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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
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
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
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您光临大唐芙蓉园！20xx年落成的大唐
芙蓉园使国人震憾，让世界惊奇。建设者将盛唐帝王文化的
精髓铸入到大唐芙蓉园紫云楼、御苑门及周边的园林建筑之
中，让每一个景观都孕育了丰厚的文化灵性，开口诉说起盛
唐帝国的传奇故事，引领我们走进梦幻般的大唐盛境。

今日的大唐芙蓉园如何体现盛唐皇家文化的神圣恢弘与灿烂
辉煌？这次旅行将帮助您解读这一文化现象，给您一把打开
梦回盛唐这条时空遂道的金钥匙。

大唐芙蓉园，位于西安城南的曲江开发区，与大雁塔遥遥相
望。它是在原唐代芙蓉园遗址以北，仿照唐代皇家园林式样
建造的，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
式文化主题公园，占地面积一千亩，其中水域面积三百亩，
总投资十三亿元人民币。园内建有紫云楼、仕女馆、御宴宫、
杏园、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唐市等许多仿古建筑，是全
国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筑群，其建筑是由中国著名的工程院院
士张锦秋大师设计的。园内有全球最大的户外香化工程，无
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闻到阵阵幽香；有全球最大的水幕电
影及水景表演，集声、光、电、水、火为一体；是首个将人
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完美的融为一体的五感
主题公园；全国最大的仿唐宴开发基地——御宴宫；园内还



有全国最大的展现唐代诗歌文化的雕塑群以及全方位再现唐
长安城贸易活动的场所——大唐集市。园内分帝王文化、女
性文化、诗歌文化、科举文化、茶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
化、民俗文化、外交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儿童娱乐、
大门景观文化、水秀表演十四个景观文化区，集中展示了唐
王朝辉耀四方的精神风貌，璀璨多姿、无以伦比的文化艺术，
大唐芙蓉园于20xx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三)正式对外开放，
开园之初即迎来了中国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等一批重要人物。

曲江位于西安市东南角，从秦汉到隋唐作为皇家禁苑历时长
达1320xx年之久，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建筑的集大成者。

秦时，利用曲江地区原隰相间，山水景致优美的自然特点，
秦王朝在此开辟了著名的皇家禁苑——宜春苑，使曲江成为
皇家禁苑上林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朝，大兴城(西安)倚曲江而建，并以曲江为中心，营建皇
家禁苑，因广植芙蓉于水中，易名“芙蓉池”，“遂成(京)
都人游玩观赏之地”。使曲江成为都城的一部分，芙蓉园的
性质也由秦汉都城郊外的离宫别苑，转变为隋朝都城中的皇
家园林。

至唐代，曲江进入了繁荣兴盛的时期。当时的芙蓉园被辟为
皇家禁苑——芙蓉苑(也称芙蓉园)，并于唐开元十四年修建
了紫云楼、彩霞亭等重要建筑。唐玄宗为能经常去曲江芙蓉
园游幸作乐，沿城墙专门修筑了由皇宫至芙蓉园的夹城。每
逢曲江大会唐明皇则携宠妃百官登临芙蓉园紫云楼与民同乐，
唐长安城万人空巷，皆欢聚游宴于曲江，大唐盛况可见一斑。

大唐芙蓉园以它独特的魅力和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成为华
夏子孙寻根追梦的文化祖庭和重温盛世的精神家园，它将带
您进入中国唯一的盛唐文化之旅。



明皇梦游曲江

“明皇梦游曲江”玻璃人加工群雕在御苑门前，它依据传统
经典艺术皇帝仕女形象，结合现代平立面设计、空间设计，
使用当今最高端的玻璃人工艺加工完成，来展示唐明皇带领
大队宫娥游览曲江的情景。全部玻璃雕塑共二十五座，并配
以水晶荷花，铜镂空雕贴金镶宝石华盖，玻璃云朵，玻璃仙
鹤。全部玻璃雕塑配置于黑色花岗岩基座上，基座平行漫水，
在灯光效果下，雕塑整体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唐玄宗时代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当时处于中国古代史上最繁
荣昌盛的时期“开元盛世”。唐玄宗又是个风流天子，他与
天生丽质的杨贵妃情投意合，他们整日沉醉于斗鸡舞马、赏
牡丹花、食荔枝宴、洗温泉浴之中，声色犬马，花天酒地，
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奢游风气。正是他对芙蓉园进行了大规
模内部建设，才使其盛况空前，达到其发展的顶点。

雕塑不仅具备观赏功能，它所体现的内在涵义更是令人震撼，
三个场景表现出明皇与众佳丽梦游曲江的故事也尽在其中：
相传唐明皇初遇在御花园中观蝉的杨玉环，便被她的美貌所
倾倒，在此之后，爱情的花蕾顿时如繁花一样盛开，唐明皇
为爱情演绎出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千古名句。最后在三
军将士的抗议声中，不得已唐明皇赐死了他的至爱，杨玉环
含泪魂断马嵬坡。在失去了杨玉环后，整个人陷入到孤寂、
荒芜的情感中，整日独自流连于往日欢愉之地。一日梦中，
明皇再次回到曲江芙蓉园，在梦幻中又一次陷入到爱情的深
渊不能自拔。

