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普陀寺心得体会(汇总8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一

普陀寺是我国佛教名山之一，位于浙江舟山群岛之上的普陀
山上。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有幸能够来到这座寺庙，参拜佛
祖，倾听法音，也品味到了普陀寺给我的心灵震撼和启示。
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在普陀寺的心得体会。

首先，普陀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其宁静和庄严。寺庙内弥漫
着淡淡的烟香，虔诚的信徒们静静地跪在佛像前，闭目冥思。
而每当鸣钟声响起时，整个寺庙顿时安静下来，仿佛所有的
喧嚣和杂念都消失了。这种宁静的氛围让我感到舒适和平静，
也使我明白到只有静心才能与佛祖心灵沟通，得到内心的安
抚和寄托。庄严的佛像和雄伟的殿堂更是让我深感敬畏之情，
这种庄严和崇高让我感到我小我之渺小和伟大佛教之真谛。

至于第二点，普陀寺让我感到庄严的同时，也让我懂得了宽
容与包容。普陀寺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无论身份地
位，种族和国籍。这种包容让我思考到自己是否亦能以宽容
之心来对待他人，是否能够真正的理解万物平等和包容一切
的佛教理念。在寺庙里，大家和平相处，没有分别对待，也
没有歧视，这种平等和包容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其次，普陀寺也让我感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普陀山是一个
美丽而神圣的地方，山的形状和海洋的壮丽景色交相辉映。
在普陀寺里，我看到了许多信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同



欣赏自然景观，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美丽。这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感让我想到了佛教对于环保和珍爱自然的呼吁，我们生
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应当要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环境，
与自然和谐共生。

另外，普陀寺也教会了我感恩的心。寺庙里的僧侣们，他们
默默地为信徒们诵经祈福，用他们的慈悲和智慧来引导我们
走出困惑和纷扰，他们无私奉献，默默奉行佛教教义。在这
里，我意识到了自己日常生活中对于一切恩赐的应有感恩之
心，懂得感谢他人的善意和帮助，并以回报社会和做善事的
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最后，我还在普陀寺体会到了虔诚与敬畏。在寺庙里，每个
人都心无旁骛地祈福，虔诚地跪拜佛像，而佛祖的存在也是
一种敬畏和崇高。这份虔诚和敬畏感让我深深感受到佛教信
仰的力量和魅力，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信仰的决心。通过在普
陀寺的参拜和学习，我相信自己会继续追寻佛教的真谛，修
行自己的心灵。

总而言之，普陀寺是一座精神圣地，是让我心灵得到滋养的
地方。它宁静，庄严，包容，和谐和虔诚，让我能够更好地
认识佛教的智慧和真理，也让我明白到心与心之间的共鸣和
连接。参观普陀寺是一次宝贵的体验，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并激励我继续探索和修行佛教之道。

(注：本文并非实际1200字)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二

各位团友，大家好。再过五分钟，我们便可以到“千年古
刹”南普陀寺了。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沿革。南普陀寺最初建于唐朝。
初名普照寺，五代时，改名“泗洲院”，宋时称“无尽岩”。



清康熙二十三年由靖海侯施琅再次重建。大家也许都知道，
在浙江省有座普陀山，那它与南普陀寺有什么联系吗?对，有
的。因为南普陀寺与普陀山普济寺同祀观音，又在它的南边，
故称南普陀寺。南普陀寺位于五老峰下，为子午坐向，依山
面海以中轴线为中心，主体建筑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
殿，藏经阁，依次层层托起，相互呼应。东西两侧建筑物钟
楼鼓楼对称排列，显得雄伟壮观。各建筑物错落有致，浑然
一体，带有明显的民族建筑风格。

各位团友，南普陀寺已到了，请大家下车。

各位团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南普陀寺的山门，这边是西山
门，在东边还有东山门。请大家招头看，“鹭岛名山”。这
是原中国佛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山门两边对联为明书法家
虞愚所书。“广厦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这道出
了南普陀寺依山面海，佛境清幽的情致。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往佛塔和莲花池参观。

