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大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一

各位游客：

大家好。

北京清代，有十代帝王的王子封了王位，有亲王、郡王封号
的有七十个。

为了显示他们的特殊地位和便于管理，清代王府一般都设在
内城。

“铁帽王府”。清初对入关有功的8家王爵，封为世袭罔替，
俗称“铁帽王”，他们的王府就叫铁帽王府，共有8处，5处
在西城，三处在东城。

以后又封了几个铁帽王，共12个世袭罔替王爵。

北京有两个恭亲王，一个是顺治皇帝的第五子常宁，府址在
今东四十条。

恭王府位于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
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相当于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
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1996年10月起开放的只是恭王府的后花园，占地9亩，但其规
模已经是非常可观的。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
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
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
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
王府的“三绝”之一，碑石长7.9米，贯穿整修假山。

垂花门，因门上有两个倒垂的花卉而得名，门前的两棵龙瓜
槐在和珅居住时就有，这种树比较珍贵。

垂花门内的牡丹院，院中有紫藤萝架。院子正中造形呈蝙蝠
形状的小湖。

在清代的北京，往住宅中引入活水，是要经皇帝特批的，恭
亲王府是少有的几个享此殊荣的王府之一。

西式门，据说在当时在北京只有3个。这也是恭王府的三绝之
一，另一绝是戏楼和福字碑。

花院门内的假山石，起到影壁的作用，名称为“独乐峰”。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
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
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于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
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
自尽”。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二

恭王府是北京的一处有名的景点，导游在介绍恭亲王府给游



客了解时，要做好充分的景点解说词。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的范文，欢迎阅读!

清代皇室为了显示他们的特殊地位和便于管理，清代王府一
般都设在内城。

“铁帽王府”。清初对入关有功的8家王爵，封为世袭罔替，
俗称“铁帽王”，他们的王府就叫铁帽王府，共有8处，5处
在西城，三处在东城。

以后又封了几个铁帽王，共12个世袭罔替王爵。

北京有两个恭亲王，一个是顺治皇帝的第五子常宁，府址在
今东四十条。

另一个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奕*，1852年将原庆王府转赐奕*，
此处原是和珅宅，位于前海西街17号，这个恭王府是保护得
最好的一个王府。

恭王府位于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
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相当于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
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1996年10月起开放的只是恭王府的后花园，占地9亩，但其规
模已经是非常可观的。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
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
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
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



王府的“三绝”之一，碑石长7.9米，贯穿整修假山。

垂花门，因门上有两个倒垂的花卉而得名，门前的两棵龙瓜
槐在和珅居住时就有，这种树比较珍贵。

垂花门内的牡丹院，院中有紫藤萝架。 院子正中造形呈蝙蝠
形状的小湖。

在清代的北京，往住宅中引入活水，是要经皇帝特批的，恭
亲王府是少有的几个享此殊荣的王府之一。

西式门，据说在当时在北京只有3个。这也是恭王府的三绝之
一，另一绝是戏楼和福字碑。

花院门内的假山石，起到影壁的作用，名称为“独乐峰”。

大家去过北京恭亲王府吗?如果没去过，那就让我来当一回导
游吧!

恭亲王府原是“千古第一贪”的和王申的家，后被嘉庆帝立
下二十四条罪状，抄了他的家充公。因最后一任主人是恭亲
王爱新觉罗·奕讠斤，所以称为恭亲王府。

北京城两龙脉，一是京城中轴线，二是护城河。故宫就坐落
在中轴线的头上。而恭亲王府就坐落在两龙脉相交之处。和
王申曾大言不惭说：“皇上坐龙头，我坐龙尾。龙头虽掌大
局，却还要龙尾行大事。”听听，和王申野心之勃勃，真不愧
“千古第一贪”!

恭亲王府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这“蝙蝠”并
不是真实的蝙蝠，而形似蝙蝠的建筑。和王申想让自己很幸
福，便取“福”的谐音字“蝠”，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
只“蝙蝠”。



进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只硕大的“蝙蝠”。这是
一只形似蝙蝠的池塘，名曰“福池”。池岸边随意错落着假
山碎石。福池周围栽满了榆树，榆树的果、叶形似铜钱，每
当铜钱般的果、叶掉入福池时，和王申就会笑哈哈：“天上
掉下的钱，进入我的‘聚宝盆’，地上的钱也是流入我和王
申的囊袋中。”这话可真不假!

我们顺着福池潺潺流水走，便来一扇门前。这是一扇精美绝
伦的西洋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据说这也是他二十四条
罪状之一。因为这一扇西洋门是仿造皇家园林——万寿园里
的西洋门造的。

进了西洋门，绕过“送子观音”石雕，便是和王申家的戏园
了。戏园前是一片花园，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中开着些许花儿。
《环珠格格》中“香妃戏蝶”这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全
北京城只有两处是满地青砖，一是故宫的太和殿，二便是和
王申家的戏台了。因为青砖的扩音效果十分好，所以在戏台
上唱戏不需要任何扩音工具，偌大的戏场人人都能听到音乐，
能站在遍地青砖的戏台上为和王申等权贵大臣唱戏也是一种
殊荣了。

穿过雕刻精细的朱栏长廊，便来到了和王申的书斋。书斋四
面假山竹林环合，清幽宁静。整个恭亲王府，就它不是用石
砖砌的。这座书斋是用一种特殊的竹料建成的，冬暖夏凉，
和王申最爱待在这里了。

