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 西
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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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篇一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唐代的大明宫是长安城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公园建在
大明宫的遗址上，这里有含元殿等宫殿的台基、墩台遗址；
能欣赏到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观赏imax3d影片《大明宫
传奇》，还能体验文物的考古发掘和修复。

景区有南门和东门，南门是正门，游客中心也位于南门，建
议游客南门进入景区。遗址公园分为免费区和收费区两部分，
其中收费区是景区的核心区域，包括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
殿遗址以及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免费区内的部分景点也需要
购票，如丹凤门遗址博物馆、考古探索中心等。

在收费区内，游客可以观赏到各大殿的台基遗址以及在台基
遗址上用轻钢结构呈现出的宫殿轮廓。在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内，能够观赏到遗址内出土的文物，如：皇家用具、器皿等。
博物馆的东北角，还有按照1：15比例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
最高的微缩宫殿高约2米左右，你可以“行走“在景观中的街
道上，融入盛唐大明宫之中。

靠近南门的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内，保存了当年丹凤门的门阙



墩台遗址，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最大一座城门。在丹凤
门的西北部有考古探索中心，在这里可以亲身体验文物考古
发掘和修复工作，特别适合对文物工作感兴趣的游客。

在游客中心旁的影院内，游客可以观赏到imax3d影片（大明
宫传奇），每小时播放一场，片长35分钟，在3d环境下，观
众犹如穿越历史大门，置身1300年前的盛唐王朝。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篇二

西安大明宫国度遗址公园在今火车站北1公里多的龙首原上。

大明宫是唐首都长安“三大内”中局限较大的一座，位于其
时长安城北的禁苑中。坐北朝南，高高在上，气魄雄伟。大
明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名“永安宫”是唐
太宗李世民为他父亲李渊建筑的夏宫。工程未完，李渊便死，
遂于贞观九年正月更名“大明宫”。高宗龙塑二年(公元662
年)，敛收雍、通、歧等十五州的民钱，减百官一个月的薪俸，
重建大明宫。第二年迁大明宫听政，更名为 “蓬莱宫”，咸
亨元年(公元670年)又更名为“大明宫”，以后大明宫的名称
才牢靠下来。

大明宫的范畴很大，实测宫城西墙2256米，东墙2641米，略
呈楔型，其有十一门。大明宫正门名丹凤门，正殿为含元殿，
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阁下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
文、史二馆，另外，有别殿、亭、观等三十余所。自高宗咸
亨元年往后，大明宫成为朝政勾当中心。

含元殿是其时唐长安城内最雄伟的构筑。唐李华《含元殿赋》
说，构筑木柴是由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择一木于千木”的
“荆扬之材”。殿前对象两侧有翔鸾、栖凤二阁和通往平地
的龙尾道，南距丹凤门四百余步。“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
阙而为民办，环阿阁以周 ，象龙行之是曲。”解放后实测，
殿夯土台基高3米多，对象长75.9米，南北宽42.3米。在台基



对象两旁各有一条廊道遗迹，别离伸向东边的翔鸾和西边的
栖凤二阁。殿南有三条平行的斜坡，间有台阶的漫道遗迹，
这就是其时所谓的龙尾道。

著名的麟德殿约莫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定名。
其位置在于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德高地上。这里东临太液
池风光区，西近大明宫西墙德九仙门，便于大臣进出，因而
是天子召见皇族知己、访问外国使臣和进行隆重宴会德处所。
实测殿址南北长130米，对象宽70余米。公元703年，武则天
曾在麟德殿访问并宴请东瀛鬼子执节大使粟田朝臣真人。

这座局限雄伟德宫室，颠末唐末朱温的粉碎，韩建缩建长安
城时的拆毁，早已酿成一片废墟。可是，遗址内的含元殿、
麟德殿、一清殿、翔鸾殿和栖凤两阁以及太液池、蓬莱亭等
遗迹，此刻还清楚地望见。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篇三

唐大明宫是东方园林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丝绸之路
的东方圣殿，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参观，导游也要做好景点的
解说，让游客更加了解景点的历史典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欢迎参考！

唐代的大明宫是长安城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建筑群。公园建在
大明宫的遗址上，这里有含元殿等宫殿的台基、墩台遗址；
能欣赏到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观赏imax3d影片《大明宫
传奇》，还能体验文物的考古发掘和修复。

景区有南门和东门，南门是正门，游客中心也位于南门，建
议游客南门进入景区。遗址公园分为免费区和收费区两部分，
其中收费区是景区的核心区域，包括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
殿遗址以及大明宫遗址博物馆。免费区内的部分景点也需要
购票，如丹凤门遗址博物馆、考古探索中心等。



