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泰山游记 西泰山心得体会(优秀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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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泰山游记篇一

西泰山是我最近一次旅游的目的地，这个山脉位于中国的云
南省，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团，
迎着早晨的阳光，我们开始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旅程。在西泰
山的探险过程中，我领略了大自然的魅力，深刻认识到了珍
惜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通过登山和徒步旅行，我不仅锻炼
了体魄，更收获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西
泰山的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只有我们把爱和尊重赋予自然，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它的美妙。

在西泰山的旅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在我们
攀登山峰的过程中，我目睹了壮丽的景色，如连绵起伏的山
川、葱茏的森林和瀑布，还有奇形怪状的岩石。这些景象让
我不禁感到惊叹，大自然的力量和美丽是何等不可思议。此
外，我还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的踪迹，比如可爱的猴子和多
彩的鸟儿。它们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
趣和惊喜。这次旅行让我明白到，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自然
的宝藏。

在西泰山的探险过程中，我经历了一系列的身体挑战。我们
需要爬升陡峭的山脊，穿越茂密的森林，并跋涉河流。这些
努力耗尽了我的体力，但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和耐力。通过
跨越困难和克服困境，我发现我比我想象的更强大。这次旅



程教会了我要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无论它们多么艰巨。同
时，我还学会了团队合作和互相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然而，西泰山给予我的远不止体力上的挑战。它也让我反思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攀登山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
乱丢垃圾的痕迹，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不尊重。这些垃圾破坏
了景色的美感，对于生物的健康也构成了威胁。这激发了我
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我们清理了自己的垃圾，并提醒其他
人不要随意扔弃垃圾。我深信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地球，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享受到大自然的美好。

在结束这次探险之前，我站在山峰上，抬头望向广阔的天空。
西泰山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我从这个旅程中收获了
对生命的珍视和对自然的敬畏。面对大自然的震撼和美丽，
我明白了我们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我们应该更加珍惜
每一个神奇的瞬间，并通过行动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西泰山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我下定决心
要将这次旅程中的体验带回日常生活中，并转化为行动，为
保护环境尽一份力。

总结起来，西泰山的探险之旅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在
这个旅程中，我被大自然的美景所震撼，锻炼了体魄，认识
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体会到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之
情。通过这次旅行，我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我深信，只有通过尊重和保护自然，我们才能真正享受
到大自然的美妙。

西泰山游记篇二

我喜欢爬山，所以爬过很多山，却没有一个像泰山一样胸怀
广阔，豪气万丈，一如泰安人民的性情。

夜爬更是饶有韵味，在静与空之中感受自然，感悟人生，感



触那煎饼卷大葱里包含的热情。

如果574公里的距离是一座难以跨越的鸿沟，那么300公里/时
的高速铁路将变天堑为通途。从南京南出发，跨长江、淮水、
齐鲁到泰安，仅需2小时15分钟，沿途的美景更是成就了一个
诗意的你。

泰安，泰安，仿佛泰山稳固便天地稳固，江山稳固。在这里，
你不用去担心夜的黑，只需静静的，缓缓的往上登，像一个
孩子钻进母亲的怀抱，那沿路的青松就是你的伴侣。也许刚
开始你还是孤单的一个人，渐渐的你流连这夜的美色，后面
的人赶上来了，抑或你急着一探前方佳境，追上了前行人的
脚步。就这样，很简单，你我就可以同行了。

就算人再多，也会很静。大家的脚步一致，坚持和协作一致。
空山只闻鸟鸣，夜半只听水声。偶尔山林深处传来阵阵犬吠，
好似大山中住着几处神仙。不远处传来一片路人的歌声，似
乎更静了。

踩在脚下的青石板是那么的平稳，登山杖踏在上面哒哒作响。
山道很宽阔，蜿蜒曲折，直到天边，光线很难到达。这凝聚
了泰山人多少的血汗！点滴石路，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由工人
担上来，砌上去。这更是彰显了泰山人民的大气，拼搏，敢
于与天奋斗的豪情。我不由的鼓起了干劲，大步朝着前方迈
去。

愈往上走愈陡峭，风景也更秀丽。渐渐的雾气飘上来了，如
临仙境。如若不是爬这样的高峰，你是万万看不到这如梦如
痴的幻境的。人走其中只若踩踏祥云，仿佛世间的杂事都与
我们无关。

