一切行政事务。13年
后，也就是1919年，新成立的关东厅
取代了关东都督府，结束了“军政合
一”的管理模式，开始了军民分治。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当时的办公
地点，现仍伫立在太阳沟历史文化
街区内，不过竖立在一旁的石碑上，
并没有标记建筑原有的名字，而是
写着“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这几个字。

掩映在翠柏之中的大楼，外立
面的主色为浅黄，立柱为白色。
1919年前，这幢浅黄色的欧式建筑
是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在地；1919
年之后，这幢建筑的名称连同它的
主人，一并改名为关东军司令部。

尽管这个司令部在太阳沟只存
在了两年，之后迁至沈阳，又于1932
年迁至长春，但这个司令部设在旅
顺期间密谋策划了许多事件。

史学界已经形成公论，“九一
八”事变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军
国主义经过蓄谋已久的策划和精心
准备后所采取的占领东北、灭亡中
国、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侵略步
骤。位于旅顺口太阳沟历史文化街
区内的关东军司令部，就是推动这
一整套步骤的实施者。

1931年，关东军司令部迁至沈
阳；同年，关东州改为关东州厅，隶
属于伪满洲国的关东局，太阳沟及
旅顺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1937年，
关东州厅迁至大连，太阳沟原有政
治功能的建筑相继改为学校、医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
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苏联红军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
定开始进驻旅大地区。这期间，太
阳沟内的建筑功能有了较大程度的
改变，很多建筑被苏联红军征用为
医院、宿舍和兵营。

1955年，旅顺又见证了另一个
重大历史时刻。这一年的4月15日，
新中国和苏联在旅顺举行了防务和
装备交接仪式，陆海空三军圆满完成
交接任务，至此，旅顺和大连地区结
束了半个多世纪一直由外国人统治
和管辖的历史，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
的怀抱。5月下旬，苏联驻军指挥机
关及陆海空12万人分批撤离。

就在这一年，在太阳沟内，一座
造型别致的“中苏友谊纪念塔”破土
动工，两年后，该塔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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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沟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虽然名字中带有“沟”字，但实际上，太阳沟是一片三面环
山、一面向海的区域。作为全省14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太阳沟被人称为“露天建筑
博物馆”，仅在其核心保护区内，就拥有百年建筑353栋，这其中有历史人物旧居，也有一批
具有历史影响的百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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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一
个街角处，矗立着一座白色墙面的
欧式风格建筑，这就是旅顺师范学
堂。虽然名为“学堂”，但这座历经
百年风雨的建筑，实际上经历了多
次功能转换。值得一提的是，就是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旅顺地
区第一个党支部。

“虽然‘旅顺师范学堂’的名字
是 1918 年确立的，但实际上，这座
建筑始建于沙俄统治时期，为欧式
风格。”杨玉璟说。

1905年，占据了旅顺和大连地
区的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行殖民与奴
化教育。在日本出版署名为《满洲
要览》的书中，赤裸裸地写着“辽东
已为我势力范围内，岂能容他人酣
睡”这样的句子。正是因为秉承这
一思路，日本在其直接统治下的关
东州开始大肆建立培养师资的奴化
教育体系。

《辽宁通史》记载，日本在辽宁
的教育分为两大系统，一类是关东
都督府或关东厅主办的学校，它们
主要集中在旅顺、大连等地；一类是
由满铁主办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南
满铁路沿线地区。

1916年，关东都督府以府令的
名义颁布了《旅顺高等学堂规则》，
成立了旅顺高等学堂。两年后，旅
顺高等学堂撤销，该学堂的师范科
改建为旅顺师范学堂，对中国人进
行民族差别教育、奴化教育。

《大连百年近代史》中记载，师
范学堂本科入学条件为“品行端正、
身体健康，年满 14 岁以上 25 岁以
下，毕业于关东州公学堂高等科或
具有同等学力者，并经考试择优录
取入学，学制三年。”

旅 顺 师 范 学 堂 延 续 至 1945
年。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接管了
学堂，将该学堂改为苏联远东陆军
总医院。1955 年，中苏防务交接
后，这幢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210
医院接防。目前，该幢建筑闲置。

