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导游词贯口(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导游词贯口篇一

大家好！我是一位小小导游。大家好！我是你们这次游览的
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小陈。今天是个好天气，认识你们很高
兴，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帮忙。祝大家旅行愉快！

请大家跟我去停车场乘坐大巴，长城在北京郊区，一百公里
以外，我们要坐两个小时的车。

大家都坐好了吗？我们出发了。现在我就给出大家介绍一下
着名的世界遗产——长城。

大家记得古时候有一个传说吗？那是勤劳的孟姜女为了找被
官兵捉去建筑长城的丈夫，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来到长城边。
当她四处打听，才知道丈夫被活活地累死了，于是，她在长
城哭了三天三夜。突然，只听”轰隆“一声，长城被哭倒
了800里。孟姜女终于见到了自己死去的丈夫。游客们，这是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可见，万里长城凝结了千万人民的血汗，
是中华人民智慧的结晶。

游客们，我先介绍到这里了，请大家慢慢欣赏。

大家注意了，在游览时，不要乱丢垃圾，乱涂乱画，爱护长
城这一人们用血汗换来的世界遗产。



北京导游词贯口篇二

各位旅客朋友：

大家好!

古塔公园是20__年市委、市政府推拟办的.与市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39件实事中的一项重大美化工程。1999年初春动
工，20__年仲夏告竣。总面积为12公顷，投资1.4亿元。

该园以千年辽塔为中心制高点，以大广济寺古建筑群为借景，
建设中坚持体现锦州古城历史文脉和现代园林风光理念相结
合的特点，使之成为富有辽西区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闲场
所。

该完以植物造园为主，建筑造园为辅，地势高下间，环境曲
径通幽，全园共分六个主要功能区。其中：

(1)文物游览区。该区以辽代清宁九年即公元620__年修建的
全国最古最大的广济寺和清代雍正三年即公元1720__年始建
的辽宁最大的天后宫等宗教古典建筑群为借景，为游人开辟
展示锦州历的民族宗教文化场所。

(2)老年活动区。该区以符合老年人活动游憩物景观要素候后
座面积为740平方米的茶室，内置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欣赏与游
艺项目，为老年人制造红红火火的夕阳生活。

(3)观赏植物区。该区除栽置百种以上大量珍贵树木格式化卉
与地方植被外，还修建一座面积为750平方米的观赏温室和一
组面积为165平方米的暖廊。

(4)安静休息区。该区以雅俗赏的建园特色为游人开辟一处散
步休息的好地方。除蜿蜒的甬路与美丽的花坛外，特建面积
为125平方米的休息廊一组，为广大游人准备了一处休息纳凉



的美丽憩息地。

(5)儿童活动区。该区以浪漫的建园手法设计建筑一组橡塑地
板砖，儿童卡通墙和一座金木水火土五行广场，同时设置五
组儿童游乐器械，足可称为一处少年儿童嬉戏与开发儿童智
力的好地方。

(6)石林观赏区。该区以辽西地域的特产木化石为主要原料，
用多种造型手法，堆栽成一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石
林风景点，可让游人在古朴典雅中得到扑朔迷离的享受。

总之，该园存千年文化积淀，挟辽沈决战雄风;塞北风光，江
南秀色融为一体，隋寺辽塔，碧瓦云墙相汇相映;实为辽西地
区的一座饱含文化品位和游览功能的人文景观。

古塔历史文化公园的园林设计风格继承了中国传统造园的精
华，运用了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手法，借鉴了欧美园林的成
功经验，充分表达了时代特点和辽西地方特色。

千年古塔与现代园林合为一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融为一
体，以其特有的园林风格而成为锦州以至辽宁省的又一个旅
游名胜，特别是其中的木化石林，非常独特。

木化石林坐落在该公园北部，占地4000多平方米，由200多株
木化石耸立形成木化石林景观。它是继深圳木化石林后世界
上第二座迁地保存的木化石林。这些木化石产于义县及辽西
地区，形成于1.5亿年前。当时由于地壳运动或火山爆发，古
代森林瞬间被泥沙或火山熔岩所掩埋，在漫长的岁月中，树
木中的有机质逐渐为二氧化硅所取代，所以木化石又称硅化
木，是石化了的树干化石。由于这一过程需要极特殊的自然
环境和地壳运动，所以木化石林景观在世界上极为珍贵和罕
见。



