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增元简历 旅游福建心得体会(大全7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杨增元简历篇一

福建作为一个省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旅
游福建，可以深入了解福建的风土人情，欣赏福建的自然景
观和传统文化，感受福建的独特气息。笔者最近去了福建旅
游，感受良多，故在此写下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二、福州之旅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也是福建文化的源头。在福州，我们
游览了福建省博物馆、鼓山、三坊七巷等地标性景点。在博
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丰富的文物和历史资料，了解了福建的
历史和文化；在鼓山上，我们欣赏了福州的全景，感受了这
座城市的繁华和生机；在三坊七巷，我们了解了福州的传统
文化和闽南风情，品尝了道地的福州小吃，令人回味无穷。

三、武夷山之旅

武夷山是一座被誉为“中国第一奇山”的旅游胜地，位于福
建南部。在武夷山，我们参观了武夷宫、天心岩、水帘洞等
景点。武夷宫是历代皇帝巡游南方祭祀的地方，也是武夷山
文化的中心。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历史气息和佛教
的文化底蕴。天心岩是武夷山的著名景点之一，山顶建有不
少寺庙和观音阁。在这里，我们一边欣赏优美的自然风光，
一边感受佛教的神秘力量。水帘洞则是一处天然溶洞，内部



形态奇特，景色壮观，让人应接不暇。

四、厦门之旅

厦门是福建省的又一重要城市，既是一个魅力城市，也是一
个典型的海滨城市。在厦门，我们游览了鼓浪屿、南普陀寺、
胡里山炮台等景点。鼓浪屿是厦门的名片之一，拥有非常浓
郁的欧式风情建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被称为“东方圣地”。
南普陀寺是一座座落于海边的佛教寺庙，寺内保存有不少珍
贵文物和文化遗产。胡里山炮台则是一处旧式防御哨所，建
有民间文化馆和兵器馆。在这里，我们感受到厦门独特的历
史和文化底蕴，以及多姿多彩的旅游体验。

五、总结

福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
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旅游福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深入了解
了福建的历史和文化，还欣赏了福建的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
总的来说，福建的旅游体验非常丰富多彩，让人流连忘返。
为此，笔者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旅游福建，感受这个省
份的独特魅力。

杨增元简历篇二

福建是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省份，同时也是一个旅游资
源丰富的地方。在我最近的一次福建之行中，我不仅欣赏了
福建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感受到了福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这次旅行中，我深深地被福建所吸引，收获了很多难忘的
回忆以及宝贵的心得体会。

二、自然风光的魅力

福建有着壮丽的自然景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武夷山。我曾
亲身登上武夷山的巅峰，俯瞰着群山连绵、云雾缭绕的美景。



这一刻，我仿佛置身于仙境般的世界中，心旷神怡。此外，
福建还有美丽的海岸线，例如厦门、福州等城市，拥有绵延
不断的沙滩和碧海蓝天。我在这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感受
着海风的轻拂，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愉悦和满足。

三、历史文化的沉淀

福建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地方。我在福州感受到了闽
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漫步在福州古城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传
统的建筑和闽南特色的石雕。福州还有众多的寺庙和庙宇，
例如三坊七巷的元宫和文庙，这些古老的建筑将我带回了过
去的岁月。此外，福建还有众多的历史名人，例如林则徐、
林则徐、谢觉哉等，他们为福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
们的功绩让我深感敬佩和自豪。

四、美食的诱惑

福建是一个美食之乡。闽菜、客家菜等，以其独特的口味和
精致的制作工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我尝试了鲍鱼瑶柱炖
肉、蛤蜊煲、沙茶面等地方特色菜肴，每一道菜都让我胃口
大开。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福建的海鲜。福建拥有丰富的海
产品资源，新鲜的海鲜让我欲罢不能。在这次旅行中，我不
仅品尝了许多美味的菜肴，还了解了福建的餐饮文化，这使
我对福建更加喜爱。

