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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努尔哈赤的最后时光 

沈阳汗王宫遗址考古发掘始末 

文 图／张连兴 赵晓刚 

据 清实录 记载，后金天命十年(1625) 三月初三，努尔哈赤毅然决定迁都 沈阳
， 当天夜宿于虎皮驿 (今沈阳 

市苏家屯区十里河镇十里河村)，初四即入住沈 

阳城。之后，至天命十一年 (1626)八月十一 

El病逝于浑河岸边的瑗鸡堡 (今于洪区翟家街 

道大挨金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年 

半的时光。在此期间他的寝宫在什么地方7因 

清代史料中未有明确记载，长期以来大家并不 

知晓。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就住在沈阳故宫里。 

然而历史学家通过查阅文献和详细考证，明确 

沈阳故寓东路建筑是努尔哈赤时期修建的，中 

路建筑的凤凰楼、清宁宫等是皇太极时才建成 

的。努尔哈赤怎么也不可能带着一群妻妾居住 

在大政殿和十王亭里呀。努尔哈赤在沈阳期间 

的寝富在哪里，就成了清前史研究上的一个未 

解之谜。 

史 寻踪 千王宫 

沈阳故宫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铁玉钦、王佩环在 关于沈阳 

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 一文中曾推测努尔哈 

赤的汗 王宫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但同时也指 

出 “这个宫究竟相当于今天故宫的哪一座宫， 

则不可知”。1982年春，他们在北京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标号为 “舆字 225号 的 

满文 盛京城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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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地 

图终于解开了困扰大家多年的谜团!铁玉钦、 

王佩环在 沈阳天命 “汗宫”与王府初探 一 

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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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京城阙图 中 

所绘的汗王宫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 

四周有围墙。南面是宫门，整个二进院建于高 

台之上。高台前端是面阔一楹的穿堂，有台阶 

可登，类似沈阳故宫的凤凰楼。二进院正北面 

有正殿三楹，东西各有配殿三楹。所有建筑均 

《盛京城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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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茎丝盔当盖歪L_械罔髓包蠢叁 
等盗取镊之 ．上奎彼 ．建 擘夫压摇 青甚 置重孵 

