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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导游词(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篇一

你好!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从全
国范围来看，陕西的博物馆无疑是一流的。陕西特殊的历史
地位决定了陕西的博物馆在品牌效应、馆藏文物、博物馆类
型等方面排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前面。陕西的旅游以文物古迹
为依托，世界八大奇迹的地位使秦俑博物馆世界闻名。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中国的书法艺术宝库，陕西历史博物馆是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遗愿，从1983年开始筹建的，是中国第一
座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各有特
色，史前文明、书法艺术、汉唐文化等中华民族不同时期和
不同领域的顶级瑰宝，都能在陕西的博物馆中领略。

在西安市的陕西省博物馆内，于北宋(1090年)为保存唐石经
而兴建的。现有6个陈列室，7个游廊，1个碑亭，收藏着汉、
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碑石共2300余件，是我国
历史上保存碑石最早的地方，也是我国现今最大的石质书库。
由于碑石如林，故称“碑林”。

碑亭里存放着由4块石板合成的呈方形的一道石碑，碑身刻写着
《石台孝经》的经文，其主要内容是讲“孝”、“梯”，是
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对孔子提出的问题予以回答之辞。此
碑上有浮雕石纹，下有线刻纹饰，刻于唐天宝四年(745年)，



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释作序、并以隶书所写的。

碑亭后面为第一陈列室，陈列着唐石经共114方两面刻文的石
碑，计65万余字，因刻于唐开成二年(837年)所以也就称为
《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
《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
《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古代儒
家学说经典著作。

第二陈列室至第六陈列室，置放着汉至清各代书法名家的精
品之作。篆书、隶书、真书、草书，无论从章法，结构，乃
至点划，都充分显示出各名家独特的艺术风采。其功底可谓
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笔笔见功效。尤以李斯、李阳冰、欧
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智
永、李隆基、以及米芾、蔡京、赵佶、苏轼、董其昌、林则
徐等人的作品更为引人注目。

西安碑林所收藏的珍贵碑石，不仅是作为文化艺术欣赏以及
学习书法的模本，更重要的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哲学、宗教等方面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篇二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小寨东路，大
雁塔的西北侧。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导
游词范文，希望可以让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是一组雄伟壮
观的仿唐建筑群，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
它汇集了陕西文化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鉴于
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共投资1.44亿元人民币，兴



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6月建成开放。

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别具特色。它将中国古典宫殿建筑和
庭院建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色彩协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建筑风格，同时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博物馆珍藏了陕西出土的文物精品11.3万件(组)展室面积
达1100平方米，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宋元明清七大部分，形象系统地展现出自115万年以前至公
元1840年的陕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1个朝代在陕
西建都，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
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陕西古代史是中国历史
的浓缩。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造型继承唐代博大雄浑、典雅凝重的风
格，借鉴我国传统宫殿“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
隅崇楼”的布局形式，同时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把我国盛唐
时期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既保持了古老风貌，又有现代化的特点。屋顶采用唐代盛行
的灰绿色琉璃瓦，显得华贵庄重，古朴大方，墙面材料为仿
石棉砖，门窗则采用大块茶色玻璃和铝合金框架，馆内配备
可控制温湿度的全封闭中央空调系统，多功能的照明系统，
自动防火防盗系统，计算机控制管理系统;设有文物保护科技
中心，具有先进的化验、测试技术和文物保护修复手段。为
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建有电脑控制并拥有30万册藏书的图书
馆和6国语言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报告厅。此外，还有设施完
善的文物库、资料室、购物中心等。

珍藏：馆内珍藏了陕西出土文物精品37万件，游客可欣赏到
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
清自115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间的陕西历史文物。

结构：展室总面积达11000平方米，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
临时陈列三大部分，其中陕西古代史陈列、陕西青铜器珍品



展、陕西历代陶佣精华展和唐墓壁画真品展最具吸引力。

进入博物馆大厅，迎面巨幅照片向人们展现出奔腾咆哮的黄
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这是孕育诞生陕西历史文化的地
理环境。陕西的历史是黄土地文明的历史。昂首屹立在大厅
中央的巨狮是这种文明的标志。它造型雄伟，气势澎湃，石
刻之精美，气魄之弘大，堪称“东方第一狮”。这头石狮来
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中国古
代的狮子及狮子雕刻艺术由阿富汗传入，中亚的浪漫奇特与
东亚的深沉浑厚在这里如此完美地融合为一体，集中体现了
陕西历史文化的基调。近1500米的展线由基本陈列、专题陈
列和临时陈列三部分组成。位于博物馆中央上下两层的基本
陈列荟萃了陕西出土文物的精华，展出的3000余件稀世珍品
从陕西出土的几十万件文物中精选而来，许多珍贵文物在这
里首次公诸于世，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宋元明清七大部分，形象系统地展现出自115万年前至公
元1840年的陕西古代历史，并使人们了解陕西一些重要考古
遗址的基本面貌。

汉·四神瓦当(朱雀)直径15.8厘米，边轮宽2厘米，陕西汉长
安城遗址出土。朱雀口卸宝珠，昂首翘尾，更显得威严势猛，
神圣异常。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位于陕西西安的一座国家级综合性历史
类大型博物馆。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它
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陕西历
史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
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
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
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
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
宝库”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则是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



文明的艺术殿堂。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类博物馆。位于中国陕西
省西安市雁塔区的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是中国第
一座拥有现代化的设施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是“4a”级旅游
景点。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馆舍由一组
“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仿唐风格建筑群组成。馆舍布局呈
“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结构特点。
把唐代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融中国古代
宫殿与庭院建筑风格于一体。馆区占地65,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55,600平方米。文物库区面积8000平方米，展厅面
积11000平方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370,000余件，上起远古人类初始阶
段使用的简单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
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周、秦、汉、
唐等。

王朝曾在陕西西安附近建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
文化积淀，文物数量多、种类全，品位高、价值广，其中有
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以及汉、唐金
银器，唐墓壁画。堪称陕西悠久历史和文化的象征。陕西历
史博物馆被誉为“华夏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

三秦大地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
要地区之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
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
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
宝库”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则是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
文明的艺术殿堂。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历史类博物馆，位于中国陕西



省西安市雁塔区的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是中国第
一座拥有现代化的设施的大型国家级博物馆。是“4a”级旅游
景点。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
风采，馆舍由一组“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仿唐风格建筑
群组成。馆舍布局呈“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
崇楼”的结构特点。把唐代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
相结合，融中国古代宫殿与庭院建筑风格于一体。馆区占
地6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600平方米。文物库区面
积8000平方米，展厅面积11000平方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篇三

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大雁
塔西北侧)，是首批中国“aaaa”级旅游景点，中国第一座大型
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下面是一篇关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
游词,欢迎阅读!