出书斋，前面那座十分大气的建筑就是正殿——和王申会客
的地方。要上正殿，有一条很特别的路，只有一节阶梯，然
后就是一条笔直平缓的坡路，因为和王申说过他这一世，只
有年少时吃过苦，然后就一路平步青云，登上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势颠峰。我们可以跨过最底下的一节阶梯，
免吃一点苦，直接“平步青云”。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孝庄太后年老病重之时，极其爱戴她



的皇孙——康熙帝，心情极其郁闷。他让侍女苏麻喇姑准备
好纸笔，大笔一挥，写了一个“福”字。写完之后，玄烨和
苏麻喇姑看着那个“福”字惊呆了——那个字苍劲有力，十
分潇洒。细一看，竟看见了多个词组：多田，多子，多才，
多寿……这不就是皇祖母的心愿吗?康熙帝越看越满意，便命
人把这个“福”字拓在一块巨石上。结果，久病多时的太皇
太后很快康复了!康熙帝大喜，决定将这块饱含吉祥福瑞气息
的巨石代代相传，让爱新觉罗家族世代昌盛。

只可惜传到乾隆手中，就被别人偷出了皇宫。这个人就是和
王申。现在这块福石就在我们正殿脚下，只露出写有“福”
字的一面。这个“福”便是恭亲王府的第一万个福，寓
意“万福”。和王申还神气地说：“皇上是‘万岁’，我
是‘万福’!”后来，嘉庆帝抄他家时，本想把福石搬回皇宫，
可还是没有搬成。和王申太狡猾了，他用石块砌了一座形似
蝙蝠的福山，在“福”字左右各砌了一条龙，寓意“龙坐江
山”，嘉庆帝不想自毁“江山”，便把福石留了下来。

我们刚才是“平步青云”而上，现在让我们踏着龙脉下来吧。

再沿着福山前的池塘流水走，便可来和王申家的钓鱼池，踩
着朱色石船便可来到池中心的钓鱼台，钓鱼台南面堆砌着一
些奇形怪状的假山，池里长满了绿色植物。北面岩上栽满了
柳树，它们阿娜多姿的身体随风摇摆，与池中冒个不停的水
突眼相映成趣，就像自己来到了济南趵突泉。可我回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还没离开恭亲王府呢：钓鱼台的栏杆，牌栏上无
不镂刻着只有北京恭亲王府才有的蝙蝠花纹。

钓鱼池北岸上，还有一座形状奇特的阁楼，阁楼前种满了花
草树木，据说是恭亲王奕讠斤派人按慈禧太后头上的旗头形
状做的。奕讠斤很是讨厌慈禧太后，说：“你把我玩弄于股
掌之间，我就要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于是，奕讠斤就建了这
么一个阁楼。



游完恭亲王府，我再次回首，看着这座饱经历史风霜却风采
不减当年的府邸，心中百感交集：在这里住过的人，在自己
事业走到颠峰时，却不知自己也走上了权途与钱途的末路。

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从宾馆出发，坐出租车来到了恭王府。

恭王府以前是和珅的住所，什么?你不知道和珅?和珅是清朝
乾隆皇帝宠爱的一个近臣，乾隆看重和珅的原因是因为和珅
长得像他最喜欢的一个已故的妃子，所以乾隆大加重用和珅。
和珅家非常大，因为他是一个大贪官，钱库修的都很大。和
珅有个幸运符，是他从皇宫里拿走的大“福”字。他家的装
修，一共花了一千两黄金，可见他的资产数不胜数。他还秘
密地请人建造了密室、地道和机关，打算随时带财产逃跑。
他的好运气到嘉靖那就没有了。嘉靖爱财，乾隆死后，他找
个借口把和珅家抄了，在钱库里找出白银黄金各两千两。嘉
靖不甘心，让再搜，在地道里找到一千五百两宝石玉器。一
个巡捕看见和珅家的一些窗户形状古怪，原来，圆形窗户代
表有珠宝的密室，扇子形状的窗子代表有字画的密室……巡
捕在密室里又找出大约八万两黄金的物品。

和珅家后来住了恭王，所以叫恭王府。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恭亲王府原是“千古第一贪”的和珅的家，后被嘉庆帝立下
二十四条罪状，抄了他的家充公。因最后一任主人是恭亲王
爱新觉罗奕讠斤，所以称为恭亲王府。

北京城两龙脉，一是京城中轴线，二是护城河。故宫就坐落



在中轴线的头上。而恭亲王府就坐落在两龙脉相交之处。和
珅曾大言不惭说：“皇上坐龙头，我坐龙尾。龙头虽掌大局，
却还要龙尾行大事。”听听，和珅野心之勃勃，真不愧“千
古第一贪”！

恭亲王府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这“蝙蝠”并
不是真实的蝙蝠，而形似蝙蝠的建筑。和珅想让自己很幸福，
便取“福”的谐音字“蝠”，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
蝠”。

进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只硕大的“蝙蝠”。这是
一只形似蝙蝠的池塘，名曰“福池”。池岸边随意错落着假
山碎石。福池周围栽满了榆树，榆树的果、叶形似铜钱，每
当铜钱般的果、叶掉入福池时，和珅就会笑哈哈：“天上掉
下的钱，进入我的‘聚宝盆’，地上的钱也是流入我和珅的
囊袋中。”这话可真不假！

我们顺着福池潺潺流水走，便来一扇门前。这是一扇精美绝
伦的西洋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据说这也是他二十四条
罪状之一。因为这一扇西洋门是仿造皇家园林——万寿园里
的西洋门造的。