被童曛之人各社至十．馥僧笺 目磕 囊 

精磊首之，、槽f审饭日之 摹槽 {I诬鳗垫 

汗日： 捉同育下采报 ，军秘急’．刚挈 

害麓 谴久避盘轰碱内之，．刚珲僻 ；喜事射 

孽矗毛．”咒使 汗之一置．翼极 丽 ．效 ．c原 

蛙 ：畸 困幢 ．遂 扳看册母椎 ．．J 

韧方日 ．’汗口： 蓍格 日勒 大臣霉羞艟太 

鳖 ．聿 可蕾使 ，但 饵羞於砖 人之前 ·棼优 中 
一 切什|I|，由由舅起不得懒散 ．吉囊毒上t誓茸J扣 

圈 ．看．1．目暑两‘备懒散乏故 ．冶郁幂赁·樯看 

_L竹．堆孵鼍．．|人寡获 ，且孵并整之碍L皋币 

誊之．囊祭登栖菁．旦j彼育帮之榀菁，蓝 暴 

登 乏童典天同 ．黄揭f絮之两丧坤人入用 ， 

毫露夥 同往 ． 碍；三人萌窄 ．着 j二 前古 

纠葛|L也．若有|I【蔫着 ，．j越 曩同击 ·曹鲁嚷 

泻 ．1j巧-膏 ．繁 J-【泻 ，秆鸟乱 也 ·曲 碉 

托．口箍毒打，熏翼．虎内羞蕾之男丁1：得绚托 

已 碉行，口辑赤抒．耍翼， 序 壁鳖兰： 

《满文老档》相关记载 

为硬山前后廊式建筑，正殿屋顶为黄琉璃瓦绿 

剪边的风格，与沈阳故宫一致。 

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 “汗王宫”的关注 

和寻找。首先，史学家们找到了两条文献资料 

可对汗王宫的位置予以佐证。其一，是 满文 

老档》记载天命十年 (1625)五月 “初三 日， 

汗家北塔之基石，被周围包衣人等盗取毁之。 

上奏后，遣众大臣搜寻基石，并将被查获之人 

各杖五十。该僧等亦因疏于看守而将为首之八 

僧画牢饿囚之，待众僧修复后释放。”其二，是 

明人鹿善继、茅元仪等撰写的 督师纪略》中 

说 ：“及公渐东，奴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 

阳，止以五百人守代子城。奴自筑宫于沈阳瓮城， 

屡不就，又惧袭之，渐运珍异入老寨而又营城 

于抚宁关塞外，渐思遁矣。”结合 盛京城阙图 、 

沈阳白塔 (始筑于辽代，又名崇寿寺塔，现白 

塔小学院内)和沈阳 “九门”遗址 (明代沈阳 

中 城北门)的考 占发掘，大家终于理解了这 

两条史料中所指的 “汗家北塔”即为崇寿寺塔， 

“沈阳瓮城”即为明代沈阳中 城北门——安定 

rJ，后于万历年问 (1573-1620)改名镇边门。 

《督师纪略》相关记载 



26 Discovery 重大发玖 

次，人家按 系骥， 九门路 的佗置 

仅找剁 ‘片低矮的 ff、]‘期的岢砖 房、和图 

上jI{j．n0“汁上宫”恨小=对 上!因此，汗工宫 

是 e 仔 足r 的就 那个化 7汀 F 

自址 r {J支毁尤仃， 址 迹町寻 这些 

I!|『『 t f‘发掘 能 解决 。 

耋古发掘 见再容 

201 2"1~-tL中街路北地块整体拆辽，进行棚 

改造，运J【}j考r 门：段寻找 “汗 ””的机 

会终 J：米 J 1 5～8』J，沈【5}j市文物考 【 l’研究所 

“豫垅城”项【：⋯J地1人J发掘出 1座【ijJ木清初 

建筑遗址，从遗址l，l勺地 化置、半I}{『布¨、层 

位犬系以及出 遗物的年代孑亍，都 丁 盛京城 

阙 『{】的 “汀 ■” 吻合。 

先，遗 北 ，力 向为『I_=『偏 5 ， 

此 对 代沈阳r 城北 门—— 支定『J(即 

几¨遗 ：)，距城墙约 10米，南面 对通人街， 

距沈⋯敞寓北『韦】墒约 510米，四】萄20米为豫亲 

王府~Jrtt：。这一位嚣 《盛京城阙图 所绘 “汗 

王 f”化 完全一致。 

J 次，遗址为 进院落，南北通K 41．5米， 

尔胁 破坏严币 ，K J~-l,洋。 m』{ 

， 块拄础行。南、北均发现有刚绕院落f 

『拊院 阔，进深 l4米，未发现_『iJ̈J 

他 J 高台之一 舟台丛址整体 。 “ 

萄? 墒 

．．．：  一 

土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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肜， 青砖墙包砌夯土台基构成，南北宽23．5米。 

基址南侧Ⅱ三对宫门处发现有残存的两层砖砌台 

阶。这与 盛京城阙冈 上所绘 “汗王寓”二 

进院落的格局基本相同，唯台上建筑已不存。 

第 ，遗址主体部分叠压在一座民国时期 

的房址之 1、‘，遗址的两侧被清代晚期的2座房 

址打破，东侧被一个消代中期毫堑筑址打破。通 

过刈‘遗址一进院落地面的解剖，在距院落地面 

0．9米芹 发现订 【1月代沈 中 I 城 南北向大街 

(后称通_火街)的遗存。这条道路为南北向，宽 

11．6米，踩踏痕迹 明 ，正中用碎石子铺 。 

道路两侧仃排水沟，宽约 2米。因此，从层位 

口 

火系上而言，汀王商遗址的时代应为明末清初。 

第四，遗址中出土了2枚满文 “天命通宝” 

铜钱和大 黄、绿釉琉璃建筑构件，类型有板 

瓦、简瓦、滴水、押带条、脊砖等。瓦当、滴 

水和脊砖上的纹饰多为莲花纹，押带条多见联 

珠乳钉纹和花瓣纹。它们不仅IU‘以币̈ 盛京城 

阙图 上所绘汗王宫的黄琉璃瓦绿剪边犀顶卡}1 

印证，而且也与辽阳东京城出土的琉璃构件桕 

似， 同为海城 “鳆瓦窑”的产品。莲化纹的 

装饰风格更可追溯 赫图阿拉城 “尊 台”遗 

址出土的建筑构件。 

综上所述，汗 宫遗址的身份可确定无疑! 