北京导游词贯口篇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锦州中旅的导游员，我叫__，
非常高兴认识大家。那么这次为期一天的旅游就有我陪您度
过，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们旅行社的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更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在一天
的旅行中当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及时与我联系，我将竭诚
为您服务。

我们途中大概需要二个小时的时间，途经凌海市、石山镇、
北宁市闾阳镇最终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青岩寺。青岩寺所地，
北宁市长兴店镇，文化进步经济繁荣，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这里是东北葡萄生产第一镇。农民的水果储藏业也十分发达。
青岩寺已敞开胸怀，真诚地欢迎天下朋友来这里沐浴吉祥和
幸福。

据记载：青岩寺始于北魏。历代多有开发重建，尤其在明万
历年间重修为盛。现经当地政府近十年的修复、建设，使古
寺更兴，青岩更丽。如今，青岩寺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
风景区。同时，又是省批准的宗教活动点。

整个青岩寺分为下院、中院、上院、文殊院四个院。整个寺
院以上院石洞中供奉的佛像为主，因其型呈_之态，故俗
称“_老母”。据说观世音佛像造型居多，唯_之态，举世罕
见，为游人称道、敬仰。又因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救苦
救难著称，善良的人们赋予其许多优美的传说，而且，这些
传说都与周围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溶为一体。

首选映入眼帘的是青岩寺的山门，山门是由北京清华大学建
筑设计院设计。形象是糅合中国古代牌坊与塔的造型，正面



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_副主席赵朴初题写“青岩寺”
三个字，经过一段路我们可以看见山门的旧址，也是由赵朴
初老先生题词的。

在石路两侧，有一对苍松结伴而立，两树的苍枝绿叶在空中
错错相交。远远望去，好像一对情意绵绵的恋人，搂腰搭肩
共述衷肠。因此，人们称之为“松人恋”。相传，在很早年
间，山下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小松，女的叫小青，他们
从小青梅竹马，长大情投意合，彼此都产生了爱慕之情。一
对恋人面对青山、绿水、订下了百年之好。然而，天有不测
之风云，好事多磨早就对小青垂涎三尺的王财主趁虚而入。
他又是用势力威胁，又是用财富引入引诱，非要娶小青做妾
不可。在他的威逼、引诱下，小青的父亲竟答应把小青嫁给
老财主。小青姑娘哭得死去活来。趁着月色，逃出家门，悄
悄地找到小松，两人抱头痛哭，觉得无路走。他们面对脚下
的万丈深渊，双双对天长叹，然后把一横，手挽手向万丈深
渊跳去。跳下后，他们觉得身边呼呼的风响，而身子却腾空
而起，不但没有坠落，反面随风飘向上院的石洞中。睁眼一
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端着一碗水站在他们的面
前，笑吟吟地说：“年轻人，风浪已过，回家成亲去吧！切
记，万事不可轻生，只要心中有佛就可逢凶化吉。”这对年
轻人大吃一惊，知道遇见了活菩萨，连忙回家，各自把这一
奇遇对家人讲了。而家人告诉他们昨夜里那个欲强娶小青为
妾的老财主已坠崖而死。为纪念这个奇遇，小青和小松结婚
的当天，就在通往下院的路上种了一对青松。人们都把这对
青松看作平等、友好、善良恋情的象征，尽力地保护它们的
生存。

北京导游词贯口篇四

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的故宫，我是你们
的导游莹莹，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游北京故宫。



我先介绍一下故宫的概况。

故宫建于北京的中央，以南北为中轴线，座北朝南，充分体
现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思想。

故宫城外是皇城，皇城外又有北京城，真是城城包围!