五、人文情怀的感受

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美食外，福建人的热情和友善也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旅游景点还是在街头巷尾，
福建人总是乐于助人，热情接待游客。他们的热情和友善让
我感到温暖和感动。此外，福建的传统节日也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例如，我有幸在福建的农历年度祭典中，观看到
了盛大的庙会和烟火晚会，这些传统的活动充满了欢乐和独
特的地方特色。在这次旅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福建人文



情怀的魅力。

总结起来，福建之行让我深刻地领略了福建的自然风光、历
史文化、美食以及人文情怀。这次旅行不仅充实了我的知识，
还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再
次踏上福建的土地，继续探索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福建
的独特魅力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杨增元简历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作为中国的四大沿海经济省份之一，福建素有“鱼米之乡”
的美誉。几日前的福建之行，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也让我对福建人民的热情好客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有了
更深切的感受。福建之行，我虽然只是过客，却从中汲取了
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自然风光（200字）

福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我。在福建的旅途中，
我登上了五岳之一的武夷山，感受了云雾缭绕的奇妙景色。
山上的清新空气和婉约的茶文化让我流连忘返。此外，福建
还有世界遗产土楼，这些独特的建筑造型给我带来了视觉的
享受。我还参观了厦门的鼓浪屿，这座美丽的小岛以其悠久
的历史和浓厚的海洋文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自然风
光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福建的独特魅力。

第三段：历史文化（200字）

福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
参观了福建土楼，了解了它们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这些
土楼是厚实的，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体现了福建人民的智
慧和勤劳精神。在闽南地区，我还参观了传统的建筑群沙县



古城，它保存完好的城墙、古街巷以及各种古老的建筑给人
带来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福建的历史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也让我感受到了福建人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第四段：人文风情（200字）

福建人民热情好客、乐观向上的精神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是
在饭店、商店还是在街边小摊上，我都能感受到福建人热情
的笑容和周到的服务。他们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也让我难以
忘怀。在我迷路的时候，总有好心的福建人帮助我找到路。
福建人对于面对困境的坚韧精神以及乐观豁达的心态，让我
深受感动。

第五段：感悟与展望（200字）

福建之行让我明白，爱福建是爱一个充满活力和传奇的地方。
这里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热情好客的人民，
这些都成为了我对于福建的美好记忆。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的机会再次踏足福建这片土地，深入了解福建的风土人情，
与福建人民共同在这美丽的地方创造美好的未来。

结尾（100字）

福建之行，让我领略了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以及人
文风情。我被福建人民的热情好客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感动，
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福建是一个有着无限魅力的地方，
我相信福建人民将会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未来，我也会将这次
福建之行的心得体会铭记于心，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杨增元简历篇四

大家好！首先我欢迎各位来泉州参观、考察。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早



在唐宋时期，泉州就被誉为东方的重要通商港口，世界各国
的商人、学者、传教士纷至踏来，因此给泉州留下了许多极
为珍贵的历史宗教遗迹和古典建筑。在泉州就并存着七种宗
教，分别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婆罗
门教、摩尼教等，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泉州素有
宗教博物馆之称，同时泉州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些
都证明了当时泉州港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繁荣。今天我们第
一站要参观的是泉州伟大的古建筑——洛阳桥。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位于泉州城东13公里，是我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
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它是当时广东、福建进京城
的必经之路。讲到这里也许各位来宾会提出疑问，洛阳桥应
该在河南洛阳，此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
早在唐宋之前，泉州一带居住着夷民主越族人，到了唐朝初
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战争爆发，所以造成大量的中
原人南迁，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为河南、河水和洛水
一带的人士，现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称为河
洛语，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闽南语，这些中原人士，他们带来
了中原先进、发达的农业技术和经验，引导当地人们开垦、
发展，他们来到了泉州，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象古都洛阳，
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此桥也因此而命名。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洛阳江畔的洛阳桥头。我们面前的这座桥
就是闻名海内外的洛阳桥。当时洛阳江“水阔五里，波涛滚
滚”。人们往返只能靠渡船过渡，每逢大风海潮，常常连人
带船翻入江中，所以主人为了祈求万无一失地平安过渡，就
把这个渡口称为“万安渡”，桥也因此称之为“万安桥”。据
《泉州府志》记载，旧万安渡是北宋庆历初郡人李宠甃石作
浮桥，后由郡守蔡襄主持改建成石桥。洛阳桥始建于北宋皇
佑五年四月至嘉祐四年十二月，也就是公元1053年至1059年，
花了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耗资一万四千多两银钱才建成。
洛阳桥原长1200米，宽5米，桥墩四十六座，两侧有500个石
雕扶拦28尊石狮，兼有7亭9塔点缀其间，武士造像分立两端，