各位游客:

今天我们大家参观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在1991
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
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占地面积有7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56000平方米,用以展览的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现有收
藏品37万件.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由国家计
委和陕西省级政府共同投资1.44亿元人民币,所修建的一座艺
术殿堂。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
《临时展览》等三大部分组成。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陈列，
它为《陕西古代史》，系统地向我们大家展现了陕西自蓝田



猿人至中英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
盛世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序言大厅，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序言不
是文字，而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
高原，它既是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
史文化孕育、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在这两幅照片
的背后，还陈列着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墓的巨照，
标志陕西古代文明、中华古代文明的开端。这些用照片构成
的无言之序，通过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绵延久远，以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
在厅中央我们看到的这尊巨狮,是来自于女皇武则天母亲杨氏
的顺陵之前,它呢高大雄伟,勘称为东方第一狮.在古代的时候,
狮子与狮子的雕刻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因此呀,这尊狮子
它不仅是陕西历史文化反映,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
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
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首先大家
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
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
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在距今约20万年左
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2019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
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
制石器。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类文化
遗存由于是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名。
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叫“彩陶
文化”。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母
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人类就进入了父系
社会时期。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化。这



类文化由于是在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龙山镇，
因此得名。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化也被称为
“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历史进
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
先。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根问祖，认
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了三位杰出
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
朝。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夏王朝的
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不同的发
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
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
青灰而得名。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
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
征。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
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
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鼎，
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
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
形容它。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
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
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青铜器上的纹饰
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
很难看懂。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
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



周走向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但周王朝实际上
已名存实亡了。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
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公元
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荡
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
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
币——秦半两。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货
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方孔圆形的半
两钱便应运而生。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
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这种精神为以
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

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
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了人们的反抗。陈胜、吴广领导
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随后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
朝的统治。公元前22019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
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
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
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中国懂得
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汉王朝成了当时
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
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

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绸之路”示意图。它中国最古老的一
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它为东西
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
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张骞是
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经
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



风俗民情。沟通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因此史书上把张骞
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先后
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
中国境内4000多公里。“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
经济贸易十分活跃。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
化开创了新纪元。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
人，所以把这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道路，
我国的丝绸不断输出。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
价。因此，丝绸又被称为“软黄金”。从此，西域的葡萄、
苜蓿、石榴了、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
猴桃等物产传入我国。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
也传入西域。“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
通了亚欧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从此，世界上
就有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
大,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据同出的“银镂玉
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在杨
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这些
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大多数做
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拿这批汉兵马
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
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
气十足，愉悦欢畅。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
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
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
了变化。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
少。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汉王朝也正是
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
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
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汉初“天子不能俱纯



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
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而一般将相的
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
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
发展。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从
公元220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时369
年。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陕
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
建立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公元
62019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
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文化的
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
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时，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娱
乐活动。打马球便是其中的娱乐项目之一。现在就请大家看
这幅《打马球图》。这是从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马球，也
叫波罗球，球似拳头大小，朱红色，皮革制成，是由波斯，
即今天的伊朗传入我国的。这幅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唐
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面。画面上有骑马人物二十多个，他们
足蹬黑靴，身穿窄袖长袍。前五个手拉缰绳，右手持月芽形
球杖，有的驱马抡球，有的反身击球，姿态矫健，得心应手。
其它骑手也姿态各异。场面生动，围绕着滚动的小球展开了
激烈的争夺。画家巧妙的抓住了马球运动的瞬间场面，使比
赛的紧张气氛溢于画外。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
都爱打马球。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
成为马球健将。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猪年间,吐蕃派使者迎
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
较量。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
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终于以精湛



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
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
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近几
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
富真实感和立体感。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
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
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
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画面上的前面
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
数民族的使臣。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
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
待外国使臣的场面。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
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
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
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
个矮，都会被重用。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
风貌。

隋唐两代都把长安作为其都城。隋时称为大兴城，唐时称为
长安城。规模宏大的都城长安可以说是那个伟大时代的明亮
窗口。透过它，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各个方面。隋
大兴城是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营建的。唐长
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起来的。从这
幅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气势宏伟，
整齐划一。全城共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城内
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由十一条纵向的大街和十四条横向的
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108个小区域，称为坊。正如唐朝
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所写：“百千家似为棋局，十二街如种
菜畦”。这种布局对以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
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规划都城时所效仿。唐长安城
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模宏大。它总面积为84.1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一百万。其面积是汉代长安城的2.4倍，东罗马首都



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
它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
城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5米，而横贯皇城自承天门至长乐
门之间的横街竟宽达440米，这也是中外所有都城中绝无仅有
的。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到了唐代，充满了开拓进取精神。因
此对长安城的修筑不仅仅只着眼于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有着
积极的精神追求。唐王朝也正是以其宏大的气魄和泱泱大国
的气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人们来到长
安。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数约5万人。同
时长安吸收融汇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创造了博大精深、
辉煌璀灿、当时世界文化最高峰的唐文化。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它起源
于西汉武帝时期。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
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唐三彩是用黄、绿、赭.蓝等多种彩
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它的制作过程是把高岭土经
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制成形，经
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冷却后饰以
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西安是唐三
彩的故乡。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彩器皿。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慢地才发展
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世，主要有
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三彩中无论是生活用品或是房
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用写实的手
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
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烧制过程中
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呈现出一
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的装饰艺
术效果。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正如杜甫
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有限的釉色构成了丰富的艺
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元、明、清分别
建都南京和北京。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



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又由于周、秦、汉、唐的
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
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在这一时期也遗留下
来了许多文物，现在呢，我们大家自由参观一下，一会我们
在门口集合。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篇四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长安自古
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十三个封建王
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形成了陕西独特的
历史文化风貌。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精选5篇陕西历史博物
馆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它是目前我
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它占地约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
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
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
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
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
了这座艺术殿堂。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
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建筑的外
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
的风貌。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
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并创
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
览三大部分。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
陈列。为陕西古代史。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
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
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
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
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
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
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
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
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大家现在看到厅中
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
陵前。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
狮”。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因此，
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
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
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
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首先大家
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
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
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在距今约20万年左
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20xx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
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
制石器。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类文化
遗存由于是1920xx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
名。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



