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受文化遗产 感受文化遗产讲座心得体会
(大全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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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文化遗产篇一

第一段：引言（150字）

最近，我参加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关于文化遗产的。这场讲
座让我受益匪浅，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珍贵和它对我
们的重要性。在讲座中，专家们分享了关于传统建筑、艺术、
音乐和传统节日的知识，我受到了启发和鼓舞。我现在更加
理解并珍惜我们独特的文化遗产，我将回顾这次讲座并分享
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统建筑的魅力（250字）

讲座上，专家向我们介绍了传统建筑的魅力。他们解释了传
统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工艺或建筑风格，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和传承。传统建筑融合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代表了一个
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学习传统建筑，我更加深入地了解
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建筑，
它们是我们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

第三段：艺术的力量（250字）

在讲座中，专家们还展示了一些传统艺术品，让我们感受到
了艺术的力量。那些传统艺术品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
一种精神的寄托。通过观赏这些艺术品，我感受到了传统文



化对我们的启发和塑造。它们不仅让人心旷神怡，还能够传
达出深远的思考和教育意义。艺术作品是文化遗产的一种重
要表现形式，我们应该积极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艺术品。

第四段：音乐的魔力（250字）

讲座中，专家们还向我们介绍了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讲述
了音乐在不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人们的情感和心
灵的震撼力。通过演奏一些传统音乐乐器和欣赏传统音乐作
品，我们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愉悦和共鸣。音乐是一种跨越
时间和空间的语言，它能够传达出无穷的情感和意境。我们
应该传承和发展传统音乐，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和
愉悦。

第五段：传统节日的意义（300字）

在讲座的最后，专家们向我们讲解了传统节日的意义。他们
告诉我们传统节日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习俗，更是我们传统文
化的展示和传承。通过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人们能够
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家国情怀。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
精神纽带，它能够凝聚人们的心灵，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认
同感。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传统节日，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
焕发新的活力。

总结（100字）

通过这次讲座，我深刻地领悟到了文化遗产的珍贵和它对我
们的重要性。传统建筑、艺术、音乐和传统节日是我们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
遗产。我期待着更多的机会能够参与文化遗产的学习和传承，
我将努力为保护和弘扬我们的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感受文化遗产篇二

乙未年正月初四的早晨，天刚亮我就起了床，因为今天爸爸
妈妈要带我去游览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别提我有多么期
待、多么高兴啦!

可是我们上午9点钟出发，一路拥堵，直到下午2点钟才到达
目的地。虽然路上用了大约5个多小时，但我们依旧兴致勃勃
地去参观兵马俑。兵马俑展馆里更是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
层的包围着所有的兵马俑坑，游人如织。

秦始皇兵马俑坑坐西向东，目前所发掘的三个兵佣坑呈品字
形排列。1974年3月一个农民在秦始皇陵东的西杨村抗旱打井
时，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经考古工作者的
挖掘，才揭开了埋葬于地下约2000多年前的秦俑宝藏。秦始
皇兵马俑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1987年，秦始皇
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我们首先参观一号兵马俑俑坑，当我看见千百座兵马俑列队
站成了一个巨大的、整齐的阵容时，就联想到了古代秦朝军
队的浩大，就是这些强大的军队在秦始皇的统领下打败了六
国，统一了中国。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含着许多显然
不同的个体，包括军吏俑、袖手俑、跪射俑、骑兵俑、铠甲
武士俑、御手俑、百戏俑，从而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
实、富有生气。

讲解员说，所有兵马俑都是秦始皇阴间的护卫者。秦始皇希
望自己死后还能象在人间一样延续他的统治，并需要他的军
队战士来保卫，所以在修建骊山陵墓时，又修建了庞大的兵
马俑军阵，以此作为他死后的卫士。

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二号坑，其位于一号坑的北侧，于1976
年发现，也是秦俑坑中的精华，二号坑的发现揭开了古代军



阵之谜。整个军阵布局由四个方阵有机组合，由战车、骑兵、
驽兵混合编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懈可击。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坑东西相
对，整体呈凹字形，由南北厢房和车马房组成，车马房中有
一辆驷马战车及四座兵马俑。从3号坑的内部布局看，应为一
二号坑的指挥部。三号坑也是三个坑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大火
焚烧过的，所以出土时陶俑身上的彩绘残存较多，颜色比较
鲜艳。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
的形象资料。