在我右手边现在大家可以远远看见的是莲花池，夏日荷花盛
开时，蓝天、白塔、绿叶、花海，展示出这里清净的佛门净
地。

池后为七座汉白玉如来佛塔和两座万寿塔。万寿塔高18
米，11层高。为印度佛教建筑风格，顶端层层托起，高耸入
云，中部四面有佛法修行的种种雕像，底部为须弥座，又名
金钢座。如来佛塔高5米，整齐有序地排列于万寿塔前。在塔
的中间为放生池。善男信女在此放生以表自己的慈悲为怀，
那么，为什么庙前要设一个放生池呢?其实，放生原为我国的
一项风俗习惯，后与佛教“慈悲”教义相结合，成为一种佛
事话动，流传至今。

各位团友，现在请随我入寺参观。这是天王殿，又称弥勒殿。
天王殿是1920_年，会泉法师任方丈时重建的。它正中供奉弥



勒佛，两侧四大天王，背后供护法天神韦驮，这种格局和全
国寺庙都是一样的。

这便是弥勒佛。它盘坐正中，倚着布袋，袒胸托膝，十分可
爱。相传弥勒为五代梁朝明洲奉化人，号长汀子。他常常杖
着一布袋，云游四方，自由自在，劝人信佛，而且总是眉开
眼笑，和善待人，因此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圆寂
时，口含一偈“弥勒真弥协，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
人自不识”。人们这才酌情其为弥勒的化身，在我国，常
有“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的楹联来形容其皆大欢喜的形象。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三

普陀寺，位于中国浙江舟山市附海岛屿普陀山上，是中国佛
教四大名山之一。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寺庙，
我有幸在此地参观并体验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通过亲身参观
普陀寺，我对佛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从中获得了一
些心灵上的触动和启示。本文将围绕我对普陀寺的体会，分
为介绍、感受、体验、领悟和展望五个部分，来回顾我参观
普陀寺所获得的心灵体验。

首先，介绍普陀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必要的。普陀寺建于
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东方普提”。寺
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是虔诚信仰的中国佛教徒心中的圣地。
普陀寺不仅有着壮丽的建筑风格，还有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
涵，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朝拜。

其次，我参观普陀寺的感受是无比的震撼。当我踏入寺庙大
门时，一股静谧祥和的氛围扑面而来。寺内香火缭绕，游人
们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寺庙内的雕塑、壁画、文物等无不
展现出佛教艺术的瑰丽和深邃。在观音菩萨前，我静静地跪
拜、祈求，并点亮了心愿香，心中充满了对自己和他人的善
意和祝福。



再次，我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普陀寺的独特魅力。漫步在普
陀山的山间小路上，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和美妙。山上
的古木参天，花香弥漫，清泉潺潺，仿佛与这片净土融为一
体。我也参与了一些寺庙的仪式，如诵经、进香等，亲身感
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与众多的信众一起共同参与这些仪式，
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仿佛重新找回了心灵
的归宿。

同时，我在普陀寺中有了一些对生活和人生的新的领悟。佛
教教导人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慈悲为怀、无
私奉献，种下良善之因、结下吉祥之果。在普陀寺中，我感
受到了这种慈悲和善良的力量，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爱与关
爱的重要性。我决心要以善良的心态对待他人，以积极向上
的态度迎接人生的挑战，让自己的人生真正有意义。

最后，参观普陀寺给我展开了心灵的翅膀，也使我对未来充
满了展望。在这片纷繁尘世之外的净土上，我找到了灵感和
力量。我希望将来能继续参观更多的佛教寺庙，不断吸取智
慧和养分，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我相
信，通过对佛教文化的学习和实践，我将会成长为一个更好
的人，为社会和谐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参观普陀寺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也给我带来了难
以言表的心灵体验。通过介绍普陀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分
享了我参观普陀寺的感受、体验和领悟，最后展望了我的未
来和对社会的期望。我深信，这次参观不仅给我自己带来了
人生的指引，也将对我身边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让我们一
起共同追求心灵的自由与深度。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四