历史上，故宫因火灾或者其它原因，曾多次的重建，但基本
格局没有改变，主要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

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武英两殿为
两翼，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
方。

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及两侧分列的东西
六宫，是封建皇帝进行日常活动和后妃皇子居住游玩及奉神
的地方。

广场南面的保和殿是外朝三在殿的最后一座，规格等级仅次
于太和殿，面阔9间，进深5间，重檐歇山顶，翼角置走兽9个，
内外檐均施金龙和玺彩画，菱花梧扇，生落在高大的汉白
玉“三台”之上。

我的讲解到此为止了，祝大家游玩愉快!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八达岭景区观光旅游。

今天有幸陪同大家一起参观，我很高兴，望各能在八达岭度
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长城是世界闻名的奇迹之一，它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北方
的辽阔的土地上。



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法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
征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游客们，我们已经来到了著名的八达岭长城，您向远处看，
可以发现这里的长城分为南、北两峰，蜿蜒于山脊之上，龙
腾虎跃、气象万千，景色十分壮观。

往下面看是有两个门洞和u字形的城墙缎怕谳瓮城。

在瓮城墙上内外两面都有垛口墙，四面拒敌。

倘若敌人攻破关门涌入城内，将受到四面守城将围歼，敌人
如落瓮中。

瓮城是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一般都建在地形险要的交通要道上。

八达岭的瓮城也不例外。

建在山脊上，受地形限制，依山就势，东低西高，东窄西宽，
仅有5000平方米。

瓮城内无井，水源缺乏，平常驻兵不多，守城部队驻在西北
三里的岔道城。

瓮城中原有一座“察院公馆”，是供皇帝路过驻跸或官员停
留住宿的。

瓮城两门之间相距63.9米，西门楣题额“北门锁钥”，它的
用意我在前面已经讲过。

城门洞上，古进安装有巨大的双扇木门，门内安装有木顶柱
和锁闩。



平时，大门敞开，行人商旅自由出入;战时城门紧闭，严实坚
固;一旦发出反击号令，城门洞又是千军万马发起冲锋的出口。

瓮城的东门楣题额为“居庸外填”，修建于明嘉靖十八年。

在“居庸外镇”关城的城台上，原来嵌有一块石碑，为明朝
万历年间刻制。

从碑文可以看一带长城，先后经80多年时间才完成。

这碑中还记录着修筑长城的时间、长度、主持官和管工头、
烧头、窑匠头、泥瓦匠头和名字，以明确责任。

站在城上向下看，我们中以看到来往不断的车辆和从门洞穿
过的游人。

这里不仅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关口，而且也是交通要道。

从这里南通昌平、北京，北去延庆，西北往宣化、张家
口，“路从此分，四通八达”。

八达岭也因此得名。

我们往右下方看，在登城口的南侧陈列着一门大炮，名
为“这时威大将军”。

这门炮炮身长2.85米，口径105毫米，由于中炮身上铸有“敕
赐神威大将”而得名。

字最大的射程是500多米，可见当时的军工业是比较发达的。

从关城城台到南峰的最高处南4楼，城墙长685.8米，高度上
升142.4米，特别是南3楼至南4楼之间，山脊狭窄，山势陡峭，
长城逶迤400多米。



城顶最险处，坡度约为70度，几乎是直上直下。

南1楼和南2楼，都没有修复二层，从南3楼遗存的柱础看，原
来也有铺房。

南峰长城以南4楼地势最高，海拔803.6米。

登楼眺望，长城自西南向东北蜿蜓于山脊之上，宛如苍龙，
宏伟壮观。

使人不由得想起我国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登临八达岭
长城时咏的诗;千峰叠翠拥居庸，山北山南处处峰。

锁钥北门天设险，半哉峻岭走长龙。

从南4楼到南7楼，高度逐渐下降。

南5楼与南6楼之间在长城的内侧距城墙30米的山脊上，耸立
着一座白色的小亭，这就是1987年6月落成的“贵州省修复长
城纪念碑亭”。

南6楼是一座铺房，铺房建在上层的顶上，面阔三间，硬山顶，
红柱子，灰色瓦，小巧玲珑。

这大概是当年“千总”的指挥所。

今天的长城，早已失去军事价值，而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
着广大中外游客，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全世界重要
的文化遗产，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以更优质的旅游服务、更优美的旅游环境迎接着大家的到来!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旅行社的导游员，我姓宋，今天就



有我来带领大家共同游览这个清代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希望我的讲解能够令各位满意，是我们共同度过这一美好的
时光。