桥的南北两侧种植松树七百棵。我们身后的这棵松树就是当
年遗留下来的，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

当年主持修建洛阳桥者为泉州郡守（太守）蔡襄。相传蔡襄
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他自幼聪明博学，十八岁高中状元，遂
本朝为官，但他从小受其母教诲，为官后要为郡人修桥，为
民解难。所以他在朝庭不久便申请回本府为官，为泉郡守
（知府）。他回到泉州后为洛阳江水深浪大，难造桥基而日
夜发愁。一天他突然梦见观音大士指点他派人向海龙王求助。
蔡襄一觉醒来十分惊奇，便给海神写一封求助公文，问手下
衙吏：“谁人下得海。”一个衙吏随即答道：“小人夏得
海！”原来此人姓夏得海，误以为老爷叫他，随口应答。于
是派他前往海神处投递公文。夏得海知道此去必无回，便告
别了妻子，买了一壶酒喝得大醉卧在海滩上，想让潮水卷走
了事，哪知一觉醒来，黄色的公文袋变成了红色公文袋，于
是连忙回来交给蔡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醋”
字。蔡襄冥思苦想，终于领悟了海龙王的启示，当月甘一日
酉时动工，果然此时海潮退落，三天三夜不涨潮，桥基终于
顺利砌成。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有限，桥的高度不够，每逢洪
水，桥面经常被淹没。所以后来又传说泉州郡人大富商李五，
为此桥出资增高三尺。李五为泉州大富商，由于他生活的奢
侈和挥霍，被小人诬告，无故被抓往京城问罪。当他的囚车
过洛阳桥时，水已淹没路面，他很艰难地过了桥，因此他对
天发誓，要是他能平安无事回乡，一定出资将洛阳桥增高三
尺。果然，三年后他顺利回家，因此就出资将桥增高了三尺。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洛阳桥已经是经过修葺的，最后一次修
葺是1938年，蔡挺楷带领十九路军路过泉州时修建的。

下面向各位来宾介绍一下有关洛阳桥的建筑特点。早在北宋，
我们的先民就以惊人的毅力和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一种直到
现代才被人们所认识的新型桥基——筏型基础。所谓的筏型
基础就是沿着桥梁中轴线的水下底部抛置大量的石块，形成
一条连结江底的矮石埕作桥基，然后在上面建桥墩，这种建
造方式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桥科学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为了



巩固桥基，在桥下养殖了大量的牡蛎，巧妙地利用牡额外壳
附着力强，繁生速度快的特点，把桥基和桥墩牢固地胶结成
一个整体，这是世界造桥史上别出心裁的“种蛎固基法”，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把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当时没
有现代的起重设备，就采用“浮运架梁法”，利用海朝涨落
的高低位置，架设桥面大石板，显示了我们先民建桥的非凡
才智。船形桥墩也颇具特色，它有利于分水。洛阳桥成功地
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的
伟大创举，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称赞说：“洛阳桥
是福建桥梁的状元”。

杨增元简历篇五

福建省这个省份有很多出名的景点，大家是否去领略过?小编
为大家整理了福建导游词，欢迎阅读!