犹记得小时候的星空，透彻，明亮。如果你坚持了，穿过雾
境，迎接你的定是那点点繁星。她是那么的清丽脱俗，在如
水洗般的暗蓝色夜幕中淡定的眨着眼睛，注视着那艰难攀登



却只为一睹日出的光彩。人生也不是如此吗？道路崎岖，只
有乐观者才能勇攀高峰。那持久困难的量的积累，不就是成
就了质变的光辉。

泰安以泰山出名，泰山也成就了泰安人民朴实的性格。无论
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那真挚的眼神、一股浑厚的山东话带来的
耿直性情。印象最深的是那只瘦弱的背影，那可是一位七十
岁的老人的身影。她为了心中的信仰，不远千里从德州赶来
烧香，一心诚求世代平安。没有爬过山的女儿也来了，纯真
的眼神中射出坚定的光。我想，定是泰山的魅力吸引了她们。
拿着几十斤的“装备”，她们就这么三步一停，五步一歇的
伛偻前行。不认识她们的真的感觉他们铁定上不去。

最著名的要数十八盘了。这可是泰安人民的杰作。泰山登山
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此处两山崖壁如削去了一块，陡峭的
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明朝祁承濮曾有
一诗描写其景：“拔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径丛穷处见，
天向隙中观。重累行如画，孤悬峻若竿。生平饶胜具，此日
骨犹寒。”可见其凶险。越是凶险，越是让人起劲，这正是
爬山的乐趣，也是泰安人民这个大艺术家的初意吧。

过了十八盘，就是南天门，山顶即在眼前。凛冽的寒风刺骨。
仍有人摆着夜摊，吆喝着叫卖。风口处站着几个汉子，绿色
厚厚军大衣，寻找着有没有租大衣的来人，虽然寒冷，却从
没有缩头含胸。这才是泰山的本色：雄伟中露着韧劲，蜿蜒
中彰显霸气。

露更浓了。千年的青石上结满了冰花。不觉东方之既白。

沿着小路，顶着烈风。疯狂的我们悠悠的登上了日观峰。

因为出发的早，却不知阿姨她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当发现
她那饱经风霜却很笔直的背影时，我彻彻底底的被震撼了！
接下来是回头莞尔一笑。我觉得这才是今天最美的人！这需



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拖着那重重的香火来到这里，这需要多大
的勇气才敢抬头望一望那十八盘！这又需要多大的信仰才能
支撑她那风烛残年的身体一路向前！

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经历夜的黑，怎懂得黎明的美。

快了！更近了！远处已飘来几朵淡淡的彩霞，不紧不慢，却
急坏了等待观望的人们。

周围已集聚了几十人。没想到这非假日还有那么多的任性的
同志。翘首远望，盛景即将上演。旁边的摄影师不停的叫喝，
想为那游人留下最美的一刻。但是却出奇的安静，在烈烈的
寒风中丝毫感受不到疲惫。大家都在等待，静静的只为那光
辉的一瞬。

大雾更重了，令大家失望了。迷雾笼罩了一切。没有日出，
没有云海，没有欢呼。有些人眼睛湿润了。

辛辛苦苦攀爬了一夜，换来的却是大雾罩天。太阳。也许，
她真的害羞了。

但是，最终大家还是克服了。几个操着泰安口音的大哥带头
去了最高峰：玉皇顶。那铿锵的步伐仍旧像一位历经沙场的
战士。未化的雪花装扮了松枝，大雾迷蒙，虚虚实实，却让
我们饱揽了雾松的美丽。雪影淼淼，水何澹澹，也蔚为壮观。
是的，气候的不安定练就了泰安人民处事不惊的大度，让我
们大为敬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失为一种乐事。

回去的路上，挑夫担着那满满的希望，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
一处城池的坚韧不拔。是的，她很热情、她很淳朴、她很大
气。她让我知道了四海之内皆朋友。胸中有山水，何处不风
光。