我们现在即将前往的就是颐和园，利用这一段时间，我向大
家简短的介绍一下颐和园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状况。

最早在辽金时代的时候，皇帝就已经开始在北京修建皇家园
林了。

当时在今天的万寿山昆明湖一带修建了金山行宫，将这里称
为金山、金山泊。

到了元朝，有将这改名为翁山、翁山泊。

而明代初期则改称西湖并修建了园静寺，命名为好山园。

到了万历是十六年，也就是1588年，这里已经具有一定的园
林规模，享有“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的称誉。

然而让这里真正成为一处皇家园林的是清代。

在康熙年间就曾在此修建行宫，到了乾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
也就是1749~1764年，就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了清漪园，扩湖，
推山，将湖称为昆明湖，山叫做万寿山。

而且这里还成了著名的三山五园之一。

和我国古代的大多数皇家建筑一样，这里也没能躲过入侵者
的践踏，在1860年这里被英法联军抢掠并且烧毁了。

过了一些年，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对这里进行了重建，
而且光绪皇帝下昭将这里改名为颐和园。



可是在1900年的时候，颐和园又再次遭到了八国联军(俄英法
德意日美奥)的严重破坏。

从此之后对这里所进行的重修，因为财力不足，所以后山部
分长期都没有修复。

到了1912年，依照清史的优待条件，颐和园仍然掌握在逊帝
溥仪手中。

过了两年，这里曾作为他的私人财产一度开放，但是因为交
通不便票价昂贵等原因，没什么人来。

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颐和园后，北洋政府将这里正式改为对
外开放的公园。

1948年12月，人民政府接受这里后，经过综合治理，仍然保
持着其皇家园林的风貌。

而且这里还成为了世界上造景丰富、建筑集中、保存最完整
的皇家园林。

我们即将所看到的颐和园共占地290公顷，其中陆地四分之一，
水面达到了四分之三。

根据皇家园林建园的用途和特点，可将颐和园景区分为政治
活动区，帝后生活区和风景游览区三个部分。

来到了东宫门，我们本次的游览也就正式开始了。

在东宫门外，有一座“涵虚”、“罨yan秀”的牌楼。

其中涵虚的.意思是天地开阔，山清水秀，包罗万象。

罨秀是有捕捉美丽景色之意。



而东宫门也是颐和园的正门。

门上高悬的颐和园的匾额就是光绪皇帝的手书。

颐和二字则取颐养精神、心情平和的意思。

进入东宫门，我们首先来到的便是颐和园的政治活动区。

南侧对称排列着南北九卿房，是清朝九卿六部值班的地方。

在往前行，便来到了仁寿门，迎面看到的这五块太湖石叫作
峰虚五老，寓意长寿。

而在汉白玉须弥座上的这只铜制怪兽，人称麒麟，俗称四不
象，是龙九子之一，象征吉祥富贵。

在殿前还陈设有两对龙凤造型的铜香炉，在朝里活动中是用
来点香，渲染气氛的。

按古代礼制，龙居中，象征皇帝，凤在两侧，象征皇后。

而在这里，却是龙在两侧，这与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不无关系，突出了凤的地位。

我们面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就是仁寿殿。

其实在乾隆年间的时候，规定凡是当朝的大殿就要叫做“勤
政殿”，意思是游园不要忘了勤理政务。

到了颐和园的时候，便将这里改为仁寿殿，取自孔子论语中的
“仁者寿”，意思是施仁政的人可以长寿。

现在，仁寿殿的陈设和原状是基本一致的。

殿内的地平床上有九龙宝座。



它后面还设有紫檀木九龙屏风，屏风以紫檀木为框架，雕有
九条闹龙，中心是玻璃镜，镜面上写有226个不同写法的寿字。

在宝座四周，还设有掌扇，角端等。

其中角端是传说中异兽，实际用处其实就是香炉。

而殿内两侧的暖阁，是慈禧光绪还有王宫大臣休息的地方，
当中有一幅百蝠图的缂丝工艺品，中间还有一个慈禧亲笔写
的寿字，因为蝠与福同音，所以这幅工艺品也被称为百福捧
寿。

