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参观小学系列活动方案设
计 幼儿园参观小学活动方案(优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故宫的演讲稿篇一

各位朋友，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
宫殿建筑群。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间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
别是东路、中路、西路。今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
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
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
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
要场所之一。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
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搭的帐篷。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
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象征着“八方归一”。
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是受汉族敬
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大政殿建筑
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金龙盘柱，尽显
中原之风;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
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

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



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1643年，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
承帝位，并于次年在此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
山海关直捣中原，最终完成了满清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错落有致，如众星拱
月，南宽北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十
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
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
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独步天
下。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
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
时便将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
表现了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
主的思想。因而形成了大政殿、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
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故宫的演讲稿篇二

今年寒假，爸爸带我去了沈阳故宫，我很开心。

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了1个大大的.宫殿，宝座上有2条龙头朝
向宝座，像活的一样。我知道了“龙”表示古代的皇
上，“凤”表示古代的皇后、妃子。“龙”还表示另一意思，
那就是“龙”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我和爸爸继续往前走，几乎每个宫殿里都有“龙”和“凤”。
我对爸爸说：“你知道努尔哈赤的后金第一都吗?”爸爸
说：“不知道。”那就让我告诉你吧!努尔哈赤的后金第一都，
是新宾的赫图阿拉城，然后迁都沈阳，最后到北京。

今天，我真开心!我不仅仅知道了努尔哈赤的住处，还把关于
努尔哈赤的其他住处告诉了爸爸，这样我和爸爸就能知道更
多清朝的事。



第二篇：沈阳故宫

20xx年8月7日，我和爸爸一起来到了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沈
阳，我们冒着炎热酷暑的天气去了沈阳故宫参观游玩。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两座帝王宫殿建筑群之一，建于1631年，
是清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
“福临”顺治也在这里继位，并于当年八关，建筑统治全中
国。

沈阳故宫保留了当年建筑风貌，十分壮观，金碧辉煌，还保
留着许多文物及皇宫起居用品，给人以光彩夺目的感觉，是
一座巨大的文化历史宝库，也是世界遗产。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3点，我们来到宫内的后花园，我挑了一
件清朝格格的衣服，还有头饰，感觉穿越到了古代，我笑哈
哈的坐在大龙椅上，漫步在花园的花丛里拍照留念，最后依
依不舍的离开了沈阳故宫!发誓下次还要来沈阳故宫!

故宫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我是小吴，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沈阳
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
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
清世祖福临也曾在这里继位，改元“顺治”、并于当年入关，
统治全中国。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计300多
间，共组成20多个院落。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
路三大部分。我们计划游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游览，现在我
们已将到了，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事项。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
不要走丢了。第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如果找不到了，
请拨打我的手机。第三，不要乱扔东西，讲卫生。第四，保
持安静，不要大喊大叫。好了，出发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
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
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625年，建成
于1636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进关后对盛京皇
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形成今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
的十王亭、万宇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
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机
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
街的中心，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主要建筑有
大政殿，十王亭、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文溯
阁等。 大政殿是用来举行诸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迎接将
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大典的地方。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
旗大臣办事的地方。这种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的现象，体现
了创业初期君臣平等的历史，也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君臣
平等的延续。到了入关后，从北京故宫开始，这种平等被逐
渐打破，最终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

中间高耸的建筑是沈阳故宫里唯一的烟囱。故宫里每一个房
间的炕火都从地下的通道汇聚到这个烟囱里，这是他们一统
天下的思想的象征。这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上面一级只有三
块砖构成。导游说，这个一统天下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
语：清朝共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做了三年江山，就
是那三块砖的预示。想当年努尔哈赤在修建这个一统天下烟
囱的时候，如果早知如此，肯定会加多几层吧?!