叫“彩陶文化”。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人类就进入
了父系社会时期。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
化。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0xx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
龙山镇，因此得名。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
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之后，
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
制时期”。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
华民族的祖先。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
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
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
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后来，大禹的儿子
启建立了夏朝。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
展与兴盛。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
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
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
青灰而得名。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
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
征。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
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
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鼎，
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
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
形容它。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
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
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青铜器上的纹饰
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



很难看懂。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
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在陕西境内迄
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
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
周走向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但周王朝实际上
已名存实亡了。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
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公元
前220xx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
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
币——秦半两。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货
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方孔圆形的半
两钱便应运而生。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
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这种精神为以
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古书
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
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
磨损。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
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
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
了人们的反抗。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随后
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20xx年，
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
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
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中国懂得
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汉王朝成了当时
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



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
绸之路”示意图。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
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
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张骞是我们陕西程人，他于公
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难，
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沟通了汉与西
域各国的关系。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为“凿
空”。公元前120xx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
“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公
里。“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活
跃。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元。
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条通
道也称为“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断输
出。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因此，丝绸又
被称为“软黄金”。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黄
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我
国。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域。“丝
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大陆，也
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从此，世界上就有了“东有长安，
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
大。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据同出的“银镂玉
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在杨
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这些
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大多数做
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拿这批汉兵马
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
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
气十足，愉悦欢畅。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
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
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



了变化。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
少。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汉王朝也正是
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
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
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汉初“天子不能俱纯
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
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而一般将相的
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
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
发展。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从
公元220xx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
时369年。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
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公元581年，北周大将
杨坚建立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20xx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
唐朝。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
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
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
都爱打马球。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
成为马球健将。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猪年间,吐蕃派使者迎
接金倡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较
量。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即
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终于以精湛的
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筑
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队
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近几年
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富
真实感和立体感。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的



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昌
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
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画面上的前面
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
数民族的使臣。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
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
待外国使臣的场面。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
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
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
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
个矮，都会被重用。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
风貌。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它起源
于西汉武帝时期。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
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它的制作过程是
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
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
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
彩器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
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
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三彩中无论是生活
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
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
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
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
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
的装饰艺术效果。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有限的釉色构成了



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元、明、清分别
建都南京和北京。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
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又由于周、秦、汉、唐的
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
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今天我要带大家参观的竖家级现代大型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位于小寨东路大雁塔西北1公里处，是一组雄伟壮观
的仿唐建筑群，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
它汇集了陕西文化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鉴于
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共投资1.44亿元人民币，兴
建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6月建成开放。 博物馆建筑
古朴典雅，别具特色。珍藏出土文物精品11.3万件，展室面
积达1100平方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陕西出土的历史文物，分史前、周、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大部分，形象地展现
出115万年以前至公元1840年陕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
有11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历时1000多年，是我国建都王朝最
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陕西古
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浓缩。

特点：陕西省博物馆融中国古代宫殿与庭院建筑风格于一体，
典雅凝重，古朴大方，布局协调，气势宏伟，体现了民族风
格和地方特色，馆内设有中央空调、多功能照明系统，采用
计算机管理系统和中央控制系统。设有现代化文物库房和具
备多种语言同声传译功能的报告厅。

镶金玉镯

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造型继承唐代博大雄浑、典雅凝重的风



格，借鉴我国传统宫殿“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
四隅 崇楼”的布局形式，同时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把我国盛
唐时期古 典建筑风格与现代博物馆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为一
体，既保持了 古老风貌，又有现代化的特点。屋顶采用唐代
盛行的灰绿色琉璃 瓦，显得华贵庄重，古朴大方，墙面材料
为仿石棉砖，门窗则采 用大块茶色玻璃和铝合金框架，馆内
配备可控制温湿度的全封闭 中央空调系统，多功能的照明系
统，自动防火防盗系统，计算机 控制管理系统;设有文物保
护科技中心，具有先进的化验、测试 技术和文物保护修复手
段。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建有电脑控制 并拥有30万册藏书
的图书馆和6国语言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报 告厅。此外，还
有设施完善的文物库、资料室、购物中心等。

珍藏：馆内珍藏了陕西出土文物精品37万件，游客可欣赏到
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
清自115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间的陕西历史文物。

结构：展室总面积达11000平方米，分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
临时陈列三大部分，其中陕西古代史陈列、陕西青铜器珍品
展、陕西历代陶佣精华展和唐墓壁画真品展最具吸引力。

进入博物馆大厅，迎面巨幅照片向人们展现出奔腾咆哮的黄
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这是孕育诞生陕西历史文化的地
理环 境。陕西的历史是黄土地文明的历史。昂首屹立在大厅
中央的巨 狮是这种文明的标志。它造型雄伟，气势澎湃，石
刻之精美，气 魄之弘大，堪称“东方第一狮”。这头石狮来
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 女皇帝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中国古
代的狮子及狮子雕刻艺术 由阿富汗传入，中亚的浪漫奇特与
东亚的深沉浑厚在这里如此完 美地融合为一体，集中体现了
陕西历史文化的基调。 近1500米的展线由基本陈列、专题陈
列和临时陈列三部分组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下陕西古代史
的第一部分是史前史，从距今约115万年至公元前21世
纪。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头骨化石是目前亚洲北部最
早的直立人。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有3个：一



是出现磨制石器;二是发明陶器;三是开始定居并出现了原始
农业。仰韶文化距今7000至5020xx年，处于仰韶文化社会的
半坡人生产力已大大提高。从半坡出土的陶埙，是我过迄今
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引起了国际音乐界极大兴趣。

这里是周朝，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0xx年，包括从公元
前21世纪在陕西形成的周族到周方国、西周王朝3个历史发展
阶段。这件是牛的肩胛骨，是用来占卜，事后在卜骨记录下
结果。这些占卜记录便是最早形成—甲骨文。西周是我国青
铜时代繁荣兴盛的顶峰。青铜器也是是奴婢社会的礼制，即
权力与等级的象征。这些是鼎，逝代的一种炊具，用来煮肉
类。铜鼎是由原始社会的陶鼎演变而来的。在夏、商、周三
代，铜鼎作为礼器，在奴婢主贵族举行祭祀、饮宴等活动时
使用。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所以，以后把取得天下叫“定鼎”。青铜器纹饰是研究青铜
器艺术的重要内容。青铜器纹饰有两大类：动物纹和几何纹。
二者均神秘怪诞，很难看懂。这是因为制作的本意是用这些
青铜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构思
的巧妙和成功。