这个玻璃风景台屏是用翠鸟的羽毛粘制而成的，大家可以看
到，这个乾隆年间的作品虽然历经二百多年可是还是色彩依
旧。

穿过仁寿殿我们就来到了当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看戏的场
所——德和园，取自左转“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意思是听了美好的曲子，就会心地平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
界。

德和园的大戏楼是清代三大戏楼中最大的，结构严谨，十分
的壮观，高21米，低台宽17米，分为三层，自上而下分别是
福台，禄台和寿台。

在寿台地板上还有一口深井，四眼干土井。

各层地板都可以开合。

在开启时，天井和地井沟通，顶部有绞车牵引，可以是剧中
的神仙鬼怪在舞台上天入地，寿台下面的井还可以起到声音
共鸣的作用，使演员声音更加洪亮，水井还可以用于表演龙
口喷水等景观。



除此之外，还设有扮戏楼，共演员化妆用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展示戏装，陈设慈禧的奔驰车的地方就是
当时的扮戏楼。

在戏台的对面，是颐乐殿以及东西侧的廊子，这里就是当时
帝后和王宫大臣们看戏的地方。

殿内正中设有金漆珐琅百鸟朝凤宝座，是慈禧受贺时用的，
凤为百鸟之王，把这个屏风放在颐乐殿，暗喻了慈禧太后的
权威。

当年王宫大臣看戏的廊房现在已经被开辟为颐和园文物展览
室，东侧是慈禧太后的服饰以及生活用品，西侧则是制作精
美的工艺品。

在我国古代，有首诗曾经写到“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

我们现在来到的仁寿殿后的假山中，便能体会其中的含义。

这里运用了我国造园艺术中的抑景法。

开始，这里好像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可是随着不断的前进，
豁然开朗，在我们前面有出现了一碧千倾的昆明湖。

昆明湖原来是一个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湖泊，叫西海，面积还
没有现在的一半大。

到了乾隆年间修建园林的时候，将这里进行了改造，形成了
今天的湖泊，而这里为什么叫做昆明湖呢?这是因为在距
今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小国叫做昆明国，汉
武帝为征伐那里，在首都长安开凿了一个仿滇池的昆明池，
操练水军。



乾隆皇帝根据这个典故，将西海改为昆明湖，并效仿汉武帝
在这里演习水师，这就是昆明湖名称的由来。

而当时改建昆明湖所挖出的淤泥全都堆在了翁山，是原来的
小土丘增高和扩展了不少，乾隆皇帝在为母亲祝寿的时候，
在山上园静寺的遗址上兴建了大报恩延寿寺，并将翁山赐名
万寿山，取意长寿。

在不远处有一个小岛上种的全都是桃柳，上边有一个亭子叫
做知春亭，古人云：“竹外桃花三两只，春江水暖鸭先知”，
每年春天来到的时候，这里就是颐和园中最早报春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组建筑别致、环境幽雅的四合院叫做玉澜堂，出
自晋代诗人陆机：“玉泉涌微澜”的诗句，这里就是光绪皇
帝来颐和园是居住的地方。

既然说到了这里，就有必要提及一下戊戌变法。

爱新觉罗·载湉(tian)就是清朝的第九个皇帝，也就是慈禧的
侄子，光绪皇帝。

同治皇帝死了以后，慈禧太后为了能够继续掌权，所以就让、
四岁的载湉当皇帝，而她则再度垂帘听政。

到了光绪19岁亲政以后，宫廷内保守派和维新派在政治上起
了冲突。

1898年，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通过
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由于这次变法运动
只持续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位代表的保守派所扼杀，所
以也叫“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以后，光绪被软禁在了南海的瀛台岛上，每年慈禧
来到颐和园，他也必须一同前来，住在玉澜堂。



为了控制光绪的一举一动，慈禧太后命仁在玉澜堂周围修筑
了不少砖墙，门口还有太监把守，此时的玉澜堂好像一个与
世隔绝的地方，不过到了现在，原来的砖墙已经基本拆除了，
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面貌，只有玉澜堂东西配殿内的砖墙仍
然保持原来的样子，作为有关变法的遗迹供游人参观。