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三个小时后在这里准时集合。



故宫的演讲稿篇四

坐着车到沈阳故宫，一座豪华的建筑呈现在眼前。

只见大门金碧辉煌，两旁蹲着狮子座。雄伟的红墙围着整座
故宫。

检完票，我们拾伋而上，映入眼帘的是皇太极办公的地，也
是大臣上朝的地方，大殿它的形状为长方形的，里面阴暗潮
湿，中间有个宝座，是木头制成的，上面铺着金垫子，宝座
两边是木柱子，柱子上竖着挂着八字牌匾，龙的雕塑缠绕在
柱子上，最上面有个写着正大光明的四个字牌匾，据说是藏
着立嗣诏书的地方，就在这块牌匾的后面。

穿过各种小门，来到努尔哈赤的宫殿，他比皇太极的宫殿小，
形状是五边形，整体就像古代用的茶杯，解说员阿姨说：宫
殿两旁是六大衙门，努尔哈赤把他们安置在家门口，以便控
制权利。

又穿过一扇门，来到皇帝的寝室，这是整个皇城最高的建筑，
一共有三层，第一层皇帝睡觉，第二层和妃子玩乐，第三层
瞭望全程。

两旁都是皇帝最喜欢的`妃子住在这，皇后住在皇帝的对面。

沈阳故宫，虽然老旧，但历史悠久，依然是历史沈阳历史上
的结晶。

故宫的演讲稿篇五

一提起故宫，很多人想到的只有北京故宫，却不知道在沈阳
还有一座故宫。它是清朝最初的皇宫，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
史。这就是沈阳故宫。



我生在沈阳，长在沈阳。小时候，沈阳故宫就像我的玩伴一
样陪伴着我成长，一直到目送我来到遥远的广州读书。记忆
中，它红墙绿瓦，庄严肃穆，静谧古朴，一点也不比北京故
宫逊色。

再次与这位老朋友相见，已是初一暑假。这次来，我带上了
一个任务——要仔细品读它，发现它与众不同的意义。

由大清门进入，沿大门北面的御路拾阶而上，便来到月台。
台的正中，就是始建于后金天聪年间的崇政殿。岁月的痕迹
并没有减少大殿的庄严感。整个大殿金碧辉煌，走进里面，
只见红色的大柱上，缠绕的是腾飞的金龙图案，金龙周围点
缀着火焰和云朵；正中央，“正大光明”牌匾熠熠生光，与
高大的龙座、腾飞的金龙一道，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游
客们不禁啧啧惊叹。

这里就是清朝皇帝入关前办公的地点。

遥想当年，皇太极和他八旗兄弟们在这个大殿里做出了多少
个重要的决定；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在这个大殿里是怎
样代替六岁的福临作出决定，入主中原……历史的车轮滚滚
向前，一位又一位伟人就是凭着这一个个的历史建筑，被后
人铭记。

继续前进，感受着久违而又熟悉的历史气息，在斑驳的记忆
里追寻着我的童年：小时候来沈阳故宫，游客很少，没有小
贩；我在里面奔跑，玩乐，欢笑，感觉整个故宫都是我的。
多年不见，这里的游客多起来了，小贩也多起来了，古朴的
故宫多了不少喧闹的气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不太自在。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位于崇政殿后的凤凰楼前。凤凰楼是
后宫的门楼，是当年盛京最高的建筑。据说此处是当年皇帝
和嫔妃观赏日出之地，因而有“凤楼晓日”的美称。



专注欣赏之际，一阵嘈杂声突然打断了我。楼上，一群穿着
皇帝、妃嫔服饰的人们在相互取景拍照，嘻嘻哈哈，随随便
便。“打卡”留念后留下了一句“这也没啥好看的，这么小，
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扬长而去。

阳光从翠绿的树叶投下斑斑树影，好似与三年、三十年、三
百年前并无两样。看着眼前斑驳的石砖，褪色的红墙，我想：
历史就是一段已经逝去的过往，而历史建筑则是它曾经存在
的象征。今天，我们参观它，目的是留住那些曾经的美好，
记住那些曾经的伤痛。沈阳故宫虽然非常小，但它的价值是
无法与其它任何历史建筑比较衡量的。它，永远我们心中的
无价之宝！

