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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化视角下沈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研究

◎张军
摘要：《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旨在 2019 年

至 2021 年，推行 88 个文化项目，实现弘扬优秀文化、保护沈阳市历史文化根基、凸显城市特色，更好地在后续城市文化

建设中，打造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与充满活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之都。在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框架中，突

出清文化、民国文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等四条主线，依托历史资源空间载体，打造属于沈阳城市的历史文化“金名片”。

而本文的研究也立足于此，结合清文化内涵与资源，探讨属于沈阳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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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旨在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

设过程中，传承历史文化、加强运营管理、

加大旅游宣传等，以“点、线、面”推进

项目的高品质建设，依托固有的文化资源，

提升沈阳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品质，提

高沈阳城市的文化活力。基于此，本文结

合文献综述法与实践调查法，探讨了清文

化视角下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具体建设。

一、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内涵与意义

（一）清文化在沈阳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中的内涵分析

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300 多年的

清历史赋予了沈阳这座城市厚重的清文化

底蕴。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在

城建中更要充分借助这一独特的资源，展

示沈阳独有的文化底蕴。同时沈阳城市清

文化内涵与价值享誉海内外。市委也明确

提出将清文化渗透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中，将涉及到清文化的城市联合起来，整

体规划与建设。为此，我市也要加快成立

清文化研究院，加强对清文化的研究与资

源利用，挖掘清文化内涵与本质，将清文

化做深、做透、做活，将其作为沈阳历史

文化名城建设的核心内容。

清文化是满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是整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精神载体，这也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这一层面考虑，我们则要对清文化有所

继承、发展和创新。清文化是经过长期的

历史检验的，在对城市发展、历史演进、

人类进步等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

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体，我们必须要尊

重现有的清文化建设，并发挥聪明才智继

续发展、创新，让属于这个城市独有的清

文化及其精神继续延续下去，代代相传。

（二）清文化视角下沈阳历史文化名

城建设的意义

清文化是沈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

积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而这也是沈阳在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可依托的有效资源。

基于此，在城建中，借助独有的清文化内

涵，有利于彰显城市建设的独特性，提升

城市影响力、知名度。此外，借助以清文

化为主的旅游产业发展契机，可以吸引更

多专业的人才和商机，这对促进沈阳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帮助；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说到底都是文化自信。因此，在沈阳历史

文化名城的建设中，重视与挖掘清文化底

蕴，有利于扩展清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作

用，以此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商机，提

升城市魅力和影响力。

二、沈阳城市清文化元素构建

（一）关于清文化元素的界定

清文化是满族文化经过汉族文化的冲

突与融合之后产生的兼备两族文化的特色

文化，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清文化的

核心是清朝时期人们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形

式，包括思想、审美、习惯与思维等；而

清文化实际上也是构成多元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清文化内容往往也以外在的物态

形式进行呈现，主要涉及到风俗习惯、行

为规范等。

（二）关于清文化元素的构建

如何使清文化从边缘化逐步回归大众

视野，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根本。我们要

善于提取清文化元素，将清文化的艺术精

髓融入现代文化中，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碰撞出新的火花。清文化元素博大精深，

彰显民族风格的清文化在沈阳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中的传承也有很多。例如，建筑、

文化艺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技、

服饰、饮食等。如何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建

设中融入清文化元素，大致包括：设计、

翻新清文化为主的代表性建筑；经改良的

长袍马褂、旗袍、汉服等在各类场合的应

用；在进入沈阳的各交通醒目位置，如火

车、高铁、地铁、机场等地张贴一些沈阳

故宫等知名旅游地的宣传画；在地铁站、

广场、公园等地播放以清文化为主题的清

廷礼仪视频、相关文艺汇演，让人们在进

入城市时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清文化氛围，

彰显沈阳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清文化在沈阳的创新应用与推广

（一）立足城市清文化魅力，打造网

红打卡城市

清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沈阳塑造自身文

化品牌的有效载体。作为清王朝的发源地，

沈阳孕育了清文化，涌现了诸如沈阳故宫、

福陵、昭陵等极具清文化的代表性建筑，

更彰显了沈阳的建筑水平。从这一角度来

看，沈阳在加快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中，可以依托其独有的清文化魅力，设计

独具特色的景观与旅游文化，打造极具清

文化内涵的打卡胜地，吸引更多人。具体

来说，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

其一，加强文旅产品的供给与服务。

精心设计清文化旅游线路，在劳动节、清

明节、端午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前夕，

发布清文化精品旅游内容，吸引游客眼球；

各景区根据当地习俗，推出各类传统清文

化体验活动；深挖文创 IP 价值，如雕龙

刻凤的皮具饰品、皇帝皇子的文玩用具、

“文物”雪糕、“神兽”巧克力等，科普

清文化知识的同时，让文创产品成为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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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的有效展现形态与传播手段。

其二，上线清文化主题场所。沈阳故

宫“莊啡”咖啡馆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

“打卡”，这也是清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

的典型代表。特别是馆内充满清文化韵味

的设计与四款特色饮品的推出，充满了浓

郁的民族风格。基于此，我们还可以将这

一构想继续延伸，如设计“贝勒”儿童创

意园、乾隆书屋、勤政养心殿等主题场所，

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沈阳打卡，让更多人

了解沈阳的清文化。

       

沈阳故宫咖啡馆设计

    

  

“莊啡”四款特色网红饮品

（二）依托清文化旅游资源，点燃历

史文化名城人气

打卡沈阳故宫已成为外地游客来沈阳

参观游览的首选。浓郁的清文化特色让人

意犹未尽。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清文化旅

游资源的创新应用，让更多人感受到独具

韵味的清代文化。

其一，组织“创意”清文化主题活动。

以塑造清文化品牌为核心，面向广大游客

组织“清文化周”系列活动，并且致力于

将其打造成沈阳年度盛事。具体来说，可

以从以下几点切入：编排以清文化为主的

舞台剧、戏剧，向中外游客展示清文化具

体内容；举办清文化学术交流会、研讨会，

以“清文化周”的形式串联起来，可以吸

引更多游客与媒体，使其感受沈阳深厚的

文化底蕴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

其二，设计开发以清文化为主的特色

旅游纪念品。为了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清文

化，我们应组织专业力量，延伸清文化旅

游的产业链条，研发以清文化为主题的旅

游纪念品，如蕴含清文化的字幅、塑像、

小饰品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文创产

品的设计模式，研发有关清文化的创意产

品，如服饰、彩妆、艺术品、摆件等。遵

循市场原则，委托公司生产销售，这既是

宣传清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盘活清文化

资源的重要途径，致力于向更多的人展示

清文化的内涵。

沈阳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而

清文化是其独有的文化资源，在推进沈阳

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立足

实际，挖掘清文化内涵，大力推出一系列

用好清文化资源、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举措，擦亮沈阳故宫这张名片，提升城

市知名度，致力于将沈阳打造成为全国知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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