满文 “天命通宝”铜钱 蓝釉联珠乳钉纹押带条 

灰陶兽面纹瓦当 

黄釉简瓦 

绿釉莲花纹瓦当 

绿釉筒瓦 

灰陶盛开莲花纹脊砖 

绿釉莲花纹滴水 

绿釉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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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汗王宫 _ 一 ．_⋯ 遗址出土 

赫图阿拉城 

“尊号台” 

遗址出土 、、— ， ～一 V 、一 

东京城 隧 J_
．  

一  

《  

“汗王宫” 

遗址出土 

海城黄瓦窑 
．

r

～ 

0 - 。 ． ≯ -- ， 遗址出土 
沈阳汗王宫遗址、“尊号台”遗址、东京城 ”汗王宫”遗址、海城黄瓦窑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纹饰对比 

宫殿 离有特色 

汗王宫与大政殿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修 

筑的寝宫与理政的大殿。这种宫与殿分离的建 

筑布局不仅是东京城 “汗王宫”与 “八角殿” 

分离布局的继承和延续，更是明末女真人 (满 

族前身)宫殿建筑理念的真实反映。 

根据周远廉 清太祖传 的记载，明万历 

十五年 (1587)，努尔哈赤于苏子河畔筑费阿拉 

城，定国政，当时他居住的 “宫”与办事的 “殿” 

就是一东一西分开的。根据 建州纪程图录 

中所记，“努尔哈赤的宫室殿宇在栅城之内台地 

正中的最高处，有两个门，大门朝东，小门面 

西偏南。在栅城正中有一道砖墙分成东西两院， 

中间有盖瓦中门相通。东院为殿堂衙署，有房 

屋六所，三十余间，多数为丹青盖瓦房，也有 

草房。努尔哈赤用来处理政务、宴飨宾客以及 

祀神祭祖的 ‘客厅’(即一般称之为殿堂衙署) 

亦为 ‘五间盖草’的草房。在 ‘客厅’东北的 

八间 ‘行廊 和 ‘客厅’及正前方的三间 ‘行廊’， 

均以草盖顶，并作为 ‘召集臣属，议事宴饮之地’。 

砖墙的西院，为 ‘宫’，是努尔哈赤及其福晋子 

女的 ‘后宫 ，有九所建筑，房舍楼阁有二十余 

间，努尔哈赤常居之 ‘宫’，不过是三问草舍。” 

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努尔哈赤率众移 

居赫图阿拉城。万历四十四年 (1616)，努尔哈 

赤在赫图阿拉城的 “大衙门”上尊号，建都称汗， 

改元天命。其上尊号的 “汗宫大衙门”俗称为 

“尊号台”，经发掘，尊号台遗址由3组建筑组成。 

据发掘者梁振晶考证，“赫图阿拉城汗王宫的布 

费阿拉城内努尔哈赤居所与殿堂所在栅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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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图阿拉城 “尊号台”遗址布局 

J 为东、 帆院，东院足以L,2力’肜高台硬山 

I 砖 房建筑为 的人衙¨，西院则足H 

。

” 

天命六年 (1621)，努尔 一举攻克沈阳、 

lqi，许随即辽郜 。 久后，在辽阳城尔 

fI： { 久子河畔筑东京城。城1人J“汀的宫和殿分 

没J从J处。汀的殿堂，即办弓{的 ‘人衙门’，为八 

ffJ肜，俗称 ‘八角金殿’或 ‘八『『】殿’，内外有 

排 卜六恨，殿顺系用黄琉璃 镶绿釉瓦边的 

两色琉璃瓦铺成，殿la和 铺满人角形 

绿 竹。汀宙存 八『fJ殿 ‘ 余米处的全城 

制 ’ 点上。它建市 人一 爹建I1‘J“约七米、 

f』l约 256半了『米的 { 台之上。” 