大家看这些出土的大量的铁农具，是在秦朝农业为主出土的
物品，秦朝以农业为主，这说明铁器当时已经取代了青铜器
被广泛使用。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秦始皇继位后，
在20xx年先后吞并6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
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
了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促进我
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始皇兵马俑
发现的兵器、马俑铜车马，集中展示出秦王朝在军事、经济、
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构成中华民族主体
的汉族也在这时正式形成。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
际性大都市。它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汉代非常
重视农业，发达的农业也是汉代强盛的物质基础。汉代在冶



铁、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前代。这
是1957年在西安霸桥一座汉墓中出土的西汉纸。霸桥纸的发
现将我国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220xx年。汉代丝织品种繁
多，这些是从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丝绸残片，而求良马正是
汗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目标之一。

公元220xx年到公元581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
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是匈奴大夏政权在今陕北靖边
县建立的都城统万城的照片。统万城坚固无比，雄伟壮观，
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之一。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长安城面积
达84.1平方公里，是东古罗马拜占庭的7倍，阿拉伯首都巴格
达6倍，明代长安城的9.3倍。我国瓷器起源很早，这些是唐
三彩，是唐盛时的一种以黄、褐、绿3种颜色为主色釉的陶瓷
工艺品。三彩器流行的时间较短，烧制的区别较少，因此遗
物不多，非常珍贵。

这些是在陕西发现的元代文物。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
朝。1369年，明王朝攻占西安，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就
是从此得名的。宋代到清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这里陈
列的壶、罐、茶座、等器物工艺高超，造型古朴，使人留连
往返。

汉•四神瓦当(朱雀)直径15.8厘米，边轮宽2厘米，陕西汉长
安城遗址出土。朱雀口卸宝珠，昂首翘尾，更显得威严势猛，
神圣异常。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给大家一小时的活动时间在此参观，一个小时后我会在门口
等大家集合。

各位团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雄伟壮观、古朴典雅的仿
唐建筑群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了，它竖家级现代化的大型博
物馆，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汇集了陕



西文化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鉴于陕西在中国
历史上的地位，国家共投资1.44亿元人民币，兴建了这座博
物馆，于1991年建成开放。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张锦秋女士设计的，在
建筑造型上继承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借鉴我国传统宫殿“轴
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 四隅崇楼”的布局形式，同
时运用现代先进技术，把我国盛唐时期古典建筑风格与现代
博物馆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既保持了古老风貌，又
有现代化的特点。馆内珍藏了陕西出土的文物精品11.3万
件(组)，展室面积达11000平方米，分为陕西古代史陈列，专
题展览和临时展览三大部分。我们主要参观的是陕西古代史
陈列展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3000多件自115万年前到
公元1840年间的陕西历史文物珍品，按历史顺序分为：史前、
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部分。参观完
陕西古代史陈列这部分展览大约需要走1.5公里的路程，那么
现在请大家作好准备随我一起出发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序言大厅，墙上的巨幅照片展示的是
奔腾咆哮的黄河和广阔的黄土高原，这是陕西人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黄土高原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华夏文化，奔腾咆哮
的黄河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及不断进步的动力。
大家来看大厅中央的这头巨狮，它最早是立于中国第一位女
皇武则天母亲的顺陵前，是一个有庄严气度的走狮的形象，
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被成为“东方第一狮”，我国古代
石狮及狮子雕刻艺术是由阿富汗传入的，因此这座巨狮不但
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合壁的见
证。

了解完了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来让我们看看在陕西
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处于史前时
期，这一时期的跨度为距今约115万年至公元前21世纪。大家
现在看到的这些蓝田猿人的头骨化石复制品和发现的石器，
是1964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



部最早的直立人，所以陕西也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继
蓝田猿人之后，这块于1978年在我省发现的距今约20~18万年
的大荔人头骨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化石。
距今约8000~7020xx年的老官台文化是我省境内已知最早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里最著名的就是距今
约7000~5020xx年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因为最早在河南
仰韶发现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最著名的代表要属西安半坡遗
址了，这个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在物质发展
的同时，人们开始了精神的追求，这是半坡出土的陶埙，是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在半坡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
早期文字的萌芽。大家看到的这把石斧能充分反映出半坡人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初步掌握了一些
事物的规律性，能够利用简单的工具改造自然。到了距今
约5020xx年前，我们踏入了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属于新
石器晚期，这时的人类进入了父系公社时期，这个时期的陶
器以灰陶为主并取代了仰韶时期的彩陶。生活在距今约4700
多年前的杰出的父系氏族部落首领黄帝被视为我们中华民族
的祖先。父系社会里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奴隶社会的形成。

我们从原始社会进化到了奴隶社会，这个展厅展示的是陕西
古代历史的第二部分——周。这里介绍的周，包括从公元
前21世纪形成的周族到周方国和西周王朝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周族是龙山文化后期由生活在泾、渭河流域的若干部落融合
而成，以善于农耕而闻名，这里展出的炭化的高粱是在我省
长武县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高粱，这是陕西农业悠久历史的证
明。考古学家把周族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为先周文化。到了公
元前16世纪，周族为了躲避一些游牧部落的侵扰，迁移到了
扶风、歧山一带建立都城，设立官制，并得到了商王朝的承
认，被封为“方国”，其都城就是今天著名的周原。到了公
元前11世纪，商王朝灭亡，西周王朝取而代之。众所周知，
我国的商周时期被称为“青铜时代”，而周代是我国青铜时
代繁荣兴盛的顶峰。在陕西境内迄今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
仅这座博物馆中就收藏了20xx多件，在这里展出的不过是其



中很小一部分精品，包括有礼乐器，生产、生活用具，也有
实战兵器。青铜器在当时是礼器更是权利与等级的象征。大
家现在看到的狮胸虎足圆鼎，逝代的一种炊具，用来烹煮肉
类，就象现在的锅，但在夏商周三代，铜鼎不仅仅是炊具，
更大的意义是作为礼器，在奴隶主贵族祭祀、饮宴等活动中
才使用，而且只能用与主人身份级别相符的青铜礼器。在当
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这里展出的一套五鼎
四簋是属于卿大夫一级的，这些鼎造型庄重，纹饰精美，有
些还铸有文字。我国还流传下来了很多与鼎有关的成语，比
如说：一言九鼎、三足鼎立、楚王问鼎、鼎鼎大名、钟鸣鼎
池等等，足以看出古人对鼎的喜爱和推崇了。来看这件牛尊，
它通体作牛形，膘肥体壮，蹄腿柱立，造型别致，纹饰生动，
它显示了西周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这里还有西周时期使用
的贝币、玉器、车马器等，用以说明西周商品交换，制玉和
造车手工业及交通的发达。

