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 沈阳植物园导游词
介绍(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篇一

欢迎大家来到沈阳植物园!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
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俗语说“无古不成今”。沈阳植物园地区亦有许多历史人文
史迹可寻。据历史资料记载，沈阳植物园周围的“旧
站”、“高坎”、“上马”(史称“上马家湾子”)、“中
马”(中马家湾子)、“下马”(下马家湾子)、“烟台”(史
称“烟台尼鲁”)、“七间房”、“中水泉”等都是清初已有
的古老村落。

其中，旧站、高坎、七间房、烟台从前曾有“祥云
寺”、“龙泉寺”、“青云寺”和“关帝庙”等古刹(今俱不
存)。而旧站的年代要比其它村寨的年分还要早出多年。沈阳
植物园南门之前的大道—沈抚公路(北线)还是一条千年古道，
清代称其“大御路”，当年，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
帝及道光皇帝等多次途径此路，往返于盛京(沈阳)、兴京(新
宾)祭祀祖陵。

谒陵队伍往返时要在烟台村设立“尖营”，以供皇帝进
食“午膳”。届时，盛京五品以上官员要在烟台村聚集，跪
迎皇帝入都，贯穿园内的沈抚铁路原名“奉海铁路”，
是1925年由东北人民自力更生所建。此前，东北地区铁路都
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修。奉海铁路是东北近百年史的重要历史
遗迹，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教材;1958年



毛泽东主席去抚顺途中至旧站(高坎公社所在地)视察，翌年
在此筹建植物园，两者可谓历史巧合。

沈阳植物园建园四十多年来，经历届领导和干部、职工辛勤
开拓建设，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已将其建设
成为一座规划合理、布局得体、造园讲究、内涵丰富、园容
整洁、服务优良，深受广大游人喜爱的新型植物园。

沈阳植物园整体布局以沈抚铁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南半部
为植物专类园、翠湖与攀岩游览区、静潭与菱角沟游艺桥区、
科普园区、星星乐园等主要游览园区;北半部有蒸汽机车陈列
馆、宾馆及植物种植区。

沈阳植物园创建于1959年10月，由时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的
焦若愚同志指示筹建。植物园在创建之初隶属于沈阳市城市
建设局。

一支向西南经满堂至福陵天柱山结为主峰;一支由观音阁向西
南纵贯于高坎镇境内，直抵浑河北岸。植物园即处于后一条
分支的末端，与福陵天柱山东西相望。地理坐标为东
经123°37′52″至54″，北纬41°51′35″至37″。海拔最
高为106米，最低为75米(市内海拔一般仅为45米)，高低落差
达31米。

地势基本呈四周高、中间低。地形曲折多变：有起伏的丘陵、
台地，有纵横交错的沟壑，有波光粼粼的湖泊，有宽敞平坦
的开阔地。土壤为山地棕壤，偏酸性。植被属于北温带华北、
内蒙、长白植物区系三者交汇的中间过渡性地带，具有多种
植物栽培和引种驯化的优越条件。南靠沈抚公路(北线)，西
靠双园路。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沈阳市植物园来观光游



览!

首先请让我介绍一下沈阳植物园的概况：沈阳植物园位于沈
阳市的东郊，在辉山风景区和东陵之间，距市区1公里，有公
路、铁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它建于1959年，至今已有40
多年的历史了。提起建园，我们不得不提想到当时市委第一
书记焦若愚同志，是他亲自倡导并筹建了沈阳植物园。

在植物园的正门(西门)上还镌刻着他老人家亲手题写的苍劲
有力的五个大字——沈阳植物园。植物园主要担负着科普、
科学研究和参观游览的任务，是对人们进行科普教育的好场
所，也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科普基地。植物园总占
地面积200.万平方米，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面
积100万平方米。就面积而言，在全国也属大型植物园。

全园以翠湖为中心，到目前为止已建成各类植物专类观赏
园20个，已搜集多类植物1200余种，其中露地木本植物500余
种，草本植物300余种，温室花卉植物400余种，是东北地区
收集植物品种最多的地方、除此之外，园中还建有儿童活动
区、水上活动区、游艺区、动物展览区和餐饮区。