西泰山游记篇三

希望大家在泰山逗留期间能够玩得开心，在泰山游览当中能
够得到一个较大的收获，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泰山，古称岱宗，它位于山东省东部，华北大平原的东侧，
面积426平方公里，海拔1545米，方位为东经117度6分，北
纬36度16分。泰山雄伟壮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以“五
岳独尊”的盛名称誉古今。巍巍泰山就像一座民族的丰碑屹
立于中华大地，举世瞩目。

1982年，泰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
产，1992年荣登全国旅游胜地40佳金榜。泰山至今保护较好
的古建筑群有22处，总建筑面积达14万多平方米。在古建筑
群之间，还有12处石坊、6座石桥、7座石亭、1座铜亭和1座
铁塔。泰山刻石有2200多处，被誉为“中国摩崖刻石博物
馆”，这里有中国碑制最早的刻石－－泰山秦刻石；有珍贵
的汉代张迁碑、衡方碑和晋孙夫人碑；有被誉为“大字鼻
祖”、“榜书之宗”的北齐经石峪刻石；有天下洋洋大观的
唐玄宗纪泰山铭和唐代双束碑等。泰山古树名木繁多，被誉为
“活着的世界自然遗产”。泰山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3万余株，
其中有2100年前的汉柏6株，1300年前生的唐槐，500年前生
的望人松、五大夫松，还有一棵被誉为国宝的600年前生的盆
景松树“小六朝松”。泰山素以壮美著称，呈现出雄、奇、
险、秀、幽、奥、旷等诸多美的形象，泰山景区内有著名山
峰12座，崖岭78座，岩洞18处，奇石58块，溪谷12条，潭池
瀑布56处，山泉64处，有著名的黑龙潭、扇子崖、天烛峰、
桃花峪等10大自然景观；有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黄河金带、
云海玉盘等10大自然奇观。

泰山的日出，是一个想象的世界，神奇的世界，日出景象的
美妙是笔墨难以形容的。自古以来，无数诗人对泰山日出的
壮丽景观都有过生动的描述。宋代词人梅圣俞的“晨登日观



峰，海水黄配熔。浴出车轮光，随天行无踪。”的绝句尤为
人爱，凌晨破晓前，站在日观峰，举目东方，晨星渐没，微
晕稍露，天地间的一片云海滚动，稍顷，一线晨曦透过云层
照亮东方，这时天空由灰变黄，继而呈现橙、紫、红瑰丽的
朝霞，波浪似的云层，在阳光的照耀下，组成一幅幅五彩缤
纷、绮丽多姿的图案，旭日在阳光中婷婷娜娜从云层升起，
阳光因受海波起伏的影响忽隐忽现，闪烁不定，日轮缓升时
又受波峰、波谷推进的影响上下跳动，渐渐成圆形，磅礴而
出，金光四射，群峰尽染，大地一片光明。

夕阳西下时，朵朵残云飘浮在天际，落日的余辉如一道道金
光穿过云朵洒满山间。太阳象一个巨大的玉盘，由白变黄，
越来越大，天空如缎似锦，待到夕阳沉入云底，霞光变成一
片火红，天际云朵，山峰好象在燃烧，天是红的，山是红的，
云是红的，大地也是红的。举目远眺，黄河象一条飘带，弯
弯曲曲从天际飘来，在落日的映照下，白色缎带般的黄河泛
起红润，波光翻滚，给人以动的幻觉。“一条黄水似衣带，
穿破世间通银河”。太阳慢慢靠向黄河，彩带般的黄河象是
系在太阳上，在绛紫色的天边飞舞。泰山的云雾是变幻莫测
的。雨后初晴，大量水气蒸发蒸腾，加之夏季季风自海上吹
来的暖温空气，成云致雾。有时大片云在山腰形成一条长长
的带子，如同官服玉带，而山上山下皆晴；有时则乌云滚滚，
大有倒海翻江之势；也有时白云平铺，如大地铺絮，山谷堆
雪，团团白云如同千万个玉盘，轻拢漫涌，铺排相接，好象
平静如无垠的汪洋大海，这就是著名的“云海玉盘”。