在玉澜堂殿内有乾隆时候制作的地平床，宝座，屏风，香几
等等，东暖阁是光绪的早餐室，西暖阁就是寝室，殿外东侧
是书房，西侧是洗手间，浴室以及更衣的地方。

殿内的御案是紫檀木框架，以沉香木为中心，做工十分精美。

围屏是用两层玻璃合成的，上边既有中国山水画，也有西洋
的风景画，颜料是用天然宝石研磨而成的，至今色彩依然艳
丽。

前层玻璃的背面画有前景和中景，后层玻璃的正面有中景和
远景，两层之间相隔一段距离，立体感极强。

而殿中“复殿留景”的匾额意思就是深宫中住着圣明之君的
意思。

在玉澜堂的后边就是宜芸馆，宜芸是适于藏书的地方。

正殿就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居住的地方，西配殿曾经是光绪宠
爱的妃子珍妃的住所。

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命令隆裕皇后住到石丈亭北西四
所的第一所，让珍妃住到第二所，这以后，光绪皇帝想见到
自己的内人都很困难了。

出了宜芸馆，我们就来到了乐寿堂。

乐寿是出自《论语》中“智者乐，仁者寿”，意思是说，这



里就是仁者智者居住的地方。

乐寿堂是生活区里的主要建筑，在乾隆年间，这里是乾隆母
亲纽钴禄氏居住在这里，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就住在这里。

通过了水木自亲，也就是乐寿堂的正门，我们也就进入了庭
院。

可以看到在庭院中陈设乐很多的东西。

铜鹿、铜鹤、铜花瓶，分别借鹿、鹤、瓶的谐音，取意“六
合太平”，意思是天下太平。

园内还种植有玉兰、海棠、牡丹，取意“玉堂富贵”。

中间的这块太湖石，因为形状像灵芝，所以叫做“青芝岫”。

其实它还有个名字叫做败家石，这是因为在明朝有个人非常
喜欢石头的人叫米万钟，在房山看中了这块石头，要将它放
入海淀的勺园当中，可是在因为种种不利因素，推托说耗尽
财力，将它丢在了路边，后来，乾隆皇帝在从清西陵返回京
城的途中看到了这块石头，所以将它运到乐寿堂。

在乐寿堂殿内有以玻璃镜子为中心的紫檀木屏风，上边还镶
嵌有贝雕饰物。

镏金九桃大熏炉是用来焚烧檀香的，起到调节室内空气的作
用。

桌子上的两个青花大瓷盘是清代青花瓷的代表作，用来盛放
水果供慈禧观赏和闻香气。

在殿内东西两侧还有百鸟朝凤，孔雀开屏两副坐屏，都是粤
绣精品。



殿顶悬挂的五彩玻璃吊灯，是1903年从德国进口的，它是我
国早期的电灯之一，发电机安装在文昌阁附近。

在慈禧太后吃点心和品茶的时候，还可以观赏鱼桌，它是以
金星紫檀木坐框架，镶有玻璃台面，桌子里边还镶嵌着用珍
贵材料镂空雕琢的山水人物和亭台楼阁，密封性良好，可以
养金鱼。

殿内“慈晖懿祉”的匾额意思是：受母后之深恩，托母后之
洪福。

乐寿堂的西跨院叫扬仁风，庭院内的建筑极具江南园林特色。

在园内北面的正中山坡上，有扇面形状的“扇面殿”，殿前
地面使用汉白玉砌成的扇骨、山轴，整座殿堂好像一把打开
的折扇。

从这里出来，我们就走上了连接万寿山与昆明湖的长廊。

它东起邀月门，西止石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

由于长廊的地基是随着万寿山地势高低而起伏的，所以廊身
的走向是以昆明湖北岸的弯曲而变化的，在地势高低和变向
的连接点上，还建有四个亭子代表春夏秋冬，分别是留佳寄
澜秋水和清遥，设计十分的巧妙。

长廊是我国园林中最长的游廊，也有画廊之称。

这是因为在廊中共有苏式彩绘1.4万多幅，而且很少重复。

其中有关于西湖风光的546幅，是乾隆十五年建造长廊时，命
人到杭州临摹回来画上的。

人物画多采用了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比如《西游记》、《三
国演义》、《红楼梦》等等，所设计的内容时间跨度非常大，