特别是代表我园耸立着10多座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中国
古代神话系列雕塑，更是加深了全园的文化内涵，这在全国
还是首创，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目前，植物园已吸
引了各地游人纷纷前来参观，每年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人次。
沈阳植物园现已评为辽宁省五十大旅游景观之一;也是沈阳市
十大科普基地之一。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半园形广场，
主路从广场中央穿过，在园形台阶上布满了多色鲜花，像张
开热情的双臂在欢迎大家的到来，用五色草栽的大熊猫憨态
可掬，正抬手向大家致意。广场上还设有全园导游图，引导
大家尽兴游览。



过广场，在主道的左侧是牡丹芍药园、此园占地2.8万平方米，
于1995年建成。全园按中国传统自然式布置，园中建有假山、
廊亭、大有诗情画意之感。牡丹芍药同是牡丹科花卉。牡丹
更是我国特产的名贵花卉和药用植物，因其花品多、花姿美，
雍容华贵、艳冠群芳，花色、姿、香、韵俱佳，而素有“花
中之上”、“国色天香”的美誉。被历代人们所钟爱，为我
国十大名花之一。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写诗赞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由此可见花开之魁力!现我园已从山东河泽、河
南洛阳、甘肃等地引种牡丹100余个品种近多株：如大富贵、
状元红、红辉、粉蛾、大胡红。赵粉、宏图、种生紫等。芍
药源产于我国，具有“花相”之称，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
一。

其花型多变、花色艳丽、株形丰满，初夏开花，在全国都有
栽培，是优良的绿化、美化材料。其品种非常丰富，现我园
已引种芍药150余个品种近两万余株。如红色系的东方红、艳
红、英雄花等;粉色系的鲁粉、少女粉、种生粉、赵国粉等;
蓝色系的兰菊、晴空万里等;黄色系的巧玲、黄金轮等;白色
系的朱砂点五、冰晴等;复色系的胭脂点玉、银龙含珠等。每年
“六·一”前后这里举办牡丹芍药花会，雍容华贵的牡丹、
娇艳妩媚的芍药竞相开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特别是11月百岁牡丹喜迁此园，这株牡丹的主人姓栗，名万
发、字作霖，辽阳县刘二堡人氏，1889年他到洛阳会诗访友
因慕牡丹“花中君子、品格高洁”;又为庆贺长子出生欣然带
回此株牡丹植于小园殷勤培育，枝繁叶茂。

1977年迁到苏家屯，至今已过百年，相传五代，年年花开百
余朵，国色仙姿、雍容华贵。因为植物园是植物荟萃之地，
更适宜这株名花生长，所以栗家第四代子孙把这株百年牡丹
献给植物园与全市人民共睹芳华。据记载百年牡丹在国内也
非常罕见，沈阳地区也仅此一株。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篇三

沈阳植物园，位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中马村，曾获“辽宁
省五十大佳景”、“沈阳市xx大旅游景观”和“沈阳市十大
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沈阳植物园导游
词介绍，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沈阳植物园!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
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俗语说 “无古不成今”。沈阳植物园地区亦有许多历史人文
史迹可寻。据历史资料记载，沈阳植物园周围的“旧
站”、“高坎”、“上马”(史称“上马家湾子”)、“中
马”(中马家湾子)、“下马”(下马家湾子)、“烟台”(史
称“烟台尼鲁”)、“七间房”、“中水泉”等都是清初已有
的古老村落。其中，旧站、高坎、七间房、烟台从前曾
有“祥云寺”、“龙泉寺”、“青云寺”和“关帝庙”等古刹
(今俱不存)。而旧站的年代要比其它村寨的年分还要早出多
年。沈阳植物园南门之前的大道—沈抚公路(北线)还是一条
千年古道，清代称其“大御路”，当年，康熙皇帝、乾隆皇
帝、嘉庆皇帝及道光皇帝等多次途径此路，往返于盛京(沈
阳)、兴京(新宾)祭祀祖陵。谒陵队伍往返时要在烟台村设
立“尖营”，以供皇帝进食“午膳”。届时，盛京五品以上
官员要在烟台村聚集，跪迎皇帝入都，贯穿园内的沈抚铁路
原名“奉海铁路”，是1920xx年由东北人民自力更生所建。
此前，东北地区铁路都是帝国主义列强所修。奉海铁路是东
北近百年史的重要历史遗迹，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
思想教育的教材;1958年毛泽东主席去抚顺途中至旧站(高坎
公社所在地)视察，翌年在此筹建植物园，两者可谓历史巧合。

沈阳植物园建园四十多年来，经历届领导和干部、职工辛勤
开拓建设，特别是近十几年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已将其建设
成为一座规划合理、布局得体、造园讲究、内涵丰富、园容