碧霞宝光是泰山的又一大奇景。“宝光”俗称“佛光”，多
出现在碧霞祠东、西、南神门外，碧霞祠地处玉皇顶的前怀，
地势相对低凹，云雾较为浓密且较稳定，在弥漫背后照来，
人影呈现在雾幕上，周围形成内紫外红彩色光环，烨烨生辉，
彩环呈现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有时还会出现
双环，更加绚丽动人。站在雾幕前的游客举手投足，光环中
的影子也手舞足蹈，油然而生飘飘欲飞成仙人之感。



泰山的冬季，气温常在－20摄氏度左右，雪后天晴，气温回
暖，大陆气团稍有减少，南方暖温气团乘虚而入，雾气笼罩
山间，微风吹动，飘浮的雾滴触及树枝、岩石、房顶，凝结
成冰粒，层层叠叠，便形成了“千枝琼玉”、“万树花”的
雾淞奇景。泰山上下成了一个洁白如银的世界，犹如龙宫洞
府，别有一番情调。

泰山的冬季，也常有冷却的雨滴，降落到地面上、物体上，
急速结成坚硬、滑而透明的冰层，这就是“雨淞”。每当雨
淞出现，山峦树木象冰晶倒挂，地面岩石似铺明镜，泰山变
成了冰雕玉琢的“琉璃世界”。雨后天晴，红日映冰峰，蓝
天衬霞山，光彩夺目，金光迸射，满山松柏映雪，到处银装
素裹，好一派冰清玉洁的北国风光。

泰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造就了
千姿百态的丽山秀水和人文名胜，生动地记录了我们中华民
族发展历史的文明篇章。现代考古科学的研究已揭示出在5万
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泰山周围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大
量史料也都记载了泰山地区早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已经显露
出文明的曙光。在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泰山南麓的大汶口
文化、北麓的龙山文化，不仅影响到山东，而且影响到黄河
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齐鲁之邦”是中
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产生了孔
子、孟子等历史文化名人。历史告诉我们，泰山地区早在远
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而泰山在先秦时
代就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名山，成为五岳之首。

泰山实际海拔高度并不太高，在五岳中次于恒山、华山，仅
占第三位。与全国的许多大山相比都不能望其项背。但它为
什么成为赫赫于古今的“五岳之长”、“五岳独宗”而独享
盛名呢？这要从泰山的地理环境和原始宗教谈起。

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东临烟波
浩淼的大海，西靠源远流长的黄河，南有汶、泗、淮之水，



与平原、丘陵相对高差1300米，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在视
觉上显得格外高大；奏感和“一览众山小”的高旷气势；山
脉绵亘100余公里，盘卧426平方公里，其基础宽大产生安稳
感，形体庞大而集中则产生厚重感，大有“镇坤维而不摇”
之威仪。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正是其自然特
征在人们生理、心理上的反映。

从古到今，人们总把泰山作为一个高大、美好、高尚、坚毅
的形象，热情加以歌颂。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他的报任
少卿书中就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
毛”。毛主席曾引用了司马迁的这名话教导人们，“为人民
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种把泰山精神与人生的意义、
人生观密切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教育人民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六朝任方述异记载，秦汉时，民间传说盘古氏(远古时开天辟
地,代生万物的神人)死后头为东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
岳，足为西岳。盘古尸体的头向东方，而且化为东岳，泰山
就成了当然的五岳之首了。这显然是根据五行、五德学说创
作的神话故事，反映了泰山独尊五岳的历史背景。

东方是太阳出升的地方，古人即认为是万物交替、初春发生
之地。因此，东方就成了生命之源，希望和吉祥的象征。而
古代先民又往往把雄伟奇特的东岳视为神灵，把山神作为祈
求风调雨顺的对象来崇拜，于是，地处东方的泰山－－这个
通天拔地的庞然大物便成了“万物孕育之所”的“吉祥之
山”、“神灵之宅”了。受天命而帝王的“天子”更把泰山
看成是国家统一，权力的象征。为答谢天帝的“授命”之恩，
也必到泰山封神祭祀。商周时期，商王相土在泰山脚下建东
都，周天子以泰山为界建齐鲁；传说中秦汉以前，就有72代
君王到泰山封神，此后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
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宋真
宗、清帝康熙、乾隆等古帝王接踵到泰山封禅致祭，刻石纪
功。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自己的统治，使泰山的神
圣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伴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泰山成了各种宗教流派活动的
重要场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黄伯阳修道于山后，以后历
代著名道家名人都曾在泰山传经布道，建观筑庙。佛教自东
晋高僧郎公创建郎公寺开始，在泰山也不断发展。