还犹豫什么，让我们一同梦回唐朝，亲身感受那段久远却耐
人寻味的爱情吧。

御苑门

御苑门是大唐芙蓉园的西门，也是正门，造型华丽的两层主



门楼与左右紧接的三重阙相得益彰，显得气势恢弘；大门正
中御苑门这三个黑底金字由我国著名书法家，美术评论家沈
鹏所写。他的书法作品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为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等重要场所书写巨幅。大门两旁黑底金字的楹联更
是意味深长：炎汉宜春苑曲水千载相如赋中皇家气象；大唐
芙蓉园柳烟三春唐人诗裹帝里风光。其皇家御苑的气派让人
即刻能够想象出百帝游曲江的恢弘气象及大唐迎宾礼仪的泱
泱气魄。它是芙蓉园的正门，意思是御驾临幸皇家别苑，之
所以把西大门作为正门，有两种说法。其一说是李唐王室来
自陇西，所以门朝西开；其二是因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方，
象征着大唐王朝的兼容并蓄，贸易往来的兴盛发达和八方来
朝的繁荣景象。

走进西大门，迎面是一方巨大的“玉玺”，上面刻有“大唐
芙蓉园”篆书金字，玉玺下方的地面上“盖”有这五个大字
的印文。玉玺象征着封建皇权，而芙蓉园也正是李唐王朝的
御苑，玉玺雕塑造型也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渲染了皇家园林的
恢弘大气。

玉玺两侧是猎猎风中飘扬的旗帜，84根旗柱象征着唐代长安
城面积84平方公里，另一层意思就是笑迎四面八方宾朋的意
思。同样也反映了威武的大唐军阵，军阵的威力最主要是与
地形、地势的起伏、缓急密切相关，在唐代，已经开始运用
强劲的弩作为远距离的投射兵器，敌军在攻击之前，先受到
长距离箭雨的冲击，而敌军骑兵弓箭射程远不及强弩，这有
效地抵消了敌军骑兵对军阵的骚扰，使军阵在面对骑兵时仍
处于不败之地。这种军阵当它前进时，锐无可挡，像座山在
前行，压碎阻碍它前进的一切。

芙蓉桥

芙蓉桥，它是用汉白玉按赵州桥的造型修建而成，反映了隋
唐时代我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辉煌灿烂的建筑艺术。桥
长66米，宽11米，整体呈银白色，故有银桥之雅称。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最近我去了西安旅游，深深感受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
力。在这里，我不仅感受到了古代汉文化的传承，还了解了
许多西安特有的文化风情。下面，我将从多个方面分享我的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

第一段：西安的历史文化

作为古代的中心文化城市，西安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来到西安，游客可以去参观千年古陕府，坐直通秦岭的古城
墙，感受古人智慧留下的丰硕文化遗产。还可以去兵马俑遗
址附近的博物馆，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的背景和特点。体验到
那悠久历史所带来的心境，感受到古人的辉煌文化，让我忍
不住对西安这座城市心生敬畏之情。

第二段：西安的特色美食

西安除文化名城的身份外，也是中国美食之都，有许多特色
美食，如“肉夹馍”、“凉皮”和“臊子面”等。肉夹馍特
别有特点，加上山西面食，吃得撑满足肚子，而且口口相传
是汉民族的食品文化。吃完这些传统美食后，更能理解为何
西安被誉为“天下第一馍”。

第三段：西安的生活习惯

西安文化不仅体现在建筑和食品上，还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此外，西安的生活习惯也很有特点：多走楼梯，少坐电梯，
有一股“文艺清新”的气息，很适合文艺青年和时尚人士居
住。走在市区中心，可以看到许多骑共享单车的市民，更多
了一份文青风情。

第四段：西安的民俗文化



另一方面，西安的文化还有一个方面是民俗文化，包括民间
传说、民间习俗等等。古时候，西安还是汉唐皇族贵族的居
住地，这样的身份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例
如，每年中秋节时，古城呈现的千灯盛会和西安儿童陞壇經
常会带人们回到历史的零界点，了解和探寻自己的文化根源。

第五段：西安的文化魅力

在这个美妙的城市，每一个点滴都通透着浓烈的文化气息，
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历史遗迹，文化特色，还是
民俗风情，西安的文化魅力都无需多言。在这个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不仅学会了感恩，更明白了尊重文化
和历史的真正意义。

