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钟鼓楼介绍词 陕西陕西钟鼓楼导
游词(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钟鼓楼介绍词篇一

各位游客：

大家好!

西安的饮食文化洋溢着浓郁的西北风情，品尝西安的风味小
吃是游西安的一大乐事，无论是一直被西安人钟爱的羊肉泡
馍，还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安饺子宴”，都带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在我的右手边有两幢仿明清的建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到建筑上很醒目的一句话“千古风味饺子香，传奇品质德发
长”，对，这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德发长，德发长
是以饺子宴而著名的。大家如果想去品尝的话可以在我们旅
行完之后互相结伴去感受一下德发长的非同寻常之处，同时
也告诉大家一件很不幸的事：我也没品尝过这里的饺子!不过
我想它既然打出了千古风味这一名号，想必一定实至名归吧!
说完了饺子那么有的人就要问了羊肉泡馍在哪个地方有卖的?
那么请大家随我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德发长隔壁有个同
样建筑风格的酒家——同盛祥。在同盛祥的门口我们会不经
意留意到一个雕塑，那么大家能说出这个雕塑展示了陕西八
大怪中的哪一怪呢?(凳子不坐蹲起来)同盛祥主营牛羊肉泡馍、
各种特色小吃，而且将传统特色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所以



来这个地方来就餐的话我想大家会感受到西安文化的多姿多
彩吧!

穿过钟鼓楼广场，我们现在到了雄健宏大、古雅优美的鼓楼，
鼓楼的街道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各种知名的西安
小吃应有尽有，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西安最有名的小吃一
条街是什么街?不言而喻，就是回民小吃一条街，来到西安的
游客如果有机会来回民一条街的话都认为西安回民街有它很
独特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不光是因为街道两旁大
量的美食店铺和饰品店 带给我们无限的吸引，更是因为这条
街道深厚的文化内涵吧。

成荫，路的两旁是古色古香的仿明清建筑物，两边的商铺主
要是以经营餐饮和一些具有陕西特色的饰品为主的，而且都
是由回民经营的，具有浓郁的清真特色，深受外来游客的的
喜爱。

大家现在看到的街道两旁的饭店都是正宗的回民饭店。其中
有几家比较有名的饭店如清真平娃烤肉店、贾三灌汤包、红
红酸菜炒米、大皮院的老孙家羊肉泡馍等等。其中关于西安
的羊肉泡馍还有一段比较风趣的传说，相传大宋皇帝赵匡胤
在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饮挨饿的生活，有一天他
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掌柜见到他非常的可怜，
所以就让他把自带的干馍掰碎，然后掌柜就浇了一勺滚热肉
汤之后放在火上煮透。接着赵匡胤就大口大口的吃完了那顿
饭，当时他感到这顿饭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
做了皇帝。有一天，他路过长安时，仍忘不了当年在这里吃
过的牛羊肉煮馍，就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吃了一碗
牛羊肉煮馍，吃完之后仍然感到鲜美无比，所以就重赏了这
家店铺的掌柜。从此皇上吃泡馍的故事一经传开，牛羊肉泡
馍便成了长安街上的著名小吃。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曾
有“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的赞美诗句。所以有机会大
家可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民俗风味。



其实在回民小吃一条街上，还有很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饰品
供大家选购，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饰品可谓是琳琅满目，种类
多样，比如这里还摆放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饰品，那
么大家可以买上一两个作为来西安的纪念。于此同时我们可
以注意到这里的有很多有卖小孩穿的老虎鞋、大红帽子等等，
大家都知道红代表吉祥与如意，所以我想大家还是有必要在
回民街选购一些纪念品的。

刚才我们说到回民小吃一条街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大
家谁知道它的来源吗?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回民街曾经就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迎来了来自古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
人、使节、学生。那么这些人也就是后来的回民。据历史记
载，许多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繁华热闹的长安城后，在这一
区域经商、留学和做官，一代代繁衍生息。到了今天，这里
成为6万多回族穆斯林群众的聚居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
之地，这一区域今天仍然有唐代含光门、明代西城门楼群、
众多保存完好的清真寺和道教城隍庙、佛教西五台、喇嘛x广
元寺等众多文化遗迹。街区内众多街道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
格，清真饮食城、民族购物中心和清真寺、回民生活区相映
成趣。