各位团友，大家好。再过五分钟，我们便可以到“千年古
刹”南普陀寺了。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沿革。南普陀寺最初建于唐朝。
初名普照寺，五代时，改名“泗洲院”，宋时称“无尽岩”。
清康熙二十三年由靖海侯施琅再次重建。大家也许都知道，
在浙江省有座普陀山，那它与南普陀寺有什么联系吗?对，有
的。因为南普陀寺与普陀山普济寺同祀观音，又在它的南边，
故称南普陀寺。南普陀寺位于五老峰下，为子午坐向，依山
面海以中轴线为中心，主体建筑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
殿，藏经阁，依次层层托起，相互呼应。东西两侧建筑物钟
楼鼓楼对称排列，显得雄伟壮观。各建筑物错落有致，浑然
一体，带有明显的民族建筑风格。

各位团友，南普陀寺已到了，请大家下车。

各位团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南普陀寺的山门，这边是西山
门，在东边还有东山门。请大家招头看，“鹭岛名山”。这
是原中国佛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山门两边对联为明书法家
虞愚所书。“广厦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这道出
了南普陀寺依山面海，佛境清幽的情致。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往佛塔和莲花池参观。

在我右手边现在大家可以远远看见的是莲花池，夏日荷花盛
开时，蓝天、白塔、绿叶、花海，展示出这里清净的佛门净
地。

池后为七座汉白玉如来佛塔和两座万寿塔。万寿塔高18
米，11层高。为印度佛教建筑风格，顶端层层托起，高耸入
云，中部四面有佛法修行的种种雕像，底部为须弥座，又名
金钢座。如来佛塔高5米，整齐有序地排列于万寿塔前。在塔
的中间为放生池。善男信女在此放生以表自己的慈悲为怀，
那么，为什么庙前要设一个放生池呢?其实，放生原为我国的
一项风俗习惯，后与佛教“慈悲”教义相结合，成为一种佛
事话动，流传至今。



各位团友，现在请随我入寺参观。这是天王殿，又称弥勒殿。
天王殿是1920xx年，会泉法师任方丈时重建的。它正中供奉
弥勒佛，两侧四大天王，背后供护法天神韦驮，这种格局和
全国寺庙都是一样的。

这便是弥勒佛。它盘坐正中，倚着布袋，袒胸托膝，十分可
爱。相传弥勒为五代梁朝明洲奉化人，号长汀子。他常常杖
着一布袋，云游四方，自由自在，劝人信佛，而且总是眉开
眼笑，和善待人，因此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圆寂
时，口含一偈“弥勒真弥协，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
人自不识”。人们这才酌情其为弥勒的化身，在我国，常
有“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的楹联来形容其皆大欢喜的形象。

各位团友，现在请往两侧看，这是四大天王，中国俗称“四
大金刚”。据印度佛教称，世界中心为须弥山，四方有四大
部洲。四大天王住在须弥山山腰的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
住一天王，各护一方天下，河、山、森林，都是他们的庇护
范围。中国的“天王”是依照《封神捞演义》所塑造的，这
是东方持国王、雪白的身躯，身着甲胃，手持无弦琵琶，意为
“弦弹破苦”，修生养性，南方堵广天王，身青，手持宝剑，
意斩尽妖魔，佛法不可侵犯;西方广目天王，身红，右手绕龙
或蛇，有的左手还持珠，意即吉祥如意;北方多闻天王，身绿，
右手持宝伞，又称宝幡，用来制伏妖魔;右手握银鼠，意为苦
海慈航。四大天王的法器是各有含义的;剑;锋利也，谐
喻“风”;琵琶，暗指调;伞，隐喻雨;龙，有通的含义，暗：
指顺。

这样一来，四样法器合起来便是“风调雨顺”，四大天王成
了护国安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佛教天王，吉祥的象征。

弥勒菩萨后面，是护法天神韦驮。佛教相信他是南方堵广天
王的八神之一，居三十二将之首。相传在释迦牟尼湿 后，希
释天手持七宝瓶准备取下佛牙舍利回去建塔供养，时有罗刹



邪魔将舍利夺走。韦驮奋不顾身，奋起直追，夺回了舍利。
佛教传入中国后，韦驮为少年武将形象，身着甲胃，驱矣除
魔。传说如果韦驮手持着地金刚杵，表示寺庙并不富裕，对
外来云游俗人不开放，不可留宿;假如金刚杵是横放在手臂上，
刚表示寺庙较为富裕，是十方丛林，可免费食宿;若韦驮左手
卡腰，右手持金刚杵过额，则说明对游 要适当收费。