总之，走出来的人，才知道世界的广阔；看过了的风景，才
明白真正好的东西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熏陶，
内心的灵性感悟。西安在历史文化传承和文化魅力上，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令人钦佩和瞻仰。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去
此地游览，感受西安文化的更多不同方面。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
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
牟尼20xx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
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
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
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
雁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
塔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家一定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及
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否
就是唐代这位著名和尚玄奘呢？玄奘法师俗姓陈，13岁在洛
阳出家为增，勤奋好学，在国内各地访师问学后，决意到佛
教发源地印度去探索佛教的精蕴。玄奘于唐贞观三年(公
元620xx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上天飞鸟、下
无走兽的戈壁沙漠，西行直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学成后返回长安，历时20xx年，行程5万公里，经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取回佛经657部，并在印度获得极高地位，备受尊
崇。回国后，在唐皇室的支持下，他集中各地博学高僧，组
成规模空前的佛经译物场，并亲自任译主。翻译的佛经无论
从质量或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
时期，共译著佛经75部1335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受
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应该说《西游记》是以唐代玄类西出取
经为背景而写成的，但故事里的唐僧不全指玄奘，而是一个
经过艺术化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
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的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
们登塔时引起共鸣。

那么，我们今天的参观游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4篇《西安文化心
得体会报告西安文化底蕴深刻体会》，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
些写作思路，更多实用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西安拥有着非常光辉的文化历史，
尤其是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大雁塔等历史文化遗产。
在这个古城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对于
西安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段落二：建筑文化

作为一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西安的建筑文化承载着
历史的沉淀，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这里，我游览



了秦始皇陵、西安城墙和神秘的大雁塔，这些浩大的建筑和
精美的雕刻令我非常感叹。其中，秦始皇陵建筑规模庞大，
可谓是中国古代工程的代表，而大雁塔则是中国书法和雕刻
艺术的杰作。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令人着迷，更是展现了中
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段落三：美食文化

西安小吃是中国特色美食的代表之一，品尝这里的美食是领
略文化乡土味道的最好方式之一。羊肉泡馍、肉夹馍、凉皮
等小吃，都有着独特的口感和文化背景，其中羊肉泡馍更是
西安小吃的代表。通过品尝这些美食，不仅体验了地道的口
感，在食物的背后也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异彩纷呈之处。

段落四：民俗文化

西安还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如踩高跷、跳秧歌、舞狮子等，
这些都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文化，是人们在工作之余庆祝
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西安的夜市里，我还看到了各种小商品
和手工艺品，这些都是人们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得出的成果，
更是民俗文化的生动表现。

段落五：思考

在西安之旅中，我看到了城市的文化支撑和传承，通过对各
种文化元素的观察和体验，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对于一个
地区或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文化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
传承博大精深的历史和文化的媒介。我们应当注重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才能让人类文明不失色彩，继承下去。

西安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和美食之地，还有传承至今
的民俗文化，这一切联系着历史和人类文明。我深信，在未
来的日子里，西安的文化还会继续推向国内外，成为了解了
解中华文化的重要流派之一。



西安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城，同时也是国内著名的文化名城。
在来到这里的数日里，我认真的感受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独特
的历史文化风貌，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是我的心
得体会。

第一段：古建筑和历史文物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无疑是民间文化的代表之一。
走在西安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到古老的建筑和具有深厚历史
底蕴的场所。唐代城墙、钟楼、鼓楼，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
等众多有名的历史文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动地诉说着一个个
浓郁的历史故事。面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时候，我深感敬畏，
也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二段：民俗文化

西安的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
民俗文化。比如著名的“进士团圆宴”，其场面庞大，传统
礼仪一应俱全，这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界别，让我产
生出记忆深刻的体验。此外，西安还有很多与先民祭祀习俗、
戏曲表演、踩花车等相关的民俗活动，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西
安的民俗文化的强大魅力。

第三段：美食文化

西安的美食文化同样也是其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这里的美
食种类繁多，其中包括有名的小吃和大餐。家常小炒、肉夹
馍、凉皮等特别美食不仅是本地居民的传统节日美食，也吸
引许多游客前来品尝。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我还能更深刻地
接触到西安人的特色文化。

第四段：旅游文化



西安不仅有着博大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其旅游文化也非常独
特，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观光、参观、购物和体验，在
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项目。在游览古建筑和文物的
同时，我还有机会了解到西安的现代文化、商业文化等等，
这是让我对西安这个城市有了更深入了解的机会。

第五段：人文风情

西安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这座古老的城市的历史
与文化承载着太多的传承、历练和积淀，它不仅是一座博物
馆式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走在西安的大街小
巷，感受到这里的人文情怀。西安人民的淳朴热情和内敛优
雅，让我感觉到这座城市文化的独特气质，也是我对这座城
市无数次惊叹的源动力。

综上所述，西安这座城市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它
不仅有古老的古建筑和名胜古迹，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和美食文化；在旅游的过程中，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
现代文化和商业文化。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西安是一座充满
魅力的城市，我深感庆幸来到这里，享受西安所赋予的充实
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