大家现在看到这座寺庙位于化觉巷内，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元
年，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之后经过了宋、元、明、
清的几次重修和扩建，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楼台亭殿布局
紧凑和谐、庄严肃穆的具有明清风格的巨大古建筑群。其建
筑风格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有机统一，
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具特色、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中国式清
真寺之一。全寺分5进院落，占地13000平方米。经过政府和
寺院前后30年的重修，不仅保持了寺院的原貌，而且还新增
了不少与寺院风格相一致的明清建筑。

相信通过对这一地带文化的有效保护，西安回民历史街区将
会成为一个能够体现我们西安的文化特色、黄土文化、穆斯
林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区。



从西安钟楼南行，快到南门时然后往东拐，便是书院门古文
化街，街口有一座古韵十足的高大牌楼，牌楼上方是“书院
门”三个金色颜体大字，两旁是“碑林藏国宝，书院育人
杰”的醒目对联，从这幅对联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条街
的主题。显而易见，书院门比我们刚才介绍的回民小吃一条
街多了几番诗韵在其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书院门
游览，或许大家会在这里有更多的收获。

那么从钟鼓楼到城墙沿途的讲解就到此为止，如果大家还有
什么不懂得地方尽管来问我，我会尽量为大家解答。同时衷
心希望大家能够在西安玩的愉快、开心!

钟鼓楼介绍词篇二

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市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位
于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北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凝聚着古代汉族劳动
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钟鼓楼作为元、明、清代都城的报
时中心。在城市钟鼓楼的建制史上，北京钟鼓楼规模最大，
形制最高，是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见证中国近
百年来历史的重要建筑。

在古代，鼓楼定更击鼓、钟楼撞钟报时极有规律。古人将黑
夜分为五更，每更次为一个时辰，即现代的两个小时。元明
两代的报时方法已无据可查，清代原规定报时方法为:定更及
亮更，皆先击鼓后敲钟，其二至四更则只敲钟不击鼓。乾隆
后改为只在夜里报两次更，每晚定更(即一更，19点-21点)和
亮更(即五更，3点-5点)先击鼓后撞钟。定更时钟声响城门关，
交通断，称为“净街”;亮更时，钟声响城门开，所谓“晨钟
暮鼓”。击鼓和敲钟的方法相同，俗称:“紧十八，慢十八，
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两遍，共108下。”古人用108声代表
一年，一年有12个月，24节气，72侯(古人把五天称为一侯，
六侯为一月，一年七十二侯)，这些数字相加为108。



在古代，铜刻漏计时，鼓手们听到铙响后击鼓定更，钟楼听
到鼓声后撞钟报时。这一科学的铜刻漏计时、更鼓定时和铜
钟报时程序，系统地为文武百官的上朝和百姓的生息劳作和
生活起居提供了重要的时间参考。清代计时仪器改用时辰香，
严格定制的时辰香为盘旋状，均匀燃烧，在经过精确计算的
刻度上悬挂小球，下接金属盘。当香烧到该刻度，球掉入盘
中报时，提醒鼓手击鼓。

鼓楼通高46.7米，三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剪边，
是一座以砖木结构为主的建筑。鼓楼分两层，一层为无梁拱
券式砖石结构，南北各辟三个券洞;东西各辟一个券洞;东北
隅设蹬楼小券门和蹬楼通道。

鼓楼二层大厅中原有更鼓25面，1面大鼓(代表一年)，24面群鼓
(代表二十四个节气)。仅存一面残破的主鼓为清朝末年使用，
牛皮鼓面上的划痕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刺刀所划。现
有25面更鼓是根据清朝嘉庆年间尺寸仿制的。每天有七场击
鼓表演，每小时一场，依据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而创作，反
映一年四季的季节变化和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农耕生活。

鼓楼二层陈列有古代计时器有碑漏和铜刻漏。碑漏内部设12
根铜管，最后一根铜管下置铙片。碑漏上方设一投球孔，铜
球通过所有铜管的时间为24秒，然后击铙报时。两个金属球
之间的时间间隔为24秒，36个球用时14.4分，即古一
刻，3600个球滚动完毕正好24小时。

