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精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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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篇一

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四大清真寺之一，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
关大街。

该寺据说创建于明朝(1368——1644)初期，历史上曾经多次
遭到破坏，又不断修建，现存的建筑是1913年时重建，1946
年时改建并扩建，1979年时又重修。

该寺占地面积13，602平方米，建筑面积4654平方米，是一个
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伊
斯兰教建筑特色。正门高10米，宽15米，上面写着该寺的名
字;正门内耸立着5个拱门，高10米，宽21米;再里面是面积
达4490平方米的大院;正中间是礼拜大殿，面积1136平方米，
砖木结构，其建筑形式是卷棚、大殿、后窑殿合为一体。另
外还有阿訇及学员的宿舍、沐浴市、一些石碑等。

该清真寺内设立有青海阿横伊斯兰教经学院。

东关清真大寺以所辖教众人数，名列伊斯兰教世界第五大者
玛提。东关清真大寺被中国伊斯兰协会列为全国礼拜人数最
多的清真寺。东关清真大寺，可以同时容纳4-6万穆斯林进行
礼拜，聚礼人数为国内第一。2012年青海西宁东关大寺30万
穆斯林同时礼拜的壮观场面更让人震撼。东关清真大寺始建
于公元1380年左右的明洪武年间，在青海省内规模最大，历



史悠久，与西北地区著名的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喀什
艾提卡尔清真寺并称为西北四大清真寺。据现存寺内的《重
建西宁大寺碑记》(1914年5月立)和《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
(1948年8月立)两块碑文记载，可以看出这座大寺已经具
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座融塔、墙、殿为一体的伊斯兰建
筑，正中的礼拜大殿为全寺最大的建筑物,占地1102平方米。
整个建筑式样别致，结构分明，每逢礼拜、三大伊斯兰教节
日，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汇集在此举行隆重的聚礼活动。东关
清真大寺是伊斯兰经学研究的最高学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每逢周五(主麻)参加礼拜的人当街礼拜，届时整条东关大街
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进入，由于清真寺殿内场地有限，数
以万计的穆斯林不得不当街礼拜，大街上密密麻麻地都是穆
斯林。在东关清真大寺，面对开斋节上做礼拜的盛大场景，
兰州大学人类学博士杨文炯说：“在我到过的中国的土地上，
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场面，我也没有见过政府与民众如此
和谐与默契的关系，我为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场景而深深感
动”1992年7月10号，伊斯兰世界联盟副秘书长穆罕默
德·本·拉塞尔·阿布迪到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时说，该寺聚
礼人数之多为世界第三。

东关清真大寺是西宁市一座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
建筑。是青海省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区四大清
真寺之一。该寺坐落在西宁市东关大街，洪武年间，明太祖
朱元璋分封铺佐他开国有功的将领沐英为西平侯，镇守今甘
青地区。当时明王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和保护穆斯林
的正常宗教活动。由于屯兵、移民等一系列人口迁移，居住
西宁的穆斯林居民日渐增多。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
的需要，沐英应回民上层及宗教人士的请求，并奏请朝廷允
准，在回民聚居的东关地区动工修建清真寺。不久，一座占
地面积达28000平方米，修有2000余平方米的大殿，两个宣礼
塔、一座碑亭院及一些辅助建筑物的清真大寺，在今西宁东
关大街拔地而起。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篇二

我们坐上车经钟鼓楼来到回民居住区北院门。在鼓楼西北隅
化觉巷有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伊斯兰教寺院——西安
清真大寺。

我和爸爸妈妈买了三张门票便进去了。第一进院有一个古建
木质大牌坊耸立在砖雕大照壁的对面，异角飞檐，斗拱层叠，
楼顶琉璃覆盖，蔚为壮观。

大清真寺还有许多古代建筑。我看到有一个古代建筑的天花
板上用木头雕刻着几朵精美的粉红色莲花，看起来栩栩如生。
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这么精美的艺术品，他们真了不起。

我们又去了礼拜大殿。这时候，有三三两两的教徒，走进大
殿准备做礼拜。普通的教徒穿青色衣服，一些地位较高的教
徒戴的是金色的帽子。只见他们在进入大殿前都先把鞋脱了，
我看见大殿的地上铺的全是席子。我还发现大殿的旁边有一
个沐浴室。教徒们必须洗完澡才能做礼拜。我看见做礼拜的
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还有小孩。

大殿里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喇叭里传出一声很长的声音。
礼拜开始了，教徒们都跪下了。我听见他们在念经，但是又
听不清。听爸爸说，他们念的是《古兰经》。