我，来自沈阳。我为沈阳故宫代言！

故宫的演讲稿篇六

各位朋友，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
宫殿建筑群。那里就是我们这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光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
别是东路、中路、西路。这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
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
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
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
要场所之一。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
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搭的帐篷。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
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象征着“八方归一”。
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是受汉族敬
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大政殿建筑



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金龙盘柱，尽显
中原之风;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
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

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
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1643年，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
承帝位，并于次年在此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
山海关直捣中原，最终完成了满清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错落有致，如众星拱
月，南宽北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十
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
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
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独步天
下。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
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
时便将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
表现了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
主的思想。因而构成了大政殿、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
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各位朋友，此刻我们来到了中路。从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
即续建皇宫，构成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前起大清
门，后至清宁宫，院落三进，独成一体。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的
地方。它便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
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
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从而构成了区别
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
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朝会的地方。



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1636年
皇太极在崇政殿登基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将国
号“金”改为“清”年号“天聪”改为“崇德”。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
帝上朝的金銮殿，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

穿过崇政殿两侧的左右翊门，举目可见位于3。8米高台之上
的凤凰楼。楼后为帝后寝居的后宫——台上五宫。与崇政殿
比较又构成了沈阳故宫不一样于北京故宫的特点——“宫高
殿低”。而北京故宫则恰恰相反，是“殿高官低”。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
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登上凤凰楼
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
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凤凰楼门
洞上方悬有“紫气东来”匾，为乾隆皇帝御笔。而乾隆皇帝
则是借用这个典故寓意大清的国运兴起于东方。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
住的台上五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此刻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卧室。暖阁内分南北二
室，二室均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
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北陵。

清宁东次间开门，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口袋房，西四门南
西北三面都设火炕，称“万字炕”。与汉族有所不一样的是，
满族人将烟囱建在屋后，而且从地面向上垒起。这种“口袋
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的建筑特点具有浓郁的满族



风格了。

各位朋友，此刻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年
至1783年，主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和《四库全书》。出
于加强文化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下藏
书，历经十余年时光编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史、子、
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书修成后，抄录七部，在
全国建七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是其中之
一。

提起宫殿建筑，我们很容易想起“红墙绿瓦”、“金壁辉
煌’这类词汇。而文溯阁却与众不一样，屋顶用黑琉璃瓦镶
绿剪边，整个建筑以黑绿两色为主色调，这与它的用途是分
不开的。文溯阁藏书忌火，依据五行字说立色配饰，装修取
《易经》“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因此屋顶用黑色琉璃瓦，
寓意水从天降，消灭火灾。

文溯阁外观为两层，内部实为三层，书架上的木盒称函匣，
用于收藏书籍。目前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保存在甘肃省图
书馆。

看到那里，我们这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沈阳故宫的三路
建筑是分期建造的，布局却是一气呵成，完整和谐。个性是
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
面独尊”、“康乾盛世”三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
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总体来看，沈阳故宫以建筑
的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社会由崛起——兴盛一高度发
展的历史进程。

各位朋友，我们的参观就要结束了，期望故宫之行能给您留
下完美的回忆。



故宫的演讲稿篇七

今年寒假，爸爸带我去了沈阳故宫，我很开心。

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了1个大大的宫殿，宝座上有2条龙头朝
向宝座，像活的`一样。我知道了“龙”表示古代的皇
上，“凤”表示古代的皇后、妃子。“龙”还表示另一意思，
那就是“龙”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我和爸爸继续往前走，几乎每个宫殿里都有“龙”和“凤”。
我对爸爸说：“你知道努尔哈赤的后金第一都吗?”爸爸
说：“不知道。”那就让我告诉你吧!努尔哈赤的后金第一都，
是新宾的赫图阿拉城，然后迁都沈阳，最后到北京。