从三皇五帝到清朝，上下五千年，可以说的上是我国文化史
的一个缩影，在1900年的时候，这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
全》评为全球画廊之冠。

走出了长廊，我们就来到了以排云点为中心的祝寿庆典区，
这里是万寿山前山最宏伟的一组建筑，构成了万寿山的中轴
线。

这条中轴线从临湖码头到山顶的智慧海，分布有排云门、排
云殿、佛香阁、众香界、智慧海等主要建筑。

排云殿建在乾隆年间大报恩延寿寺中大雄宝殿的遗址上，是
慈禧太后过生日时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

排云出自晋代诗人郭璞：“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的诗
句。

在殿内，除了宝座，屏风等常规陈设以外，还有一些渲染气
氛的特殊陈设，比如用台湾乌木雕刻的屏风，沉香木雕刻的
寿字，圆镜插屏，金漆梅花树船和桦木根雕群仙祝寿。

在祝寿的时候，二品以上的官员跪拜在排云门内，而三品以
下者则在门外，光绪皇帝在二宫门正中跪拜，慈禧则坐在正
殿内的九龙宝座上接受拜贺，可见慈禧太后当时地位之高。

(“蕃厘经纬”的匾额意思是幸福无边)

佛香阁、众香界和智慧海是乾隆年间大报恩延寿寺的一部分

佛香阁建于乾隆二十三年，也就是1758年，在光绪十七年的
时候重建，耗费了银两78万多两，是颐和园当中花费最多的
工程。

它是全园建筑的中心，以8根铁梨木为支柱，支撑着41米高的



三层，八面，四重檐的阁楼，艺术水准非常高，原来在这里
供奉有5米多高的金身佛香。

智慧海在外寿山的最高处，建于乾隆年间，名称来自《无量
寿经》中“如来智慧海，身府无崖底。

意思是如来佛智慧如海，佛法无边。

这里是一座用琉璃砖瓦和石料建成的两层无梁殿，原来供奉
有无量寿佛，外壁上还嵌着1008尊小佛，虽然在1860年英法
联军入侵的时候殿堂没有被烧毁，但是这些佛像却遭到了破
坏。

北京导游词贯口篇五

辽宁省博物馆是我国的历史艺术性博物馆之一。位于沈阳市
中心和平区十纬路二十六号。馆舍原为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
玉麟官邸，“9、18”事变后，伪满政府在此设立“国立博物
馆奉天分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经东北人民政府
批准，成立了东北博物馆，于1949年7月7日开放，1959年改
名为辽宁省博物馆。

辽博馆藏文物名天下，其中以书画特别是晋唐宋元书画、历
代丝绣，东北地区考古发现，特别是辽瓷，古地图与历代货
币、甲骨、青铜器、碑志较为。馆藏书法精品有朴实秀砀的
传世珍宝晋人书《曹娥诗辞》，刚劲挺秀的唐欧阳询《梦奠
帖》及其早年作品《行书千字文》，欧氏真迹堪称廖若晨星，
历年为书家之典范。另外，还有已成为传世孤本的唐武则天
时弘文馆钩填的《王羲之一门书翰》和唐狂草派创始人张旭
《古诗四帖》等，以及两宋时期皇帝赵佶、赵构、赵昚祖孙
三代流传下来的真迹。其中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高宗
赵构《书曹植洛神赋卷》两幅作品，处帝王之尊，颇具神韵。
大诗人陆游八十岁时的《自书诗帖》炉火纯青，草法苍劲豪



迈，堪称诗书双壁。

绘画精品有中唐开元年间周昉之《簪花仕女图》，其笔下仕女
“曲眉丰肌，艳丽多姿”，使人不仅能从中领略其高超的艺
术水平，也深刻地体味到了唐贞观年间上层贵族们的生活情
趣；五代南唐名家姜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林木阴森
山峦起伏，官员待渡，意境幽远”。显现出中国画的境地，
被称为划时代之杰作，宋徽宋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通过对虢国夫人等贵妇人游春的描述，显露杨贵妃家族骄奢，
图中精巧构思，精美的笔法，为后世留下了稀有的瑰宝。