据史料记载，鼓楼上的铜刻漏为宋朝年间制造并相传下来，
后辗转遗失。鼓楼内陈列的铜刻漏是仿制的，分为四级漏壶，
由上至下分别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收水壶设箭尺于
水中，水涨箭浮，依刻显时，旁边的铙神每隔15分钟击铙八
次报时，每天误差仅在20秒左右。

钟楼通高47.9米，重檐歇山顶，上覆黑琉璃瓦，绿琉璃剪边，
是一座全砖石结构的大型单体古代建筑。钟楼东北角开一蹬



楼小券门，登75级台阶至二层。整个建筑结构强调了共鸣、
扩音和传声的功能，这种设计在中国钟鼓楼建筑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钟楼二层陈列的报时铜钟制造于明永乐年间。铜钟
悬挂于八角形木框架上，通高7.02米，钟身高5.5米，下口直
径有3.4米，钟壁厚12到24.5厘米，重达63吨，是目前中国现
存铸造最早、重量最重的古钟，堪称中国的“古钟之王”。
据文献记载，铜钟采用传统的泥范法，利用地坑造形群炉熔
铸。钟体全部由响铜铸成，撞击时声音浑厚绵长，正所
谓“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古代关于铸造这口
铜钟，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传说当年铸钟久铸未
成，眼看限期将近，老铜匠华严心急如焚，女儿华仙跳入炉
中，终于铸成了这口大钟。百姓为了纪念舍身救父的华仙姑
娘，在小黑虎胡同修建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现仍有
遗址可寻。

钟鼓楼介绍词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

西安的饮食文化洋溢着浓郁的西北风情，品尝西安的风味小
吃是游西安的一大乐事，无论是一直被西安人钟爱的羊肉泡
馍，还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安饺子宴”，都带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在我的右手边有两幢仿明清的建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到建筑上很醒目的一句话“千古风味饺子香，传奇品质德发
长”，对，这就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德发长，德发长
是以饺子宴而著名的。大家如果想去品尝的话可以在我们旅
行完之后互相结伴去感受一下德发长的非同寻常之处，同时
也告诉大家一件很不幸的事：我也没品尝过这里的饺子!不过
我想它既然打出了千古风味这一名号，想必一定实至名归吧!
说完了饺子那么有的人就要问了羊肉泡馍在哪个地方有卖的?



那么请大家随我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德发长隔壁有个同
样建筑风格的酒家——同盛祥。在同盛祥的门口我们会不经
意留意到一个雕塑，那么大家能说出这个雕塑展示了陕西八
大怪中的哪一怪呢?(凳子不坐蹲起来)同盛祥主营牛羊肉泡馍、
各种特色小吃，而且将传统特色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所以
来这个地方来就餐的话我想大家会感受到西安文化的多姿多
彩吧!

穿过钟鼓楼广场，我们现在到了雄健宏大、古雅优美的鼓楼，
鼓楼的街道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各种知名的西安
小吃应有尽有，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西安最有名的小吃一
条街是什么街?不言而喻，就是回民小吃一条街，来到西安的
游客如果有机会来回民一条街的话都认为西安回民街有它很
独特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不光是因为街道两旁大
量的美食店铺和饰品店带给我们无限的吸引，更是因为这条
街道深厚的文化内涵吧。

回民街一般指的是鼓楼到北院门一线，南北走向的街道，不
过有时也会把相连的化觉巷、西羊市还有大皮院一同算进去。
回民街顾名思义就是回民聚居之地。西安回民街是回民区的
一条街道，大约500米左右，特点是青石铺路，绿树成荫，路
的两旁是古色古香的仿明清建筑物，两边的商铺主要是以经
营餐饮和一些具有陕西特色的饰品为主的，而且都是由回民
经营的，具有浓郁的清真特色，深受外来游客的的喜爱。

大家现在看到的街道两旁的饭店都是正宗的回民饭店。其中
有几家比较有名的饭店如清真平娃烤肉店、贾三灌汤包、红
红酸菜炒米、大皮院的老孙家羊肉泡馍等等。其中关于西安
的羊肉泡馍还有一段比较风趣的传说，相传大宋皇帝赵匡胤
在称帝前受困于长安，终日过着忍饮挨饿的生活，有一天他
来到一家正在煮制牛羊肉的店铺前，掌柜见到他非常的可怜，
所以就让他把自带的干馍掰碎，然后掌柜就浇了一勺滚热肉
汤之后放在火上煮透。接着赵匡胤就大口大口的吃完了那顿
饭，当时他感到这顿饭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后来，赵匡胤