泰山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历代诗人墨客纷至沓来，他们
朝山览胜，赋诗撰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精品。孔子、管仲、
司马迁、张衡、诸葛亮、曹植、李白、杜甫、刘禹锡、苏东
坡、欧阳修、范仲淹、王世贞、姚奈、郭沫若等都挥笔疾书，
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颂岱诗文，把游人从山神崇拜中引向游览
观赏、求知审美的新方向。由山脚拾级而上，到泰山之巅，
仅摩崖石刻就有千余处，从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书体众
彩纷呈，书意各代不同，其规模之大，作品之多，时代之连
续性以及风格、流派、艺术之精湛，构景之巧妙都是世界名
山无与伦比的。刻古中所包含的高韵深情与巍巍壮丽的泰山
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

在泰山数千年的文明中，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系列辉煌
的人文景观与高大雄伟的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泰山的崇
高形象，构成了独特的泰山风景景观。人文景观的布局与创
作，是根据自然景观，尤其是地形特点和封禅、游览、观赏
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帝王封禅、百姓朝山
进香的路线。其主体是拔地通天的自然景观，主题是封天禅
地的思想内容，布局形式重点是祭地的蒿里山，经帝王驻驿
的岱庙到封天的玉皇顶构成了长达10余公里的地府－－人间
－－天堂的三重空间一条轴线。即以城西南过奈河桥至蒿里山
(在泰安火车站东南侧)为“阴曹地府”；泰安城区为人间；
自城北岱宗坊开始，沿长达6666级的“天梯”至岱顶为“天
府”。

泰安城是因古帝王封禅祭祀、百姓朝山进香和游览观光发展
而成的。岱庙是泰城中轴线上的主体，这条中轴线从泰城南
门起，延伸到岱宗坊，然后与登山盘道相接而通向“天庭”，
使山与城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建筑空间序列上形成一体。



其序列按登山祭祀活动的程序次第展开，贯穿着一种由“人
境”至“仙境”的历程。从地形上看，是由缓坡、斜坡直到
陡坡，人们由低到高，步步升高，最后宛若登上天府；从建
筑规模上看，是由人间帝王宫殿上达苍穹，渐入仙境；从色
调上看，红墙黄瓦始终与苍松翠柏形成对比。再通过三里一
旗杆，五里一牌坊，一天门、二天门(中天门)、三天门(南天
门)，三重节奏，构成了一道步步登天，雄伟壮观的朝天序列。

泰山古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它巧妙地
因自然之势，又以人工之力加强和美化自然环境。其一，在
封禅祭祀活动的序列空间位置的选择上，充分利用泰山南坡
由缓渐陡之势，造成登“天梯”的意境。此路沿溪而上，人
在谷中行，属“封闭型”自然景观，下段是紧紧收缩，直至
岱顶才开放。前奏长，对比十分强烈，对于“祭天”活动来
说，造成环境感应的心理状态，若步步登天，扣人心弦。登
临南天门骤然开阔，恰似升仙。因此，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封
禅祭祀空间序列的杰作。其二，在建单体或群体位置的选择
与建筑结构的创作上，有跨道而建的门户建筑，有登山转折
处的导向性建筑，有临溪而设的赏景建筑，有半山悬挂的宗
教建筑，也有耸立山巅的祭祀建筑等。其三，从建筑的结构、
材料、装饰及以庭院空间为基本单元的群体组合上，均能适
应地形环境多变的要求，该建亭的建亭，该设阁的则设阁；
需开敞通透处即造型轻巧，需收缩空间处便实厚重，充分体
现因景而设，因境而生的建筑思想。

泰山古建筑主要保存的是明清时期的风格，它的价值不仅在
于建筑与会画、雕刻、山石、林木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古老
文化的例证，保存了一个巨大的封禅祭祀序列和一幅记载历
史的立体画卷，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顺应自然的建筑典范，
以其特有的艺术形象去协调和加强自然美，去表现和深化自
然环境。由于它们的存在，才使泰山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相映生辉，使峻极于天的泰山深入到几亿炎黄子孙的心坎中，
并名扬全世界，成为全为类的珍贵遗产。