南寺原为世袭制子孙庙，韦驮的金刚杵为看地的，改十方丝
林制后金刚杵仍保持原样。但按十方丝林制规定是可以免费
食宿的。

各位团友，两侧的廊院，是对称排列的种楼和鼓楼。值得一
提的是在五老峰上有钟鼓两山。钟鼓山与钟鼓楼两两相对，
堪称一绝。各位团友，这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
又称大殿。大家可以看到大庭平展舒广，正中为一宝鼎香炉，
两侧白石宝塔耸立于两侧，显示出大殿的肃穆。

大雄宝殿主要供奉“三世佛”。莲花座上的为佛祖释迦牟尼。
大家可以看到佛祖眼睛向前凝视，左手置于盘脚，右手微招
至胞前，仿佛正在给人们讲经布道，造型生动。释迦牟尼原
名乔达多·急达多。据说，他是古印度加毗罗卫国净饭王的
儿子。他从小善于沆思，深感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种
种苦难，他认为只有出家才能拯救人类。所以，释迦牟尼29
岁便出家苦修6年，后来又在菩提伽耶静思人生真缔，最终大
彻大悟，得到后，他便开始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后来传
教45年，在那迦羽化升天，这便叫“涅 ”。

大家请往后边走，殿后供的是“西方三圣”。中间为阿弥陀
佛，左边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为西方极
乐世界教主。观音菩萨为大乘教菩萨。她能解救众生，每当
遇难时，只要含中名，观音便会来解救，所以叫“观音”。
从唐朝开始，观音便开始摆脱印度模式，形成中国化女神形
象。大势至菩萨所到之处，可以息火、血、刀、光之灾。



各位团友，大家还可以看到大雄宝殿建筑颇具园林色彩。
有“清风摇影”“禅河淋浴”等山水连环画。大家抬头看，
大殿屋背里卷棚式弦形，燕尾式飞檐，如弯月起翘。这与墙
身平实稳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更为庄重秀丽，体现了
浓厚的民族特色。

大家请跟我来，这便是大悲殿。大悲殿屹立于石阶之顶，高
约20米，呈六角形的建筑风格，三重飞檐，殿顶正中立一葫
芦宝塔，宏观伟壮观。大悲殿正中祀观音菩萨。正面为双手
观音，其余三面为48手观音，各臂执物各有不同，表示观音
有不同的渡众愿望。

各位团友，最后一殿是藏经阁，建于1936年，上层为经堂，
下层为法堂。这里有中外佛书经典数万卷。其中较珍贵的有
《明大藏经》《佛说阿弥陀经》。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前往素菜馆用素斋。

这是普照楼，它作为素食馆，迎接海内我嘉宾。南普陀寺的
素食独具一格，以清纯素雅而闻名，被誉为“素菜瑰宝”。

各位团友，南普陀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合作。

现在给大家4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上山看看摩牙
石刻，也可以去大雄宝殿烧香祈愿。

我们将在11点30分在停车场集合，我们的车号为闽d3688，谢
谢。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五

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是中国佛教圣地之一。普陀
寺作为普陀山的核心寺庙，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信
徒前来朝拜。本文将围绕着“普陀寺心得体会”这一主题展



开，从感受自然、修身养性、宗教体验、历史传承以及人文
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描写和阐述。

首先，普陀寺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丽和宁静。普陀
山位于东海之滨，山势陡峭，岩石悬崖峭壁，古木参天。每
当我登临寺庙，站在山巅俯瞰蓝天白云、翻腾的海浪和几座
岛屿时，我感到自己仿佛融入了这一山水之中，与大自然一
体共生。普陀寺内的花草树木和清澈的泉水更是给人以宁静
和舒适的感觉，让我完全忘却了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享受到
了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其次，普陀寺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的机会。在寺内，
信徒们会齐心协力地共同诵经、参拜菩萨。这种安静、祥和
的氛围让我更加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深入思考人生的价
值和意义。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心和冥想，我感到自己内心的
平静和充实，思考的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寺庙内还有一些修
行的活动，如禅坐、打扫佛殿、讲解佛经等，这些活动带给
我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和方法。

