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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盛京文化》主要内容：盛京四大历史人物、盛京的宗教寺庙文化、盛京民间艺术、盛京的人文景观
、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七千年前的村落——新乐遗址、盛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详细
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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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七节 奉天府与奉天市 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沈阳
又改名为“奉天”。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沈阳从都城变成了陪都。
但因为有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寝，为“龙兴之地”，所以其被重视程度仅次于国都北
京。
北京是顺天府，沈阳是奉天府。
 为体现陪都的地位，清朝在奉天府设置了和北京相当的机构——“盛京五部”，各部头领为侍郎，五
部官职只能由满族人担任，以显示陪都城的重要性。
 1680年，康熙东巡时，下令对盛京内城、故宫和塔寺进行维修和扩建，并在外墙修筑了圆形的夯土外
郭墙，墙高7尺5寸，周长32里48步，开设8个边门与内城的8个门相对应，形成“八门八关”、“内方
外圆”的中国独一无二的“八卦”城布局，即以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二楼为两仪，东西南北四座
塔为四象，8座城门为八卦，圆形的外城象征天，方形的内城象征地，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一项
独特创举。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沈阳设奉天省。
清朝晚期，留根已不重要，祖宗已被淡忘，内忧外患，岂顾其他。
陪都只有其壳，而无多少实际意义了。
特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实行了“东三省改制”，以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军政事务，
又于奉天设置巡抚，此时盛京的陪都规制在实际上已所剩无几。
陪都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了。
 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统治的首府。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不久，东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精神大振，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奉天省城，准备成立
关外都督府，驱逐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翼，宣布东三省独立。
赵尔翼惊恐万状，急于发兵自卫，镇压革命党人。
 此时，已在辽宁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张作霖奉旨带兵进入奉天。
由于在镇压革命党人中立了头功，张作霖成了赵尔翼所依靠的重要人物，一步步掌握了奉天的军事大
权。
经过社会动乱和各种势力的反复较量，张作霖于1916年7月6日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7
日，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6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1923年8月1日，奉天市政公所正式设立并开始办公，主要负责市政规划及建设，这是沈阳首次出现市
的建制，标志沈阳已具备近代城市的基本规模。
 1924年9月，经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6年1月，张作霖通电全国自任东
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务总统官；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登上了中华民国各
路军阀纷争的历史舞台。
 1928年年末，在东北发生了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
1929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改“奉天市”为“沈阳市”，隶属辽宁省。
 此时的东北，主要是奉系军阀的领地，也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极力要争夺的一块肥肉，盘踞中
原的国民政府也极力争取将其统一划归中国，三股势力相持抗衡，难分高下。
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之下被迫从北京撤军，乘火车回到沈阳，在经
过皇姑屯三洞桥时，被有预谋的日本关东军炸死。
“皇姑屯事件”之后，同年7月2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主政东北。
为雪国耻报父仇，尽早实现“南北统一”，张学良多次与南京政府沟通协商，并排除日本的干扰和威
逼利诱，于同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结束了北洋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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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盛京文化》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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