做了皇帝。有一天，他路过长安时，仍忘不了当年在这里吃
过的牛羊肉煮馍，就同文武大臣专门找到这家饭铺吃了一碗
牛羊肉煮馍，吃完之后仍然感到鲜美无比，所以就重赏了这
家店铺的掌柜。从此皇上吃泡馍的故事一经传开，牛羊肉泡
馍便成了长安街上的著名小吃。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曾
有“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的赞美诗句。所以有机会大
家可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民俗风味。

钟鼓楼介绍词篇四

中国早在宋朝时候，宫廷内就有了以水流作为动力的自动报
时的机械钟，当时叫做水运仪象台，主要作用是观测天文，
但是，由于这种技术被皇室垄断，无法普及，终于导致技术
失传。所以，中国古代的城市报时装置还是使用青铜钟。钟
楼建筑高大，所以钟声可以传的很远，把时间告知这个城市。

而鼓楼在城市中的作用一般是聚集众人议事，当有重大节日
或者战争时候，也用来聚集民众。此外，古代城市中夜晚是
实行宵禁的，禁止一切商业活动和娱乐活动。每到傍晚，鼓
声敲响，商贩们便开始收摊，铺面也纷纷打烊，待到第二天
早上五点敲完亮更鼓以后，人们才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现在我们首先来到的是鼓楼，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称为马
道，大家登楼的时候可以数一数脚下的台阶，看一看到底有
多少，待会儿登上主楼的时候大家把答案告诉我吧。

好了，现在我们就站在鼓楼的上面，刚才让大家数的台阶谁
能告诉我有多少台阶?对了，是69个台阶，从一层马道到二层
击鼓厅,需要登60级又9级台阶, 为什么是69级台阶呢?因为60
代表古代纪年的周期,60年一轮回; 9-代表九五至尊,至高无
上的意思。

现在我们登上的城楼高大敞亮，面阔五间34米、进深22.4米，
建筑面积1925平方米，通体彩绘，方砖墁地，金碧辉煌，四



周回廊环绕——扶栏远眺，除了南望中轴线上的景山和故宫
外，就连人民大会堂旁国家大剧院那巨大的“水滴”，以及
北海公园的白塔也尽收眼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鼓楼最有名的鼓。城楼内原有“更鼓”25
面，其中主鼓1面、群鼓24面(按农历二十四节令而设置)，可
惜现在仅存一面残破不堪的主鼓了——它高2.22米，鼓面直
径1.4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的，鼓面上有多处刀痕，是庚子
年间(19)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所毁坏的。1987年，北京民族
乐器厂曾按这面主鼓同样的规格复制了一面新鼓，参加过第
十一届北京亚运会“钟鼓齐鸣”的开幕式，和首届北京文物
节，如今也被陈列在这里。

除了这两面大鼓外，如今里面还摆放着25面新的“更鼓”，
它们是按照清代嘉庆年间的尺寸复制的，主鼓高2.4米，面
径1.6米，群鼓24面，高1.6米，面径1.12米，主要用于定时
的击鼓表演。20岁末的午夜11时57分，北京鼓楼沉寂了近百
年的群鼓再度被敲响——25位年轻鼓手表演了《二十四节令
鼓之冬》乐章(鼓谱的作者是中央民族乐团打击声乐部首席朱
啸林先生)，鼓声持续3分钟，到年元旦0 时结束。鼓楼
从2002年元旦起，正式对外开放。每天将四次击鼓，每次15
分钟。所以今天我们很幸运，待会儿就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击
鼓表演了。

在击鼓前我们先来看看鼓楼的“铜刻漏”。

据史书记载，鼓楼旧名“齐政”时，就已“拖置„铜刻漏‟，
制极精妙，故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
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中安铙神，设
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是增
添，冬则用火温之。”可惜这座宋代的“铜刻漏”早在清初
就已遗失了——如今依据史料记载仿制了一台陈列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它还依时运转，随箭尺浮升，铙神击铙报时，看
来十分有趣。