除了威震四方的地下军阵，在秦始皇陵陵园内还有着一
支“地下娱乐杂技团队”，这就是“百戏俑坑”。而1980年
所发现的主体由青铜所铸的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更真实地
再现了秦始皇车驾的风采。其制作工艺精细，造型逼真，是
我国出土文物中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
的青铜器珍品，也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亲眼目睹了兵马俑的壮观，让我深
深感受到了文化遗产所带来的神秘。在秦代，劳动人民通过
使用大量的珍贵材料与出色的工艺技巧相结合，为世界造就
了现代秦俑之美与壮观。我们在欣赏这美丽与恢宏的同时，
更为2000多年前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而感佩不已!秦始皇兵
马俑的发掘与展示，不仅让世人感受到了当时秦朝帝国的强
大与震撼，更向世人昭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勤劳、勇
敢与智慧的中华民族精神!

感受文化遗产篇三

作为一名文化爱好者，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文化遗产的讲
座。经过讲座的学习和探讨，我深刻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和珍贵性，也对我国的文化自信和传承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讲座中，
我了解到文化遗产不仅包括传统的文物、建筑和饮食等，在
现代社会中，文化遗产还涵盖了更为广泛的范围，如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口述历史等。这些遗产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代表着一个民族或社会的独特性和
价值观。正是因为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使得每一
个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发扬。

其次，我深入了解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在过去的
时间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文化遗产在一些地区受到了
严重的破坏和消失。因此，讲座强调了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和具体措施。
我了解到，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除了政府
的投入，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才能保护好文化遗产，使其能够被后代继续传承下
去。

再次，我体会到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正面影
响。在讲座中，讲者提到了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要性和经济效
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
的到来，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
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一
文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自信，并提升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因此，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不仅是出于文化价值的
考量，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支持。

最后，我在讲座中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美妙和触动人心之处。
通过讲者的介绍和展示，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建筑，
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底蕴。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仅是
一种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并激
发人们对于文化的热爱和追求。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美妙的文
化遗产存在，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珍爱现在，并为
未来传承而努力。



总之，通过这次关于文化遗产的讲座，我对文化遗产有了更
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我对世
界文化有了更多的好奇和探索的欲望，同时也增强了我对于
自己国家文化自信的认同感。我相信，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
产这个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只有通过共同
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保护好以往的辉煌，并传承给下一代。
让我们共同努力，珍爱文化遗产，传承文化精神，为我们的
社会发展和国家繁荣做出贡献。

感受文化遗产篇四

第一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200字）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其独特的历
史和文化的象征。它包含了人类创造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的
成就，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对于维
护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认同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学习和研究文化遗产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焦点。

第二段：文化遗产读书的益处（200字）

读书是一种获取知识、思考问题、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
而读书关于文化遗产的著作，则更能增加我们对文化遗产的
了解。通过阅读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书籍，我们能够拓展视野，
加深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同时，文化遗产读书还可以培养
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提高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敏感度。
此外，通过文化遗产读书，我们能够接触到丰富的文化传统、
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这对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综合素养的提
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段：读书体会与启示（300字）

在读书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文化遗产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



族的重要意义。它们是我们历史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更好地
理解祖先的智慧和努力。世界上许多文化遗产都是数百年甚
至几千年的积淀，通过学习它们，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
汲取先贤的智慧和经验。同时，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和民族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它们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宝贵
的资源和精神支持。

读书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
的责任。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传承工作，传承祖先的智慧和文化传统，打造一个有活力、
富有创意和内涵的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读书、
参观博物馆、参与文化活动等来了解和保护文化遗产，为其
保护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读书体会给我带来的改变（200字）

通过读书，我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有了很大的提高。我
不仅了解了更多关于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的知识，还培养了
对它们的热爱和兴趣。读书让我明白了文化遗产的深远影响
和它们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同时，读书也提高了我的思维
能力和表达能力，使我更加善于观察和思考。通过与书中的
人物和事件互动，我更加积极地去探索世界和思考人生的意
义。