整洁、服务优良，深受广大游人喜爱的新型植物园。沈阳植
物园整体布局以沈抚铁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南半部为植物
专类园、翠湖与攀岩游览区、静潭与菱角沟游艺桥区、科普
园区、星星乐园等主要游览园区;北半部有蒸汽机车陈列馆、
宾馆及植物种植区。

沈阳植物园创建于1959年10月，由时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的
焦若愚同志指示筹建。植物园在创建之初隶属于沈阳市城市
建设局。

沈阳植物园地处市区东北部低山丘陵边缘。这些低山丘陵源
于著名的长白山脉，是长白山吉林哈达岭的延续部分。这片
逶迤起伏的山岭至沈阳、抚顺交界地区的观音阁，向西与棋
盘山之间形成一条支脉，此脉又分出四个分支：一支由棋盘
山向西，沿蒲河右岸而下;一支以辉山为主峰，向西南绵延于
满堂乡和英达乡管界;一支向西南经满堂至福陵天柱山结为主
峰;一支由观音阁向西南纵贯于高坎镇境内，直抵浑河北岸。
植物园即处于后一条分支的末端，与福陵天柱山东西相望。
地理坐标为东经123°37′52″至54″，北纬41°51′35″
至37″。海拔最高为106米，最低为75米(市内海拔一般仅
为45米)，高低落差达31米。地势基本呈四周高、中间低。地
形曲折多变：有起伏的丘陵、台地，有纵横交错的沟壑，有
波光粼粼的湖泊，有宽敞平坦的开阔地。土壤为山地棕壤，
偏酸性。植被属于北温带华北、内蒙、长白植物区系三者交
汇的中间过渡性地带，具有多种植物栽培和引种驯化的优越
条件。南靠沈抚公路(北线)，西靠双园路。

各位游客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沈阳市植物园来观光游
览!

首先请让我介绍一下沈阳植物园的概况：沈阳植物园位于沈
阳市的东郊，在辉山风景区和东陵之间，距市区1公里，有公
路、铁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它建于1959年，至今已有40
多年的历史了。提起建园，我们不得不提想到当时市委第一



书记焦若愚同志，是他亲自倡导并筹建了沈阳植物园。在植
物园的正门(西门)上还镌刻着他老人家亲手题写的苍劲有力
的五个大字——沈阳植物园。植物园主要担负着科普、科学
研究和参观游览的任务，是对人们进行科普教育的好场所，
也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科普基地。植物园总占地面
积200.万平方米，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面积100万
平方米。就面积而言，在全国也属大型植物园。

全园以翠湖为中心，到目前为止已建成各类植物专类观赏
园20个，已搜集多类植物1200余种，其中露地木本植物500余
种，草本植物300余种，温室花卉植物400余种，是东北地区
收集植物品种最多的地方、除此之外，园中还建有儿童活动
区、水上活动区、游艺区、动物展览区和餐饮区。特别是代
表我园耸立着10多座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中国古代神话
系列雕塑，更是加深了全园的文化内涵，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目前，植物园已吸引了各地游
人纷纷前来参观，每年累计接待游客100万人次。沈阳植物园
现已评为辽宁省五十大旅游景观之一;也是沈阳市十大科普基
地之一。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正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半园形广场，
主路从广场中央穿过，在园形台阶上布满了多色鲜花，像张
开热情的双臂在欢迎大家的到来，用五色草栽的大熊猫憨态
可掬，正抬手向大家致意。广场上还设有全园导游图，引导
大家尽兴游览。过广场，在主道的左侧是牡丹芍药园、此园
占地2.8万平方米，于1995年建成。全园按中国传统自然式布
置，园中建有假山、廊亭、大有诗情画意之感。牡丹芍药同
是牡丹科花卉。牡丹更是我国特产的名贵花卉和药用植物，
因其花品多、花姿美，雍容华贵、艳冠群芳，花色、姿、香、
韵俱佳，而素有“花中之上”、“国色天香”的美誉。被历
代人们所钟爱，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写诗赞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由此可见花开之魁力!现我园已从山东河泽、河



