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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晚期，中国社会发展缓

慢，遭受列强入侵，进入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时期。陪都沈阳走

向没落，旧制度弊端显现。清朝

末期和民国初期，在殖民压迫、

地方政体变革、奉系势力兴起壮

大的过程中，沈阳逐步成为我国

近代西风东渐的前沿城市。

1913 年 废 奉 天 府 改 置 沈 阳

县，1923 年 改 设 奉 天 市，1929

年更名沈阳市，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后）改称奉天市。

近代沈阳的地名较为杂乱，

城内外郭采用中式街名，满铁附

属地使用日式地名，商埠地的地

名有西化特征，呈现地名文化主

权的对抗。



《奉天城略图》（1905 年）日俄战争后的沈阳城内全图

《最新实测奉天省城全图》（1911 年）见证清末的沈阳城状况



《辽宁省全图》（1929 年）
东北易帜后，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



《奉天省城市街全图》
《奉天省城市街全图》绘制于 1927 年，为第一张由中国人绘制的彩色版沈

阳城区全图，由奉天大北关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华隆绘制。当时沈阳的城市
面积为 43.04 平方千米，人口约 30 万人。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统一领导东北地区

革命斗争和党务工作的机构，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东北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
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位于大东区东顺城街育才巷 10 号。旧址建于 1910 年，

名为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现辟为纪念馆。

太原街   
太原街最初叫西四条街，直到清末，西四条街只是一条荒僻的土路，路两旁

散落着十几家乡村杂货店铺，经营着油盐等简单的日用品。 摄于 1929 年



中街
从吉顺隆丝房顶楼看中街、故宫及奉天全景。吉顺丝房上的“吉顺五楼食堂

" 几个大字非常耀眼，西式圆顶与远方故宫建筑群的重檐形成对比。中街路南侧
为新昌号、成太皮靴厂等店铺 。摄于 1930 年

中山广场
广场外端图左至右分别为奉天警察署、1937 年建成的三井洋行大楼所在地、

朝鲜银行奉天支店、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摄于 1936 年



辽宁总站
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 100 号，始建于 1927 年，1930 年竣工，现为沈

阳铁路分局机关办公楼。辽宁总站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造型宏大壮观，具
有极高的设计水平和实用价值，为当时国内一流的火车站。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沈阳站
“奉天驿”（今沈阳站）整体遵照了西方建筑的风格特点，讲究严格的对称。

奉天驿的建筑样式被设计者辰野金吾广泛使用在东亚地区，包括东京车站也承袭
此类风格。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