第五段：继续读书的决心和期待（300字）

通过这次的文化遗产读书体会，我意识到学习的道路是无止
境的。我深深被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吸引，决心继续阅读更多
关于文化遗产的著作，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同时，
我还希望将自己的所学来帮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文化遗产，
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通过阅读和学习，我
会不断成长，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
贡献。



总之，文化遗产读书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和启示。通过阅读
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书籍，我不仅加深了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还培养了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读书让我意识到保护和传承
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其中。通过
阅读，我不断提高了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更加积极地去探
索世界和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决心继续深入学习文化遗产，
为其保护和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感受文化遗产篇五

在我的家乡河南安阳，有一处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就是
殷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殷墟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此刻保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
和铸铜遗址制玉作坊等许多遗迹。这些古代遗迹距今都已经
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殷墟不仅仅历史悠久，还出土了许多
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最闻名的有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
文，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甲骨文的发
明，震惊了世界。殷墟甲骨的记录资料极为丰富，包括农业
天文军事等商代历史方方面面，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
早的“档案库”。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共4000余件，其中最大
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它高133厘米，重800多公斤，是目前世
界上发明的最大的青铜器。

20xx年，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殷墟是中华
民族灿烂礼貌的骄傲。

感受文化遗产篇六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场关于文化遗产的讲座，内容丰富、
生动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讲座，我不仅
了解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还对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以下是我对这次讲座的心得体会。

首先，这次讲座使我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讲座中，讲
师生动地讲述了文化遗产的定义及其作用。他指出，文化遗
产是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社会价值。通过保护和传承文化遗
产，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增强自
豪感和归属感。这让我深刻意识到，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我
们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去珍惜、保护并传承好它们。

其次，这次讲座让我对我国的丰富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讲座中，讲师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详细介绍了我国的
一些主要文化遗产，如故宫、长城、兵马俑等。我不禁为我
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自豪。这让我认识到，我国拥有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遗产象征着我们民族的辉煌过
去，同时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我相信，只有通过
了解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同时，这次讲座还让我了解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及其
面临的挑战。讲座中，讲师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我国文化遗产
面临的困境，如破坏、盗窃、环境污染等。他强调了每个人
都有责任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受到讲座的启发，我决
定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比如积极参与文物修复义工
活动，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争取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最后，这次讲座让我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有了新的思
考。在讲座中，讲师不仅传授了有关文化遗产的知识，还引
导我们去思考和认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责任。我开始思
考我作为一名年轻人，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应该做些
什么。通过这次讲座，我开始发现每个个体都是文化传承的
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维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因此，我决定在我的生活中更加重视和尊重传统文化，学习
和了解更多有关文化遗产的知识，将这种文化责任贯穿于我
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



总而言之，这次关于文化遗产的讲座深深地触动了我。它让
我对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让我深感对我国
的丰富文化遗产应该更加自豪和珍惜，并增强了我的文化责
任感。我相信，在讲座的引导下，我能够积极参与到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来，为我国的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感受文化遗产篇七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江门，我是你们的导游。我
叫彩玲，但愿今天的旅程我能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快乐。

今天我们将参观开平碉楼与村落，在参观之前，大家对它是
否了解呢?看来大家对开平碉楼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哦，不
过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碉楼，游览碉楼，
了解碉楼，了解碉楼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开平碉楼是中国乡
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
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或建筑。于20xx年6月28日申请世界文化
遗产项目在新西兰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得通过，这也是
广东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现在我们正向今天的第一站
马降龙镇出发。马降龙共镇有五个自然村，环境非常优美，
碉楼背靠百足山、面临潭江水，村中的碉楼是建于20世纪初，
至今保存完好的7座碉楼和8座西式别墅像一串珠链，村落有
致地分布在古林修竹间。