在收费区内，游客可以观赏到各大殿的台基遗址以及在台基
遗址上用轻钢结构呈现出的宫殿轮廓。在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内，能够观赏到遗址内出土的文物，如：皇家用具、器皿等。
博物馆的东北角，还有按照1：15比例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
最高的微缩宫殿高约2米左右，你可以“行走“在景观中的街
道上，融入盛唐大明宫之中。

靠近南门的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内，保存了当年丹凤门的门阙
墩台遗址，这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最大一座城门。在丹凤
门的西北部有考古探索中心，在这里可以亲身体验文物考古
发掘和修复工作，特别适合对文物工作感兴趣的游客。

在游客中心旁的影院内，游客可以观赏到imax3d影片（大明
宫传奇），每小时播放一场，片长35分钟，在3d环境下，观
众犹如穿越历史大门，置身1300年前的盛唐王朝。

唐大明宫是东方园林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丝绸之路
的东方圣殿。大明宫遗址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是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确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
大遗址保护工程，是丝绸之路整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
组成部分。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西安城市建设、大遗址保护和改善民
生的重点工程，西安的“城市中央公园”，使大明宫遗址区
保护成为带动西安率先发展、均衡发展、科学发展的城市增
长极，成为西安未来城市发展的生态基础、最重要的人文象
征，并成为世界文明古都的重要支撑，进一步提升西安的城
市特色。

大明宫遗址作为盛唐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保护好大明宫遗址就是保护盛唐文化，
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大明宫的范围很大，东西1.5千米，南北2.5千米，略呈楔形，



共有11座城门。大明宫正门名丹凤门，正殿为含元殿。含元
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文、
史二馆。此外，有别殿、亭、观等30余所。自高宗咸亨元年
以后，大明宫成为朝政活动的中心。

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殿前东西两侧有翔
鸾、栖凤二阁和通往平地的龙尾道。实测殿夯土台基高3米多，
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在台基东西两旁各有一条廊
道遗迹，分别伸向东边的翔鸾和西边的栖凤二阁。麟德殿大
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命名。其位置在大明
宫北部太液池之西的高地上，是皇帝召见贵族亲信、接见外
国使臣和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实测殿址南北长130多米，东
西宽70余米。

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今火车站北1公里多的龙首原上。

大明宫是唐京城长安“三大内”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位于当
时长安城北的禁苑中。坐北朝南，居高临下，气势宏伟。大
明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名“永安宫”是
唐太宗李世民为他父亲李渊修建的夏宫。工程未完，李渊便
死，遂于贞观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高宗龙塑二年（公
元662年），敛收雍、通、歧等十五州的民钱，减百官一个月
的薪俸，重建大明宫。第二年迁大明宫听政，改名为“蓬莱
宫”，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又改名为“大明宫”，从此大
明宫的名称才固定下来。

大明宫的范围很大，实测宫城西墙2256米，东墙2641米，略
呈楔型，其有十一门。大明宫正门名丹凤门，正殿为含元殿，
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
文、史二馆，此外，有别殿、亭、观等三十余所。自高宗咸
亨元年以后，大明宫成为朝政活动中心。

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唐李华《含元殿赋》
说，建筑木材是由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择一木于千木”的



“荆扬之材”。殿前东西两侧有翔鸾、栖凤二阁和通往平地
的龙尾道，南距丹凤门四百余步。“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
阙而为民办，环阿阁以周，象龙行之曲直。”解放后实测，
殿夯土台基高3米多，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在台基
东西两旁各有一条廊道遗迹，分别伸向东边的翔鸾和西边的
栖凤二阁。殿南有三条平行的斜坡，间有台阶的漫道遗迹，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龙尾道。

有名的麟德殿大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命名。
其位置在于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德高地上。这里东临太液
池风景区，西近大明宫西墙德九仙门，便于大臣出入，因而
是皇帝召见皇族亲信、接见外国使臣和举行盛大宴会德地方。
实测殿址南北长130米，东西宽70余米。公元703年，武则天
曾在麟德殿接见并宴请日本执节大使粟田朝臣真人。

这座规模宏伟德宫室，经过唐末朱温的破坏，韩建缩建长安
城时的拆毁，早已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遗址内的含元殿、
麟德殿、一清殿、翔鸾殿和栖凤两阁以及太液池、蓬莱亭等
遗迹，现在还清晰地看见。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大明宫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篇四