南洛阳、甘肃等地引种牡丹100余个品种近20xx多株：如大富
贵、状元红、红辉、粉蛾、大胡红。赵粉、宏图、种生紫等。
芍药源产于我国，具有“花相”之称，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
之一。其花型多变、花色艳丽、株形丰满，初夏开花，在全
国都有栽培，是优良的绿化、美化材料。其品种非常丰富，
现我园已引种芍药150余个品种近两万余株。如红色系的东方
红、艳红、英雄花等;粉色系的鲁粉、少女粉、种生粉、赵国
粉等;蓝色系的兰菊、晴空万里等;黄色系的巧玲、黄金轮等;
白色系的朱砂点五、冰晴等;复色系的胭脂点玉、银龙含珠等。
每年“六·一”前后这里举办牡丹芍药花会，雍容华贵的牡
丹、娇艳妩媚的芍药竞相开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特别是1998年11月百岁牡丹喜迁此园，这株牡丹的主人姓栗，
名万发、字作霖，辽阳县刘二堡人氏，1889年他到洛阳会诗
访友因慕牡丹“花中君子、品格高洁”;又为庆贺长子出生欣
然带回此株牡丹植于小园殷勤培育，枝繁叶茂。1977年迁到
苏家屯，至今已过百年，相传五代，年年花开百余朵，国色
仙姿、雍容华贵。因为植物园是植物荟萃之地，更适宜这株
名花生长，所以栗家第四代子孙把这株百年牡丹献给植物园
与全市人民共睹芳华。据记载百年牡丹在国内也非常罕见，
沈阳地区也仅此一株。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沈阳植物园(沈阳世界园艺博览园)是20xx中国沈阳世界园艺
博览会的会址，占地2.46平方公里，是一个森林中的世博园。
沈阳世博园位于沈阳东郊，距市区十公里，交通便利。荟萃、
展示了东北、西北、华北及内蒙古地区植物资源，集中展示
世界五大洲及国内重点城市的园林和建筑艺术特色，是容丰
富文化娱乐活动、生态和环保理念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园内建有百合塔、凤凰广场、玫瑰园等主题建筑。自然生态、
人工、滨水湿地三大景观浑然天成，代表国际、国内各地区



及不同风格植物的百余个风情展园如繁星般点缀其间。园内
栽植露地木本植物、露地草本植物和温室植物20xx余种，是
东北地区收集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展园。

园内每年还定期举办大型花展，其中“五?一”的郁金香花展，
“六?一”的牡丹芍药花展，“七?一”的百合花展，“八?
一”的大丽花展，“十?一”的菊花展等都精彩纷呈，是北方
少有的景观。

在园内湖泊水面上建有造型各异的铁索桥，是游人热衷的项
目。独具特色的儿童乐园，惊险刺激的攀岩，更令青少年流
连忘返。

世博园荣获国家首批最高aaaaa级旅游景区称号，并通
过iso9001质量管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18001职业
安全健康体系整合认证。

植物专类园按照植物的不同科属、不同种类和不同生态习性
分为“牡丹芍药园”、“丁香园”、“杜鹃园”、“草坪植
物区”、“宿根花卉园”、“观果园”、“木兰园”、“松
杉园”、“蔷薇园”、“药草园”、“樱花园”、“树木标
本园”、“水生植物区”、“岩生植物区”、“色叶
园”、“百合园”、“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区”、“整型树木
区”、“迎春园”、“台地园”等二十余座专类园。其中有
东北地区罕见的珍品“百年牡丹”，有珍稀濒危植物东北红
豆杉、朝鲜越桔等名花异卉。亭台廊阁、花坛景墙、叠山奇
石，瀑布喷泉装点其间，为专类园凭添几分风韵和特色;翠湖
游览区水面空阔、湖水碧绿，如同一块宠大的“绿宝石”，
兀立于翠湖岸边的“攀岩”又如同一座“飞来峰”，是勇敢
者展示胆魄和力量的用武之地;静潭和菱角沟是“游艺桥”集
中区，每天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他们在尽兴、忘我
的发挥潜能，战胜自我，领悟人生价值;星星乐园是少年儿童
的天地，各种卡通造型游具。



令小朋友们乐不知返;动物观赏区展示近百种珍禽异兽，使人
大饱眼福;科普长廊、科普画廊和科普园以各种新颖方式向游
人介绍许多有关植物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科普知识，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人与自然”系列雕塑充满艺术神韵，在向
人们述说那些古老而神秘的神话传说，这些艺术杰作展示了
华夏文化的深邃底蕴和厚重的历史内涵;蒸汽机车陈列馆展出
十七台我国铁路史上使用的旧式国产和国外8个国家所产的蒸
汽机车，这些科技珍品，是我国近百年一段屈辱历史的见
证……本园一年四季均有佳景可供观赏：春夏之交，丁香、
玫瑰、刺槐花香四溢;深秋红叶诱人，果实累累;严冬来临，
雪压青松、白桦秀丽、银装素裹。每年的几次大型花展也是
沈阳少有的景观;5月的郁金香展;6月的牡丹芍药及鸢尾等花
展;7月的百合花展;8月大丽花展;9月地被菊展，每次花节都
吸引大批游人观赏。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篇四