进了西洋门，绕过“送子观音”石雕，便是和珅家的戏园了。
戏园前是一片花园，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中开着些许花儿。
《环珠格格》中“香妃戏蝶”这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全
北京城只有两处是满地青砖，一是故宫的太和殿，二便是和
珅家的戏台了。因为青砖的扩音效果十分好，所以在戏台上
唱戏不需要任何扩音工具，偌大的戏场人人都能听到音乐，
能站在遍地青砖的戏台上为和珅等权贵大臣唱戏也是一种殊
荣了。

穿过雕刻精细的朱栏长廊，便来到了和珅的书斋。书斋四面
假山竹林环合，清幽宁静。整个恭亲王府，就它不是用石砖
砌的。这座书斋是用一种特殊的竹料建成的，冬暖夏凉，和



珅最爱待在这里了。

出书斋，前面那座十分大气的建筑就是正殿——和珅会客的
地方。要上正殿，有一条很特别的路，只有一节阶梯，然后
就是一条笔直平缓的坡路，因为和珅说过他这一世，只有年
少时吃过苦，然后就一路平步青云，登上了“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权势颠峰。我们可以跨过最底下的一节阶梯，免
吃一点苦，直接“平步青云”。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孝庄太后年老病重之时，极其爱戴她
的皇孙——康熙帝，心情极其郁闷。他让侍女苏麻喇姑准备
好纸笔，大笔一挥，写了一个“福”字。写完之后，玄烨和
苏麻喇姑看着那个“福”字惊呆了——那个字苍劲有力，十
分潇洒。细一看，竟看见了多个词组：多田，多子，多才，
多寿……这不就是皇祖母的心愿吗？康熙帝越看越满意，便
命人把这个“福”字拓在一块巨石上。结果，久病多时的太
皇太后很快康复了！康熙帝大喜，决定将这块饱含吉祥福瑞
气息的巨石代代相传，让爱新觉罗家族世代昌盛。

只可惜传到乾隆手中，就被别人偷出了皇宫。这个人就是和
珅。现在这块福石就在我们正殿脚下，只露出写有“福”字
的一面。这个“福”便是恭亲王府的第一万个福，寓意“万
福”。和珅还神气地说：“皇上是‘万岁’，我是‘万
福’！”后来，嘉庆帝抄他家时，本想把福石搬回皇宫，可
还是没有搬成。和珅太狡猾了，他用石块砌了一座形似蝙蝠
的福山，在“福”字左右各砌了一条龙，寓意“龙坐江山”，
嘉庆帝不想自毁“江山”，便把福石留了下来。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四

北京清代，有十代帝王的王子封了王位，有亲王、郡王封号
的有七十个。



为了显示他们的特殊地位和便于管理，清代王府一般都设在
内城。

“铁帽王府”。

清初对入关有功的8家王爵，封为世袭罔替，俗称“铁帽王”，
他们的王府就叫铁帽王府，共有8处，5处在西城，三处在东
城。

以后又封了几个铁帽王，共12个世袭罔替王爵。

北京有两个恭亲王，一个是顺治皇帝的第五子常宁，府址在
今东四十条。

另一个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奕*，1852年将原庆王府转赐奕*，
此处原是和珅宅，位于前海西街17号，这个恭王府是保护得
最好的一个王府。

恭王府位于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
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

相当于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
的宅邸。

1996年10月起开放的只是恭王府的后花园，占地9亩，但其规
模已经是非常可观的。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
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
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
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



王府的“三绝”之一，碑石长7.9米，贯穿整修假山。

垂花门，因门上有两个倒垂的花卉而得名，门前的两棵龙瓜
槐在和珅居住时就有，这种树比较珍贵。

垂花门内的牡丹院，院中有紫藤萝架。

院子正中造形呈蝙蝠形状的小湖。

在清代的北京，往住宅中引入活水，是要经皇帝特批的，恭
亲王府是少有的几个享此殊荣的王府之一。

西式门，据说在当时在北京只有3个。

这也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另一绝是戏楼和福字碑。

花院门内的假山石，起到影壁的作用，名称为“独乐峰”。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
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全
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于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
尽”。

北京明珠——恭王府 谷长江 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可谓
群星灿烂，坐落在北京什刹海柳荫街的北京恭王府便是其中
的一颗明珠。

7月18日，恭王府花园正式对外开放15周年的日子。

从私家王府到服务于公众的美丽园林，北京保存最为完好的
这座王府，走过了200多春夏秋冬的岁月，积淀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内涵，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

恭王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我国有关考古、园林、古建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恭王府进
行了科学的研究和考证。

恭王府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7年)。

最初是乾隆宠臣大学士和珅的私宅，当时和珅大兴土木逾制
修建，虽不称王府，但宅第的宽敞、富丽并不亚于王府，从
而奠定了今日恭王府的规模。

著名史学家单士元先生1938年所著的《恭王府沿革考略》一
文中介绍“恭王府初为乾隆时内阁大学士和珅第宅，嘉庆四年
(1799年)，和珅获罪，第宅入官，嘉庆将其一部分赐其弟永
璘，是为庆王府。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收回后又转赐其弟奕訢，是为恭
王府。

”恭亲王奕訢死后，溥伟承袭王爵，所以恭王府最后的府主
是小恭王溥伟。

恭王府作为满清皇族的古建园林，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
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

走进恭王府，那雄大的建筑气势、精良的工艺、精巧的布局、
交错的楼阁，无处不展现着王家园林辉煌与华丽的风格。

恭王府府邸内的建筑，分东、中、西三路，由南自北都是以
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现存古建房屋建
筑约12000平方米。

其中府邸由三路四进四合院组成;花园也分为三路。

在这些房屋中既有体现皇家气派和威严的建筑，又有来自民
间精巧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构成了王府文化的最大特点。