我们看完他们做礼拜就出去吃饭了。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篇三

清真大寺是青海地区伊斯兰的'主领寺，大殿正前方是近3万
平方米的广场。星期五“主麻日”和一年两度的“尔的”
和“古尔邦”节的礼拜仪式都在这里举行。清真大寺内有两
座似塔一样的建筑物叫“唤醒阁”，是专供寺内阿訇呼唤教
徒做礼拜用的。大殿外有两层回廊式“配楼”，左右对峙，



给清真寺平添了雄壮的气势。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篇四

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四大清真寺之一，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
关大街。

该寺据说创建于明朝(1368——1644)初期，历史上曾经多次
遭到破坏，又不断修建，现存的建筑是19时重建，1946年时
改建并扩建，1979年时又重修。

该寺占地面积13，602平方米，建筑面积4654平方米，是一个
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伊
斯兰教建筑特色。正门高10米，宽15米，上面写着该寺的名
字;正门内耸立着5个拱门，高10米，宽21米;再里面是面积
达4490平方米的大院;正中间是礼拜大殿，面积1136平方米，
砖木结构，其建筑形式是卷棚、大殿、后窑殿合为一体。另
外还有阿訇及学员的宿舍、沐浴市、一些石碑等。

该清真寺内设立有青海阿横伊斯兰教经学院。

东关清真大寺以所辖教众人数，名列伊斯兰教世界第五大者
玛提。东关清真大寺被中国伊斯兰协会列为全国礼拜人数最
多的清真寺。东关清真大寺，可以同时容纳4-6万穆斯林进行
礼拜，聚礼人数为国内第一。青海西宁东关大寺30万穆斯林
同时礼拜的壮观场面更让人震撼。东关清真大寺始建于公
元1380年左右的明洪武年间，在青海省内规模最大，历史悠
久，与西北地区著名的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喀什艾提
卡尔清真寺并称为西北四大清真寺。据现存寺内的《重建西
宁大寺碑记》(195月立)和《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1948
年8月立)两块碑文记载，可以看出这座大寺已经具有600多年
的历史。它是一座融塔、墙、殿为一体的伊斯兰建筑，正中
的礼拜大殿为全寺最大的建筑物,占地1102平方米。整个建筑
式样别致，结构分明，每逢礼拜、三大伊斯兰教节日，数以



万计的穆斯林汇集在此举行隆重的聚礼活动。东关清真大寺
是伊斯兰经学研究的最高学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每逢周五
(主麻)参加礼拜的人当街礼拜，届时整条东关大街交通管制，
禁止机动车进入，由于清真寺殿内场地有限，数以万计的穆
斯林不得不当街礼拜，大街上密密麻麻地都是穆斯林。在东
关清真大寺，面对开斋节上做礼拜的盛大场景，兰州大学人
类学博士杨文炯说：“在我到过的中国的土地上，没有看到
过比这更大的场面，我也没有见过政府与民众如此和谐与默
契的关系，我为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场景而深深感动”1992
年7月10号，伊斯兰世界联盟副秘书长穆罕默德·本·拉塞
尔·阿布迪到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时说，该寺聚礼人数之多为
世界第三。

东关清真大寺是西宁市一座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
建筑。是青海省最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也是西北地区四大清
真寺之一。该寺坐落在西宁市东关大街，洪武年间，明太祖
朱元璋分封铺佐他开国有功的将领沐英为西平侯，镇守今甘
青地区。当时明王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和保护穆斯林
的正常宗教活动。由于屯兵、移民等一系列人口迁移，居住
西宁的穆斯林居民日渐增多。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
的需要，沐英应回民上层及宗教人士的请求，并奏请朝廷允
准，在回民聚居的东关地区动工修建清真寺。不久，一座占
地面积达28000平方米，修有余平方米的大殿，两个宣礼塔、
一座碑亭院及一些辅助建筑物的清真大寺，在今西宁东关大
街拔地而起。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导游词篇五

各位团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旅行社的导游员，
我们下一个即将游览的旅游点是清真大寺，下面，我来给大
家介绍一下清真大寺的概况。

极具民族特色的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情的清真大寺位于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通道南路南端东侧，是呼和浩特市原有八座清真



寺中建筑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寺，故名清真大寺。清真寺
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的礼拜寺院，是回族等信仰伊斯兰
教的民族民众举行宗教仪式的专用寺宇。

伊斯兰教传入呼和浩特，最早可以上溯到辽、金、元时期，
当时就有许多回回人居住在丰州城内。

明朝中后期阿勒坦汗率部驻牧于土默特平原，建立了最早的
呼和浩特城(归化城)，并允许山西、河北的农民前来开垦耕
地。由于这里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
土质肥沃，很多中原地区农民都纷至沓来。也有许多回回人
来到这里经商做生意。

