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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大清皇宫》

前言

　　大清王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历经了两百多年宣告结束，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的
居住地是什么样的呢？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凭借祖父留下来的十三副盔甲起兵
。33年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定国号为金，正式成为了一代汗王。后金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第二年又迁到辽阳东部的东京城，这里的宫殿建设刚刚完工，天命十
年，努尔哈赤又召集王公大臣讨论迁都沈阳的问题。从短时间内来看，这不是一个好的建议，但努尔
哈赤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后金的都城在天命十年搬到了沈阳，就是清代时称的盛京。
　　定都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修建宫殿，这个时间是公元1625年。然后，宫殿尚未建成，努尔哈赤
就含恨而死，留下了一座未完工的宫殿给他的儿子。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在大政殿登
基，修建沈阳故宫的使命就落在了皇太极的身上。从天聪五年开始，皇太极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重建
沈阳都城，从城垣到城市空间布局，从皇宫到城内建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使
沈阳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沈阳故宫的建筑布局可以分为三路。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建造
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续建的大内宫阙，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
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等。西路则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嘉荫堂和仰熙斋等。
　　大政殿是用来举行大典，如颁布诏书、宣布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的地方。十王
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事的地方。崇政殿是沈阳故宫最重要的建筑，是皇太极日常临朝的地方
。崇政殿北有一凤凰楼，三层，是当时盛京（沈阳）城内最高的建筑物。凤凰楼后面就是所谓的后宫
之地，是皇太极的后妃们居住的地方。　　顺治元年，多尔衮挥军南下进入了北京城。随后，多尔衮
带领顺治皇帝和皇太后等一干皇室人等，进入了北京的紫禁城，并把这里作为新的都城。而沈阳的故
宫就成为了陪都。清代后期的统治者们为了显示自己对于祖先的念念不忘，时常回到这里祭祖，并把
沈阳故宫作为来到这里的行宫。所以沈阳故宫在清代入关后的几代内又经历了一些重修和新增。其中
乾隆朝祭祖次数最多，在沈阳故宫内新建的建筑物也最多。现在的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
筑群之一。虽然它的规模比占地72平方米的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建筑上的特色，却一点也
不逊色于北京故宫，现在的沈阳故宫是重要的旅游胜地。　　顺治元年，清王朝正式取代了明朝进驻
中原。顺治皇帝和一干皇室成员也进入了明代统治者们的居住地——紫禁城。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
年，历经十四年，于明永乐十八年建成，是明朝统治者给自己建造的宫城。紫禁城经过明清两代统治
者的不断改建、修缮与扩建，尤其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改建和清乾隆时期的改建，紫禁城才有了我们现
在看到的辉煌面貌。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周围还有10多米高的城墙
和52米宽的护城河：，　　北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这里曾经是五个封建王朝选定的都城。之所以都
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非常优越。北京北依太行山脉，东、南、西三面还有永
定河和大运河环绕；而从军事上来说，北京向北可控制北部边塞，向南可以遏制中原之地，是兵家的
常胜之地。紫禁城建在北京的正中位置，自古就认为中央最为尊贵，《吕氏春秋》中就说：“择天下
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也就是说选择国都的中心建立宫殿是非常理想的位置，而这种思想
对后来都城的设计者们影响很大。　　明代修建紫禁城的时候，不光注重宫城位置的选择，还非常注
意宫城与周围建筑的配合，严格按照周礼“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设计。就是说，在中轴线的
左侧设置了祭祀祖先的太庙，而在右侧则设置了祭祀土地和五谷的社稷坛；处在前朝位置的三大殿是
皇帝登基、颁发诏书等的重要场所，而后宫佳丽们居住的地方则处于大内的深宫之内。　　紫禁城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的宫殿建筑群，巍峨的紫禁城内有众多的宫、殿、阁、楼，民
间传说故宫有9999间半房屋，这虽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也说明了故宫内建筑物的众多。紫禁城
内的宫殿大致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就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皇帝举行重大
典礼的地方。在外朝的东西两翼，还对称矗立着文华殿和武英殿两座殿宇。内廷的中心是后三宫：乾
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寝宫。在后三宫的后面就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园林——御
花园。在后三宫的两侧还对称分布着东西六宫，是皇帝的妃嫔们居住的地方。在外东路和外西路还分
布着太上皇的寝宫宁寿宫，以及太后们颐养天年的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除了这些重要的建筑外
，紫禁城内还有众多的花园、佛堂、戏台、各种衙所、库厉等建筑。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离开
紫禁城，清代的10位皇帝在这里生活了200多年后，这里就成为了“故”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这里成了可以供人参观的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清代的皇室成员们日常生活的痕迹，
一举手一投足，还能嗅到一丝皇家威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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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大清皇陵建制的风光，读大清帝陵的神秘辉煌，每一座陵寝都记载着或辉煌或衰败的历史，每一座
陵寝都传承着或动人或神秘的故事。在那带着浓重神秘色彩的背后，让它带你去探索难解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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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极殿太上皇的千叟宴皇帝祭祀前的斋戒之地——斋宫为太子而建的毓庆宫康熙太子允初在毓庆宫的
日子嘉庆皇帝与毓庆宫皇室祭祖的奉先殿尽显帝王之尊的九龙壁阿哥所——南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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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沈阳故宫　　盛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背景　　沈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一
直到了清之前的明朝，统治者也一直把这里当成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明朝为了便于控制和管辖东
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了军事组织性质的“卫所”和都司制。明代洪武二十一年，沈阳
中卫城指挥奏清明廷对沈阳卫城进行大规模的整修、扩建，这次的整修，是沈阳城比较大规模的变化
。这个时候的沈阳，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但它的主要性质还是军事重地。　　到
了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率兵进入沈阳后，这座古老城市的功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座
东北地区的军事城堡、经济中心发展成为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都城。努尔哈赤建都沈阳后，就开始
大规模地修建他的宫殿，但可惜的是，宫殿还没有建成他就撒手人寰。皇太极即位后，继续修建宫殿
的工程。　　公元1626年，皇太极在大政殿登基。从天聪五年开始，皇太极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重建
沈阳都城，从城垣到城市空间布局，从皇宫到城内建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使
沈阳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沈阳，也在皇太极的入关野心中更名为“盛京”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
迁都沈阳　　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铁骑挺进辽东，随后，努尔哈赤便把都城迁到了辽阳
，第二年，又迁到辽阳东新建的东京城。天命八年，东京城的宫殿建筑基本完工，天命九年，努尔哈
赤将他的祖先及其皇后的遗骨迁到东京城驸近的山上。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都说明努尔哈赤打算将东
京城作为永久的都城了。　　然而到了天命十年．，努尔哈赤突然召集王公大臣，提出迁都沈阳的主
张，但大臣们纷纷表示反对，大臣们认为，东京城的宫殿刚刚建好，而当时又正是民不聊生之时，如
果再二次迁都的话，又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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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解密大清皇宫》，观大清帝王的神秘生活，嗅皇家宫殿的威严气息。天子的卧室，皇家的
宫殿，为你叙说古老的智慧——“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一转手，一投足，皇家威
严的气息从它身上嗅出神秘的痕迹。　　观大清帝王的神秘生活，嗅皇家宫殿的威严气息；一辈子的
卧室，皇家的宫殿。　　为你叙说古老的智慧——「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一转手、
一投足、皇室威严的气息，从它身上嗅出神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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