[导游内容]一线天——楼阁岩——虎啸岩——兜鍪峰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山岩，长数百丈，高千仞，
名灵岩。

岩端倾斜而出，覆盖着三个毗邻的岩洞：左边这个灵岩洞，
中间这个是风洞，右边这个是伏羲洞。

现在请随我从伏羲洞进入岩内。

由于岩内较黑暗，请大家注意走好。

现在我们已到达岩内的深处，请大家抬头看，岩顶有一裂罅，
就象利斧劈开一样，相去不满一尺，长约一百多米，从中漏
进天光一线，宛若跨空碧虹。

这就是令人叹为“鬼斧神工之奇”的一线天。



关于一线天的由来，民间传说很多。

有的说这是桃花女用绣花针划出的;有的说这是伏羲大神用玉
斧所劈。

但据科学分析则认为，武夷山的红色岩层，是由砂岩、砾岩
和页岩交间成层的。

岩性比较松脆。

在地壳抬升的过程中，岩层由于受到不均匀的应压力的影响，
就会产生轻微的断裂，形成所谓的“节理”。

这种垂直的节理，在流水的长年累月的溶解和侵蚀下，就逐
渐地扩大、延长。

而岩层底部质地松软的页岩，也就逐渐侵蚀而去，成为扁浅
的岩洞。

于是，三洞并列，一线天的自然景观就出现了。

从伏羲洞观赏完一线天，沿石罅前行数十步，就可折入风洞，
进入风洞，大家会感觉到凉风从石罅中习习吹来，即便是盛
夏酷暑时节到此，只要稍坐片刻，就会感到肌骨透凉。

洞口石壁上的“风洞”二字，系宋景定元年廿六日建安郡人
省斋徐自强所书。

出风洞，再绕过一道石廊，就是灵岩洞。

相传先前有个性葛的仙人曾在此降妖，故此洞又称葛仙洞。

洞内这口古井，叫圣水井。

出灵岩洞，往前行约百余米，可见一座壁立如屏的石岩，岩



壁石洞较多，似高楼窗户，相传这就是所谓的神仙楼阁，故
此岩名为阁岩。

岩的左边这一石岩，名兰岩。

岩壁石刻纵横。

岩下可见一石倚于崖壁，石径伸入其间，如同一道关隘，号
称天门。

岩前乱石堆中的这个洞，叫螺蛳洞。

从楼阁岩入山谷数里，可见路左有山岩峻峭，巍然独立，这
就是虎啸岩。

相传虎啸岩是因为有仙人骑虎吼啸其上而得名。

其实"虎啸"之声，是来自岩上的一个石洞，山风穿过洞口，
有如虎吼，声传空谷，震撼群山。

各位网友，大家是否发觉虎啸岩与我们游览过的大王峰秀相
似，四壁陡峭，屹然独耸。

其登山的路径，宛转曲折，仿佛是登天的天梯。

从岩度盘折而上，到了半壁，岩下向前伸出这块小平台，大
家看像有像一条小船的舱面甲板，这就是虎啸八景之一的"不
浪舟"。

古人有诗道："波涛满尘界，一叶能知止;还嫌架壑船，下临
不测水。

"紧邻"不浪舟"的这个上覆危崖，下临绝壑的.岩洞，就是驻
真洞。



眦洞可容数十人，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王梓游此，见其洞前
临西溪，便改名虎溪洞，刻"虎溪灵洞"四字于石壁。