第三，普陀寺给我带来了一次宗教体验。佛教是中国三大主
要宗教之一，而普陀寺作为佛教圣地，更是佛教信仰的象征
和代表。在寺庙内，我看到了许多信徒虔诚地跪拜、礼佛、
烧香。他们精心修缮一座座佛殿，清洁一条条佛道，恭敬对
待每一尊佛像。这些宗教仪式和信仰实践让我对佛教的教义
和信仰产生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再者，普陀寺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传承价值。寺庙建筑群中的
一些建筑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如普陀寺正殿、舍利塔等。这
些古老的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工艺给人一种历史的沉淀感。
这些古老的建筑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也展示了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风采。同时，寺庙内还保存着大量的佛
经文物和历史文化遗迹，这些文物和遗迹以图像、字画等形
式展示出来，使我对佛教的发展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



最后，普陀寺还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作为一座既有宗教功
能又有旅游功能的寺庙，普陀寺保护着古老的文化传统，传
承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普陀山每年吸引着不同地区的游客和
信徒前来朝拜，这些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信仰，他们
共同融入在普陀寺的庙宇中，共同感受到了宁静、祥和的氛
围，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共识。

综上所述，普陀寺给我带来了自然的壮丽和宁静的体验，提
供了修身养性的机会，提供了对佛教的感悟和宗教体验，展
示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历史传承，同时具有人文意义和文
化共识。普陀寺是一座富有魅力和内涵的寺庙，我希望能再
次前往，与佛教禅意共鸣，感受更多的心灵启迪和人文意义。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六

各位来宾，现在请随我一同入寺参观，这是天王殿，1981年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写的天王殿匾额。走进这天
王殿，弥勒佛慈眉笑眼，耳垂双肩，袒胸露脐，笑容可掬，
似乎对每一位游客都表示恭候光临。弥勒佛出生于印度，后
来出家拜佛为师，佛预言他将继承释迦牟尼为未来佛，在五
十七亿六万年之后在龙华树下成佛，分三会说法，以其代释
迦佛说教之意。我们现在看到的已不是印度的弥勒佛，现在
中国大多寺庙里供奉的是笑口常开胖弥勒像，他为五代时的
契此和尚，今宁波奉化人，他常常拿一布袋，云游四方，无
忧无虑，常劝人信佛，且总是眉开颜笑，和善待人，因而人
们也称其为“布袋和尚”，后来他在岳林寺磐石坐化，口中
念念有词：“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
不自识”，人们才醒悟他是弥勒佛的化身。

弥勒佛身后的是韦驮，他手持金刚杵是佛教中的护法神，据
说，如果寺庙中韦驮着地的金刚杵表明这个寺庙是子孙庙，
对外来的云游僧人不开放，最多可吃两餐，不得留宿，如果
韦驮将金刚杵横放在手臂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十方丛林，云
游僧人可以免费食宿，如果韦驮一手将金刚杵高举过额，表



示寺庙对云游僧人的食宿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南普陀寺原先为子孙庙，所以韦驮的金刚杵是着地，后改为
十方丛林，但这尊韦驮却没有更改外形，其实云游僧人到此
是可以免费食宿的。

天王殿内两旁的便是四大天王，分别代表风、调、雨、顺，
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琶，意为调，南方增长天王手持宝剑，
意为风，西方广目天王一手拿圆珠，一手拿蛇或龙，意为顺，
北方多闻天王手持一伞，意为雨。

现在我们走出天王殿，寺庙呈中轴线递次向上，向左右对称
展开，现在看，左右两边分别是钟、鼓楼！寺庙中一般都是
晨钟暮鼓！而钟鼓楼第一层分别又供奉着地藏王菩萨和伽蓝
菩萨，正前方是大雄宝殿，这是寺院的主体中心，是一座重
檐歇山顶两层蹿角式的建筑，绿瓦石柱，雕梁画栋，屋上铺
琉璃瓦，殿顶绘有九鲤化龙、麒麟奔走、龙凤呈样等磁画，
色彩鲜丽，金碧辉煌。南普陀寺始于唐朝，在大雄宝殿前的
石柱上有一对联为证，“经始溯唐朝与开元并古，普光被厦
岛对太武以增辉”，大雄宝殿中供奉着竖三世佛，分别是过
去佛、现在佛与未来佛，中间的就是现在佛，即释迦牟尼佛，
据说真有其人，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加毗罗卫国
净饭王的儿子，十九岁那年于四门出游，感悟到人生的生老
病死的状况，于是决心出家，以摆脱生老病死的困苦，最终
经过艰难的修行，在菩提树下觉悟，就成为现在的释迦牟尼。
站在释迦牟尼两旁的是他两个弟子阿难与迦叶，前面还有一
尊千手观音。在殿的后面供奉着西方三圣，中间为阿弥陀佛，
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

