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恭王府导游解说词 北京恭亲王府
导游词(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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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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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一

木府是丽江木氏土司衙门的俗称，位于丽江古城狮子山下，
是丽江古城文化之“大观园”。木府景区占地46亩，中轴线
长369米，整个建筑群坐西向东，是一座辉煌的建筑艺术之苑。
现在看到的木府，充分反映了明代中原建筑的风采，同时保
留了唐宋中原建筑中，古朴粗犷的流风余韵，府内玉沟纵横，
活水长流的布局，又可看见白族和纳西族传统的民族特色。

丽江木府位于丽江古城，是丽江木氏土司当年在丽江的宫殿，
纳西民族首领木氏自元(253)世袭丽江土知府以来，历经元明
清三代22世470年，所以木府是丽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被
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二

恭王府位于前海西街，建于1776—1785年，原为清代乾隆宠
臣和珅的私宅，和珅因贪污罪于嘉庆年间被抄家处死后，此
处私宅便赠给了庆王。同治朝时，由于恭亲王奕忻协同慈禧
发动政变有功，慈禧太后便将此宅赠予他，而成为恭亲王府。

俗呼银銮殿，恭王府最主要的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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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银安殿
院落为复建。



和珅时期之建筑。悬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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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由证实，但
和珅留有《嘉乐堂诗集》，说明是和珅之室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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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规模宏大，占地约6万平
方米，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
布局讲究，气派非凡。其花园又名锦翠园，园内布局、设计
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造园模仿皇宫内的宁寿宫。全园
以“山”字型假山拱抱，东、南、西面均堆土累石为山，中
路又以房山石堆砌洞壑，手法颇高。山顶平台，成为全园最
高点。居高临下，可观全园景色。恭王府由于是在权臣和珅
邸宅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和珅当年定罪的二十大罪状中就有
关于内檐装修的“潜侈逾制”问题，如其中的第十三款“查
得和珅房屋竟有楠木厅堂，其多宝格及隔断门窗解仿照宁寿
宫制度”。因此恭王府的内檐装修在王府文化中别具一格，
其所表现的特点尤为突出：

一、 规格最高，可与宫殿建筑比美：

恭王府几座主要厅堂的内檐装修不仅是多宝格、隔断，还可
举出仙楼、神殿带毗卢帽的祭灶等装修也与宫廷中别无二制。
并有室内假山水池，装修成室内小园林，更是别出心裁。

二、 数量较多，形式多样：

从样式雷图中可以看到当年有内檐装修的建筑多达二十余处，
而且具有多种类型，如太师壁、宝座床、碧纱橱、祭灶、万
字炕、几腿罩、落地罩、炕罩、真假门、仙楼、书阁、多宝
格、顺山炕、前、后檐炕等。

三、 界划灵活，空间丰富：

恭王府内各厅堂的空间根据使用功能划分，格局多样，其主
要厅堂既有肃穆、庄严的开敞式大空间，又有私密性的小空



间，既有对称式的，也有非对称式的，还有可以灵活组合的。
有的适合接待高级宾客，有的用于萨满教的祭祀活动，有的
适合起居生活，有的作为寝息，不同的空间需求各得其所。

四、 做工精细，技巧高超：

从恭王府的装修遗留物件中可知皆使用硬木，用材异常讲究，
加工的木料可以作出细小的截面，雕刻花纹起伏精确，而且
使用圆形或曲线拼出各种华格，只有在精细的加工之基础上
才能完成，施工难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恭王府
的原有内檐装修，绝大部分已经无存，今天通过研究王府文
化，要进一步将其发掘出来，结合今后的王府博物馆展示要
求，再现当年辉煌。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三

故宫过去叫紫禁城，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始建于明
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建成，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
米，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在这里曾居住了明清两朝24位皇
帝。紫禁城的建筑是依据我国古代的《周礼.考工记》中“前
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建造的。

那么为什么叫“紫禁城”呢?这里面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咱们
中国是一个天文学非常发达的国家，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
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天象的记载。在古代的天象观测中，人们
发现，有一颗星的位臵是不变的，始终居于天空的正中，它
是紫微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北极星。人们认为那是天帝居
住的宫殿，称它为“紫宫”。皇帝称自己为天子，就是天帝
的儿子，他所居住的宫殿就叫“紫宫”，这是其一，其二呢，
皇帝居住的宫院，对寻常老百姓来说，是绝对的禁忌之地。
于是两层含义合起来，所以就叫“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也就是永乐皇帝在1406年
开始营建的，用了14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1421年正式迁都



北京。从明朝永乐到清朝宣统，共有24位皇帝在这儿居住过，
统治中国达491年。相传紫禁城有宫殿9999间半，实际上
是8700多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宫殿建筑群。这些宫殿沿中轴线排列，并向两边展开，左
右对称，格局严正，气魄雄伟，极为壮观。当我们漫步在这
些宫殿之间时，不仅仅可以亲身接触到它的一砖一瓦，还会
欣赏到青铜、玉器、书画、珠宝等珍贵的文物。要知道，这
些文物都是从故宫博物院150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您定会爱不够，也看不够。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四