从虎溪洞再往上，大家看到的这处旧址，就是武夷山久久盛
名的天成祥院遗址。

这里岩壁斜覆，山溪回流，地势既高敞，又幽深。

所建房屋，仅有四堵土墙，不施片瓦，风雨不侵。

夜晚身居屋内，抬头可见星月，侧耳可闻水声，仿佛"置身星
月上，濯魄水云中"。

祥院前的石门，即虎啸八景之一的"普门兜"，意为慈航观世
音普度众生之门。

这尊手托如意的观世音菩萨岩雕，建于1994年。

雕像高十余米，依岩倾俯，端庄慈祥。

禅院右侧这道泉水，即虎啸八景之一的"语儿泉"。

它进出于石隙，循崖而流，因其水流相激之声，若小儿呀呀
学语，故名。

据明吴拭《武夷杂记》记述，这道泉水"浓若停膏，泻杯中鉴
毛发，味甘而博，啜之有软顺意"。

故以往有饮茶嗜好的，每每携带茶具来此，取泉烹茶，有天
然真味。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品味了祥院僧人用语儿泉水冲泡的武夷
岩茶后，生动地论述道："先其香，再味其味，徐徐咀嚼而体
贴之，果然清芳扑鼻，舌有余甘。



一杯之后，再试一杯，令人释躁解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
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不同之致。

"前面有个茶亭，请大家在此品茗歇息一会儿。

从语儿泉前行，大家是否有感觉水珠不时滴落头顶，这就是
崖顶落下来的"岩溜"。

有时一整排嘀嗒不停，这就是虎啸八景之一的"法雨悬河"。

 

欢迎大家光临天后宫。

泉州天后官位于泉州市区南门天后路一号，始建来庆元二
年(公元1196年)，地处城南晋江之滨，“蕃舶客航聚集之
地”。

当时庙字规模有正殿山门、两廊、两亭、枪神妈祖林氏默娘，
是北来平安军(泉州府)节度辖下的莆田县湄洲岛之民女，生
于来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三月甘三日，父亲林帷悫，
母亲王氏平生注意积德行善，乐于助人，年纪都在四十有余，
虽生了一男五女，老是觉得单枝难以传宗接代，向观音菩萨
祈求再生一男。

王氏不久便怀了孕，在降生之时，王氏见到一道光从西北面
射人她房内，光辉耀眼夺目，香气四处飘荡，久久不散。

林默娘长大了，决心终生以行善济人为务，矢志不嫁人，专
心致志精研医理，为人消灾防病。

她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排忧解难，还引导乡人避凶趋吉，
有谁遇难，都乐意找她求助。



当时，莆田地区瘟疫大流行，林默娘想尽办法施药抢救乡民，
果然立愈。

乡民感激她的救命之恩。

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重阳佳节，妈祖父兄驾舟渡北上，
西风正急，途中遇到狂风恶浪，船在狂风怒涛中剧烈颠簸，
妈祖敏感到父兄的遇难，亲临救驾，父亲救起，兄长与自己
身亡，就这样乡民赞她“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事，乡民以病
苦辄愈。

长能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间，人呼曰神女，又曰龙女”。

因默娘生前与民为善，升化后被沿海人民尊为海上女神。

立庙祭祀。

泉州天后官初建即以来微宗赐额“顺济”为庙名，即“济以
顺风”之意。

宗元时代，泉州成为世界贸易港之一，元政府为了发展海上
贸易，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下诏“制封泉州神女护
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5年)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镇
守官重新其庙。

此后朝廷节遣内宦(太监)及给事中行人(对外使节)等官，出
使琉球、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到庙祭告祈祷为常，永乐
十三年(公元1415年)，少监张谦出使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文莱
一带)，从泉州浯江(顺济桥一带称浯江)启航，“实仗神庥”，
归奏于朝鼎新之，改宫号为“天妃宫”。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施琅征海，师次于此，“神涌潮



济师”、“有助顺功”。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后“，后易宫名为“天
后宫”。

康熙二十四年，钦差礼部郎中雅虎来宫致祭。

雍正元年(1723年)御书匾额“神昭海表”，今悬挂于殿中，
乾隆后历代有重修。

现在建筑群还保存宋代构件和明清时代木构建筑，是海内外
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年代最早、而著称于世的古
迹，1987年由国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山门马戏台因筑公路被拆毁，1990年3月由台湾鹿港天后宫
暨诸委员捐资重建。