这里就是马降龙的兴林里村落了，在20xx年被联合国称
为“广东最美的乡村”。眼前的这座碉楼叫：官骏龙楼。观
看碉楼时，主要要注意碉楼的三个特点：一是层层有厨房;二
是有防盗门和天窗;三是二楼有逃生窗。层层有厨房是防洪所
需，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常发生洪灾，一旦洪水来了，
就会淹没到一楼甚至更高，且洪灾一发就是几天，所以就只
能在上一楼做饭。可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平时我们所看到的
厨房烟囱都是建在房子的外墙壁吧?那么这里的为什么会把烟
囱建在房子的内墙壁呢?可能大家都想不出它的缘由吧?这是
因为要预防土匪从房子外面的烟囱爬到楼上去，可见当时的



人们为了预防土匪的层层攻击，在建造房子时想得如此周密。
防盗门、天窗和逃生窗是防盗所需，若一旦有土匪来侵，就
可立即关上楼梯口的防盗门，在楼上用石头通过天窗对土匪
进行攻打，逃生窗建在二楼，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呵呵，这位游客答对了，就是因为二楼不会很高，土匪来了，
情况紧急时，可以从这个逃生窗跳下去，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这二楼客厅的地面是由意大利进口的地板砖而铺成的，以及
这个供奉神像的神台是由潮州木雕雕塑成的。可想而知在当
时的社会就能有如此精密周全结合中西文化的建筑，是有多
么高超的技术和富裕的家境。

参观完这第一个碉楼，大家有什么感想啊?看来大家都有不同
深处的感想，接下来我们将会参观到更加壮观的建筑，第二
站：赤坎古镇的影视名城，我们视目以待吧!

我们现在走过的这座桥叫成龙桥，曾经因为战争被摧毁，是
在修建后成龙在这里拍过戏，故被称为“成龙桥”。经过这
座桥时可以一眼概览对面由将近600座骑楼连绵成片的骑楼群，
如此大规模的骑楼群，在广东的小镇中是非常罕见的。赤坎
能有今天的面貌，有两个家族实在是功不可没的。最早进入
赤坎镇设墟的是司徒氏家族，随后关氏家族也移居到这里。
经过数百年的营建，赤坎形成了以中华路为中心街的两条东
西相互平行的街道，从而确定了赤坎古镇的基本格局。以唐
底街为分界，分为上、下两埠，西边的关氏为上埠，东边的
司徒氏为下埠。上下两埠除了中华路和沿堤街外，上埠还有
西龙街、壳窑路、二马路、复兴路、龙兴路、东兴路等街巷，
下埠有塘底街、牛墟、长盛街、中兴路、东堤、拱北街等。
可以说，两大家族的人掌管着小镇。如果要找小镇最有特色
的建筑，方法很简单，朝着钟声响起的地方走便成。小镇有
两座钟楼，就是两个家族的图书馆了。下埠于民国十四
年(1920xx年)建成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高高耸立，楼顶那洪
亮的钟声在小镇上空回荡，这对当时的关氏家族是一种激励，
也是一种压力。于是，两年后，也就是1927初，关氏图书馆
在堤西路西端潭江边奠基开工，用了两年才建成。现在我们



来到了上埠，这座就是关氏图书馆了，里面收藏着很多关于
关氏家族的资料。再往前走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广州三家巷为背景而建的三家巷，通过三个家庭及其亲朋好
友在三十年中的悲欢离合，反映了革命势力与xx势力的尖锐
斗争、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消长。我们现在走入以洋人买
办代表的陈家洋楼大门，该楼主是一位官人，在大门口可以
看到的这张牌匾写明了何时在这个影摄城拍摄了哪些电影剧，
进到楼里可看到的都是以西方为特色的建筑，广东的骑楼、
西方的罗马石柱、雕花门楼在这里结合得天衣无缝。大家在
这有10分钟自由参观拍照的时间，由于楼梯比较窄小，大家
在上下楼梯时要小心。时间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这是以
传统中国封建地主代表的何家大宅，该楼的主人是一位商人，
不过在进入这个何家大门时是要讲究左进右出的规定，是意
味带来好财运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就左进右出给我们都带
来好财运吧!因为何家的主人是位生意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看到当时他们做生意的操作工具，在这里大家同样有10分钟
自由游览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以中国小市民阶层的
周家宅，周家的主人相对而言是比较贫困的，是小市民阶级
的代表，所以这座楼层的建筑就没有那么豪华了，不过里面
的这个歌舞台可是很有上海滩有钱人在歌舞时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坐到上面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通过参观完这三个大宅之后，大家都应该会有更高的赞叹吧!
看来游览了一个上午大家都有点累和饿了，我们要去的第三
站：福纳千家，就是最适合不过的啦!那里有一个农家饭庄和
一个大型的购物超市。由名厨精心烹制的地道开平农家菜与
虫草宴为特色，最适合旅游期间的休闲用餐，超市主要销售
五邑地区的土特产及粤西一带富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大家对今天的午餐还满意吧?用餐完后我们在这休息半个钟就
要去参观今天的最后一站：自力村。