好了，欣赏完了鼓楼，接下来我们就去对面的钟楼看看吧。
请大家小心下楼，不要拥挤。

刚才，欣赏完了鼓楼的鼓，现在让我们去看一看钟楼的钟吧。
钟楼在北，距鼓楼大约100米，是昔日京城中轴线最北的端点
了。青砖灰墙乌瓦，与赭红色的鼓楼相比显得别有一股灵秀。
它始建于元至元九年(1272年)，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重建，
清乾隆十年(1745年)再次重建，为了防火，所以整座建筑采
用无梁式砖石结构——它占地574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
积1478平方米，平面呈正方形，高低两层，通高47.9米，重
檐歇山顶，其中底层四面开券门，内呈十字交叉，中间是一
边长6米的天井，东北角开有一登楼的小券门，内设75级石阶
至二层。

钟楼南门正中，立着一通螭首方座的御碑，是清乾隆十二
年(1745年)钟楼重建后所立，碑首题额《御制肇建钟楼碑
记》，不过有意思的是，碑阴则为民国十四年(1925年)那位
京兆尹薛笃弼手书的《京兆通俗教育馆记》——当年正是他
将钟鼓楼易名为““明耻楼”，而辟为“京兆通俗教育馆”
的。

现在，大家沿着这75级石阶上楼的时候注意安全，不要着急，
慢慢上楼。二层基座为正方形的汉白玉须弥座，面阔三间，
四面各有一拱券门，左右对称开券窗，周围环以汉白玉栏杆，
楼内正中有一八角形木框架，悬挂着一口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铸造的大铜钟，高7.02米，下口直径3.4米，重约63吨，
据说是目前我国形体最大，重量最重的铜钟，撞击时“都城
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有“中国古钟之最”之称。它是
研究古代冶金史和大型青铜器物铸造技术的重要实物。

北京钟楼的传说：“古钟之王”与“铸钟娘娘”：在北京钟
楼顶上，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钟声浑厚有力，洪亮绵长，
方圆数里都能听到，堪称“古钟之王”。如此巨大的铜钟是
如何铸造的呢?传说钟楼原有一口铁钟，但声音不够洪亮，于



是皇帝下令召集天下工匠来铸钟。可是3年过去，铜钟仍然没
能铸好。皇帝发怒了，斩了监铸的太监，并限令80天内铸好
大钟，否则就把全体工匠处斩。

负责铸钟的师傅名叫华严，是当时有名的铜匠。为了铸造这
口大钟，他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耗尽了心血。这天回到
家里，他嘴里仍然念叨着：“什么原因铸不了钟呢?怕是缺什
么东西吧!”

这时，女儿华仙过来了。提起华仙，那可真是个好姑娘。她
不仅自幼聪明伶俐，而且还跟父亲学会了不少铜匠活儿。由
于母亲早丧，她14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当时她16岁了，
出落得如仙女一般，大家都夸老铜匠养了个好闺女。

为铸钟的事，她也琢磨好多日子了，见父亲发愁，忙上前说：
“爹，是不是因为火候不到?”老铜匠一拍大腿：“有道理!
不过，如何提高炉温呢?”“我有办法。”华仙胸有成竹地说，
“铸钟那天您带我去吧。” 铸钟这天到了，朝廷命官、大小
工匠也都到齐了，可炉温仍然上不去。眼见这最后一炉铜水
又要失败，华严急得眼睛都红了。就在这时，一个姑娘突然
从人群里飞奔出来，正是美丽的华仙。她穿一身红袄红裤，
着一双绣花小红鞋。只见她冲到炉边，纵身跳进炉去。华严
一把没抓住，只抓住一只绣花小鞋。刹那间，炉火升腾，铜
水翻滚。老铜匠忍痛下令：“铸钟!”工匠们一齐努力，铜钟
终于铸成了。

为了纪念这位为了铸钟而献身的美丽姑娘，人们尊称她
为“铸钟娘娘”。每逢风雨之夕，钟声凄凉悲切。这时，昔
日北京城的妈妈们就会对孩子说：“睡觉吧，钟楼打钟啦，
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 现在钟楼的大钟不敲了，
当年敲的时候，尾音里总是带着隐隐的“邪、邪、邪”的声
音。这老人就该说了：这铸钟娘娘又在找她的鞋了!说这铸钟
师傅里有个年纪最大最受人尊重的，家里有个小女儿。这天
小女儿来到铸钟厂给爸爸送饭，知道了大家的事情。没想到