今移清代晋江县学横星门为山门、面阔五开间，牌楼式造型，
雕花漆绘木构斗拱，青石龙柱，两侧石雕麒麟，螭虎窗，屋
顶重檐四坡面，屋脊反翘瓷雕八龙二鳄，角脊作成凤尾伸展
而卷曲，线条柔和优美，整体结构华丽壮观。

戏台连接于山门后檐，坐南朝北，木构藻井顶盖。

雕脊画枋，小巧玲珑，具有泉州独特艺术风格。

紧接山门两侧为东西厥建筑，所谓“秦宫汉阙”以示天后宫
之尊。

建筑为二层楼阁，面临通衢，两楼高耸，楼上分置钟鼓，楼
下塑造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像，威武庄严。

天后正殿，虽历经沧桑，但明清木构建筑至今依旧保存完好，
而且保留来代构件。



正殿占地面积635.5平方米;筑于台基座，高出地面1米，采用
花岗岩石砌筑的须弥座，束腰处浮雕“鲤鱼化龙”、雄狮、
文房四宝“八骏云火”、仙家法器、鹤舞云中、宝盖莲花等
图为二度空间动态艺术造型、雕刻刀法熟练，生动活泼，表
现其神职至高无上与教属。

殿内木梁骨架，立于圆形花岗岩石柱，柱头浮雕仰莲连珠斗，
挑出斗拱承托梁架作九架粱，建筑结构比较特别，空间变化
很丰富，门窗弯枋雀替，雕花精致细密，纹饰丰富多采既有
几何图案，又有花卉水族，鸟兽人物，托木部位有凤凰戏牡
丹，寿梁中作如意访心，表现女性神庙。

殿内油漆用朱地画“暖八仙”之一的钟离及如意相间图案，
其绿地雕彩西蕃莲及喜鹊登梅图案，有吉祥的象征，有的图
案作异兽，寓意“益寿”。

殿内础浮雕，更是琳琅满目，八骏、八宝、傅古鸟龙及各种
花卉，表现着水族鱼龙腾空翻浪，与百花争妍，这都是表现
道教主题的图案，以福禄寿吉祥物作衬托，呈现仙家的非凡
境界。

殿顶筑九脊重檐四面落水的歇山式，正脊是天后殿至高点，
两端五彩瓷型双龙戏珠，造型精美，光泽鲜艳，表现整个大
脊龙的至高题材，四岔脊头组合凤凰图案，对应大脊成龙凤
呈祥，背面作人物故事，配以龙凤、麒麟，玄武、双虎、体
现了吉祥如意，庆贺长寿的象征，为闽南建筑艺术之一绝。

东西两廊及两轩和寝殿，均由国家文物局立案拨出专款依!日
复原修缮。

东西两廊原置配神二十四司，现改为闽台关系史博物馆陈列
室。

寝殿又称后殿，地势比正殿高出1米多，两侧突出部位设为翼



享，左右斋馆。

整座殿字系明代大木构建筑，屋盖为两坡面的悬山楔，面阔
七间，35.1米，进深19.8米，高8米许，木质梁架粗大古朴，
大木柱置于浮雕仰莲瓣花岗岩的圆形石础之上，殿前檐柱保
存一对十六面青石雕的元代印度教寺石柱。

估计是明代翻修时称置。

柱上接木柱，刻有楹联“神功护海国，水德配乾坤“。

正面原有悬挂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书“后德配天”的横匾，
目前正在修建中，属国家木构建筑之瑰宝。

建置于宫内的闽台关系史博物馆是反映祖国大陆(福建)与宝
岛台湾历史上渊源关系的专题性博物馆。

馆内收藏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民俗文物，近期已举
办“闽台民间艺术展”、“泉州古今字书展”、“闽台民俗
风情摄影展”等展览。

