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篇一

游客伴侣们：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的到去，我叫王格申，是您们的导游，
大家可以或许叫我王导，年长的游客们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小
王，好了，先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行程，我们第一个要往之处
等于我们的沈阳故宫。

说叙故宫，大家肯低昂想到的都是南京故宫，启示没有用到
南京也能看到故宫的，没错那等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我
国仅存的二大宫殿修建群之一，此外一个没有用我多说大家
应该都知叙是哪一个了吧，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仄方米，宫内
乱争修建物保存完好。

现在大家就在沈阳故宫的门心，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规模比占
地72万仄方米的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修建上有自
己的特色，这些就需要有颗伴侣们自己往体会品味了，这里
现在是沈阳最首要的`游览点。

沈阳故宫修于1625年，是后金第一代汗努尔哈赤合始修筑。
努尔哈赤逝世后，第两代汗皇太极继续建修”"乐成”"。沈
阳故宫的修建布局可以或许分为三路。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
赤时期修制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续
修的大中阙，搜罗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清宁宫、闭睢



宫、衍庆宫、启福宫等。西路则是坤隆时期增修的文溯阁、
嘉荫堂以及俯熙斋等。坤隆时皇宫已在南京，但他偶然
也“东巡”回沈阳看看。

现在我们去到了沈阳故宫的东路，这里是很有特色的。大政
殿居中，二旁排列十个亭子，称为十王亭。大政殿是一座八
角重檐亭子修建，正门有二根盘龙柱，以示庄宽。大政殿是
用去入行大典，如揭晓诏书，颁布戎行出征，迎接将士班师
以及皇帝即位等之处。从修建上看，大政殿也是一个亭子，
没有过它的体量较大，装饰比较华丽，因此，称为宫殿。大
政殿以及成八字形排合的十座亭子。其修建格局乃脱胎于少
数民族的帐殿。这十一座亭子，等于十一座帐篷的化身。帐
篷是可以或许流动、迁移的，而亭子就固定起去了。这也显
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倒退。崇政殿是沈阳故宫最
首要的修建，在中路，是皇太极普通临朝之处。崇政殿南有
一凤凰楼，三层，是其时盛京乡内乱争最高的修建物。沈阳
故宫专物馆所陈列的多半是旧皇宫遗留下去的宫廷文物。如
努尔哈赤用过的剑，皇太极用过的腰刀以及鹿角椅等。沈阳
故宫专物馆陈列的艺术品也很歉富。在绘画陈列室里，有亮、
清二代一些大师的做品如清李鳟、金农、亮文征亮字画佳构、
陶瓷、雕刻、织城、漆器等工艺品。

我的讲解就差没有多， 现在给大家一点光阴自己往观赏一下，
半个小时候我们在这里集开，谢谢大家的共同。

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篇二

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沈阳，我是你们的导游，沈梦，大家能够叫我
沈导游，也能够叫我梦导，我更喜欢你们加我梦导，好了，
先简答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
峨庄严的清代宫殿建筑群。就是我们这天的目的地——沈阳
故宫。



依建筑时光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
别是东路、中路、西路。这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
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
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
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
要场所之一。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都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的
地方。它便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
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
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从而构成了区别
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
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朝会的地方。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
帝上朝的金銮殿，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
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登上凤凰楼
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
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
住的台上五官。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
宫、永福宫。

此刻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卧室。暖阁内分南北二
室，二室均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
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北陵。

各位朋友，此刻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年
至1783年，主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和《四库全书》。出于加
强文化统治的需要，乾隆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下藏书，历经
十余年时光编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
所以称为《四库全书》。书修成后，抄录七部，在全国建七
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是其中之一。

看到那里，我们这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

望故宫之行能给您留下完美的回忆。

谢谢大家!

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篇三

各位游客：

欢迎大家去到沈阳，我是您们的导游，沈梦，大家可以或许
叫我沈导游，也可以叫我梦导，我更喜欢您们加我梦导，好
了，先简答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繁华的沈阳今乡中央，有一
座巍峨庄宽的清代宫殿修建群。等于我们古天的目的地——
沈阳故宫。

依修建光阴以及布局，沈阳故宫的修建可分为三全数，它们
星散是东路、中路、西路。古天，河北导游词，我们就按这
个顺序。首先观光东路修建。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修建艺术以及特殊的汗青而闻名中外，