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今火车站北1公里多的龙首原上。

大明宫是唐京城长安“三大内”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位于当
时长安城北的禁苑中。坐北朝南，居高临下，气势宏伟。大
明宫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名“永安宫”是
唐太宗李世民为他父亲李渊修建的夏宫。工程未完，李渊便
死，遂于贞观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高宗龙塑二年（公
元662年），敛收雍、通、歧等十五州的民钱，减百官一个月
的薪俸，重建大明宫。第二年迁大明宫听政，改名为“蓬莱



宫”，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又改名为“大明宫”，从此大
明宫的名称才固定下来。

大明宫的范围很大，实测宫城西墙2256米，东墙2641米，略
呈楔型，其有十一门。大明宫正门名丹凤门，正殿为含元殿，
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门下二省，及弘
文、史二馆，此外，有别殿、亭、观等三十余所。自高宗咸
亨元年以后，大明宫成为朝政活动中心。

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唐李华《含元殿赋》
说，建筑木材是由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择一木于千木”的
“荆扬之材”。殿前东西两侧有翔鸾、栖凤二阁和通往平地
的龙尾道，南距丹凤门四百余步。“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
阙而为民办，环阿阁以周，象龙行之曲直。”解放后实测，
殿夯土台基高3米多，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2.3米。在台基
东西两旁各有一条廊道遗迹，分别伸向东边的翔鸾和西边的
栖凤二阁。殿南有三条平行的斜坡，间有台阶的漫道遗迹，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龙尾道。

有名的麟德殿大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命名。
其位置在于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德高地上。这里东临太液
池风景区，西近大明宫西墙德九仙门，便于大臣出入，因而
是皇帝召见皇族亲信、接见外国使臣和举行盛大宴会德地方。
实测殿址南北长130米，东西宽70余米。公元703年，武则天
曾在麟德殿接见并宴请日本执节大使粟田朝臣真人。

这座规模宏伟德宫室，经过唐末朱温的破坏，韩建缩建长安
城时的拆毁，早已变成一片废墟。但是，遗址内的含元殿、
麟德殿、一清殿、翔鸾殿和栖凤两阁以及太液池、蓬莱亭等
遗迹，现在还清晰地看见。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大明宫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导游词讲解篇五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南门，它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沿
用历史长达240余年，是唐朝皇帝进出宫城的主要通道。丹凤
门上部建有丹凤楼，是皇家颁布赦令，举行宴会等大典的重
要活动场所。丹凤门北对大明宫主殿含元殿，东西为顺城街，
直南为长安城南北长1500米，宽176米的丹凤门大街，与唐大
雁塔遥相呼应，构成了唐长安城的重要景观轴线，展示了盛
唐皇室的无上威仪。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曾改“丹凤门”为“明凤门”，约四
年后恢复旧称。丹凤门作为皇帝宣赦的固定场所，每逢宣赦
日，门前一侧立高杆，上悬金鸡，一侧臵鼓，百姓聚集门前
广场，待皇帝登楼，囚犯在鼓声中被引至门前，赦令宣读完
毕，当场释放，唐人杨巨源有诗为记：“丹凤楼前歌九奏，
金鸡杆下鼓千声”。

现在的丹凤门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自强东路道北地区，2005年
经考古发掘揭露，丹凤门规模之大、门道之宽、马道之长均
为目前隋唐考古之最。发掘出的残存门址由墩台、门道、隔
墙、马道、城墙等部分组成，均为夯土结构。实测门阙墩台
东西总长74.5米、南北宽33米，共开五孔门道，门道均宽8.5
米，道中设石门槛，与史籍中“凤门五开，十扇开闭”记载
相符。墩台两边宫城内侧各筑一条宽3.5米、长54米的马道用
以登城。丹凤门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唐长安城和中国都城考古
均有重要价值，被文物考古界誉为“盛唐第一门”。

2008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启动后，丹凤门遗址博物馆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担纲，是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
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馆为三层框架结构，内部空间用于
保护展示丹凤门遗址，城楼上用以开展各种仪式活动。为实
现保护展示建筑的可逆性和达到文物保护的要求，建筑结构
与遗址边沿距离大于60厘米，城台与城墙部分外表建材为城
砖肌理。丹凤门遗址博物馆外墙色彩全部选用淡棕黄色，目



的是使这座建筑既能体现唐代皇宫正门的形制、尺度、建筑
特色和宏伟端庄的风格，又有别于其它仿古建筑。色彩上采
用浑然一体高度抽象的手法赋予遗址保护展示建筑有如雕塑
感和现代感。

唐李益曾有诗：

《大礼毕皇帝御丹凤门改元建中大赦》大明曈曈天地分，六
龙负日升天门。凤凰飞来衔帝箓，言我万代金皇孙。灵鸡鼓
舞承天赦，高翔百尺垂朱幡。宸居穆清受天历，建中甲子合
上元。昊穹景命即已至，王事乃可酬乾坤。升中告成答玄贶，
泥金检玉昭鸿恩。云亭之事略可记，七十二君宁独尊。小臣
欲上封禅表，久而未就归文园。