登泰山，自古3条路。原来的东路已毁，原来的中路自然而然
地成了现在的东路，游人在泰安火车站下火车后，可先游岱
庙，然后从岱庙后门至岱宗坊，步行经中天门到南天门，或
步行至中天门后转乘索道到南天门，再沿天街经碧霞祠登上
泰山极顶。若走中路(原来的西路)，从泰安火车站下车后，
可乘游览汽车沿环山公路经黑龙潭、竹林寺直达中天门，然
后从中天门乘索道或步行到南天门，再沿天街直至岱顶。若
从西路上山，需从泰安火车站乘游览汽车至界首(泰安与济南
的交界处)向北折，沿新辟的环山公路，在鸟语花香，泉水叮
咚的茂林深谷中穿行至桃花源索道站，从这里乘索道可直至
天街的北端，真可谓一步登天了!各位朋友，我的介绍就到这
里。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大家要想对泰山有一个深刻的
了解，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亲身投入到泰山的怀抱里，
沿着历史文化的足迹慢慢地去游览，仔细地去观赏。

岱麓游览区： 岱麓位于泰山与泰城的结合部，山水相依，山
明水秀，素有丽区之称。环山路东西贯通，像一串项链或聚
或散串起了虎山、王母池、关帝庙、金山、普照寺、五贤祠、
三阳观、冯玉祥墓等众多景点。中溪、西溪纳百川之水，在
这里分别汇成虎山水库和黑龙潭水库。两个水库东西相对，
宛若泰山的两只眼睛。岱麓向东延伸，有泰山农业观光带；
向西延伸，有樱桃园、泰山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既能享
受湖光山色，又能领悟儒、释、道文化的魅力。主要景点有：
岱宗坊 虎山公园 王母池 关帝庙 普照寺 五贤祠 三阳观 冯
玉祥墓 樱桃园。

红门路游览区： 红门登山路下起红门，上至南天门，为泰山
的中轴线。古代帝王登封泰山，大多是沿这条路线盘桓而上，
所以称为“御道”；善男信女朝山进香也是沿着这条路见庙
就拜，所以又称为“神道”。文人墨客登山临水，赋诗抒怀，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题刻，又使之成为一条“古诗之
路”、“书法之路”。从一天门离开人间闹市，一路攀登，
经中天门，到达南天门，进入天庭仙界，所以这条路又是一条
“通天之路”。



主要景点：红门宫 万仙楼 斗母宫 经石峪 柏洞 壶天阁 回
马岭 中天门 快活三里、云步桥、五大夫松、朝阳洞、对松
山、十八盘。

岱顶游览 泰山南天门以上是岱顶，面积0.6平方公里。在泰
山的整体空间布局中，岱顶是“天庭仙界”，古代帝王来泰
山封禅，就是在岱顶筑坛祭天，以期实现天人沟通，祈求国
泰民安。岱顶气象万千。旭日东升、晚霞夕照、云海玉盘、
黄河金带为泰山四大奇观，此外佛光、雾淞、雨淞等自然奇
景更为泰山增添了神圣的光彩。

主要景点：南天门、天街、碧霞祠、唐摩崖、玉皇顶、无字
碑、日观峰、瞻鲁台、仙人桥、月观峰、丈人峰。

桃花源路游览区： 桃花源地处泰山西北，是通往岱顶的西大
门。从桃花峪口入山，游览公路沿谷底而上，蜿蜒10余公里。
这里旧时桃林满谷，春来落英缤纷，有桃源意境。元代泰山
道人张志纯赋诗曰：“流水来天洞，人间一脉通，桃源知不
远，流出落花红。” 桃花源溪水纯净，栖息着泰山特产——
赤鳞鱼，清时曾作贡品。

主要景点：元宝石、彩石溪、一线泉、猴愁峪、一线天

西泰山游记篇四

泰山是中国著名的名山之一，被誉为“五岳之首”，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每年都吸引着数以百万的游客前往朝拜。
我也有幸在最近去泰山旅游，在游玩泰山的过程中感受到了
泰山的独特魅力，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在这里，我想和大家
分享我的泰山游记心得体会。