亲爱的游客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丽江木府。丽江木府是丽江古城的政治、文化中心，
是纳西族统治者木氏土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历经元、明、
清三个朝代22世470余年。整个木府占地46亩，中轴线长369
米，建筑群坐西朝东，“迎旭日而得木气”。木府的总体建



筑风格为“仿紫禁城而建”，其建筑非常宏伟，古代著名旅
行家徐霞客曾叹木府曰：“宫室之丽，拟于王室”。

现在你们眼前的这座石牌坊是用采自下虎跳金沙江边的汉白
玉建成的，宽9米，高约18米，4根石柱撑着牌坊上的碑、橼、
檐和坊盖，匾额上镌刻着“忠义”二字，是由明神宗钦赐的。

议事厅后面是万卷楼。万卷楼有三层，看，第二层没有窗户，
从楼底看不出第二层，所以里面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现
在你们可以进去自己参观，请遵守馆内秩序，书籍能看不能
摸。

万卷楼后面是护法殿。它是土司议家事之殿，也是土司行使
家法的地方。

护法殿后面是光碧楼。它实际上是一条木制长廊，长廊上雕
刻着龙和凤。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雕刻都是凤在上，龙
在下？这表示纳西人对妇女的尊敬。你们不妨走一走，欣赏
光碧楼旁玉花园的名木古树、奇花异草。

光碧楼后面是玉音楼，是土司看戏的地方。

最后一个大殿是三清殿，是木府推崇道家精神的产物。三清
殿中间的门是空门，只有出家人能走，其他人只能从左边的
门进，从右边的门出。

三清殿旁有棵倒着长的柏树。传说木氏土司之一的木增爬上
这棵树成仙后，玉帝觉得此法不妥，便下令，木增为爬树成
仙的最后一人，后人不可效法。于是，此树开始倒长，枝丫
一律向下生长，以防止再有人爬上去。

我们刚才延中轴线参观了木府的几个大殿。此外，在中轴线
的一侧还配有一些庭院，是土司及家人的生活区，你们可以
自行参观。



今天的参观就到此结束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再见！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五

大概是因为春天天气多变，阴晴不定的缘故吧，最近心情颇
有些不舒畅，心情不爽的时候就容易联想，搞得自己和哲学
家样。其实很多事情是想不明白的，月圆则亏，月亏则盈，
得到即失去，结束即新生，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吧。这几天就
想着凑周末休息的机会出去转转，不过最多只有一天的时间，
就想着去邹城逛逛好了。

我对于邹城还是比较熟悉的。在曲阜上学的时候，每次回家
都会经过邹城，汽车站的女中音总是拉着长腔这样播
报：“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有到滕州、界河、看庄、两下
店方向去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我哥哥那时候在邹城
工作，我也经常去哥哥家，所以对于邹城不仅熟悉，而且很
有好感。我前几年带着孩子去邹城玩过，孟府孟庙、峄山都
去过多次。都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很多景点我去过不止一次，每次都依然觉得新鲜。

我骨子里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受不得什么约束，所以总喜
欢一个人旅游，那样可以随心所欲，想快一点就快一点，想
慢一点就慢一点，想在哪坐一会就坐一会，完全由着自己的
性子，不用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今天正好自个有空，带好开
水、茶叶和充电宝，兴冲冲地直接杀向邹城了。

第一站是孟庙孟府，以往每次来这里人都不多的，现在热闹
了很多，游客中最多的是来研学的小学生。

孟庙孟府的确是研学的好地方，“孟母三迁”的故事不仅说
明了环境对于孩子学习的重要影响，还说明了父母对于教育
的重视程度和孩子的成才有着直接的关系，父母在精力上的
投入和孩子的成绩基本上是正相关的。



启圣殿，中国古代讲求光宗耀祖，在孔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
诠释。随着孔孟学说的发扬光大，不仅孔孟的地位急剧提升，
父母乃至五代祖先都得到追封，真正做到了光大门庭。

孟母在中国教育史上绝对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杰出女性，“母
教一人”的称谓当之无愧。在丈夫早逝的情况下，一个年轻
女性，依然执着于孩子的教育，培养出来了亚圣孟子，其艰
辛可想而知。

“继往圣，开来学”，邹鲁文化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绵延
不绝，孟庙东面就是孟子小学。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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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王府导游解说词篇七

首先说说它为什么叫王府井吧?王府井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这
里有王府还有水井。曾被湮埋的水井在1998年整修道路时重
见天日，就位于步行街北端路西处。那时候的北京，老百姓
打不起井，一般的井打出的水都是苦涩的，只能用做洗衣服、
蒸饭，而饮用水都是去买，但卖的水也不过是相比之下苦涩
味道淡一些而已，而王府街旁西侧有一口远近闻名的优质甜
水井，名为甜水，其实就是无色无味，相对来说，王府井的
地名也就因此而得。

