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什刹海导游图 北京什刹海景点导
游词北京什刹海景点美篇(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什刹海导游图篇一

北京悠久的历史，纵跨30。相传炎黄二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各有一半天下，皇帝行道炎帝不听，炎帝因有蚩尤相助与黄
帝在诼鹿和阪泉大战，结果炎帝战败。天下合一，皇帝自立
为天子，并在逐鹿建都。据载琢鹿和阪泉都是北京地区。后
来黄帝的孙子在幽陵建城，“幽”成为北京地区的代称。无
行当中代表北方之意。

五帝之首帝喾时，北京地区为天下九州之一的冀州，到了尧
时叫幽都，舜帝时叫幽州。

商代灭亡之后，周武王将北京地区的两个地方“燕”
和“蓟”封给了两位功臣。后来燕国吞并了蓟国统称为燕国，
燕代表黑色象征着北方。燕国传位44世，历820余年。是当时
各封国中历史最长的强国。

唐代“安史之乱”后称此处为大都和燕京，金代中都，元代
为大都正式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明朝朱元璋南京称帝，派大将徐达功克大都城，改称北平府。
靖难之役之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才有这个响亮名
字。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



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

燕都，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在尧
封帝，此后在苏城建都，在燕封召公。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
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据说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
其国都称为“燕都”。

幽州，远古时代的九州之一。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
书·舜典》：“燕曰幽州。”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
过幽州，所治均在今天的北京一带。

什刹海导游图篇二

始建于1272年的北京钟鼓楼，七百余年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
轴线上。两楼一高一矮、一横一竖相映成趣，飞檐走阁、振
翅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韬伟略。钟鼓楼曾是元、明、清三代
报时的中心，起着所谓“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作用，看
到它仿佛听到了那萦绕在京城上空的厚重钟声，让人震憾!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
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
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
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
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
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
有点不同一般!

美景需有美食相伴，才显得生活惬意。正巧，烤肉季、竹园
宾馆、历家菜等名吃，就是在什刹海畔。

什刹海导游图篇三

什刹海景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有文物保护单位40余处，占
西城区的三分之一以上。历文上本地区曾建有王府、寺观、



庵庙等多达30余座，现仍尚存10几处。什刹海景区的不少古
建筑在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及政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主要代表有恭王府及花园、宋庆龄故居及醇王府、郭沫若纪
念馆、钟鼓楼、德胜门箭楼、广化寺、汇通祠、会贤堂。

什刹海34公顷的水面十分自然地融入城市街区之中，依托水
体，还有湖岸的垂柳、水中的荷花等也成为什刹海频具特色
自然景观。号称“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在景区
中具有典型意义。

什刹海地区的街巷结构最早形成于元代，区内不少建筑年代
久远，具有北京传统建筑的典型特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己
将该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个历史街区之一。此外，在
本地区居住着的民民少则居住了十几年、几十年，多则数代
居住于此，形成了老北京淳朴热情的邻里生活环境。

什刹海景区具有大量典型的胡同和四合院，如金丝套地区的
大、小金丝胡同，南、北官房胡同和后海北沿的鸦儿胡同以
及白米斜街、烟袋斜街等。依托胡同和四合院，什刹海地区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富有特色的民裕活动，如放荷灯、泛舟游
湖、宴饮赏荷、冰床围酌、大阅冰鞋等。至今，一些有生命
力的民俗活动仍然在什刹海地区大量存在。如钓鱼、游泳、
划船、赛艇、下棋、弹唱、消夏舞会等。“胡同游”即活跃
在这片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

“什刹海水上游”采用长7米、宽1.7米，依清明上河图中船
形打造的古色古意的橹船作交通工具，从水路穿过银锭桥去
宋庆龄故居、广化寺和恭王府花园。日落西山船行什刹海，
游人点起纸河灯放入水中，灯浮水面沿船尾浮动，忽明忽暗
灿烂一片，这一景象使人恍如回到唐宋年间的西湖月夜。

什刹海导游图篇四

什刹海景区是指前海、后海和西海及其周边地区146.7公顷的



范围，以什刹海命名，其四至范围大体是什刹海景区位于北
京城区中轴线的西北部，东起地安门外大街北侧;南自地安门
西大街向西至龙头井向西北接柳荫街、羊房胡同、新街口东
街到新街口北大街，西自新街口北大街向北到新街口豁口;北
自新街口豁口向东到德胜门，由德胜门沿鼓楼西大街到钟、
鼓楼。景区中三海水面达33.6公顷(约占总面积的23%)。

说什刹海，不能不提德胜门城楼。明、清时期，每逢出兵打
仗，兵士们都要从德胜门出发，由此开赴作战前线，借
个“德胜”的口彩。现在，站到德胜门上，展现在眼前的则
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科技园区，社会前进的脚步搭上科技的翅
膀从此将不可阴遏。从城门望北还可以看到护城洒的垂柳碧
波和关厢景物，这里的自然风光和科技园区的相互彰映还真
有点不同一般!

美景需有美食相伴，才显得生活惬意。正巧，烤肉季、竹园
宾馆、历家菜等名吃，就是在什刹海畔。

什刹海导游图篇五

俗话说“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又被称为“后海”的
北京什刹海历来是老北京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因其环境优
美，且民俗风韵十足，两百余年来吸引了众多的官宦、名家
甚至方外之人来此或修府第，或建庙宇，更为什刹海增添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

现而今，北京的都市味越来越浓了，能看到老北京旧时民风
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可就在这什刹海，依然能够听到秋日
里清脆的虫鸣，依然能能看见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群的缩影，
依然能够咀嚼京味文化旅游节就要在这里开幕了。“游什刹
海，看老北京”，品茗、荡舟、游王府、逛胡同，更有那纯
正的京腔京韵，使什刹海大放异彩。

醇亲王府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岸，府邸分为正院、住院、花



园及马圈四部分。另外在府后建有醇贤亲祠堂一所，占地共
约八十余亩。特别是府内的西花园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国
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故居就建在醇亲王府的西花园，她在
这里工作、生活了20_年，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园林留下了许多
痕迹，增添了不少亮色。

康熙年间，明珠的府邸花园正是坐落于此。园中假山、竹林、
小桥错落有致，南楼前临水有“明开夜合”树七株，其中两
株二百余年前的古木，据说是明珠长子纳兰性德亲手所植。
年轻的纳兰性德常常邀集北京的文人名士相聚于此吟诗填词，
今日立身树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眼前仿佛人影依稀，耳
畔边似回响着当年的唱吟之声，“阶前双叶合，枝叶敷华
荣”。后来明珠获罪，这府花园又被和坤所占，嘉庆即位后，
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被赐予成亲王，并特许成亲王引后海
水入园。现在我们看到的“恩波亭”就是成亲王时修建的，
平安石上“岁岁平安”四字便出自成亲王之手。光绪年间，
这座府邸又赐给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其在成亲王府的
基础上添改修缮，建成醇亲王府。

今天，醇亲王府已经成为什刹海边的一道风景线，众多的游
人慕名前来，只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古迹的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