1982年，国务院将恭王府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原
占用花园的单位陆续迁出，同时国家对花园部分按原貌进行
了整体修缮。

1988年，恭王府花园对社会开放。

15年来，接待中外游客近800万人次，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
耀及夫人、美国总统布什的夫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及夫
人、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夫人等几百名外国领导人和贵宾。

此外，文化部与十几个国家在花园签署过文化交流协议，海
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
甫先生的第一次会谈，也是在恭王府戏楼进行的。

对外开放以来，恭王府花园利用清代王府园林的优势举办了
插花艺术展、盆景艺术展、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恭王府图
片展等，承办日本茶道、法国艺术家表演等中外文化交流活
动。

以花园戏楼为中心，举办京剧演出，使得恭王府成为弘扬国
粹艺术的一个窗口。

与此同时，恭王府管理处借助社会力量，还开发了一批特色
文化旅游项目，创办了集导游介绍恭王府、喝盖碗茶、品尝
北京小吃、看北京民俗表演这一全新的旅游形式，受到了中
外游人和市旅游局的好评。

此外，积极以各种方式扩大宣传，参与影视剧的拍摄，随着
《雍正王朝》、《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等一批优秀
影视剧的播出，进一步提高了恭王府的知名度，游人纷至沓
来，取得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



目前，恭王府博物馆正在筹建之中。

除了原有的府邸和花园的观光浏览之外，每位到恭王府的游
人还可以看到恭王府固定的陈列展览、专题展览以及引进的
各种临时性展览。

常设陈列以《清代王府文化展》为主题，内陈设展厅以史料
与实物为主，形象地展示王府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侧面，
让习惯于影视节目中了解历史的观众通过看展览对历史有一
个真实的感受，丰富人们的游览内容，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

北京恭王府花园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开放以来就非
常重视文物古迹和建筑的修复。

在总体规划中，已将重建恭王府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列入日程，
为恭王府花园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府古建博物馆打下基础。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五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恭亲王府原是“千古第一贪”的和王申的家，后被嘉庆帝立
下二十四条罪状，抄了他的家充公。

北京城两龙脉，一是京城中轴线，二是护城河。故宫就坐落
在中轴线的头上。而恭亲王府就坐落在两龙脉相交之处。和
王申曾大言不惭说：“皇上坐龙头，我坐龙尾。龙头虽掌大
局，却还要龙尾行大事。”听听，和王申野心之勃勃，真不愧
“千古第一贪”！



恭亲王府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这“蝙蝠”并
不是真实的蝙蝠，而形似蝙蝠的建筑。和王申想让自己很幸
福，便取“福”的谐音字“蝠”，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
只“蝙蝠”。

进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只硕大的“蝙蝠”。这是
一只形似蝙蝠的池塘，名曰“福池”。池岸边随意错落着假
山碎石。福池周围栽满了榆树，榆树的果、叶形似铜钱，每
当铜钱般的果、叶掉入福池时，和王申就会笑哈哈：“天上
掉下的钱，进入我的？聚宝盆？，地上的钱也是流入我和王
申的囊袋中。”这话可真不假！

我们顺着福池潺潺流水走，便来一扇门前。这是一扇精美绝
伦的.西洋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据说这也是他二十四条
罪状之一。因为这一扇西洋门是仿造皇家园林——万寿园里
的西洋门造的。

进了西洋门，绕过“送子观音”石雕，便是和王申家的戏园
了。戏园前是一片花园，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中开着些许花儿。
《环珠格格》中“香妃戏蝶”这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全
北京城只有两处是满地青砖，一是故宫的太和殿，二便是和
王申家的戏台了。因为青砖的扩音效果十分好，所以在戏台
上唱戏不需要任何扩音工具，偌大的戏场人人都能听到音乐，
能站在遍地青砖的戏台上为和王申等权贵大臣唱戏也是一种
殊荣了。

穿过雕刻精细的朱栏长廊，便来到了和王申的书斋。书斋四
面假山竹林环合，清幽宁静。整个恭亲王府，就它不是用石
砖砌的。这座书斋是用一种特殊的竹料建成的，冬暖夏凉，
和王申最爱待在这里了。

出书斋，前面那座十分大气的建筑就是正殿——和王申会客
的地方。要上正殿，有一条很特别的路，只有一节阶梯，然
后就是一条笔直平缓的坡路，因为和王申说过他这一世，只



有年少时吃过苦，然后就一路平步青云，登上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势颠峰。我们可以跨过最底下的一节阶梯，
免吃一点苦，直接“平步青云”。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六

东路以建筑为主。东有两山南北奔趋，两山各在东南和东北
转折成围合状。建筑分三个小院。，南面靠东院入，抬头是
一精致垂花门，入内为狭长院落，院内当年种竹，正厅为大
戏楼之后部，西厢为中路明道堂之后卷，东厢为一排厢房，
院西为另一个狭长院落。入口月洞门，曰：吟香醉月。北面
是东路的主体建筑大戏楼，戏楼自成一个小院，面积达685平
方米，院内有前厅、观众厅、舞台、扮戏房等，厅内装饰豪
华，是王府的观戏处。

西路以山水为主。西路的起始部分从飞来峰西走，在南端是
两山之间的一个雄关。关名曰：榆关，榆关即长城的山海关，
是长城的象征，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美称，当年，清代皇帝就
是从此入关，在园中设此关足以表示园主不忘记清祖从山海
关入主中原的丰功伟绩。榆关之前是西路的中心大方池，方
池东南角出细流折东与福河相连，大方池之中有一个方形小
岛，岛上是观鱼台，以此来喻庄子濠上观鱼之乐的典故；池
西是西山；池前有五间堂屋。东出抄手廊与中路滴翠岩的曲
廊相接。