在大雄宝殿的左右分别是十八罗汉，相传当年罗汉传入中国
时只有十六罗汉，后加入了《法住记》作者庆友法师与此书
的翻译者玄藏。

各位来宾，这是大悲殿，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



萨又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称为大悲殿，观音原名
观世音、观自在，慈悲之意就是给人与快乐，拔除悲痛。殿
内供奉四尊观世音菩萨，安排四方，正中是一尊双臂观音，
端坐在莲花座上，双目垂帘，神态安详。其余三尊为四十八
臂观音，手上各雕一只小眼，持多种神器，姿态各一。游人
香客必到此参观朝拜。大殿原为木结构，八角三重飞檐，全
以斗拱架叠建成，殿内藻井，全用木料斗拱，不用一支铁钉。
由于香火太盛这儿多次烧，所以等会儿要烧香的朋友请不要
把香火带到殿内，在殿外烧就可以了。

前方便是藏经阁，为中轴主体的最高层，这阁建筑颇有特色，
有中西合璧的韵味，上为歇山式屋顶，下为西洋式架构，重
檐双层阁楼，上层藏经，下层法堂，二楼有宽敞的天台。这
里面藏着明末用信徒和沙弥刺血写成的血经书，还有著名艺
术家何朝东的作品白瓷观音、缅甸白玉卧佛等等。

各位来宾随我再往山上走，这儿有一个大佛字，是闽南寺院
中最大的一个，高4米多，宽3米多，是清光绪三十一年振慧
所书。

现在留下一些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自由活动，现在是下午五
点，五点半大家在车上集合，记住我们的车号是闽d88888。

今天我们的行程到此结束，南普陀有着他独特的文化与历史，
这一行给你们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即将分离，天
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欢迎各位有机会下次再带上你们的亲朋
好友让我们再次相聚厦门、相聚明天美好的未来！谢谢各位
对我工作的至此！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七

西普陀寺作为佛教圣地，是众多信仰者心向往之的朝圣地。
近期，我有幸前往西普陀寺一游，亲自感受那里的宁静与祥
和。在参拜佛像、听经、与僧众互动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



到了佛教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人生智慧的重要性。

第二段：身临其境的感受

一进入西普陀寺，我便被其宁静的氛围所包围。香火缭绕、
经声飘渺，仿佛让人稍稍脱离红尘喧嚣的世界。逐渐走近佛
堂，我能感受到佛像的慈悲目光一直注视着每一个到来的游
客。面对佛像，我虔诚地合掌，心怀敬意。而在亲手研磨火
柴、撒尘拜佛的环节中，我亲身经历了虔诚和朴素的幸福。

第三段：丰满的智慧

在佛寺内，我有机会聆听到僧人解经讲道，领悟到了佛教智
慧的深刻内涵。其中一次的佛经讲解与我最为深刻。讲师为
我们详细解说了佛陀一生中以及佛陀教导我们人类的道理，
这些道理无时不刻不在鞭策着我们努力争取进步，找到人生
的意义。聆听他人生刻骨铭心的修行故事，我感受到修行之
路不仅需要毅力，更需要信心和勇敢面对内心的贫瘠和困惑。

第四段：与僧众的互动

在西普陀寺，我有机会与僧众进行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从他
们身上我收获了许多。他们热情友好，平易近人，以谦逊的
态度与我们共同探讨佛教思想和个人修行心得。与他们的交
流中，我再次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和互助，在
他们身上看到了佛教宗教精神的真实体现。他们给予我鼓励
与启示，教会我平凡中追求卓越的真谛。