自力村有铭石楼、居安楼、云幻楼、竹林楼、振安楼等15座
风格各异、造型精美、内涵丰富的碉楼，多建于20世纪二三



十年代，是当地侨胞为保护家乡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兴建，
楼内保存有着完整的家具、生活用品、丰富而有趣，是当时
华侨文化与生活的见证。自力村碉楼群既保留中国传统的建
筑形式，又将外国不同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自成
一派，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
艺术长廊”、“广东最美的地方”、“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等称号。

我们现在参观的这座楼是叫铭石楼，和之前参观的官骏龙碉
楼略有不同，建筑上显得更加壮观更加先进和豪华。请大家
仔细观察一下，该铭石楼与官骏龙楼有哪些些方面的不同呢?
对了，这位游客又说对了，在碉楼上部的四角都建有突出悬
挑的半封闭的角堡，俗称“燕子窝”，是哨兵的站岗位置，
以便提前发现土匪“来访”时易于反攻，同时还会发现在楼
上有众多内大外小的小洞，称为“枪口眼”，这也是防卫土
匪时对其进攻的设备，所以在当时就算是有钱人也不能过上
舒适无忧安然的生活，而是时刻要防备土匪会来攻。从这些
房门、客厅设施设备以及墙壁上挂着的时钟更现出一种以中
西建筑艺术、防卫和居住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

我相信大家在参观完前面的碉楼，应该是一次次的叹为观之
吧?赞叹碉楼的建筑技术是如此的高超，如此的精湛而周密，
建筑艺术是如此的华丽。但大家又是否会同时带着一个疑
问――这些灿烂的辉煌是如何获得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
世纪回忆，看开平华侨话史，看碉楼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华
侨话史展览馆，我们可以从挂满图片的墙壁上，及图片旁边
的简介了解到当年的华人是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当年为了生计、为了逃避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的华人千里
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了世界各地谋生，寻求过上富裕生活的梦
想。从这些图片可以看到当时的华工职业有：渔业、餐饮业、
洗衣业、淘金业、修铁路、开杂货店、农业等，也就因此出
现了唐人街，但大家看看当时的唐人街并不是像今天的唐人
街那样的豪华的，而是很破旧很落后的生活环境，可华人们



都很团结，一起拼搏、一起努力工作，希望争取更多的钱回
家乡建设，让更多的中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一路走来，他
们坎坎坷坷、历经沧桑与磨难，当年的华人为了漂洋到国外，
在渡船下面忍受着很肮脏的生活环境，但最终能到达国外的
是很少很少的，在半路就已经有很多被饿死渴死了。为了到
国外，13岁的邓文钿先生就备受外国人的审拷;如果当时的华
人在国外没有挣到足够的钱的话是不能回来的，所以为了圆
梦，为了回家探望家中的妻子和儿女，谭积兴先生在国外拼
命地努力挣钱，可最终与妻子一生只见了两次面：结婚和死
别，儿女却是一个被饿死一个被撑死，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
这令人感到是多么的心酸、多么的痛心。看这一张张的图片
却感到是在看一个个令人心酸令人痛心的故事。其中让我感
到最痛心的是：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能建成长城，那么也一定
能在不管怎样的条件下修建铁路，所以很多华人被迫去经常
会发生泥石流现象地带建铁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当时
很多的华人活生生的被埋在了铁轨和泥土下面，看这张图片
就是当年的华人在修铁路时的情境了，可想而知，外国人的
铁路是牺牲了多少华人的性命，流了多少华人的血泪啊!这真
的是令人感到很痛心很痛心的事。这一张张图片这一个个真
实的故事，都体现出了当时在外华人吃苦耐劳、艰辛、团结、
爱国的精神。