王府井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中国美术馆，全长约三华
里，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王府井的日用百货、五金电料、
服装鞋帽、珠宝钻石、金银首饰等，琳琅满目，商品进销量
极大，是号称"日进斗金"的寸金之地。这条街集中了一大批
中华老字号名店。内联升、步瀛斋的鞋，盛锡福、马聚源的
帽子，瑞蚨祥的丝绸，王麻子的剪刀，戴月轩的湖笔徽墨，
汲古阁的古玩玉器，元长厚的茶叶，稻香春、桂香村、祥聚
公的糕点，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和天福号的酱肉以
及传统小吃和红螺果脯等，在老北京一条街都有店铺。



来王府井，除了逛老字号及各大商厦，还要光顾一下小吃和
大教堂啊!

王府井小吃街入口段主卖一些可以快速操作、方便带走的小
吃，如烤肉串、糖葫芦、茶汤、煎饼果子等，这些铺面仅仅
是一个个可以外卖的窗口，装修风格和图案统一是传统古典
装修，衬托出新鲜的民俗感。a区和b区是小吃街主体部分的深
度展开，在这里全部铺面的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每家店不
仅有厨房，而且多了古典、漂亮的小餐厅，装饰得颇有思古
之幽情。a区比b区更强调怀旧气氛和诗意的营造，在符号表征
上更加凸现了小吃街历史消费的实质。a区几乎所有的铺面都
有富有诗意的店名，如大自然、蝠厅、蜀云、问舍等。a区店
名营造出来的怀旧和历史仅仅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温和、
幻化的历史面具，这个漂亮面具上正写着这样几个字：“我
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

小吃街内与a区相对的民俗文化村，也摆满了一个个向街中心
敞开的摊位，从印章、旗袍、书画、仿造的兵马俑，到京剧
脸谱、指南针模型、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军用书包，仿佛
几千年的历史都凝固、微缩在这些奇观图像里，正如居
易·德波说的：“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
成了纯粹的表征”。

小吃街也有自己的广告，那就是传统的幌子，或以食物和地
域联名，或以姓氏与食物联名。如泥人张、天桥糖葫芦、全
聚德等，大多店都把幌子高高竖起，整齐排开，颇具古风。
幌子有红、黄、蓝等色，但是形制都很相似。

散布在小吃街路旁、拐角处有不少小装饰物和点缀，真人般
大小的兵马俑、仿古的木雕、墙角随处可见的清瘦短竹、苍
老的王府古井……它们穿插在奔腾热闹的小吃街空白处，把
最后的一点空间也涂上了历史的幻觉。a区入口处一个全副武
装打扮成“店小二”的男子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会间歇性地



喊出京味十足的吆喝，悠扬、富于音乐感，极具可听性，大
概发音如下：吃(拉长音，婉转，轻音)-啊-爆-(肚)-羊肉汤-
啊!卖臭豆腐的这样吆喝：“吃(短，重音)-啊-臭豆腐!臭豆
腐!”

至于北京大教堂，这是王府井新添的一个亮点!

王府井天主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是耶稣会
士在北京城区继宣武门天主堂之后兴建的第二所教堂。王府
井天主堂俗称东堂，又名圣若瑟堂、八面槽教堂。现存的教
堂建筑是一座三层罗马式建筑，在建筑细部的处理上，融入
了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整座建筑成功地融合了中西建
筑的风格。兴建王府井天主堂的是葡萄牙籍耶稣会传教士利
类思和安文思。康熙五十九年，宣武门天主堂和王府井天主
堂在地震中被毁，康熙六十年主持王府井天主堂的费隐重建
了王府井天主堂。重建工程由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资助，
传教士利博明作为建筑师设计，传教士兼清宫廷画师郎士宁
主理了建筑的绘画和装饰，当时的教堂门窗均有彩色玻璃花
窗装饰，堂内圣像很多出自郎士宁之手，有着极高的艺术价
值。嘉庆十二年东堂的传教士在搬运教堂藏书过程中引发火
灾，包括郎士宁手绘圣像在内的大批文物被焚毁。光绪六年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田类思向欧洲募款重建王府井天主堂，
光绪十年新东堂建成。在1920xx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东
堂再次被毁，1920xx年法国和爱尔兰用"庚子赔款"重建了东
堂，这就是东堂现存的建筑。

教堂南侧，占地1000多平方米、王府井大街上最大的绿地马
上就要露面，它将是一座花卉、灌木、乔木立体种植的花园。
由于以玫瑰为主，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玫瑰园。从玫瑰
园流出的一股人造泉水，因为依广场南侧层叠而下，所以名为
“叠泉”。整个教堂广场高出地面1米有余，使其更显与众不
同。据说，由于完全按西式天主教堂设计，玫瑰园下还会有
一个葡萄酒窖。北京王府井教堂是一座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
是中西建筑风格共融的典范。虽然身处闹市，却丝毫没减少



它圣洁的气质。如今有好多情侣选择此处拍婚纱照。

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