至于馆藏之元、明、清书画更是风格各异，流派纷呈。这些
艺术珍品中的一部分是爱新觉罗·溥仪，这位清朝末代皇帝
从北京携至长春，于伪满州国垮台时散佚，而后辗转得归辽
博收藏。

刻丝又名缂丝，是一种通经断纬，正反面纹样相同的艺术织
作。辽博收藏的北宋《紫鸾鹊谱》、南宋名家朱克柔运丝如
笔的刻丝力作《牡丹图》、《山茶图》等品艺高雅，堪称世
界奇技。

馆内藏品中尤为富于地方特色的还有辽代瓷器，它们大多出
自墓葬之中，辽瓷源中原制瓷工艺，又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
风格，形制依契丹族习俗，适应游猎骑牧生活，有鸡冠壶、
凤首瓶、长颈瓶、三彩海棠式盘、碟等。可谓丰富多彩。至
于辽代帝陵出土的辽圣、兴、道宗三代帝、后哀册，有汉文
和契丹文两种，镌刻精细，保存完整，为海内仅存珍宝。

馆藏青铜器亦颇为丰富，既有考古发掘品，又有传世佳品，
辽宁出土的青铜器中，礼器多同于中原而兵器，用器则颇具
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古地图类藏品中有明朝的万历年间李应试本刻本利玛窦绘
制的《两仪玄览图》，由八幅组成通屏世界地图，反映了中



外文化交流的科学成果，明、清两朝得以据此进一步认识世
界。

辽博非常重视陈列展览，《辽宁历史文物专题陈列》以中国
通史为经，以地方历史为纬，依辽宁地区重要考古资料为据，
采取重点文物专题组合的形式，以突出辽宁地方特色为宗旨。
以旧石器时代的营口金牛山人，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
以及商周至秦汉以后各时期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匈奴、鲜卑、
高丽、契丹、女真等诸民族的文化遗存为内容，构成一个具
有鲜明地方特点和丰富多采的古代文化陈列体系，得到了专
家学者及广大观众的欣赏和好评。

辽宁省博物馆有着较好的基础和广阔地发展前景。为了进一
步适应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辽宁省委、省政府确定
的“九五”重点建设项目中，已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的建设
工程纳入规划，于1998年在市政府广场内破土施工，作为世
纪性的形象工程，辽博新馆建成后将对推进辽宁文博事业的
发展，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
都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省博物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26号。馆址原是奉系
军伐汤玉麟之子汤佐荣的住宅。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
北后，辟为伪“国立博物馆”。1939年改为伪“国立中央博
物馆奉天分馆”。日本投降后，1946年改称为“国立沈阳博
物馆”。1948年沈阳解放后，对该馆进行整修，于1949年7
月7日正式开馆，称“东北博物馆”，至1959年开始改称
为“辽宁省博物馆”。1992年增建新馆。新馆主体建筑为三
层大楼，以“中国历史陈列”为基本内容，也经常举办各类
展览。该博物馆藏文物相当丰富，包括书画、丝绣、铜器、
陶瓷、考古资料、古地图、货币、碑志等18大类。其中珍品
颇多，有《草书四贴》（唐张旭）、《草书千字文》（宋徽
宗）等传世之作；还有绘画如唐周※《簪花仕女图》、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李成《藏林远岫图》等稀世珍
品；丝绣方面的，有五代梁贞明二年织成的《金刚经》、元



代织成的《仪凤图》、宋代缂丝《紫鸾鹊谱》、米克柔缂丝
《山茶图》、明代缂丝《仇英水阁鸣禽图》和刺绣《瑶台跨
鹤图》（宋绣）、明顾氏七襄楼《发绣人物》等。馆内的中
国历史陈列，主要以考古发掘出土品和传世工艺美术品组成。
通过这些文物和辅助资料，使人们在了解中国历史概貌的同
时，也可看出辽宁地方历史的特点。在展出的辽宁地方出土
文物中，有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短剑，还有汉、匈奴、鲜卑、契丹等民
族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是研究辽宁地方历史
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