今天，我真开心!我不仅仅知道了努尔哈赤的住处，还把关于
努尔哈赤的其他住处告诉了爸爸，这样我和爸爸就能知道更
多清朝的事。

第二篇：沈阳故宫

20xx年8月7日，我和爸爸一起来到了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沈
阳，我们冒着炎热酷暑的天气去了沈阳故宫参观游玩。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两座帝王宫殿建筑群之一，建于1631年，
是清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
“福临”顺治也在这里继位，并于当年八关，建筑统治全中
国。

沈阳故宫保留了当年建筑风貌，十分壮观，金碧辉煌，还保
留着许多文物及皇宫起居用品，给人以光彩夺目的感觉，是
一座巨大的文化历史宝库，也是世界遗产。

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3点，我们来到宫内的后花园，我挑了一
件清朝格格的衣服，还有头饰，感觉穿越到了古代，我笑哈



哈的坐在大龙椅上，漫步在花园的花丛里拍照留念，最后依
依不舍的离开了沈阳故宫!发誓下次还要来沈阳故宫!

故宫的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沈阳市全体市民对各位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沈阳的风景名胜之一
的“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0xx年)是清太祖迁都之际
草创，清崇德元年(1636年)由皇太极建成。1644年，大清迁
都北京，“沈阳故宫”从此成为“陪都宫殿”。“沈阳故
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修建并使用过的宫殿，
距今巳有360余年的历史。在全国现存宫殿建筑群中，它的历
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仅次于北京故宫居全国第二位。它是中国
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祥重地，也是清统一中国后
东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楼台殿阁各式建筑70余座，
由20多个院落组成，总计房屋300多间。故宫按自然布局分为
中路、东路和西路三部分。

中路：是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南端是大清门，也是
故宫的正门。向北依次是崇政殿、凤凰褛、清宁宫，它们都
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

大清门是日常朝会时文武大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接受
群臣谢恩之处。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降清后，就从此门进入，
受到皇太极的接见。大清门东侧这处建筑叫祖庙，祖庙是爱
新觉罗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因是天子的祖庙也称“太庙”。

顺着大清门北面的御路拾阶而上，台正中便是气势宏伟被称作
“金銮殿”的政殿。它建于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崇德元
年定名为崇政殿。崇政殿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建筑，南北辟有



隔扇门，前后是石雕栏杆。殿顶盖为黄琉璃，十分壮观。殿
内掾间绘满飞云流水，梁架上全部是“和玺” 彩绘，给人以
高洁典雅之感。殿内明堂有堂陛，前是金龙蟠柱，柱后有贴
金雕龙扇面大屏风和金龙宝座，宝座两侧有鼎式香炉、轩辕
镜和太平有象等装饰之物。殿前有大月台，月台东南角有日
晷，西南有嘉量亭，都由大理石雕造而成。在月台上还设有
四口大缸，都盛满清水以防水灾。古代称它是“门海”，来
象征缸中水多似海可扑灭火灾，所以又被称作是“吉祥缸”。
因为北方天气寒冷，所以每到冬天，就要在缸底点燃炭火。
崇政殿是清太宗日常朝会议政的地方，1636年皇太极的称帝
大典及清天聪十年四月“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典礼就
在这里举行。1644年清迁都北京后，历代皇帝东巡时，都在
这里临朝听政。