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是满族人建立的清政权的早期
皇宫。1644年清迁都北京后，经过增修，又成为皇帝巡幸东
北时的行宫。1926年至今，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现存古建
筑100多座，总占地面积60000多平方米。沈阳故宫主体部分，
是清太宗皇太极时期(1627年--1643年)的皇宫，具有浓厚的
满族特色和中国东北地域建筑特色。沈阳故宫具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从辽东地区兴起的清帝国在这里奠定基础，并从地
方政权发展为统治中国268年的统一王朝。

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展览采用世界先进陈形形
式，充分运用现代设备和陈列手段，同时又保持皇宫的古朴
风貌，使您仿佛步入艺术圣殿。

清代皇宫外国礼品展沈阳故宫收藏和陈列的明清历史文物、
艺术珍品及工艺美术品中，有许多中西文化交流工艺品，如
钟表、玻璃器可谓独具特色。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



家把大量的钟表、玻璃器输往广州、由广东海关购置贡进皇
宫，海外各国使者也竞相以本国精致的钟表、玻璃器作为贵
重礼品赠给大清王朝，用这些巧于构思，精心制作的钟表、
玻璃器精美艺术品取悦于皇帝，不仅是帝后怡情赏玩之物，
也是宫殿里不可少的一种装饰品。这些技艺精湛的工艺品，
充分显示了外国匠师们的创造智慧与艺术才能，同时也是十
七、十八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

沈阳的美景写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们此次游览的景点是世界文化遗产、国
家4a级景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阳故宫。首先呢，
我们一齐来看一下沈阳故宫的平面图。沈阳故宫始建于公
元1625年。先后经过三次大规模建设，构成了东、中、西三
路格局。东路建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主要建筑是大政
殿和十王庭;中路建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主要的建筑是大清
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西路呢，建于清乾隆年间，主
要建筑是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它因存放《四库
全书》而闻名。那么作为我国现存最完好的两座古代帝王宫
殿之一呢，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却又有着截然不
一样的建筑风格。此刻呢我们就来领略一下昔日皇宫的风采。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路建筑的大清门，它俗称午门，也就是
沈阳故宫的正门。是当时文武群臣候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
皇太极理解群臣谢恩之处。那么这座门为什么叫做大清门呢?
正统的说法是清朝的国号为清，皇宫的正门就是国门，所以
称为大清门。还有一个传说，这座木门呢在建成之后呢并没
有名称，只是叫做大门。之后，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听说
北京明朝皇宫的宫门叫大明门，于是为了体现针锋相对，就
将此门命名为大清门。我们穿过大清门，此刻正面的建筑就
是崇政殿。崇政殿原名“正殿”，俗称金銮殿。崇德元年定
名为崇政殿。它是皇太极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外国使臣
和边疆少数民族代表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崇政殿为五间九
檩硬山式建筑，殿顶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那么请各位游
客注意的是殿顶的琉璃瓦，有去过北京故宫的朋友必须会清