全园以福字贯穿，表明主题明显。山势围合有新意，榆关雄
峙也有新意，但东部建筑较多，中部曲廊的围合也不够有机，
特别是理水较差。从堆石、建筑、植物、格局上看仍有北方
园林特点。

恭王府位于什刹海北岸的恭王府是世界最大的四合院，也是
今日北京城里，60余座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分为
平行的东、中、西三路。中路的3座建筑是府邸的主体，一是
大殿，二是后殿，三是延楼。延楼东西长160米，有40余间房



屋。东路和西路各有3个院落，和中路遥相呼应。王府的最后
部分是花园，20多个景区各不相同。

恭王府是清道光帝第六子恭忠亲王府第。前身为乾隆时大学
士和砷的邸宅。嘉庆四年（1799年）和砷获罪，邸宅入官，
嘉庆帝将其一部分赐给其弟庆僖亲王永磷，是为庆王府。以
后咸丰市将庆王府收回，转赐其弟奕沂，是为恭王府。咸丰、
同治年间曾整修，并在府后添建花园。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七

由于恭王府有着某些《红楼梦》中所描绘的景物，因此有人
说恭王府花园是大观园的蓝本。但是，许多人又提出了不同
的意见。

王府的主人奕诉，是一等贵族，所以他的府邸不仅宽大，而
且建筑也是最高格制，显示其不可逾越的等级，明显的标志
是门脸和房屋数量。亲王府有门脸5间，正殿7间，后殿5间，
后寝7间，左右有配殿。低于亲王等级的王公府邸决不能多于
这些数字。房屋的形式、屋瓦的颜色也是不能替越的。

恭王府以前的主人是大0相和坤，他修建的庆颐堂模仿了皇帝
的宁寿宫，皇帝“加恩赐令自尽”时，这就是其中的一条罪
状。

恭王府的建筑，可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府邸占地46.5亩，
分为中东西三路，各由多进四合院组成，后面环抱着长160余
米的通脊二层后罩楼。楼后为花园，占地38.6亩，园内建筑
也约略形成中东西三路，园中散置了叠石假山，曲廊亭榭，
池塘花木。

中路前部是面阔3间的大门和面阔5间的二门，门里原有正殿
银安殿，已毁，现存后殿，即嘉乐堂；东路由三进四合院组
成，是恭亲王奕折的起居生活用房；西路正房为锡晋斋，院



宇宏大，廊点周接，气派非凡。在三路院落之后，环抱东西
长160米的40余间两层后楼，东边名瞻雾楼，西边名宝约楼。
楼后即花园——苹锦园，俗称恭王府花园，占地2.8万平方米。
园内建筑分中东酉三路，也有约略的轴线，散置叠石假山、
曲廊亭榭、水池花木。主要建筑有蝎殿、邀月台、大戏台、
沁秋亭等。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八

各位游客大家好!

恭亲王府原是“千古第一贪”的和珅的家，后被嘉庆帝立下
二十四条罪状，抄了他的家充公，恭王府导游词。因最后一
任主人是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讠斤，所以称为恭亲王府。

北京城两龙脉，一是京城中轴线，二是护城河。故宫就坐落
在中轴线的头上。而恭亲王府就坐落在两龙脉相交之处。和
珅曾大言不惭说：“皇上坐龙头，我坐龙尾。龙头虽掌大局，
却还要龙尾行大事。”听听，和珅野心之勃勃，真不愧“千
古第一贪”!

恭亲王府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这“蝙蝠”并
不是真实的蝙蝠，而形似蝙蝠的建筑。和珅想让自己很幸福，
便取“福”的谐音字“蝠”，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
蝠”。

进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只硕大的“蝙蝠”。这是
一只形似蝙蝠的池塘，名曰“福池”。池岸边随意错落着假
山碎石。福池周围栽满了榆树，榆树的果、叶形似铜钱，每
当铜钱般的果、叶掉入福池时，和珅就会笑哈哈：“天上掉
下的钱，进入我的‘聚宝盆’，地上的钱也是流入我和珅的
囊袋中。”这话可真不假!

我们顺着福池潺潺流水走，便来一扇门前。这是一扇精美绝



伦的西洋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据说这也是他二十四条
罪状之一。因为这一扇西洋门是仿造皇家园林——万寿园里
的西洋门造的。

进了西洋门，绕过“送子观音”石雕，便是和珅家的戏园了。
戏园前是一片花园，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中开着些许花儿。
《环珠格格》中“香妃戏蝶”这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全
北京城只有两处是满地青砖，一是故宫的太和殿，二便是和
珅家的戏台了。因为青砖的扩音效果十分好，所以在戏台上
唱戏不需要任何扩音工具，偌大的戏场人人都能听到音乐，
能站在遍地青砖的戏台上为和珅等权贵大臣唱戏也是一种殊
荣了。

穿过雕刻精细的朱栏长廊，便来到了和珅的书斋。书斋四面
假山竹林环合，清幽宁静。整个恭亲王府，就它不是用石砖
砌的。这座书斋是用一种特殊的竹料建成的，冬暖夏凉，和
珅最爱待在这里了。