 

万石岩是厦门的一个游览胜地。

厦门这座美丽的滨城市有许多吸引人的游览点，大体上可以
分为四个游览区，即鼓浪屿、南普陀、万石岩和集美。

最有特色的是鼓浪屿，其次大概就是万石岩了。

“山岩多胜概，万石最称奇”

万石岩，顾名思义，就是山上有许多石头。

这座不高的山，由于千百万年风雨的侵蚀，山上怪石很多，



形状千姿百态。

但是，它又与雁荡山、黄山的奇峰不同。

万石岩上或藏或露于绿树丛中的石，数量很多，大小不一，
一般不过四五米高，因此除少数称为峰以外，多称为石或岩。

这些石，有的像人，有的像物。

最有趣的可算“象鼻峰”和“石笑”了。

“象鼻峰”是一块很像象鼻的岩石，向上伸出，而且略微弯
曲，不但像象鼻，而且有动感。

“石笑”，是一块岩石，裂开一大口，从侧面看去，像是在
开口大笑，旁有题“石笑”二字。

在一座山上有如许奇岩怪石，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见到的。

万石岩上原有24座寺庙，较大的有10座，现在多已毁坏。

最著名的是建在斗山上的万石禅寺。

这座寺建在岩石上，规模不大，但精巧别致。

在寺的山门前面有天然岩石形成的月池，寺后有四五块大石，
遮天蔽日;而石缝中又钻出几株榕树，就显得更加阴森。

寺前的一块大岩石上，有古代诗人赞美此处岩石的诗刻。

著名的弘一法师曾在这座寺里住过一段时间，并留下了他的
墨迹。

山上还有一座称为“荼人之家”的楼阁式建筑，楼上供游人
品荼观景。



在这里，向东南方望去，透过树杪，可以看到城市的一角，
和蔚蓝的大海。

相得益彰的布局

万石岩里有一座植物园，这就是著名的厦门园林植物园。

品种繁多的植物园建在景色奇丽的万石岩里，可以说是相得
益彰，使万石岩更加迷人了。

植物园从万石岩下的万石湖开始布局。

万石湖是一个美丽的人工湖，湖水碧清，湖中置仙鹤石雕，
湖边有亭，环湖林木森森，曲径幽幽，环境优美。

湖的东面是松杉园，园内种植的松、杉、柏树有七八十种之
多，其中有被为“活化石”的水杉和银杏。

厦门园林植物园不仅是一个科研机构，同时亦是供人游览参
观的场所，因此，它根据这样的双重任务，分门别类地采用
中国式的园林布局，次第安排了松杉园、棕榈岛、玫瑰园、
引种驯化区、药用植物区、龙眼荔枝园、多肉植物区、兰花
圃等二十几个专类园和种植区，园内有山有水并在适当地方
建筑楼、台、亭、阁，以点缀风景。

游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3000多种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增长
了知识，又可以漫步在景色秀丽的山林之中，真是其乐融融。

植物园的设计者，是很有艺术想像力和群众观点的。

园内有一庭院是一个万紫千红的百花园。

一年四季，花期繁盛，应有尽有。

这里接种的仙人掌全国闻名，有几百种，其中有不少名贵品



种，为国内其他园林所罕见。

棕榈岛上遍棕榈科植物。

游人至此，满眼是浓烈的热带、亚热带风光。

杨增元简历篇六

福建，这个富有历史底蕴、风景宜人的省份，自古以来就备
受游人青睐。我有幸到福建旅行，亲身体验了这里丰富多样
的文化和风景名胜，让我对福建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在
这次福建之行中，我感受到了福建人民深沉的家乡之爱，体
验了福建悠久的历史文化，欣赏了如画的自然风光，深深地
爱上了这片热情而美丽的土地。