楚地记得北京故宫的琉璃瓦是黄色的，而沈阳的琉璃瓦是黄
色镶绿剪边。那么这是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重要差别之一。
我们走上月台。那么在月台两侧分别有用于计时的日晷，然
而和用于存放标准计量单位的嘉量亭。我们看到在月台上呢
还设有四口大缸，那么大家明白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吗?那我告
诉大家吧，他叫做“吉祥缸”古代称它是“门海”，是皇宫
中重要的防火设施，象征缸中水多似海，能够镇火灾。我们
走上须弥座。抬头看上方的牌匾是用满文和汉文书写的“崇
政殿”。请游客看左边的满文，我们有个形象的比喻“中间
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文字儿”。那么
沈阳故宫的牌匾都是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而北京故宫的牌
匾都是汉文在左，满文在右。那么这是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
的差别之二。我们抬头看崇政殿内上方悬挂的“正大光明”
匾额，是由顺治皇帝手谕的。下方呢是皇帝的宝座，据说宝
座上绘制雕刻有8条金龙，再加上坐在宝座上的真龙天子，然
而正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条龙。此刻崇政殿呢，我们
就游览到那里。眼前的雄伟建筑呢，就是凤凰楼。它建
在3。8米高的青砖台基上，为三层歇山式建筑。它原名翔凤
楼，是皇太极休息、宴会和读书之所。我们看到正门上方悬
挂的“紫气东来”横匾呢，是由乾隆皇帝手谕的。意思是大
清朝国运强盛的福气是从东方的盛京传来的。那么凤凰楼不
仅仅是当时后宫的正门，又是当时盛京城的最高建筑，所以有
“凤楼晓日”之称，并被列为盛京八景之一。传说呀当年站
在凤凰楼上就能够看到抚顺城呢。穿过凤凰楼呢我们来到了
一处院落，此处呢就是皇太极的后宫所在。我们正面的是皇
太极的中宫“清宁宫”。它原名正宫，是沈阳故宫中最具满
族住宅特色的建筑。然而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门呢开在靠东的
一侧。形如口袋，所以称为“口袋房”。东一间呢是皇太极
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又称暖阁。寝宫分为南
北两室，各有火炕又称龙床。1643年，皇太极就在那里‘端
坐无疾而终’，终年52岁，后葬于昭陵。那么在东侧第二间
的窗下呢，设有两口大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来解释一
下，这两口锅是用来祭祀的。满族人信奉萨满教。人们将热
酒灌进猪的耳朵，如果猪耳朵有晃动即表示神灵已经接收该



祭品。如果不动，则表示神灵不满意，则本次祭祀活动不能
在进行下去了。那么猪由于受到刺激就会摇头，满族人认为
此时的猪已经通神，成为连接天地的媒介。然而于是呢就将
猪宰杀后洗干净，切成大块，放入北侧的两口大锅里清水煮
熟，那煮熟的肉呢就饿放入木槽中供奉给神灵享用，然后再
分给参加祭祀的人们，称为“吃福肉”，满族人相信吃了福
肉，福气就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此刻来到西一
侧的房间，西侧呢三间通连，北、西、南三面搭成相连的环
炕，称为“万字炕”，那里既是皇帝举行内宫便宴之处，然
而也是满族巫人萨满为皇帝和国家祈神的地方。清宁宫与汉
族建筑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烟囱建在屋后，而且是从地
面向上垒起的。一会我们在绕道后面看这个烟囱。清宁宫的
这种“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建在地面上”的建筑特点具有
满族特有的民族风格。我们出了清宁宫呢，大家看到的这其
他四座寝宫分别是：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我
们下方逐一参观。关雎宫是皇太极一生中最宠爱的宸妃——
海兰珠的寝宫。海兰珠是中宫皇后的亲侄女，永福宫庄妃的
亲姐姐。海兰珠嫁皇太极时已经26岁，但皇太极却对海兰珠
有着很深的感情。海兰珠由于亲生的八皇子早逝，终日郁郁
寡欢，在崇德六年病逝。在他死后两年，皇太极也去世了，
据说皇太极的早逝与两年前宸妃的病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
是麟趾宫，是皇太极贵妃娜木钟的寝宫，然而其子博果尔曾
在皇太极死后成为福临皇位的最大竞争者。后成为朝中重臣。
我们最之后看看皇太极后妃中地位最低的永福宫。然而永福
宫是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宫室。若论及对清政权的影响，庄
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她四位后妃，被后人评价为清朝历史
上最有作为的后妃。庄妃也是中宫皇后的亲侄女，关雎宫海
兰珠的亲妹妹。庄妃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辅佐了三位皇帝
成就大清的基业。康熙二十六年，庄妃病逝，享年75岁。成
为清朝后宫中寿禄最长的女人。大家看，在庭院的西南角立
着的红色木杆称为索伦杆，木杆顶端有锡斗。满族人称它
为“神杆”。它是用来喂养乌鸦的。那么游客们是不是会疑
问，为什么满族要祭祀乌鸦呢?其实这于一个关于乌鸦的传说
有关。满族的先祖有一次在被仇家追杀时，曾绝望的躺在地



上，这时恰巧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仇家经过此地，然而
认为乌鸦是不会在有活人的地方停留的，就这样满族的祖先
得救了。之后满族人为报答乌鸦救祖先一命的恩德，然而开
始供奉乌鸦，祭祀的时候把猪的内脏放到锡斗里来供养乌鸦。
此刻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清宁宫后的这根烟囱，然而也是
当年沈阳城内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