西周末年，由于周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秦襄公因
为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在今陕西风翔县建立
雍城，秦人逐渐在陕西兴起。秦国的社会经济仍然以农业为
主，这里展出的大量铁农具可以证明。这件金釭是迄今发现
我国最早用于连接房屋木构架的金属建筑构件。再来看这个
墓的模型，是秦公一号大墓的模型，考古学家推测墓主可能
是秦景公。秦国经过几代的发展，不断强大起来，秦穆公成了
“春秋五霸”之一，再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
御宇内”用十年的时间灭了其它六国，结束了割据的局面，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他不仅统一了国土，还统
一了货币、文字、度量衡等。大家看到的这个圆形方孔钱就
是秦半两，这是秦统一后全国通行的货币，外圆内方的形状
使钱币不易磨损又能穿起来便于携带，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仿
照秦朝的式样，一直到清末沿袭了20xx多年。这件是两诏铜
椭量是秦二世胡亥时的量具，为什么要叫两诏呢?因为秦始皇
统一六国时已经规定了这样的量具，到胡亥即位又重新下诏
改了这样的量具标准，在它的内壁上镶嵌有两次诏书的内容，
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内容。



秦代末年，民不聊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在起义
中，又有一位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后来的汉高
祖——刘邦，他所建立的汉朝从公元前220xx年至公元220xx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而我们汉族也是这
时正式形成的。汉朝自建立后，经过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
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长安城也成为中
国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汉代除了大力发展农业和畜
牧业之外，在冶铁、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巧上都
超过了前代。大家请先来看这件国宝级的文物——皇后玉玺，
它是在距刘邦和吕后的长陵一公里处发现的，印文是“皇后
之玺”四个字，极可能是吕雉生前所用。这件茂陵出土的华
丽的竹节熏炉是汉武帝姐姐阳信长公主的陪葬品。现在大家
看到的雁鱼灯可称的上是我国最早的环保灯了，这件灯整体
呈鸿雁回首衔鱼形，灯盘圆形，一侧有直柄，可控制灯盘转
动，灯罩可左右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的亮度，灯点燃
后，烟尘通过雁颈导入盛满清水的雁腹，使烟尘得到了净化，
灯就不会冒黑烟了。再来看这些1957年在灞桥出土的西汉纸，
别看它是残片可又是一件国宝哟，它的年代不晚于公元
前120xx年，它的发现将我国的造纸时间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呢。大家都知道，汉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展出的
丝绸残片就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汉武帝当年开通“丝
绸之路”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西域良马，当找到“天马”后，
汉武帝下令铸造的“马蹄金”可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纪念
币”了。还有这些在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彩绘俑和在汉阳陵出
土的裸体陶俑，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比较一下汉代兵马俑和
秦代的兵马俑有什么不同。

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在经历了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到了公
元220xx年至公元581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
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我们可以从在歧山五丈原古战
场上发现的铁锅和这件据说是诸葛亮发明的铁蒺藜上依稀看
到古代战争的影子。南北朝时期的关中属于北朝，这一时期
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大夏等少数民族在陕西建立，这



一时期的陶俑、武士俑数量相当多，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
动荡及浓郁的军事气氛。从展厅中间的这几尊佛像可以看出
宗教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盛，因为人民在这期间饱受
战乱之苦，希望能在求神拜佛中得到解脱，长安也是西来佛
教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当然在大动荡中，也有民族
的大融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张《少数民族姓氏演化
表》上看看自己姓氏的族源，现在陕西许多汉姓实际都是由
少数民族姓氏演化来的。现在请大家来看这件多面体煤精组
印，这是个有意思的艺术珍品，这个印的主人的身份更奇特，
他叫独孤信，鲜卑族人，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的明帝(鲜
卑族)，隋文帝(汉族)和唐高祖的父亲李昞(汉族，唐高祖曾
尊他的父亲为世祖，元皇帝)，三个女婿分别是三个朝代的皇
帝，这样尊贵的老丈人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样的事
情也只能发生在那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年代。

天下分久必合，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
古代历史的黄金时代。唐代的鼎盛与繁荣我们不仅可以从唐
代疆域版图中看出来，还可以从各个文物来反映。展出的这
些瓷器说明唐代瓷器制造业非常发达，并远销国外，使中国
开始有“瓷器之国”的美誉。再来看这件鸳鸯莲瓣金碗，是
属于国宝级的文物，于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它
运用了多种工艺手段，反映了唐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这
件五马衔杯银壶也是一件文物珍品。这里展出的这么多的金
银制的日常生活用具，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生活的富庶和国
家的富强。这些铜钱是“开元通宝”，它不仅在流通中起货
币作用，还可以做为重量和长度的单位，一个开元通宝重一
钱，十个就是一两，十个开元通宝排成一排是唐代的一小尺，
十二个排起来就是一大尺，“开元通宝”四个字出自欧阳询
之手，有些人把这几个字念做“开通元宝”，元宝这个词也
是由这里得来的。由于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生活丰富，对外
交流频繁，因此隋唐时期的服饰色彩斑斓，样式众多。这一
组三彩女俑的衣着非常开放，是受到胡服的影响，当时长安
城的妇女以穿胡服为时尚，这体现了大唐王朝的开放性和世
界性。唐代的音乐舞蹈和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从



这件三彩驼载乐舞俑和打马球图中看出。打马球是当时最时
髦的体育活动，相传杨贵妃与唐玄宗都是打马球的高手，这
幅壁画出土于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有二十多米长。这幅《客
使图》反映的是其他国家的使者出使唐朝的情况，可见唐朝
的对外交流也是十分广泛的。这是兽首玛瑙杯，是利用玛瑙
的天然纹理加工，呈牛角状，一端雕以牛头，牛头上又雕出
两只羚羊角，牛嘴部镶以金帽，取下金帽后，杯中的液体就
可以流出，这件文物从造型和工艺上都具有典型的中亚风格。