第五段：回归生活的感悟

离开西普陀寺之际，我满怀对佛教文化的敬意与感激，并将
这种对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坚定带回日常生活中。我开始更加
注重自己的悟性和修身养性，更加尊重他人，培养平和、宽
容、善良的品格。西普陀之行，让我重新审视和反思人生，



激励我努力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快乐。我深感西普陀寺之行是
我人生中的一次宝贵经历，也是我心灵上的一次洗涤和启迪。

结尾：

在这次参观西普陀寺的旅途中，我深刻体会到佛教的智慧和
精神，感受到了它所传递的宁静与祥和。西普陀寺无疑是一
片净土，那里的修行和信仰在当代社会中仍旧具有重要意义。
我将此次心灵之旅牢记于心，并将所获得的智慧和感受带回
生活中，用于指导和影响自己的行为与思考。

普陀寺心得体会篇八

各位团友，大家好。再过五分钟，我们便可以到“千年古
刹”南普陀寺了。

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沿革。南普陀寺最初建于唐朝。
初名普照寺，五代时，改名“泗洲院”，宋时称“无尽岩”。
清康熙二十三年由靖海侯施琅再次重建。大家也许都知道，
在浙江省有座普陀山，那它与南普陀寺有什么联系吗?对，有
的。因为南普陀寺与普陀山普济寺同祀观音，又在它的南边，
故称南普陀寺。南普陀寺位于五老峰下，为子午坐向，依山
面海以中轴线为中心，主体建筑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
殿，藏经阁，依次层层托起，相互呼应。东西两侧建筑物钟
楼鼓楼对称排列，显得雄伟壮观。各建筑物错落有致，浑然
一体，带有明显的民族建筑风格。

各位团友，南普陀寺已到了，请大家下车。

各位团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南普陀寺的山门，这边是西山
门，在东边还有东山门。请大家招头看，“鹭岛名山”。这
是原中国佛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山门两边对联为明书法家
虞愚所书。“广厦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这道出
了南普陀寺依山面海，佛境清幽的情致。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往佛塔和莲花池参观。

在我右手边现在大家可以远远看见的是莲花池，夏日荷花盛
开时，蓝天、白塔、绿叶、花海，展示出这里清净的佛门净
地。

池后为七座汉白玉如来佛塔和两座万寿塔。万寿塔高18
米，11层高。为印度佛教建筑风格，顶端层层托起，高耸入
云，中部四面有佛法修行的种种雕像，底部为须弥座，又名
金钢座。如来佛塔高5米，整齐有序地排列于万寿塔前。在塔
的中间为放生池。善男信女在此放生以表自己的慈悲为怀，
那么，为什么庙前要设一个放生池呢?其实，放生原为我国的
一项风俗习惯，后与佛教“慈悲”教义相结合，成为一种佛
事话动，流传至今。

各位团友，现在请随我入寺参观。这是天王殿，又称弥勒殿。
天王殿是1920xx年，会泉法师任方丈时重建的。它正中供奉
弥勒佛，两侧四大天王，背后供护法天神韦驮，这种格局和
全国寺庙都是一样的。

这便是弥勒佛。它盘坐正中，倚着布袋，袒胸托膝，十分可
爱。相传弥勒为五代梁朝明洲奉化人，号长汀子。他常常杖
着一布袋，云游四方，自由自在，劝人信佛，而且总是眉开
眼笑，和善待人，因此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圆寂
时，口含一偈“弥勒真弥协，分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
人自不识”。人们这才酌情其为弥勒的化身，在我国，常
有“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的楹联来形容其皆大欢喜的形象。

各位团友，现在请往两侧看，这是四大天王，中国俗称“四
大金刚”。据印度佛教称，世界中心为须弥山，四方有四大
部洲。四大天王住在须弥山山腰的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
住一天王，各护一方天下，河、山、森林，都是他们的庇护
范围。中国的“天王”是依照《封神捞演义》所塑造的，这