而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后代应该要引以为荣，应该要学习华人
们吃苦耐劳、团结爱国的精神。我们现在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应该不能忘了前人所付出的努力和流下的血泪。我们能处在
这样好的环境，应该要为自己脚下的路作出更加坚定的选择，
为自己为社会为国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拼搏去奋斗，相信
付出了未来就会是有回报的。

各位游客，相处的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今天的旅
程即将要结束了，很高兴能和大家相处了这么难忘快乐的一
天，也很感谢大家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配合，如果我在某些
方面做到不足之处的，希望大家能多多见谅，祝大家以后的
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事事顺心，天天开心，谢谢!



感受文化遗产篇八

位于延庆县境内,距市中心70余公里,建于明代,是明长城在北
京地区的一个隘口，为明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瓮城
有东西两门，分别曰“居庸外镇”和“北门锁钥”。因南通
京城，北达延庆，东去永宁、四海，西往宣化、大同，四通
八达，故名八达岭。这段长城由关隘、城墙、城台、烽燧四
部分组成，沿山脊建筑,随山势曲折起伏，气势磅礴,宛如一
条巨龙奔腾飞舞于群山峻岭之中。万里长城已被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我国已在八达岭建成中国长城博物馆。

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现今保存得最好的一段，也最具代表
性。这段长城用巨型花岗岩条石和大型城砖砌成，墙身高大
坚固，城墙高8.5米，下宽6.5米，上宽5.7米，可容纳匹马并
行，10人并进。沿山脊建筑，随山势起伏而曲折，气势磅礴。
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这里有南，
北两处高峰，最高点海拔约1000米。站在长城的峰顶上，极
目远眺，群峦耸立，连绵不断，长城从远方云岗深处奔腾而
来，又朝天蜿蜒而云，不见首尾。西望怀来盆地绿茵萋萋，
官厅水库闪闪波光，南眺北京，天气晴好时，可看到楼海无
尽，北边山谷中，公路如线，逐渐消失在群山之中。真可谓
山河壮丽，气象万千。

八达岭长城，地势险峻，依山而建，是明朝京城的北大门和
军事要地，它包括关城和城体及敌台、墙台、烽火台等，关
城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一段长城墙身高大坚固，重要隘
口修筑有“内三关”，“外三关”，为驻防重地。墙体用长
方形大条石砌筑，上面垒砌特制的大城，砖墙身平均高度近8
米，墙顶用方砖铺砌宽约6米，可容5马并驰，10人并行。墙
顶外侧筑有高1.7米的垛口，上有了望孔，下有射口。内侧筑
有起护栏作用的宇墙，城墙每300－500米筑有堡垒工的方形
城台，有的为楼层建筑，上有了望也和射口，下层有券洞，
供守城军士住宿，储存军械食粮。在长城沿线的险要处和交
通要道上筑有碉堡、烽火台。遇到敌情，烽火台可传递情报，



发号施令。

八达岭海拔1000米，绵延曲折的长城如巨龙腾飞于重山峻岭
之上，这座巨大，浩瀚的工程，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勤劳、智
慧的结晶，也是古代建筑工程的杰出代表。

在八达岭南10多公里有居庸关，是著名古关城。居庸关位于
北京北郊昌平县南口以北，距北京市区约50公里。它是太行
山八大关隘之一，东接燕山支脉军都山。这里早在汉代已是
通向蒙古高原的交通咽喉，公元5世纪北魏时在此建城筑关。
明代再此构筑关城并设水、陆两道关门派重兵把守，现存明
代人工关城和关门以及元代城中塔基它是用汉白玉筑成的，
远望如云，故后人称云台。台顶长25.8米，宽12.9米，其上
有大殿柱，基四周有汉白玉火焰柱栏，栏下有排水装两用的
石雕龙台。台下券门洞口有童国骑兽、金翅鸟、蟠龙、鲸鱼、
大象等浮雕，门洞内布满精美的千佛，天王等浮雕，以及珍
贵的梵、蒙、维、汉、西夏等6体经文。关北有阅武场遗址。
附近青龙桥火车站有我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墓园、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