安史之乱后唐代逐步走向衰败，到朱温胁迫唐昭宗到洛阳，
整个中国的重心东移，从宋代以后陕西失去了京都的地位但
仍然是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最后这
个展室系统地展出了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的文物精品。
这是宋代铜质的象棋子，数量和名称与我们现在的象棋完全
相同。从我省甘泉县出土的宋代秧歌画像砖说明，在宋代就
有了扭秧歌这样的活动。这件交钞铜版是金代用来印刷纸币
的，使用纸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元代在陕西设
立中书省，陕西就是由这是开始称省的。大家来看这件铁板
幻方，是1957年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发现的，上面铸着36个阿
拉伯数字，这36个数字排列成方阵，横、竖、对角的6个数字
之和是111，古人认为奇妙莫测，所以称幻方，压在房子的地
基下，作为辟邪、防灾的物品，这件文物是我国数学上应用
阿拉伯数字最早的实物资料。公元1369年，明朝攻占陕西，
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这是西安得名的开始。这件万历九年的
鱼鳞册，是明代的一份土地丈量记录，这是目前见到的年代
最早的鱼鳞册实物。想必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科举制度，可有
谁见过真的科举试卷呢?来看这件光绪年间陕西的一份乡试题，
清朝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有特殊情况有额外开恩加试的，
叫“恩科”，这份试题上有恩科的字样，是为了庆祝光绪皇
帝登基大典而举行的加试。大家再来看这些宋代至明代的陶
俑，它们的服饰造型各异，具有各个不同时代的特征。而这
边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俑群，是明代秦王朱樉的陪葬品，这个
俑群的发现填补了明代陶俑艺术的空白。我们中国以瓷器闻
名，宋代至清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八大窑也是这时形



成的，我们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宋代最为
兴盛，这件青釉提梁倒流壶是北宋耀州瓷的代表，它的盖子
是象征性的，不能打开，提梁为一凤凰，壶嘴上是一对母子
狮，壶的四周雕刻的是牡丹花，壶底中心有一孔，灌水时将
壶倒持，当水从壶嘴流出时表示水已灌满，再翻过来后壶嘴
可正常出水而壶底不漏，它是利用连通器内液面等高的物理
原理制成的，而这个壶的装饰上采用了百鸟之王、百兽之王
和百花之王的图案也说明它的等级和档次之高。

我们走出展厅的这扇门，就从古代又回到了现代，我们也结
束了陕西古代史的参观，谢谢大家。

被誉为“古都明珠，中原宝库”的陕西汗青博物馆是展示陕
西汗青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跟着旅游业的成长，
到陕西汗青博物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下面是我爱导游词小
编为各人清算的陕西汗青博物馆导游词，接待参考!

陕西汗青博物馆是位于陕西西安市内的一座国度级综合性汗
青类大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拥有当代化的办法的大型国
度级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中原宝库”的陕西汗青博
物馆是展示陕西汗青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

陕西汗青博物馆建成后，齐集珍藏陕西地域出土的贵重文
物37万余件。大多为汉唐文物，对付看惯了明清文物的喜爱
者来说，是一大特色。 较量典范的藏品有以下八大类：青铜
器、唐代墓葬壁画、历代陶俑、历代陶瓷器、历代建材、汉
唐铜镜、金银玉器、历代钱币。

西安自古帝王都，汗青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
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很是富厚。形成了陕西奇异
的汗青文化风采。陕西汗青博物馆建成后，齐集珍藏陕西地
域出土的贵重文物37万余件五祀卫鼎。较量典范的藏品有以
下八大类：



青铜器

已登录注册的有3900多件。藏品期间上起商周，下止秦汉。
种类有礼器、乐器、武器、车马器、糊口用品和出产器材。
个中最为典范的商周青铜器，很多器物(如多友鼎、师献鼎
等)上铸有史料代价很高的铭文。造型较为典范的有先周凤柱
受、西周牛尊、它较、战国鸟盖部壶和汉彩绘雁鱼灯等。

唐代墓葬壁画

400多幅，画面面积1000多平方米。是1952年至年先后从陕西
关中地域25座唐墓里揭取的。墓主均系唐代三品以上的皇亲
国戚和朝廷重臣。画面内容有四神、仪卫、构筑、打猎、糊
口及唐与四邻的友爱交往等。是反应唐代社会的重要形象资
料。

历代陶俑

已注册的有20xx多件。藏品期间包罗秦、汉、北朝、隋、唐
和宋、元、明、清。质地有陶、彩绘陶、釉陶和三彩。艺术
形象有文武官员、甲士侍卫、男仆女婢、西域胡人，以及天
王、镇墓兽和马、骆驼等各类动物。

历代陶瓷器

已注册的有5000多件。有史前仰韶文化彩陶、西周原始青瓷、
汉代釉陶、唐三彩、古玻璃、琉璃、唐秘色瓷和宋耀窑青瓷
等。器物种类包罗糊口用品、文具和殉葬明器等。

历代建材

已注册的有1000多件。藏品期间上起两周秦汉，下至唐宋明
清。器物种类有陶制的瓦、瓦当、砖、昭尾、水道和石刻建
材，以及金属构筑构件。



竹节熏炉汉唐铜镜

已注册的有800多件。造形多样，图案精细。有些还铸刻着吉
利语句。

金银玉器

包罗湮金望银的铜器。已注册的有20xx多件。个中如西周玉
制礼器、春秋秦公大墓出土的金啄木鸟、西汉皇后玉婆、攀
金银竹节铜熏炉和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塞金兽
首玛瑙杯、八棱乐位金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赤金走龙
等，均属全球有数的佳构。

历代钱币

已注册的有10000多件。未整理造册(即不包罗在总藏品数之
内)的另有50000多枚和近7000公斤。种类繁多，有西周贝币、
战国刀币、秦半两、西汉金、王五株、王莽时的各类钱币、
唐金银币以及罕有的古代外币。

除上述八大类外，尚有书画、版本、经卷、织物、骨器、木
器、漆器、铁器、石器、印章、封泥，以及近当代文物和习
惯民族文物。

陕西汗青博物馆位于西安大雁塔的西北侧，筹建于1983
年，1991 年6月20日竣工开放，是它的建成符号着中国博物
馆奇迹迈入了新的成长里程。这座馆舍为"中央殿堂、四隅崇
楼"的唐风构筑群，主次有条不紊，坎坷犬牙交织，气魄雄浑
庄重，融民族传统、处所特色和期间精力于一体。

馆区占地 65000平方米。构筑面积55600平方米，文物库区面
积8000平方米，展厅面积11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多达
370000余件，上起远昔人类初始阶段行使的简朴石器，下
至1840年前社会糊口中的种种器物，时刻跨度长达一百多万



年。文物不只数目多、种类全，并且品位高、代价广，个中
的商周青铜器尽善尽美，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
步世界，唐墓壁画全球无双。可谓琳琅满目、佳构群集。