2、含元殿遗址

含元殿是大明宫中轴线上南起第一座殿宇，属皇宫前朝三大
正殿之首，规制宏伟，地位尊崇，与北京故宫太和殿地位相
当。

含元殿建成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自建成起，就成为都城
长安的主要标志建筑，称著当时，传名后世。关于含元殿的
殿名，按唐人李华《含元殿赋》所说：“含元建名，《易》
乾坤之说，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贞，括万象以为尊”。
说明含元二字源于《易经》。武则天时曾改成“大明殿”，
使殿名与宫名相统一，至唐中宗即位后才恢复旧称。

含元殿殿堂坐于三重高台上，台基高3.5米，东西长77米，南
北宽43米。东西两侧有翔鸾、栖凤两阁和供大臣登殿的龙尾
道。殿、阁之间有飞廊相接，两阁之下有南北排列的东西朝
堂、肺石和登闻鼓、钟鼓楼、左右金吾杖院。殿前至丹凤门
间有广场和专供皇帝出入宫城的御道。这一建筑组群，构成
了唐代大明宫内规模宏伟、礼制庄严的外朝听政区域，是唐
王朝的皇权象征和国家标志。



含元殿作为外朝场所，主要用来举行元日、冬至大朝贺仪式，
及一些特殊活动。唐朝的元日大朝贺源于古代的朝贡制度，
是通过贡物和朝觐的方式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宗主国与藩属
国之间关系的一种礼仪，而日本、天竺(印度)等远来之国的
朝贡，则属于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唐朝冬至大朝贺
始于开元八年，唐玄宗时开始施行，此后各代皇帝照行冬至
朝贺，仪式规模则参照元日朝贺。每逢朝会日，含元殿场面
热烈，皇太子、文武百官、地方朝集使分别向皇帝拜贺新岁;
还有少则数国，多则十国，操着不同语言，穿着不同服饰的
外国使节或首领，列队登上含元殿，依次觐拜。每逢此时，
含元殿都成为各民族政权开展外交和文化交流的大舞台。据
日本史籍载，曾有日本遣唐使因朝列位次不及新罗(今朝鲜半
岛)，提出抗议，玄宗特许将日本使节调至东列第一，新罗则
调到西列第二，留下千古佳话。

唐代诗人每每被含元殿的恢宏气势和大朝会的盛大场面所震
撼，留下了许多咏颂含元殿的篇章，如王维的“九天阊阖开
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崔立之的“千官望长至，万国拜
含元”，张祜《元日仗》诗：“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
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更有李华做
《含元殿赋》，洋洋三千言，颂尽含元殿乃至大明宫的气象
万千。

可惜的是，至唐朝末年，天下纷乱，硝烟四起，大明宫多次
遭遇黄巢、朱玫等军阀战乱损毁，含元殿也最终毁于兵祸之
中，存世220余年。

现今的含元殿遗址位于今西安市东北部自强东路以北，唐朝
灭亡后，历代都有史地研究者亲临考察。上世纪初，日本人
足立喜六第一次拍下了含元殿遗址全景。

15米多，雄踞于全城之上，前景开阔。殿身主体东西面阔十
一间，75.9米，南北进深4间，42.4米，高3.5米。面积3210
平方米，与北京故宫太和殿近似。殿外四周有宽约5米的“玉



阶”三级，建有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左右外接东西向廊
道，与翔鸾、栖凤二阁相连。此二阁为三重子母阙形式，下
方为高大的砖砌墩台。由于破损严重，仅存长约28米的斜坡
道，为原龙尾道遗址。含元殿包括二阁在内建筑群总宽约200
米，气势恢宏，是最能反映盛唐气魄的物质体现，也充分反
映了大唐盛世的建筑艺术水平。

3、龙首渠支渠遗址

清《唐两京城坊考》中有记载:“龙首渠，一名浐水渠，隋开
皇三年开。……西北，分为二渠，东渠北流，经通化门外至
京城东北隅，折而西流，入东内苑为龙首池，余水经大明宫
下马桥下。”龙首渠支渠遗址位于含元殿遗址一层大台南沿
以南130米处，为。

大明宫考古发掘后，在含元殿遗址一层大台以南130米处发现
一道东西向的一条人工渠道，已探知区域长度400余米，渠道
口宽3.6米，深约1.6米，渠道两壁较陡直，局部有砖砌护岸，
渠上又建筑有3座间隔几乎等距的桥梁，中央桥址正对含元殿
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