首先，福建人民深沉的家乡之爱令我印象深刻。在福建的城
市和乡村，人们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家乡情怀。无论是在闽南、
闽北还是闽西，福建人都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自豪和热爱。
在福建的街头巷尾，我常常能看到人们对自己的城市、乡村、
建筑及传统文化保护得如此之好。他们讲述着家乡的故事，
传承着家乡的文化。在福建尤其闽南地区，闽南文化对福建
的影响深远。无论是土楼群、厦门大学还是南少林寺，闽南
文化都让人们感受到了福建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其次，福建悠久的历史文化令我着迷。福建作为一个拥有几
千年历史的省份，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建筑到文
化遗产，从传统习俗到宗教信仰，福建随处可见古老而丰富
的历史痕迹。在福州三坊七巷，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了
明清时期福州的繁华与文化氛围。而在土楼群，我看到了古
代辽阔的农田和古老的壮观建筑，感受到了福建土楼文化的
独特魅力。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无不反映出福建丰富的历史和
人文底蕴，使我不禁为福建人民的智慧和勇气而赞叹。



此外，福建的自然风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
山水相依的地方，福建的自然景色十分优美。漳州的芒山云
海、崇武的金门海峡、福州的鼓岭公园，这些美景都让我流
连忘返。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湖水溪谷，福建的自然风光都
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和美好。此外，福建还以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生态环境闻名。大名鼎鼎的武夷山既是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又是中国重要的茶产地之一。在武夷山，我
品尝到了世界级名茶武夷岩茶的醇香，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
福建的神奇之美。

最后，我要说的是福建人民的热情接待。在福建的这段时间
里，我遇到了许多福建人民热情友好的笑容。无论在餐馆、
旅店还是街头巷尾，福建人民总是宾至如归地对待每一个到
访的游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贴心的服务和周到的建议，使
我们能够轻松愉快地游览福建。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闽
南地区我参观了南少林寺，寺庙里的和尚们对我们展示了他
们的功夫和佛教智慧，让我对福建的人民更加敬佩和喜爱。

福建这片热情而美丽的土地给予了我很多珍贵的体验和回忆。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福建人对家乡的深情厚意，领略了福建
悠久的历史文化，欣赏了如画的自然风光，以及体验了福建
人民的热情接待。福建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探索的地方，它
的美丽和魅力令人心驰神往。爱福建，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
收获，也是我对福建的深深情意。

杨增元简历篇七

嗨！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福建土楼故
里南靖。我是蓝天旅行社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小徐，今天
我将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旅客1：圆形的；游客2：方形的）……

大家都很棒！都猜对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福建土楼标性建筑物——田螺坑土楼群。田
螺坑是个充满传说的好地方，顾名思义，大家就会联想到田
螺姑娘。他们的先祖为了躲避战乱，走到这个地方时，发现
这里风景秀美，是块风水宝地，而且地里有很多的田螺，于
是就在这里安家立业、开基传延。下面就是观景台，可以看
到土楼群的全貌。田螺坑土楼群是由四座圆楼和一座方楼组
成的，其中有一座是椭圆形的，方楼在中间，看起来就
象“四菜一汤”。

各位游客，我们前面的就是裕昌楼。这座楼的东边向外倾，
看起来就象倒塌下来，而它的西边每根柱子都是斜的，歪歪
扭扭，所以大家都叫它“东倒西歪”楼。

各位游客，我们眼前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叫做塔下村。一条小
溪从村中穿过，房子沿溪而建，象江南的周庄一样，是个标
准的山中水乡，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村边有座祠堂，
叫德远堂，是客家人张氏家庙。祠堂间树着21根石旗杆，旗
杆上面有的雕着狮子，有的雕着毛笔尖，据说只有事业有成
的人才能树旗杆，雕狮子的表示是武官，雕毛笔尖的是文官。

各位旅客，今天的旅程就要结束了，相信大家有了不少的收
获，希望大家以后常常想起南靖的土楼，常来看看！在这里，
小徐祝大家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