在日本侵略者使用期间，中国
共产党在这里成立了旅顺地区第一
个党支部。

邹祁介绍说，1926 年春，朱寿
春、李盛忠二人经母校老师介绍，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在旅顺师
范学堂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朱
寿春、李盛忠接到任务后，在学生中
发现和培养爱国反帝、思想进步的
积极分子 4 人。1926 年暑假前，旅
顺师范学堂已有党员 7 人，建立了
旅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旅
顺师范学堂党支部，朱寿春任支部
负责人。

经请示大连地委，中共旅顺师
范学堂党支部决定在本校开展一场
以反对日本奴化教育为中心内容的
罢课斗争。1926年末，经过充分准
备，抓住音乐教师侮辱中国学生引
起学生强烈不满的机会，学堂进行
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罢课。后来，校

方被迫答应“和解”条件，包括免除
音乐教师职务、调离本校；增设英语
学科，增加数学、物理、化学科目课
时；增添学校图书室里的中文图书
等。“应该说，中共旅顺师范学堂党
支部领导的这次罢课，在反抗日本
侵略者奴化教育的历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邹祁说。

目前，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建
筑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
街区，辖区内的老建筑已盘点完
毕。在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
护区内，现存百年建筑353栋（俄式
90栋、日式263栋），既有清末代皇
帝溥仪、清肃亲王善耆、著名学者罗
振玉等历史名人故居，又有关东都
督府旧址、满蒙物产馆旧址、关东军
司令部旧址、日俄高级官员和重要
将领官邸等一批具有历史影响的百
年建筑。2020年，太阳沟被列为省
级历史文化街区，不久前，国家文物
局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
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以太阳沟为
核心区的“辽宁旅顺口军民融合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位列其中，
在接下来的 3 年时间里，这个历史
文化街区将围绕“战争与和平——
国家记忆”主题全力开展创建工作。

“我们将统筹谋划，把太阳沟建
设得更美丽、更具吸引力。努力把
园区建设成东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
化街区。”大连旅顺太阳沟文化产业
园区工作人员王贵民说。

1926年，学生罢课斗争取得胜利

桓仁首任知县
四年建起“八卦城”

本报记者 商 越

从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上俯瞰，山下会呈现出一座自然与人工
完美结合、国内罕见的“太极八卦城”：浑江与哈达河交汇形成天然的
太极图形，“八卦城”就建立在这阴阳两极的阳极上。至今，城内仍保
留着一段清代的古城墙，还有8条独有的斜巷。如今，复建“八卦城”
已经成为本溪市桓仁县城市发展的新思路，经过国内专家规划设计，
“八卦城”的南门“迎薰门”、北城楼及部分街区已经落成。

桓仁满族自治县县政府西南残存
着一段20多米的老城墙。20年前，北
京大学的两位考古专家对这段老城墙
和县城内 8 条独有的斜巷进行考证
后，得出结论：桓仁古城是一座国内罕
见的“八卦城”。

建县前的桓仁地区，经历 200 多
年的封禁。开禁设治，是清政府面对
日益严重的边乱寻求的一项治边对
策。据《桓仁县志》记载：“桓邑于光绪
三年设治，经署将军崇厚创议，估实银
两，奏准建修城垣……知县章公樾董
其事。”光绪二年（1876年），奉天将军
崇实奏准开垦东边荒地，建设县治，以
老岭为界，岭南设怀仁县（后改称桓仁
县）。建县当时，全县面积近 6000 平
方公里，仅有违禁潜入的垦荒者2.6万
余人。地广人稀，初设县治，百业待
举，万事艰难。

桓仁首任知县章樾，字幼樵，河南
开封人，光绪二年到达尚未建县的怀
仁，任设治委员。两年后试署怀仁
县，又两年后，实补怀仁县知县。

桓仁县文联史志专家邢燕来告诉
记者，县城最初选址在今天的六道河
子乡荒沟门一带，筑成土围子做县城，
但屡遭强盗骚扰，东边兵备道道员陈
本植因此常率军前来清剿。陈本植