陕西汗青博物馆展厅面积11600多平方米，展出文物佳构2700
多件，展线总长2300米。展厅跨度大，层位高，视野辽阔，
照明装备机动多用。整个陈列分为序言厅、根基陈列、专题
展览、姑且展览和已开发为国际画廊的中央大厅等几个部门。
馆内设有当代化文物库房、文物掩护科技中心、图书馆、具
备多种说话同声传译成果的陈诉厅。

博物馆序言厅位于中央大殿前端，陈列一尊庞大的千年石
狮(唐代顺陵石狮复成品)，衬以奔驰的黄河和黄土高原巨幅
照片，引导观众去明确由黄土、黄河孕育出的迂腐文明。

陕西古代文明以汗青历程为线索，选取各期间的典范文物举
办组合陈列，来展现陕西地域古代社会文明成长状况。该陈
列展出头积5051平方米，展线长1247米，在中央大厅，分上
下两层，共三个展室，分为七个部门(史前;周;秦;汉;魏、晋、
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
级历史博物馆。位于小寨东路大雁塔西北1公里处，是一组雄
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建筑的外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
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的风貌。布局上借鉴了中国
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
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并创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
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占地
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它汇集了陕西文化
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
别具特色。珍藏出土文物精品11.3万件，展室面积达1100平
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
理生前遗愿建造的，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
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建筑的外



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
的风貌。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
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并创
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
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
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展示陕西出土的历史
文物，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
大部分，形象地展现出115万年以前至公元1840年陕西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1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历时1000多年，
是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
角度来说，陕西古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浓缩。

陕西历史博物馆导游词篇五

这座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它是目前我
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它占地约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为11000
平方米，馆内现有收藏品37万件。这座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
总理生前遗愿建造的。那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来陕西视察
时，有感于陕西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和已有博物馆小
而简陋的状况，提出应该在陕西建一座新的博物馆的指示。
后来由国家计委和陕西省政府共同投资1.44亿人民币，建成
了这座艺术殿堂。这座博物馆的设计是由中国建筑学界的泰
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张锦秋女士担任的。建筑的外
观为仿唐风格，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了一个辉煌时代
的风貌。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
中央殿堂，四隅重楼”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古朴凝重。并创
造出一种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氛围，象征着中国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可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
览三大部分。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基本陈列，也就是常设
陈列。为陕西古代史。系统的展现了陕西自蓝田猿人至鸦片
战争的发展过程，突出了周、秦、汉、唐等封建社会的盛世
和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序言大厅。这里的序言不是文字，而是三
副巨型照片：奔腾咆哮的黄河和绵亘无垠的黄土高原，既有
古代陕西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陕西历史文化孕育、
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两幅照片的背后，陈列着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墓的巨照，标志着陕西古代
文明、中华文明的开端。这些用照片构成的无言之序，通过
宽广浑厚的场面，象征着陕西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绵延久
远，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文传统精神。大家现在看到厅中
央的这尊巨狮，它原来位于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
陵前。我们可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
狮”。中国古代狮子及石狮的艺术是从阿富汗传入的。因此，
这座石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
的产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个段落是史前史，时间范围是距今约115万
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这一时期的每一段落都有重大发现，
文化高峰迭起年、并首尾相连，在全国突出地位。首先大家
所看到的就是蓝田猿人的头像。她是1964年在蓝田县公王岭
发现的，是一位年纪约30多岁的女性。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
年，是迄今所知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在距今约20万年左
右人类就已经发展到了智人阶段。陕西地区的大荔人便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在距今约8020xx年左右，人类就已经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存。新旧石器时代区别主要有三个重要标志：一是
学会了制造陶器;二已经定居并有了原始农业;三是出现了磨
制石器。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类文化
遗存由于是1920xx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因此得
名。又因为在这类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彩陶，所以



叫“彩陶文化”。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阶段。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男子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人类就进入
了父系社会时期。龙山文化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典型文
化。这类文化由于是在1920xx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的
龙山镇，因此得名。又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灰陶，因此龙山文
化也被称为“灰陶文化”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之后，
我国历史进入了传说时代，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军事民主
制时期”。黄帝就是这个时期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被尊为中
华民族的祖先。每年清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来到黄帝陵寻
根问祖，认同中华文化，爱国之情在这里升华，从而产生一
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黄帝之后，人类历史上又出现
了三位杰出的领袖，他们是尧、舜、禹。后来，大禹的儿子
启建立了夏朝。于此，中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时期。
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南，陕西境内主要是周族的发生、发
展与兴盛。周族实际上经历了周民族、周方国、西周王朝三
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文物叫做“鼎”，它是奴隶制王朝鼎
盛时期西周的一个青铜器。青铜是指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
青灰而得名。而鼎呢，它本来是一种炊具，即煮肉的锅，后
来随着礼乐制度的强化，鼎也逐渐成为一种权利和等级的象
征。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
以后就把取得天下叫做“定鼎”。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楚庄
王就曾遣使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轻重，以后“问鼎”就成为
企图篡夺政权的代名词。我们现在所说的成语“逐鹿中原”，
“鹿死谁手”，“孰人敢来问鼎”等都与这件文物有关。鼎，
一般可分为圆顶和方顶。圆顶一般为鼓腹，双耳，三足，整
个造型给人以稳定、威武的感觉。所以，人们用狮胸虎足来
形容它。而成语中的“大名鼎鼎”，“三足鼎立”，则是从
另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造型特征。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研究青铜
艺术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青铜器上的纹饰
可分为两大类，即：动物纹和几何纹。总的特点是神秘怪诞，



很难看懂。这是因为作器者本意是为了用它祭祀天、地、鬼
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他构思成功。在陕西境内迄
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3000余件。就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而
言实属罕见。

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公元前771年犬戎族入侵，使西
周走向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但周王朝实际上
已名存实亡了。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战国七雄”：齐、
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战争持续了200多年。公元
前220xx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王嬴政“扫六合而
荡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车轨和度量衡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货币就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的通行货
币——秦半两。上面的这些货币就是统一前六国的货币。货
币的不统一大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方孔圆形的半
两钱便应运而生。古人讲“天园地方”，并且是天包地，所
以秦半两就意味着“圆以象天，方以则地”。这种精神为以
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一直保持到清末。古书
上也因此把钱称为“孔方兄”。秦半两的制作很科学，中间
有小孔，可用绳子穿起来便于携带;外围为圆形，则不易产生
磨损。中国古代有三大货币，除秦代的货币秦半两外，还有
汉代的五铢钱和唐代的通宝钱。秦始皇号称“千古一帝”，
但同时他也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暴君，残暴的统治终于激起
了人们的反抗。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了。随后
四年的“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20xx年，
汉高祖刘邦登基，汉王朝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汉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朝代，它的各项发展对中国历史
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
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形成。中国懂得
方块字也是从这一时期起被称为“汉字”。汉王朝成了当时
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还