在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修建群中，最今老，最具特色
的等于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初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以及入行庆典行为的
次要场所之一。做为最早使用以及最为首要的宫殿之一。许
多重大汗青事宜都以大政殿为舞台演出。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之
处。它便是演义小说中雅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满
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管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念，
又表现了满族对故城山林的深薄眷念。从而形成了区分南京
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雅称“金銮殿”，是
清太宗皇太极入行普通朝会之处。

各位伴侣，今代宫殿修建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
帝上朝的金銮殿，请大家随我往观光帝后的寝宫。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乡的最高修建，诗
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非常贴切。登上凤凰楼
仰瞰四周，万般景物一览无余，可饱览盛京齐景，也可观赏
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

各位伴侣，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叙后，我们就入进了后妃居
住的台上五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闭雎宫、麟趾宫、衍庆
宫、永福宫。

现在请大家随我观光皇太极以及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寝室。暖阁内乱争分北
南两室，两室均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
乱争驾崩，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南陵。



各位伴侣，现在请随我往观光西路修建。西路修于1782年
至1783年，次要搜罗：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没有能没有提到坤隆皇帝以及《四库齐
书》。出于增强文化统乱的需要，坤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
求世界匿书，历经十余年光阴编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
史、子、集四部，以是称为《四库齐书》。书建成后，抄录
七部，在齐国修七座匿书阁星散保匿，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
是此中之一。

看到这里，我们古天的观光已经亲近尾声。望故宫之行能给
你留下优美的回忆。

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篇四

（东路）沿着后花园主路东行。从后门进入东路。在门前有
一处影壁墙，又称照壁。个位仔细看墙上的图案。大家会发
现上面所雕绘的图案为仙鹤，而非我们在电视中常见的北京
故宫中的龙图案。这也是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区别之四。
步入沈阳故宫的东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气势恢宏广场
建筑群。其主要建筑有大正殿，十王亭，銮驾库，奏乐亭构
成。我们先来看看广场正面的大正殿。远观大正殿形如一座
亭子。他的建筑学名称是：八角重檐攒尖顶大木架结构建筑，
清代俗称为“八角殿”。它既是整个宫殿群中最先完成的建
筑，也是装饰艺术和使用制度方面最具特色者之一。殿顶最
高处是五彩琉璃宝顶，由宝瓶、相轮、火焰宝珠等几个主要
部分构成，并装饰着浮雕云龙，色彩斑斓，美丽吉祥，是吸
收了佛塔塔刹的艺术特色而精心设计的。同样精彩的是。紧
贴宝顶下部的八条垂脊上，各立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胡人
力士，深目高鼻、紧衣小帽，虽然姿态各异，但都好像是在
用力牵引绳索加固宝顶，构思巧妙，仪态生动，十分精彩。
大政殿的两层殿顶都用琉璃瓦覆盖，装饰在殿顶垂脊部位的
行龙脊兽、檐下的斗拱彩画，也都以其富丽和别致的风格，
烘托出这座大殿的庄严神圣。大政殿外观共有内外两圈三十



二根红柱，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侧殿门外两柱上的金龙，昂首
探爪仿佛正欲争攫中间的火焰宝珠，形态栩栩如生，具有极
强的装饰效果。在殿柱顶端的外侧，各有相貌威猛、非狮非
牛的兽面。据说这是藏传佛教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把它装饰
在建筑上，既能带来吉祥又可体现统治者的威严。大政殿内
檐柱间的八面，各装有六扇隔扇门而并无砖墙，门的上半部是
“斧头眼”式的棂格，下部裙板中间则各镶有木雕的金漆团
龙图案，更增添了殿体周围的美感。夏天时将门卸下形如凉
亭，通风效果极佳。冬天时内生火盆市内温暖如夏。大政殿
建筑在须弥座台基上。四面都设有石阶踏跺，正南殿门前的
一组中间是石雕云龙陛路，是皇帝出入大殿的御路。这里的
石雕栏板、望柱、抱鼓、石狮等，都带有明末清初东北地区
民间的风格，朴实生动，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大正殿共有八面，四处台基，寓意大金国四平八稳。

我们走上大正殿参观。大政殿内是不设天棚的“彻上露明
造”装修。八根十余米高的彩绘金龙大柱直插殿顶。穹顶正
中是圆形的木雕金漆降龙藻井，周围的天花彩画，靠里侧的
是万福万寿万禄万喜八个篆书汉字图案。外侧的一圈则分为
八组，每组由一个梵文字图案和四个龙凤图案构成。这些精
美别致的天花装饰，既具有富贵祥和的气氛，又带有神圣的
宗教色彩。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殿内各个方向姿态各异的云
龙和兽面、莲花、如意等木雕装饰，成为融合多民族艺术风
格的壮美景观。在殿内挂有康熙皇帝手书的对联“神圣相承
恍睹开国宏猷一心一德；子孙是守长怀绍庭永祚卜世卜
年。”