第二段：登泰山

作为一座名山，登泰山自然是我们旅游行程的重头戏。经过



前期充分的准备，我们几位小伙伴终于背上行囊踏上了泰山
的征途。一路上，我们在山脚下参观了泰山博物馆和大众化
的商业区，感受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到了山门口，我们紧紧
地系上安全带和用指挥棒带的小旗，迎接着泰山之巅那艰巨
的攀登。途中，我们见识了泰山的壮美景色，感受了泰山的
神秘气息。最终，我们顶着风雪到达了泰山之巅，一览众山
小的豪情油然而生。

第三段：观泰山

泰山之巅，云海遍布，天空澄碧，我们在此尽情地欣赏了泰
山的壮美景色。从黄河“出霄汉，望流沙”到五峰配水的大
气壮丽，从五云悬镜到三时之境的神秘玄奥，泰山的每个景
点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背景，每一处景点都给人
以深刻的震撼和感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东方文明古代最
高水平的工程建设和文化创作成果，感受到了泰山之美所包
含的丰富内涵。

第四段：悟泰山

泰山之美不仅仅在于其山峰之高、景色之美，更在于它所蕴
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攀登泰山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沉浸在泰
山之美的感官之中，我们还体会到了泰山的人文魅力。泰山
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五岳之首的地位是无可争
辩的；泰山所体现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
礼勿动，非礼勿废，非礼勿履”尊礼学问的文化特质，让我
们觉得泰山不能仅仅视为一处旅游胜地，而应该作为全国文
化瑰宝去重视。

第五段：结尾

泰山之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同时让我们更
加坚定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泰山之行不仅收获了美好的体
验，更可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泰山之旅，



我们需要带着更加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素养重新认识世界，重
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环境，重新认识自己。希望我们能继续保
持着美好的心态，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热爱我们的民
族文化！

西泰山游记篇五

李宝

朋友们，有一座大山曾使历代帝王顶礼膜拜，让芸芸众生万
民敬仰，它就是全球首例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华国
山——泰山。它峻集于天，发育万物，自认承受天命而为帝
王的天子更是把泰山看成是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象征。为
答谢天地的授命之恩，便以泰山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
的旷世大典——泰山封禅。那什么是“封禅”呢？“封”是
指在泰山之巅积土筑圆坛增泰山之高来祭天，“禅”是在山
下筑方坛增大地之厚，来祭地。封禅表示功归天地，以谢神
灵。

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由七十二位帝王、秦朝时期有十二位
皇帝都曾先后封禅泰山，场面最为壮观的分别是秦、汉、唐
三个朝代。公元前219年和209年秦始皇和秦二世先后封禅泰
山，留下了秦泰山石刻。它不但是泰山最早的石刻，也是种
古代帝王最早的记功碑刻，现仅存两块残石，只有九个半字，
保存在泰山脚下岱庙内。你可别小瞧这两块残石，它载入了
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成为中华文明一脉相传的珍贵例
证，因此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天下第一名刻。

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联袂封禅泰山，泰山封
禅大典的行列中出现了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做过皇帝的女性，
其实早在封禅四年前两人便派道士在泰山立起了双竖碑，俗
称鸳鸯碑，如今上面还有武则天自己生造并推行的11个汉字，
包括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天”，“天”字本来是“大”字上
面加一横，“大”字表示叉开腿的男人，一横是苍天，即男



人头顶一片天的意思，而武则天认为，女人一样可以做天子，
成大事，于是便将一横下面的叉腿男人改为了穿裙子的女人。

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则把泰山封禅推向了高潮，不仅规
模声势空前绝后，他还史无前例的把自己亲笔撰写的“记泰
山铭”刻在了大观峰上，字体妩媚中有遒劲，文辞典雅中透
威势，盛唐气象全在其中。

历代帝王的百般朝拜加重了本是一所自然山脉的泰山对中国
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他们留在泰山上的诸多封禅刻石更是那
一段段尘封历史的活化石，巍巍泰山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魂魄，泰山封禅石刻只是泰山保护文化中的一部分，多少年
来泰山精神一直在滋养着普天下炎黄子孙的心田，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走进这国之魂魄，民之肝胆的中华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