天命十 (1625)，努小／" ／ ~-""-辽都沈 ，依 

然 续了东京城仃殿分离的做法， 不过改一 

尔 ·四为一南一北，将汀 卜 筑 j 明沈阳中卫 

』JJ《北 之_人J， 将人殿 r冉 500米序 城 

【i c1 ,t2,t~I8偏尔的位置。 

后企天聪 『日j(1627~1636)， 太极建设 

的人内宵阙时，已经接受丫议族传统的 “前 

t：I_JJ『 寝”宫殿建筑布局， 此 仃崇政殿和台 

上Ⅲf1 寓 一 一 后的排列。这f1} 念的变化反映 

J，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文化上的不断发腱。 

汀卫¨的考古发掘和保护使 j人政殿这 

种 “谢殿分离”的满族宫殿建设 念得到 J 真 

实 现。它 沈阳故宫巾路建筑t体足满族从 

部落走⋯ 家的共同历史见证，也足沈 ⋯军 

事城 剑帝都的历史见证。 

原t止保护惠大众 

汀 遗址发现后引起 r社会的卡墁人火注， 

曾入 201 2年度令国十人考古新发 终 会。 

遗址发圳期 ， 宁省和沈⋯『f『学} j‘、 划、 

I史 办IfII的专家多次到现场考察 指导。沈 

m文物J}̈j也及时将这一蘑要芎 发现上报了 

东京城 “宫”与 “殿”布局示意 

努尔哈赤时期沈阳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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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往事 梦回汗宫”公众考古系列活动 

王宫遗址陈列馆环廊石雕壁画 

、  

图2沈阳汗王宫遗址陈列馆开馆仪式 

图、4．汗王宫遗址陈列馆北环廊展柜 

沈⋯巾政府。鉴 宫遗址的霞要性，2014 

8 J J 1¨，沈[si 政府决定对 { f 遗址进 

，_J 川 保扣’ 千̈展l，J 。20l6_，f 6～7 Jj，“瞒京往事 

梦 汀t ——公众学【ff 带你穿越盛 ”公众考 

系刈活动在沈⋯汗 』二宫遗址陈列m战功举办。 

2o16 1 2 YJ 19¨，沈阳汗工宫遗址陈列馆建成， 

『】。 刈 公众免赞Jl：放。 

建成的汗王 遗址陈列馆 ⋯遗址本体和 

JtⅥ 啷的展览川id佝成。遗址顾邴没汁有防 

雨人 ，小体部分纶过简单的补砌补夯 防风 

化处 ， 保赶 r遗址的原真性，义增加了观 

赏 ．．遗址 的 廊部分采川 雌壁画的形 

式，将汁 寓遗址的考【!T‘发现过 ，汗王宫与 

几 、大政殿的父系， 尔lJ合赤 沈⋯城的故 

‘ ‘  

示给公众。 北 廊部分还设置了 

个展|ffi分别展j⋯f：f宵遗址⋯ 一瓦当、滴 

水、脊砖等建筑构什等。展 两侧分Ij}j放置 r 

一

台大屏幕液品电视，伞火滚功播放曲部 t 

冉遗址的宣传 片。此外，你还·『丁以手仉 1 

“汁 宫”增强 文可动 APP(分为AI]droid 

本和 版小)， 行汗工 遗址相关信魍、，j 

埘遗址进行 拟漫游和实景泄游。 遗址现场 

你还l』丁以利川 APP 描遗川：本体或二：维码 J{ 

(20个)，实 汀 } 仃遗址的增强 实健尔 (AR 

桐关信息推送。 

沈阳汗 ，这 一沉睡数 年的 家订I 

哒 0亢 城 『f 走 辉煌的起 1'I、I=，这 一 京史f 

的根脉，终 J ．咂新刚到 』，公众的视 r，jf：以j 

新的姿态盛迎八 米宾!圜 

本 文 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项 目 “盛 

城考 古与清代历 史文化研 究”(项 目编 号 

1 4ZDB038)阶段成果。 

(作者张连兴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F 

长 ；赵晓刚为沈阳市丈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 

睡薯■ 一 瘟曩强鬣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