出书斋，前面那座十分大气的建筑就是正殿——和珅会客的
地方。要上正殿，有一条很特别的路，只有一节阶梯，然后
就是一条笔直平缓的坡路，因为和珅说过他这一世，只有年
少时吃过苦，然后就一路平步青云，登上了“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权势颠峰。我们可以跨过最底下的一节阶梯，免
吃一点苦，直接“平步青云”。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孝庄太后年老病重之时，极其爱戴她
的皇孙——康熙帝，心情极其郁闷。他让侍女苏麻喇姑准备
好纸笔，大笔一挥，写了一个 “福”字。写完之后，玄烨和
苏麻喇姑看着那个“福”字惊呆了——那个字苍劲有力，十
分潇洒。细一看，竟看见了多个词组：多田，多子，多才，
多寿……这不就是皇祖母的心愿吗?康熙帝越看越满意，便命
人把这个“福”字拓在一块巨石上。结果，久病多时的太皇
太后很快康复了!康熙帝大喜，决定将这块饱含吉祥福瑞气息
的巨石代代相传，让爱新觉罗家族世代昌盛。



只可惜传到乾隆手中，就被别人偷出了皇宫。这个人就是和
珅。现在这块福石就在我们正殿脚下，只露出写有“福”字
的一面。这个“福”便是恭亲王府的第一万个福，寓意“万
福”。和珅还神气地说：“皇上是‘万岁’，我是‘万
福’!”后来，嘉庆帝抄他家时，本想把福石搬回皇宫，可还
是没有搬成。和珅太狡猾了，他用石块砌了一座形似蝙蝠的
福山，在“福”字左右各砌了一条龙，寓意“龙坐江山”，
嘉庆帝不想自毁“江山”，便把福石留了下来。

恭王府概述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使用古游网的导游服务：

王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宫廷
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桥梁，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是中国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它代表着中国的王府文化。

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和珅开始在这东依前海，背靠后
海的位置修建他的豪华宅第，时称“和第”。有说法称、明
弘治年间、大太监李广也曾经置第于此。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庆皇帝就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和九
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全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
相当于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
饱”的说法，同年正月十八，即1799年2月22日，和珅被“赐
令自尽”。而宅子本身，则归了“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嘉庆
胞弟庆僖亲王永璘所有。与此同时，嫁给和珅儿子的乾隆之
女和孝公主，仍居住在半座宅第中。咸丰元年，即1851年，
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成为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改
名恭王府，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一座恭王府，半部
清朝史”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府的评价。民国初年，
这座王府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教会，后由
辅仁大学用108根金条赎回，并用作女生学堂。新中国成立以
后，王府曾被公安部宿舍、风机厂、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使



用过。

“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这是史书上对恭
王府的描述。就其选址而言，它占据京城绝佳的位置。古人
修宅建园很注重风水，北京据说有两条龙脉，一是土龙，即
故宫的龙脉;二是水龙，指后海和北海一线，而恭王府正好在
后海和北海之间的连接线上，即龙脉上，因此风水非常的好。
古人以水为财，在恭王府内“处处见水”，最大的湖心亭的
水，是从玉泉湖引进来的，而且只内入不外流，因此更符合
风水学聚财的说法。新中国十大元帅和郭沫若等人，均在恭
王府的附近居住，而且都非常长寿。据说，北京长寿老人最
多的地方就是恭王府附近，这个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

恭王府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分为府邸和花园
两部分，府在前，园在后。恭王府的开放，早在30年前，就
被提上议事日程。1975年，周总理在病床上，将三件未做完
的事情托付给谷牧，其中之一就是恭王府的开放问题。

王府占地约3.1万平方米，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由严格
的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王府有门脸五间，正
殿七间，后殿五间，后寝殿七间，左右有配殿。府邸不仅宽
大，而且建筑规模也是王府中最高的。恭王府的中、东、西
三路各有三个院落，其中每一路的后两个院子是我们要游览
的主要区域。

现在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讲解，游览一下这历尽苍桑、重现世
人的恭王府吧。

门外院落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王府主体院落之外的部分。在府邸大门外
并列有东西两组院落。

西侧一组院落在三间正门两侧开有两座罩子门通向东、西两



路院落，门的前方纵列着四排房屋，每排房屋当中各有一座
阿思门，东边的阿思门外有一座影壁。

西侧院落南边沿围墙有两排倒座房，是王府的办事机构用房：
前排东侧为回事处、随侍处，中间为管事处，西侧为佐领处、
档子房、管领处、庄园处、置办处等，后排为粮仓房;两排倒
座之间有东房一排，为裁房、厨房、水屋等。

东侧一组院落中南边沿围墙也有一排倒座房，为王府的兵房，
驻有护卫王府的旗兵十余名;北边有一组四合院落，据说载滢
回府时在此居住。

当时王府的总出入门就开在东侧院落的东墙上。

好了，下面我们将按照由中路入东路，转中路进西路最后到
达后罩楼的顺序带领您转转这重新修缮的恭王府。

正门

中路有正门两重，均朝南。现在您要走入的是恭王府府邸的
正门，大门面阔三开间，外置石狮子一对，石狮头上的卷毛
疙瘩有12排，代表亲王的爵位。

经过这中路的第一个小院，接下来您还需走过这面阔5间的二
门，才能进入王府的中心区域。二门内是正殿及东西配殿，
其后为后殿及东西配殿。

向里走您马上会看到的是修复后的银安殿。

银安殿

银安殿俗呼银銮殿，是恭王府最主要的建筑。它作为王府的
正殿，只有逢重大事件、重要节日时方打开，起到礼仪的作
用。民国初年，由于不慎失火，大殿连同东西配殿一并焚毁。