崇政殿前，东西各有五间厢楼，东为飞龙阁，西为翔凤阁。
殿后是一个院落，院正北有一座高约4米的高台，台上是皇太
极极其后妃的寝区。沿台阶走上去便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高楼-
---凤凰楼。它的原名叫翔凤楼，直到1743年才有凤凰楼之称。
凤凰楼是清宁宫的门户，也是皇帝策划军政大事和宴筵之所。
它与崇政殿同期建成，康熙二十年重修。楼为三层，是三滴
水式建筑。每层深广各三间，周围有回廊，下层的门洞是联
络台上台下的道。风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又是整个宫殿建
筑的制高点。在楼上观看日出，极为美妙。所以“凤楼晓
日”、“凤楼观塔”是沈城著名的景观。凤凰楼正门上额
的“紫气东来”金字横匾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过了凤凰楼就是太宗皇帝皇太极的后宫了。正中是清宁宫，
清宁宫原叫“正宫”，是五间十一檩硬山式建筑。东一间是
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称暖阁。正中隔
一间璧，把寝宫分为南北两室，南北室各有火炕，又称“龙
床”。1643年皇太极就在南室“端座无疾而终”，终年52岁，
后葬于昭陵。西四间为皇帝祭神、行礼的神堂。清宁宫庭院
的东南角有一根朱红色木杆，木杆顶端有锡斗，这木杆叫索
伦杆，满族人称它为神杆。锡斗内放米谷碎肉来喂乌鸦。



清宁宫两侧是东西配宫，东配宫有关雎宫、衍庆宫;西配宫有
麟趾宫和永福宫。东西配宫均为皇太极和妃子们居住之所。
清宁宫西北角有一根由地面垒起，低于屋背的烟囱，人们从
正面是看不见的。从清宁宫这一系列建筑中，我们可以发现
沈阳故宫的两大建筑特点：一是保存了浓厚的满族特色即口
袋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二是宫高殿低，清宁宫及
其四所配宫均高于皇帝议政的崇政殿和东路的大政殿。这是
因为清朝夺取政权前，满族是一个牧猎民族，受生活习惯的
影响，把居住的地方建在高处，以防野兽和洪水的侵袭。这
与北京故宫恰好相反。

清宁宫高台之后是“后苑”，也叫“御花园”，内有碾磨房、
二十八间仓、后宰门等建筑，是皇帝膳食的供给区。并有地
下窨道与清宁宫相通。

在崇政殿、清宁宫高台两侧有“东所”、“西所”。东所由
南往北依次是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等。东所是东巡时皇
帝后妃给太后请安之处，也皇太后的寝宫和存放实录、玉牒
之处;西所由南往北依次是迪光殿、保极殿、继恩斋和崇谟阁
等。西所是东巡时皇帝、后妃及子女居住的地方和存放《圣
训》、《满文老档》的地方。崇谟阁的建筑形式是别具一格
的，它为卷棚式建筑，是在清乾隆年间增建的。

东路是以大政殿为主体，两侧辅以方亭十座，称“十王亭”。
大政殿建于努尔哈赤时期，是故宫最早期八角重檐大木架亭
子式建筑。大政殿下是高约1.5米的须弥座式台基，周围绕以
雕刻精细的荷叶净瓶青石雕。殿身八面均有“斧头眼”式隔
扇门，内外排柱40根，正门前有双龙蟠柱。殿顶是十六道五
彩琉璃脊，正中是宝瓶火焰珠。殿内有精致的斗拱、藻井天
花，梁架上用“和玺”彩绘，上有黄琉璃瓦绿剪边的顶盖。
整个建筑显示出极强的美感和庄严秀丽的装饰艺术情趣。大
政殿是皇帝举行大型庆典的地方，1643年清世祖福临在此即
位。



大政殿前，正中是宽阔的甬道，两侧以八字形排列着十座方
亭，这就是“十王亭”。从北至南，东边是左翼王亭、正黄
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正白旗亭;西边是右翼王亭、镶
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镶白旗亭。这是当年八旗首
领固山额真和左右统辖八旗的亲王贝勒办公的地方。八旗制
度在清王朝的军事政治及社会制度，民事管理等等很多方面
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政殿与十王
亭构成了一组亭子式院落建筑，它是清入关前八旗制度在宫
殿建筑上的反映。设计者从局部建筑直至整体布局，处处突出
“八”字。这种把军政制度巧妙地融合在建筑艺术中的做法，
真可算是构思独特、别具匠心。