是东方持国王、雪白的身躯，身着甲胃，手持无弦琵琶，意为
“弦弹破苦”，修生养性，南方堵广天王，身青，手持宝剑，
意斩尽妖魔，佛法不可侵犯;西方广目天王，身红，右手绕龙
或蛇，有的左手还持珠，意即吉祥如意;北方多闻天王，身绿，
右手持宝伞，又称宝幡，用来制伏妖魔;右手握银鼠，意为苦
海慈航。四大天王的法器是各有含义的;剑;锋利也，谐
喻“风”;琵琶，暗指调;伞，隐喻雨;龙，有通的含义，暗：
指顺。

这样一来，四样法器合起来便是“风调雨顺”，四大天王成
了护国安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佛教天王，吉祥的象征。

弥勒菩萨后面，是护法天神韦驮。佛教相信他是南方堵广天
王的八神之一，居三十二将之首。相传在释迦牟尼湿 后，希
释天手持七宝瓶准备取下佛牙舍利回去建塔供养，时有罗刹
邪魔将舍利夺走。韦驮奋不顾身，奋起直追，夺回了舍利。
佛教传入中国后，韦驮为少年武将形象，身着甲胃，驱矣除
魔。传说如果韦驮手持着地金刚杵，表示寺庙并不富裕，对
外来云游俗人不开放，不可留宿;假如金刚杵是横放在手臂上，
刚表示寺庙较为富裕，是十方丛林，可免费食宿;若韦驮左手
卡腰，右手持金刚杵过额，则说明对游 要适当收费。

南寺原为世袭制子孙庙，韦驮的金刚杵为看地的，改十方丝
林制后金刚杵仍保持原样。但按十方丝林制规定是可以免费
食宿的。

各位团友，两侧的廊院，是对称排列的种楼和鼓楼。值得一
提的是在五老峰上有钟鼓两山。钟鼓山与钟鼓楼两两相对，
堪称一绝。各位团友，这是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
又称大殿。大家可以看到大庭平展舒广，正中为一宝鼎香炉，
两侧白石宝塔耸立于两侧，显示出大殿的肃穆。

大雄宝殿主要供奉“三世佛”。莲花座上的为佛祖释迦牟尼。
大家可以看到佛祖眼睛向前凝视，左手置于盘脚，右手微招



至胞前，仿佛正在给人们讲经布道，造型生动。释迦牟尼原
名乔达多·急达多。据说，他是古印度加毗罗卫国净饭王的
儿子。他从小善于沆思，深感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种
种苦难，他认为只有出家才能拯救人类。所以，释迦牟尼29
岁便出家苦修6年，后来又在菩提伽耶静思人生真缔，最终大
彻大悟，得到后，他便开始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后来传
教45年，在那迦羽化升天，这便叫“涅 ”。

大家请往后边走，殿后供的是“西方三圣”。中间为阿弥陀
佛，左边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为西方极
乐世界教主。观音菩萨为大乘教菩萨。她能解救众生，每当
遇难时，只要含中名，观音便会来解救，所以叫“观音”。
从唐朝开始，观音便开始摆脱印度模式，形成中国化女神形
象。大势至菩萨所到之处，可以息火、血、刀、光之灾。

各位团友，大家还可以看到大雄宝殿建筑颇具园林色彩。
有“清风摇影”“禅河淋浴”等山水连环画。大家抬头看，
大殿屋背里卷棚式弦形，燕尾式飞檐，如弯月起翘。这与墙
身平实稳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更为庄重秀丽，体现了
浓厚的民族特色。

大家请跟我来，这便是大悲殿。大悲殿屹立于石阶之顶，高
约20米，呈六角形的建筑风格，三重飞檐，殿顶正中立一葫
芦宝塔，宏观伟壮观。大悲殿正中祀观音菩萨。正面为双手
观音，其余三面为48手观音，各臂执物各有不同，表示观音
有不同的渡众愿望。

各位团友，最后一殿是藏经阁，建于1936年，上层为经堂，
下层为法堂。这里有中外佛书经典数万卷。其中较珍贵的有
《明大藏经》《佛说阿弥陀经》。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前往素菜馆用素斋。

这是普照楼，它作为素食馆，迎接海内我嘉宾。南普陀寺的



素食独具一格，以清纯素雅而闻名，被誉为“素菜瑰宝”。

各位团友，南普陀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合作。

现在给大家4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上山看看摩牙
石刻，也可以去大雄宝殿烧香祈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