把“汉”作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代称。现在请大家看这副“丝
绸之路”示意图。它中国最古老的一条贸易通道，也是横贯
欧亚大陆的一条贸易通道。它为东西文化交流、通商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沟通欧亚大陆的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由
西汉武帝时期的张骞开通的。张骞是我们陕西城固人，他于
公元前138年应政府招募出使西域。经历了十年时间和种种磨
难，熟悉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民情。沟通了汉
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因此史书上把张骞的这次出使、也称
为“凿空”。公元前120xx年，汉武帝又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
使西域。“丝绸之路”全长7000多公里，在中国境内4000多
公里。“丝绸之路”开通后，商队往来不断，经济贸易十分
活跃。促进了农业和科学技术交流，为中西文化开创了新纪
元。由于这条路最先主要过往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所以把这
条通道也称为“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道路，我国的丝绸不
断输出。在当时的罗马，中国的丝绸与黄金等价。因此，丝
绸又被称为“软黄金”。从此，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了、
黄瓜、蚕豆、核桃、芝麻、菠菜、黑米、猕猴桃等物产传入
我国。我国的种茶、凿井、冶炼等生产技术也传入西
域。“丝绸之路”就好像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亚欧
大陆，也使世界上出现了两颗明珠。从此，世界上就有
了“东有长安，西有罗马”之说。

汉王朝不仅有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军事力量也非常强
大。1965年，从咸阳杨家湾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兵马俑。
这座汉墓属于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据同出的“银镂玉
衣”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初名将周勃或其子周亚夫。在杨
家湾出土的俑群中，有骑兵俑583件，各种人俑1965件。这些
汉兵马俑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大多数做
武士打扮，个别做跳舞、奏乐、指挥等姿势。拿这批汉兵马
俑与秦兵马俑相比较，秦俑虎背熊腰，是赳赳武士的形象，
时刻准备着出发去打仗。汉俑仅有秦俑的三分之一大，但灵
气十足，愉悦欢畅。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国富民强、和
平安定和人民的悠然自乐。在秦俑里，我们从外形看不出有
指挥官，但在汉俑里则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军阵形式也发生



了变化。秦兵马俑以步兵为前锋，战车为突击力量，骑兵甚
少。而汉兵马俑中骑兵所占的比例却大的多。汉王朝也正是
凭借着这支强大的骑兵才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游牧民族——匈
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农业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胜游牧民
族。

经过四年的楚汉相争，国力大大削弱。汉初“天子不能俱纯
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在汉朝初年马匹很少，
以至于找不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皇帝拉辇。而一般将相的
车辆只能用牛羊拉了。但是汉王朝励精图治，养马业得到了
高度发展，使汉代骑兵的马源充足，所以汉代骑兵业得到了
发展。杨家湾的汉三千彩绘兵马俑就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汉朝灭亡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从
公元220xx年北魏建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统一结束，历
时369年。这一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
和陕西历史上依次伟大的大融合时期。公元581年，北周大将
杨坚建立了隋朝。隋炀帝杨广也是历史上以为有名的暴君。
公元620xx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夺取了政权，建立了
唐朝。隋唐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
文化的黄金时代，现代的海外华人自称“唐人”，他们居住
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代对后世子孙产生的影响。

在唐朝的时候，上至宫延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甚至连妇女
都爱打马球。尤其是许多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甚至
成为马球健将。据史料记载:唐中宗景猪年间,吐蕃派使者迎
接金城公主,提出要与汉人比赛马球,经中宗同意后,双方展开
较量。第一回合以汉人失败而告终。这时一旁观看的临淄王,
即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亲自率领球队进行比赛。终于以精湛
的球技转败为胜,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唐代的皇宫禁苑大多
筑有马球场,有的贵族官僚还有自己的马球场.唐代以后,马球
队运动就开始流行全国,直到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衰败。近几
年来,在西安东郊也开展过。这幅画的表现技法相当讲究，极
富真实感和立体感。可见这幅马球图达到的不止是惟妙惟肖



的境界，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大唐时期国泰民安、繁荣
昌盛的社会情况，再现了大唐雄风。

唐王朝的外交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
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另一幅壁画《迎宾图》。画面上的前面
几个人是热情的朝廷官员，后面三个人是外国和我国古代少
数民族的使臣。经考证，三人中第一个是印度人，第二个是
朝鲜人，第三个是突厥人。这幅画形象的再现了唐代官员接
待外国使臣的场面。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交活动以及同外
国和我国少数民族友好往来的实况。大家请注意看，在这幅
画面的下角有一位个子比较矮的唐代朝廷官员，这就反映了
唐代对人才是非常渴求的。只要你有才能，不管长得个高或
个矮，都会被重用。反映了唐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
风貌。

唐代的手工业也是非常发达，唐三彩便是其中之一。它起源
于西汉武帝时期。唐三彩并不专指三种颜色而是指多彩，因
在唐代风行一时而得名。唐三彩是用黄、绿、赭。

蓝等多种彩釉组合装饰成的一种铅铀陶器。它的制作过程是
把高岭土经过挑选、冲打、淘洗、沉淀、冶炼等工艺后，捏
制成形，经修饰晒干后放入窑内。经过1000度左右烧制，待
冷却后饰以配制好的彩色釉料，再入窑中烧至900度后完成。
西安是唐三彩的故乡。在西安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不少唐三
彩器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三彩首先是一种冥器，慢
慢地才发展成为一种日用品和工艺品。唐三彩之所以闻名于
世，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造型取胜。三彩中无论是生活
用品或是房屋庭院乃至人物动物造型，都塑造的非常精美，
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达到了令人
赞叹不已的程度;二是以色彩赢人。三彩釉色虽简单，但它经
烧制过程中不同色彩的釉斑向下流动，互相浸润后自然漫延，
呈现出一种千变万化，班驳淋漓，彼此交融，没有明显界限
的装饰艺术效果。优美、流畅，具有一种和谐的古朴之美。
正如杜甫名句所言“动人春色不在多”。有限的釉色构成了



丰富的艺术语汇，使唐三彩成了世界闻名的古代工艺品。

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皇袍加身定都开封。元、明、清分别
建都南京和北京。陕西从此失去了京都地位，但仍然是封建
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又由于周、秦、汉、唐的
灿烂文化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所以这一时期陕西的经济文
化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和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