一头冲进了化钟炉。大家一看不好都上去拦，可都晚了一步，
只有爸爸抓住了一只绣花鞋。可谁知大家一看化钟炉，铜水
变成了另一种颜色。大家齐努力，竟连夜铸成了大钟。至于
说后来，铸钟厂拆了在原址盖了一座铸钟娘娘庙，现在好像
也拆了鼓楼后面就放着那口不用的铁钟。

好了，钟楼的游览也结束了，很高兴和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
天，大家如果对我的导游工作有什么意见的，可以提出来，
我也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导游水平，祝大家以后过得开心，谢
谢大家。

钟鼓楼介绍词篇五

西安钟楼是一座体现明代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古建筑。始建
于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原址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移于现址，成为一座绾毂东西、呼
应南北的轴心建筑。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
故名“钟楼”。

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及宝
顶三部分组成。楼体为木质结构，深、广各三间，系“重檐
三滴水”、“四角攒顶”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宝顶通高36米，
面积1377.64平方米。基座为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
中各有高宽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
楼分两层，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
尤其是各层均饰有斗拱、藻井、木刻、彩绘等古典优美的图
案，是一座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我国现
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
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层的兽吻在琉璃瓦
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
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
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

由钟楼北侧台阶而上，一层大厅天顶“万道霞光”的圆形彩



绘图案首先映入眼帘，四周伴有184块由四季花卉组成的彩绘
天花，鲜亮艳丽、栩栩如生。一层大厅的西墙上分别镶嵌着
三方碑刻 ，第一方是1953年西安市人民政府翻修钟楼后留下
的碑文记载;第二方是清乾隆五年大修后由陕西巡抚张楷书写的
《重修西安钟楼记》碑;第三方是由陕西巡抚龚懋贤在钟楼东
迁后亲笔提写的《钟楼东迁歌》碑，(这三块牌匾由于钟楼2
楼展厅装修的原因，已经被展柜遮挡住了)将钟楼的价值及封
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色彩给予恰如其分的体现和评价。

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位于西安城内西大街北
院门的南 端，东与钟楼相望。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
十三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和清乾隆五年先后两次重修。楼上
原有巨鼓一面，每日击鼓报时，故称“鼓楼”。鼓楼横跨北
院门大街之上。鼓楼和钟楼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距仅半里，
互相辉映，为古城增色。鼓楼是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
建成的，比当初的钟楼早建4年。楼基面积比钟楼楼基
大738.55平方米，通高34米，雄杰秀丽不亚于钟楼。古时楼
上悬挂一面大鼓，傍晚时击鼓向全城居民报时，故称鼓楼。

主持修建鼓楼的有长兴侯耿炳文、西安知府王宗周等人，据
说是在微雨朦 胧之中为鼓楼工程奠基的。清康熙三十八
年(公元1699年)、乾隆四年(公元1740年)曾先后两次重修。
据乾隆五年《重修西安鼓楼记》载，上年陕西小麦丰
收，“陇有赢粮，亩有遗秉，民不俟命”，出现了“男娶女
归，礼兴讼息”的太平景象，于是效法古事，重整鼓楼。长
安县令王瑞具体负责修缮事宜。重修后的鼓楼，面貌崇隆敞
丽，灿然一新。登楼远望，闹市风光、秦川景色历历在目。

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同时，
夜间击鼓以报时，“三鼓”，就是“三更”，“五鼓”就
是“五更”，一夜共报5次。明代的西安城周长11.9公里，面
积为8.7平方公里，鼓楼地处西安城中部偏西南，为使鼓声能
传遍全城，就必须建造高楼，设置大鼓。明、清两代，鼓楼
周围大多是陕西行省、西安府署的各级衙门，这些衙门办公



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离不开鼓声，鼓声亦成为当时人们最熟
悉的悦耳之声了。李允宽所书写的“声闻于天”的匾额，画
龙点睛，说明了鼓楼的实际意义。楼内设有楼梯，登临楼上，
凭栏便能眺望全城景色。西安鼓楼是城内明清建筑物的主要
标志和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