清朝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葛尔部落在首领噶尔丹的率领之
下占据天山南北，派遣了许多商队来到呼和浩特进行贸易。
随着噶尔丹的野心膨胀，敢于和清廷分庭抗礼，对康熙皇帝
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皇帝开始御驾亲征，最终
迫使噶尔丹兵败被杀。在开战之初，康熙皇帝曾下令遣送回
回商人还乡，但是有170多人不愿离开，在请示了朝廷后留居
在呼和浩特。随后，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廷将张家
口的回民也集中到归化城北，在现在的旧城北门外修建了呼
和浩特这座最早的清真寺。

清乾隆年间，清廷再次发兵征讨准葛尔部，有不少穆斯林青
年自愿随清军讨逆，并屡建奇功，战争胜利后随八旗军来到
了归化城，在城南的八拜村定居下来，建起了回回营。之后，
还有许多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的回回人也
来到呼和浩特定居下来。他们多数以经商为主，并逐步发展
了屠宰、餐饮、皮毛、牲畜交易、驼队运输等，为呼和浩特
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香妃被选入宫，有300多名回回兵和香妃家族的人护送
香妃进京。回来的路上经过呼和浩特，发现在这里风光秀丽，
水草丰美，流连忘返，不愿再回到，于是就请求当时的乾隆



皇帝在归化城赐给他们一马之地(跑马一圈所圈的土地，也有
人说是一箭之地，就是拉满弓射出一支箭的距离)，这些人后
来就定居在这里。据说现在呼和浩特姓马的回族就是当年护
送香妃入京的回回人的后裔。后来回族人越来越多，多数居
住在旧城北门外。他们有的经商做生意，逐渐变得富裕，就
共同集资在旧城北门外数里弧形区域内建起了五六座清真寺。
这一区域就形成现在的回民区。

清真寺，又称礼拜寺，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们朝拜真主和举行
各种宗教仪式的地方。汉语中清真一词，从我国南北朝时代
便开始使用。但从南北朝到宋朝约800多年的时间里，清真一
词在文人笔下只是用来赞美品格高尚的人物或描写清雅幽美
的环境，与伊斯兰教寺庙无关。

元代以后，清真一词开始与宗教相联系。明中叶后，回族穆
斯林赋予清真一词以新的含义。他们认为清者是指真主超然
无染、不拘方位，真者是指真主永存、独一至尊。

伊斯兰教信仰的中心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
主的使者。这两句话一般被称为清真言。这样，直至解放前，
在我国社会上都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后来，人们把按照
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制作的各种食品，称为清真食品或清真
糕点。此外还有清真餐厅、清真小吃店等。现在，清真一词
已成为世人共知的特殊专项用语了。

〔实地导游讲解部分〕

现在我们已到达清真大寺的门前。请大家下车跟我来，让我
们一起参观这座别具风情的清真大寺吧!

清真大寺坐东向西，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向是朝向伊斯兰教圣
城麦加(在沙特阿拉伯)的方向，中间的门为朱红色正门。门
楣上有清代光绪年间制作的清真大寺匾额及楷书国泰民安四
字砖雕。寺门前原有影壁，高丈余，现已拆除。大殿的外墙



后壁正对正门。正门南北两侧的门是旁门，两边是蓝色的墙
面。

礼拜殿是寺院内主体建筑，造型别致，殿门朝东，是三开拱
形门。上楣刻有精细的阿拉伯文，意译为安拉是天地间的光
辉。大殿前有月台，登上月台可进入大殿，殿内只允许男性
穆斯林集体参加教内重大活动。清真大寺内的装饰纹样都用
阿拉伯文、几何线纹和各种植物做题材，具有浓郁的伊斯兰
风情。殿内壁上饰有经文。殿顶由十二根红漆大柱立撑，支
柱上刻着《古兰经》，寺内也藏有《古兰经》三十卷，是研
究伊斯兰教的重要文献，更是呼和浩特穆斯林最珍贵的伊斯
兰教经典和地区历史文物。大殿房顶上有五座六角顶楼(象征
穆斯林必须坚持和恪守的念、礼、斋、课、朝五大天命)。殿
前寺院两侧建有南北讲堂。大殿正东有过厅，厅内壁上绘有
麦加的大清真寺和天房图。经过厅可通往后院。院内正北有
沐浴室，穆斯林沐浴净身后方可入殿礼拜。

另外，还有望月楼、教长办公室、乡老会议室、海里翻(海立
凡)学经堂等建筑。入寺门后，大殿南北两侧有甬道通往寺院
内。大殿南侧有碑亭一座，尚有石碑六通，其中以清重刻洪
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圣字号碑和重修绥远清真大寺碑有较大
研究价值。

在整个清真大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幢伟丽建筑物便是这座
大寺东南侧

如今保存古朴面貌的清真大寺和新修葺的伊斯兰风情一条街
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成为回民区重要的景观和穆斯林活动
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