现在经过修复，虽不能与原来的完全一样，但还是能让您体
会到它的宏伟与庄重，感受到它的神韵。

现在让我们先去游览一下东路的主要建筑。下一个景点是多
福轩。

05多福轩

多福轩采用小五架梁式的明代建筑风格。这里是奕?的会客处，
保存着一些漂亮的凤凰彩绘，因其内部悬挂许多“福寿匾”
而得名。多福轩内6个书架4个多宝格每个都是4米多高，全是
用楠木复原的。

轩前院子内有古藤萝一架，被称为“藤莹架”，据考已生
长200多年，在北京是不多见的。因此这个院子又被称为“藤
萝院”。

绕过多福轩，您将进入东路的最后一个院子，看到后院的正
厅乐道堂。

乐道堂及嘉乐堂

这里恭亲王奕忻起居的地方。奕?为皇子时，道光帝曾赐“乐
道堂”匾额一方，此堂因此得名。

东路游览完了，现在请您向西走，去参观中路后院的嘉乐堂。

嘉乐堂五开间、硬山顶、前出廊，是和珅时期的建筑，悬
挂“嘉乐堂”匾额一方。该匾疑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但匾
额无署款，无钤记，故无从证实。在恭亲王时期，嘉乐堂主
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内供有祖先、诸神等的牌位，以萨
满教仪式为主。这就印证了民间对于王府内有座神殿的传说。

看过了银安殿和嘉乐堂，想必您已经发现了，这中轴线上建



筑物的屋顶都用绿琉璃瓦、脊吻兽，而配殿屋皆用灰筒瓦。

北京恭王府导游词三分钟篇九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恭亲王府原是“千古第一贪”的和珅的家，后被嘉庆帝立下
二十四条罪状，抄了他的家充公，因最后一任主人是恭亲王
爱新觉罗奕讠斤，所以称为恭亲王府。

北京城两龙脉，一是京城中轴线，二是护城河。故宫就坐落
在中轴线的头上。而恭亲王府就坐落在两龙脉相交之处。和
珅曾大言不惭说：“皇上坐龙头，我坐龙尾。龙头虽掌大局，
却还要龙尾行大事。”听听，和珅野心之勃勃，真不愧“千
古第一贪”!

恭亲王府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蝠”。这“蝙蝠”并
不是真实的蝙蝠，而形似蝙蝠的建筑。和珅想让自己很幸福，
便取“福”的谐音字“蝠”，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只“蝙
蝠”。

进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只硕大的“蝙蝠”。这是
一只形似蝙蝠的池塘，名曰“福池”。池岸边随意错落着假
山碎石。福池周围栽满了榆树，榆树的果、叶形似铜钱，每
当铜钱般的果、叶掉入福池时，和珅就会笑哈哈：“天上掉
下的钱，进入我的‘聚宝盆’，地上的钱也是流入我和珅的
囊袋中。”这话可真不假!

我们顺着福池潺潺流水走，便来一扇门前。这是一扇精美绝
伦的西洋门，色彩鲜艳，做工精细。据说这也是他二十四条
罪状之一。因为这一扇西洋门是仿造皇家园林——万寿园里
的西洋门造的。



进了西洋门，绕过“送子观音”石雕，便是和珅家的戏园了。
戏园前是一片花园，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中开着些许花儿。
《环珠格格》中“香妃戏蝶”这出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全
北京城只有两处是满地青砖，一是故宫的太和殿，二便是和
珅家的戏台了。因为青砖的扩音效果十分好，所以在戏台上
唱戏不需要任何扩音工具，偌大的戏场人人都能听到音乐，
能站在遍地青砖的戏台上为和珅等权贵大臣唱戏也是一种殊
荣了。

穿过雕刻精细的朱栏长廊，便来到了和珅的书斋。书斋四面
假山竹林环合，清幽宁静。整个恭亲王府，就它不是用石砖
砌的。这座书斋是用一种特殊的竹料建成的，冬暖夏凉，和
珅最爱待在这里了。

出书斋，前面那座十分大气的建筑就是正殿——和珅会客的
地方。要上正殿，有一条很特别的路，只有一节阶梯，然后
就是一条笔直平缓的坡路，因为和珅说过他这一世，只有年
少时吃过苦，然后就一路平步青云，登上了“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权势颠峰。我们可以跨过最底下的一节阶梯，免
吃一点苦，直接“平步青云”。

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孝庄太后年老病重之时，极其爱戴她
的皇孙——康熙帝，心情极其郁闷。他让侍女苏麻喇姑准备
好纸笔，大笔一挥，写了一个 “福”字。写完之后，玄烨和
苏麻喇姑看着那个“福”字惊呆了——那个字苍劲有力，十
分潇洒。细一看，竟看见了多个词组：多田，多子，多才，
多寿……这不就是皇祖母的心愿吗?康熙帝越看越满意，便命
人把这个“福”字拓在一块巨石上。结果，久病多时的太皇
太后很快康复了!康熙帝大喜，决定将这块饱含吉祥福瑞气息
的巨石代代相传，让爱新觉罗家族世代昌盛。

只可惜传到乾隆手中，就被别人偷出了皇宫。这个人就是和
珅。现在这块福石就在我们正殿脚下，只露出写有“福”字
的一面。这个“福”便是恭亲王府的第一万个福，寓意“万



福”。和珅还神气地说：“皇上是‘万岁’，我是‘万
福’!”后来，嘉庆帝抄他家时，本想把福石搬回皇宫，可还
是没有搬成。和珅太狡猾了，他用石块砌了一座形似蝙蝠的
福山，在“福”字左右各砌了一条龙，寓意“龙坐江山”，
嘉庆帝不想自毁“江山”，便把福石留了下来。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使用古游网的导游服务：