西路：以文溯阁为主体，前有戏台、扮戏房、嘉荫堂，后有
仰熙斋、九间殿。文溯阁于乾隆年间兴建而成，是仿明代渐
江宁波大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所建。为面阔六间二楼三
层硬山式建筑，顶盖为黑琉璃瓦绿剪边。根据五行八卦之说，
黑是代表水，文溯阁是专为存贮清代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
和《古今图书集成》而建的。书最忌火，以黑瓦为顶象征以
水克火之意。文溯阁东有方形碑亭一座，内立石碑一块。碑
阳面为乾隆帝撰写的《文溯阁记》，阴面为《宋孝宗论》。
文溯阁东南宫门外有嘉荫堂，它与南面的戏台连成一个院落，
是专为皇帝准备的娱乐场所。西路建筑除文溯阁外，其它建
筑用卷棚式屋顶，显得十分别致，富有江南风韵。

沈阳故宫是清代遗存下来的最早一组宫殿建筑群，它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观光这座气派非凡
的帝王宫殿。谢谢大家。

传说：早年，努尔哈赤在明朝总兵李成梁手下做勤务兵时，
因他脚下长有红痣，认为他是未来夺取大明江山，有帝王之
相者，便要除掉他。努尔哈赤闻讯仓皇逃跑，李率兵疾追，
就在即将发现他时，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在乌鸦的掩护
下，才得以生还。努尔哈赤数年后成为后金之主，为感谢乌
鸦救命之恩，告喻全族，永不屠鸦。所以索伦杆饲鸦便延续



下来。

八旗制是由努尔哈赤组建起来的，努尔哈赤25岁开始了他用
兵图谋霸业的戌马生涯。随着势力的壮大，努尔哈赤想建立
一支强大而管理有序的军队，于是想到了民间自发产生的组织
“牛录”这种形式。他在1620xx年组建了军队，把每300个
战士组成一个“牛录”，每个“牛录”，打一种颜色的旗，
这就是八旗的雏形。1620xx年后金建军的这一年，他又将4
个“牛录”改为8个，在原来4种颜色的旗的基础上，各镶上
不同颜色的边，成了8色旗，又把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
喇”，把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在汉语里
的意思是旗，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八旗便诞生了。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故宫的演讲稿篇九

大家好！我是小吴，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
（1636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
过的宫殿。

清世祖福临也曾在这里继位，改元“顺治”、并于当年入关，
统治全中国。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计300多间，共组成20
多个院落。

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三大部分。

我们计划游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游览，现在我们已将到了，
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事项。

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不要走丢了。

第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如果找不到了，请拨打我的
手机。

第三，不要乱扔东西，讲卫生。

第四，保持安静，不要大喊大叫。

好了，出发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

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
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625年，建成
于1636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

清朝进关后对盛京皇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
形成今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
的十王亭、万宇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
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

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机富满族情调的“宫高
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
街的中心，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

主要建筑有大政殿，十王亭、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



宁宫、文溯阁等。

大政殿是用来举行诸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
和皇帝即位等大典的地方。

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事的地方。

这种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的现象，体现了创业初期君臣平等
的历史，也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君臣平等的延续。

到了入关后，从北京故宫开始，这种平等被逐渐打破，最终
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

中间高耸的建筑是沈阳故宫里唯一的烟囱。

故宫里每一个房间的炕火都从地下的通道汇聚到这个烟囱里，
这是他们一统天下的思想的象征。

这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上面一级只有三块砖构成。

导游说，这个一统天下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语：清朝共
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做了三年江山，就是那三块砖
的预示。

想当年努尔哈赤在修建这个一统天下烟囱的时候，如果早知
如此，肯定会加多几层吧？！

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

三个小时后在这里准时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