大正殿在建成之初叫做“大衙门”。因为早期满语中并没有与
“殿”相应的词，而是用从汉文中音译的“衙门”一词来形
容它，所以把“大殿”称为“大衙门”。每天的皇帝地就在
大正殿内处理政务。在大正殿的两侧分别排列有十座小亭。
这就是有名的“大正殿十王亭”。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体现
了当时满族国家的政治特色，在建筑布局和风格上还具有浓
厚的民族特色。史书中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率领八旗军



队外出驻扎时搭设的蒙古包式帷幄，有时就是皇帝用大一些的
“黄幄”，而八旗贝勒大臣们则分别用排列在其前两侧的八座
“青幄”，大政殿和十王亭的排布、瓦色、造型都与之十分
接近。因此，人们也把这“一殿十亭”叫做“帐殿式”布局，
视为带有游牧狩猎民族特点的宫殿建筑的典范。

沈阳故宫导游词讲解篇五

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又称盛京皇宫，
为清朝初期的皇宫，距今近400年历史，始建于后金天命十
年(1625年)。清朝入关前，其皇宫设在沈阳，迁都北京后，
这座皇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后来就称之
为沈阳故宫。下面是关于沈阳故宫的导游词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好!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宫殿
建筑群。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间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
别是东路、中路、西路。今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
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
这片绚丽多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
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
要场所之一。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
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搭的帐篷。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
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象征着“八方归一”。
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是受汉族敬
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大政殿建筑
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金龙盘柱，尽显
中原之风;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
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



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
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1643年，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
承帝位，并于次年在此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
山海关直捣中原，最终完成了满清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错落有致，如众星拱
月，南宽北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十
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
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
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独步天
下。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
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
时便将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
表现了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
主的思想。因而形成了大政殿、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
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路。从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
即续建皇宫，形成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前起大清
门，后至清宁宫，院落三进，独成一体。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的
地方。它便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
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
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从而形成了区别
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
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朝会的地方。

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1636年
皇太极在崇政殿登基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将国
号“金”改为“清”年号“天聪”改为“崇德”。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
帝上朝的金銮殿，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

穿过崇政殿两侧的左右翊门，举目可见位于3.8米高台之上的
凤凰楼。楼后为帝后寝居的后宫——台上五宫。与崇政殿对
比又形成了沈阳故宫不同于北京故宫的特点——“宫高殿
低”。而北京故宫则恰恰相反，是“殿高官低”。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
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登上凤凰楼
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
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凤凰楼门
洞上方悬有“紫气东来”匾，为乾隆皇帝御笔。而乾隆皇帝
则是借用这个典故寓意大清的国运兴起于东方。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
住的台上五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现在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卧室。暖阁内分南北二
室，二室均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
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北陵。

清宁东次间开门，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口袋房，西四门南
西北三面都设火炕，称“万字炕”。与汉族有所不同的是，
满族人将烟囱建在屋后，而且从地面向上垒起。这种“口袋
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的建筑特点具有浓郁的满族
风格了。

各位朋友，现在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年
至1783年，主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和《四库全书》。出
于加强文化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下藏
书，历经十余年时间编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史、子、
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书修成后，抄录七部，在
全国建七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是其中之
一。

提起宫殿建筑，我们很容易想起“红墙绿瓦”、“金壁辉
煌’这类词汇。而文溯阁却与众不同，屋顶用黑琉璃瓦镶绿
剪边，整个建筑以黑绿两色为主色调，这与它的用途是分不
开的。文溯阁藏书忌火，依据五行字说立色配饰，装修取
《易经》“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因此屋顶用黑色琉璃瓦，
寓意水从天降，消灭火灾。

文溯阁外观为两层，内部实为三层，书架上的木盒称函匣，
用于收藏书籍。目前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保存在甘肃省图
书馆。

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沈阳故宫的三路
建筑是分期建造的，布局却是一气呵成，完整和谐。特别是
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
面独尊”、“康乾盛世”三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
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总体来看，沈阳故宫以建筑
的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社会由崛起——兴盛一高度发
展的历史进程。

各位朋友，我们的参观就要结束了，希望故宫之行能给您留
下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