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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铁西应昌街的古今史话

沈阳铁西区有一个应昌街，这是一个很有说道的街区。该街区曾是远近闻名的九路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区里有一所与新中国同龄的资深小学——应昌小学……特别是，这个街区
的名字起源，很可能与元代的一座塞北名城——应昌路，有极深的光阴之缘。闲谈应昌街的古
今史话，有温度，有情趣，有底蕴，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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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应昌街，必提“九路市场”，这是一个
距今40多年前在铁西九路地段自发形成的一
个民间大市场，当年的规模与人气，那叫一个
壮观！

1978年，沈阳铁西区腾出当时的南九路，
放开在城区里的个体经营，开辟市场满足就
业。1979年 1月，铁西区九路市场建成开业，
这是沈阳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集贸市场之
一，也是最早允许肉蛋粮油上市的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

这个九路市场最初是露天的，东起云峰
街，西至齐贤街，总长 1.96 公里，开始是单纯
的几个地摊路段，后如滚雪球般逐渐发展起
来，最后形成了农副产品、轻工、家具、饮食、
小食品等八个专业市场。1987 年，又陆续加
盖了石棉瓦和塑料棚顶，九路市场才正儿八
经地经营起来。

九路市场内的云峰街至应昌街这一段，
主要经营书籍、自行车零部件、各类五金、旧
家具等，还交易少量的花鸟鱼虫。市场的两
侧有修补旧物、露天理发、图书租赁等项目，
路面上摆了两排铁柜台，但大部分区域并没
有加盖棚，始终是露天的。这里淘书的摊位
很多，当时各种旧杂志在这儿都能淘到，看一
天、只花五分钱的书摊都有。街角上，还有许
多修鞋、磨刀的小摊子。那时多是当街理发，
1985年那会儿，理一次发约需三角钱。

而在九路市场内的应昌街至兴华街这一
区域，很长一段时间是经营服装的，称之为服
装售货区。

那时每逢集市，从应昌街一线漫步九路
市场，会看到市场两边和小路中间一趟趟儿
的铁制柜台成排挨邻，首先经过的是各种应
季蔬菜和时令鲜果的柜台。尤其夏秋时节，
菜果丰盛，颜色万千，到了冬季，满城覆雪，铁
柜上摆满了山楂糕、果丹皮、葡萄干、瓜子花
生等各色干果。常见的水果变成了冻柿子、
冻秋梨，间或还有成捆的冻甘蔗，都冻得坚石
铁棍一般，需要浸泡在冷水中缓缓软化后，方
能细细品味。柜角处竖着干草席扎成的冰糖
葫芦垛，支支竹签上串满了火红的山楂、金黄
的桔子、幽香的山药和绵甜的黑枣。成趟儿
货柜的端头，有烤地瓜的铁桶烘炉，带着乌焦
香酥外皮和抽丝状糖心的地瓜，戏法般从炉
中变出来，单单那氤氲四周的香甜雾气，便令
过往行人口舌生津、食指大动。

在铁架货柜的后面，小路两侧又各起了
一排门市平房，香的肉馅饼、甜的粘豆包、酸
爽的大馄饨、麻辣的豆腐脑……一应俱全，偶
一打打牙祭，滋味萦久绵长。另有各类熟食
面点、腌菜调料，货色质量同国营副食店并无
二异，摊主们的热情勤快更令顾客如坐春风。

踱过了红光电影院的路口，就是些售卖
针头线脑日用杂货的摊子了。其中最吸引男
孩子的，是那些纸壳叭叽（PiaJi)、花了瓣的玻
璃球、以及评书演义人物画卡的小玩意儿，以
及女孩子们追捧的明星照，最开始从电视中
翻拍的黑白照片到后来的花花绿绿的彩色贴
纸，应有尽有。小玩意儿摊上的汽水糖、爆米
花、麦芽脆、果子露，是大家共同的喜爱。

据官方对九路市场的介绍可知：九路市
场占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是当年沈阳新兴起
来的贸易市场。市场分为六个专业市场，售
货厅面积 11400平方米，营业厅 4300平方米，
售货摊床1500个，平均每天客流约7万人次，
节假日达13万人次，日成交额约18万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风风火火经营了
十七八年的九路市场，才“退路进厅”，结束了
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功成身退。

在铁西应昌街里，有一所与新中国同
龄的小学：应昌小学。据校长徐旭东介绍，
应昌小学始建于 1949年，原为东北机械局
职工子弟小学，1956年改为教育部管辖的
公办的铁西区应昌街小学，由于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一流，社会声誉极高，1995年承办
了校中校的太阳小学。从 1998年起，应昌
小学响应铁西区委区政府的号召，发挥优
质学校作用，先后合并了兴华一校、电缆子
弟小学、云峰一校、云峰三校，一跃成为铁
西区内最大的小学。2020 年 9 月，在开发
区花海路 41 号，由开发商配建，成立了应
昌小学大明湖分校，开启了一校两址的集
团化办学之路。目前，应昌小学教育集团
拥有45个教学班，1780名学生，101位教职
员工。