“精于堪舆之术”，这位精通易经和风
水学的陈本植与章樾一起登上了五女
山，察看桓仁的山川地势：“相度形势，
览择斯土。两江环带兮，气聚风藏；五

岫屏列兮，原敞形固。”只见佟佳江（今
名浑江）由北逶迤奔流而来，向西折
回，又向南环绕宛转而去，江流酷似太
极图形。鲲鹏山（朱雀）、五女山（玄
武）、龙岗山（青龙）、小蓬莱山（白虎）
四山环拱。如果按山脉地势、水文气
象修建八卦城，才能相得益彰。

清光绪四年（1878年），首任知县
章樾在东边兵备道道员陈本植的指导
下，开工兴建“八卦城”。“八卦城”周长
三里。城池八卦形，随地势而建，按照
东南西北，山脉走势，水流去向，确定
八卦方位。同时设置三个城门，东门
叫宾阳门，西门叫朝京门，南门叫迎薰
门，北边建城楼与东西南三门相同，只
是不留门、不修护城壕，因为北门后边
有山脉延伸进来，怕断了山脉的来
势。遵照“城象八卦，以宣八风；门开
三元，以立三才”的规划理念建设，将
城垣设计成八卦形，象征着接纳八方
之风、风调雨顺；城开三门，寓意天地
人三才合一，上应天文，下顺地理，中
展人之才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易
学理论在古代建筑史中的体现。

县城建设工程庞杂，章樾几乎每
事都亲力亲为，且“所修所建无不求
工”。当时的桓仁，连烧砖的窑座都没
有，即使是有实力能承揽工程的大户
人家也没有。工匠都要到省城招聘，
资金要到外地去筹措，工程非常繁杂
辛苦。直到光绪八年（1882 年），“八
卦城”才竣工完成。

依山傍水修建“八卦城”

“虽然在安徽发现有呈坎八卦村，
新疆特克斯也建有‘八卦城’，但桓仁
的‘八卦城’依然以其独特性让世人震
惊。”邢燕来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在中
国所有以易经文化为依托的建筑中，
唯有桓仁的“八卦城”是自然和人工的
完美结合，拥有神奇的山水环境和特
有的易学建筑内涵。

如今的桓仁县城，以浑江为界，分
为江南主城和江北副城，民族路作为
城市中轴线贯穿浑江并通往五女山。
桓仁县城又像一只鸟，江北是头，江南
是身，“八卦城”恰好位于江南——鸟
的腹部，也是孕育新生命的地方。

“八卦城”是祖先留下来的珍贵历
史遗产，是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为了
再现独特的太极古城，桓仁县委、县政
府决定复建“八卦城”，并委托中国易
学堪舆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易学堪舆
研究院院长、天津大学教授亢亮编制
了“八卦城”详细规划。又请沈阳建筑
专家导入满族文化元素，完成了“八卦
城”的风貌设计。新规划的桓仁“八卦
城”周长1320米，面积13万平方米，城
中心为直径 50 米的太极池。记者看
到，纪念首任知县章樾的章樾公园早
已经建成，广场上矗立着章樾的塑像。

据了解，桓仁县将在尊重现有路

网的基础上，拆除部分建筑，恢复建县
时的折线形中心街和完整的八卦路。
总体上，“八卦城”的建筑以晚清民居
风格为主，对古城一二层楼房进行满
族风格的改造，新建14.6万平方米的
晚清民居风格建筑。城市的小品，如
路灯、垃圾箱、坐椅、围栏，商店的招
牌、幌子等，均采用晚清的建筑形式。
同时，恢复3 座古城门。古城的出入
口，将以中国传统的牌楼建筑为主，城
外建步行街、护城河和绿化带，初步恢
复古城风貌。远期规划中，“八卦城”
内青石板铺路，禁止行驶机动车。努
力将其打造成具有旅游、鉴赏、经营价
值的新“八卦城”。

（本文图片由桓仁满族自治县政
府提供）

复建古城主打晚清民居风格

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名称
旅顺口太阳沟
时间
1899年至今
位置
大连市旅顺口区
核心保护面积
39.79公顷

1929年设计的八卦城平面图。

从高处俯瞰，桓仁县呈天然的太极图形状。

修缮后的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旅顺师范学堂旧址。

旅顺实业学校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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