王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宫廷
文化和平民文化的桥梁，位于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是中国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它代表着中国的王府文化。

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和珅开始在这东依前海，背靠后
海的位置修建他的豪华宅第，时称“和第”。有说法称、明
弘治年间、大太监李广也曾经置第于此。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庆皇帝就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和九
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全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
相当于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
饱”的说法，同年正月十八，即1799年2月22日，和珅被“赐
令自尽”。而宅子本身，则归了“爱豪宅不爱江山”的嘉庆
胞弟庆僖亲王永璘所有。与此同时，嫁给和珅儿子的乾隆之
女和孝公主，仍居住在半座宅第中。咸丰元年，即1851年，
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成为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改
名恭王府，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
府的评价。民国初年，这座王府被恭亲王的孙子溥伟以40万
块大洋卖给教会，后由辅仁大学用108根金条赎回，并用作女
生学堂。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府曾被公安部宿舍、风机厂、
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使用过。

“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这是史书上对恭
王府的描述。就其选址而言，它占据京城绝佳的位置。古人



修宅建园很注重风水，北京据说有两条龙脉，一是土龙，即
故宫的龙脉;二是水龙，指后海和北海一线，而恭王府正好在
后海和北海之间的连接线上，即龙脉上，因此风水非常的好。
古人以水为财，在恭王府内“处处见水”，最大的湖心亭的
水，是从玉泉湖引进来的，而且只内入不外流，因此更符合
风水学聚财的说法。新中国十大元帅和郭沫若等人，均在恭
王府的附近居住，而且都非常长寿。据说，北京长寿老人最
多的地方就是恭王府附近，这个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

恭王府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分为府邸和花园
两部分，府在前，园在后。恭王府的开放，早在30年前，就
被提上议事日程。1975年，周总理在病床上，将三件未做完
的事情托付给谷牧，其中之一就是恭王府的开放问题。

王府占地约3.1万平方米，分为中、东、西三路建筑，由严格
的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王府有门脸五间，正
殿七间，后殿五间，后寝殿七间，左右有配殿。府邸不仅宽
大，而且建筑规模也是王府中最高的。恭王府的中、东、西
三路各有三个院落，其中每一路的后两个院子是我们要游览
的主要区域。

现在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讲解，游览一下这历尽苍桑、重现世
人的恭王府吧。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王府主体院落之外的部分。在府邸大门外
并列有东西两组院落。

西侧一组院落在三间正门两侧开有两座罩子门通向东、西两
路院落，门的前方纵列着四排房屋，每排房屋当中各有一座
阿思门，东边的阿思门外有一座影壁。

西侧院落南边沿围墙有两排倒座房，是王府的办事机构用房：
前排东侧为回事处、随侍处，中间为管事处，西侧为佐领处、
档子房、管领处、庄园处、置办处等，后排为粮仓房;两排倒



座之间有东房一排，为裁房、厨房、水屋等。

东侧一组院落中南边沿围墙也有一排倒座房，为王府的兵房，
驻有护卫王府的旗兵十余名;北边有一组四合院落，据说载滢
回府时在此居住。

当时王府的总出入门就开在东侧院落的东墙上。

好了，下面我们将按照由中路入东路，转中路进西路最后到
达后罩楼的顺序带领您转转这重新修缮的恭王府。

正门

中路有正门两重，均朝南。现在您要走入的是恭王府府邸的
正门，大门面阔三开间，外置石狮子一对，石狮头上的卷毛
疙瘩有12排，代表亲王的爵位。

经过这中路的第一个小院，接下来您还需走过这面阔5间的二
门，才能进入王府的中心区域。二门内是正殿及东西配殿，
其后为后殿及东西配殿。

向里走您马上会看到的是修复后的银安殿。

银安殿俗呼银銮殿，是恭王府最主要的建筑。它作为王府的
正殿，只有逢重大事件、重要节日时方打开，起到礼仪的作
用。民国初年，由于不慎失火，大殿连同东西配殿一并焚毁。
现在经过修复，虽不能与原来的完全一样，但还是能让您体
会到它的宏伟与庄重，感受到它的神韵。

现在让我们先去游览一下东路的主要建筑。下一个景点是多
福轩。

多福轩采用小五架梁式的明代建筑风格。这里是奕?的会客处，
保存着一些漂亮的凤凰彩绘，因其内部悬挂许多“福寿匾”



而得名。多福轩内6个书架4个多宝格每个都是4米多高，全是
用楠木复原的。

轩前院子内有古藤萝一架，被称为“藤莹架”，据考已生
长200多年，在北京是不多见的。因此这个院子又被称为“藤
萝院”。

绕过多福轩，您将进入东路的最后一个院子，看到后院的正
厅乐道堂。

这里恭亲王奕忻起居的地方。奕为皇子时，道光帝曾赐“乐
道堂”匾额一方，此堂因此得名。

东路游览完了，现在请您向西走，去参观中路后院的嘉乐堂。

嘉乐堂五开间、硬山顶、前出廊，是和珅时期的建筑，悬
挂“嘉乐堂”匾额一方。该匾疑是乾隆帝赐给和珅的，但匾
额无署款，无钤记，故无从证实。在恭亲王时期，嘉乐堂主
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内供有祖先、诸神等的牌位，以萨
满教仪式为主。这就印证了民间对于王府内有座神殿的传说。

看过了银安殿和嘉乐堂，想必您已经发现了，这中轴线上建
筑物的屋顶都用绿琉璃瓦、脊吻兽，而配殿屋皆用灰筒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