徐旭东表示，已有 71年发展历史的应
昌小学力主“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的办学目标，以“五育并举、科学育人、

全面发展”为
宗旨，打造“幸
福应昌”。在

“一切为了学
生，为了学生
的一切”的目
标引领下，应
昌小学走过了
一条构筑精粹
学校、熔铸精
品教育、打造
精英教师，在
实践中追求有
序科学和可持
续发展的和谐
教育之路。

经“ 十 三
五”五年的努
力，校园有了
舒适感、温暖
感和归属感，
师生有了应昌
式的笑容、应
昌式的自主、
应 昌 式 的 自
信，使学校在
全市有了一定
的影响力，提
高了学校的知
名度、美誉度。

据沈阳市的辽瓷非遗传承
人谷翠国多年研究，铁西应昌街
这“应昌”二字颇有说道，其出处
很可能与一段惊心动魄的元末
历史有关。

元代有个应昌路，又名鲁王
城，原是元代后族弘吉剌氏的私
城。应昌路故城遗址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
拉苏木达里诺尔湖畔，在元代，
它与大宁路、全宁路合称“塞北
三大历史名城。”

鲁王城始建于金，是当时金
军进攻南京（今北京）、戍守边疆
以及蒙古高原和部落之间互的
交通要地、军事要地。到了元
代，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正式建
城，并设应昌府，至 1286 年，升
为应昌路。1295年，从成吉思汗
起兵有功的特薛禅重孙蛮子台
奉命讨伐叛军海都笃哇，凯旋
后，元成宗晋封蛮子台为鲁王，
鲁王城由此得名。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
将徐达北伐，明军一路北上，很
快就打到了通州附近，逼近大
都，京师上下为之震动。兵临城
下，败势难挽，元顺帝妥欢帖睦
尔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朝中大臣
主张死守京城者有之，主张让城
别走者有之，张皇失措，莫衷一
是。妥欢帖睦尔认为固守京城
无异于坐以待毙，安排了留守人
员后，“夜半偕后妃太子开建德
门出走”。他们由居庸关北上奔
上都，随后又逃往应昌路，元顺
帝出走后不久，大都被明军攻
占，统治中原地区近百年的元朝
遂告灭亡。妥欢帖睦尔在应昌
路待了两年，也是他人生最后的
两年，这座塞外名城成了元朝最
后的都城。

1370年，妥欢帖睦尔于应昌
路驾崩，其子爱猷识里达腊在应
昌继位，改元宣光，史称北元，应

昌路从此成为北元的皇都。1390
年，徐达率军攻此城，结束了偏居
一隅的北元小朝廷的统治。

应昌路遗址现为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址呈长方形，
南北长800米，东西宽650米，有
东、西、南三门，均设方形瓮城。
城内中部靠北为宫殿基址，汉白
玉石柱础保存完好，四面各有一
门楼建筑；南部分布井字形街道，
为市区。此外，城内还有社祭坛、
儒学、孔庙、报恩寺等遗址。

妥欢帖睦尔放弃大都北走
应昌时，带走了大量宝藏。据

《明史》记载，应昌失陷后，明军
曾在此缴获大量金锭、玉册、镇
圭、玉带、玉斧等珍宝。当地传
言，应昌城破前，元朝皇室将来
不及带走的大量奇珍异宝沉入
达里诺尔湖，或埋在曼陀山净梵
天水云洞里。

据克什克腾旗旗志介绍，元
代传国玉玺就是在达里诺尔湖
畔发现的。史料记载，元顺帝逃
到应昌时，随身携带传国玉玺，
应昌失守，玉玺丢失。两百多年
后，一个牧羊人在湖畔重获玉
玺，被元朝后裔博硕克图汗所
得。林丹汗灭博硕克图汗得此
玺，为苏泰太后所珍藏。1635
年，林丹汗之子降多尔衮，苏泰
太后将玉玺献多尔衮。皇太极
称帝时，在沈阳迎国玺。

谷翠国表示，“沈阳”之谓，
源于元代，当时叫沈阳路，那时正
是应昌路名闻遐迩的鼎盛之
时。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将国
号由金改清之日，正是他得到这
颗大元传国玉玺之时，而这玉玺
又恰恰来自应昌路地界。辽宁
沈阳有“应昌街”，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克什克腾旗首府经棚镇有

“应昌路”，看似偶然，必有深远的
光阴之缘。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

元代应昌城存碑碑首篆书：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

铁西应昌街

应昌小学旧照

元代应昌路遗址文保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