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草堂简介 杜甫草堂心得体会二年
级(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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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杜甫草堂简介篇一

在某个温暖的春日午后，我和同学们踏上了一段神秘的文化
之旅，我们来到了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草堂。杜甫草堂
是一处历经久远的文化遗址，这次参观让我们对杜甫的诗词
和他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收获了许多心得体会。

首先，杜甫草堂深深感染了每一个到访的人。草堂静静地坐
落在绿树掩映的小溪旁，给人一种宁静神秘的感觉。草堂的
周围有一片葱翠的竹林，枝繁叶茂。进入杜甫草堂，我们仿
佛穿越时空，进入了古人的世界。草堂内的瓦顶砖墙历经风
雨洗礼，洋溢着岁月的沧桑感。草堂的中轴线上有一棵参天
大树，树干盘根错节，树叶密集。据导游介绍，这是杜甫在
此创作了大量诗词的地方，每当他在郁闷或忧伤时，他会来
到这里，寻找心灵的安慰和寄托。这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
杜甫当时的心境和他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其次，杜甫的诗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甫是唐朝最
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人民疾
苦的同情。我们到访杜甫草堂时，我们的导游向我们朗诵了
一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
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导游的解读，我们懂得了诗中温



暖且真挚的情感，领悟到了诗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诗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写诗，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看法，抒发了
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这让我们更加敬佩诗人的才华和敏锐
的观察力。

第三，杜甫饱受政治动荡与战乱的影响，但他始终怀抱着对
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导游告诉我们，杜甫是一个敢于真诚表
达自己观点的诗人，尤其对腐败和冤屈的现象表达了强烈不
满。他善于借景抒怀，揭示了时代的不公与困苦。在领略了
杜甫的诗词之后，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人的诗才与国家命运
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时代都会有其相关的文人墨客，让人
们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疾苦。

第四，参观杜甫草堂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杜甫的人格魅力。
导游向我们介绍，杜甫一生坚守自己的诗歌信念，他不同于
其他的唐代诗人，一直主张文学的自由与正义。杜甫一生中
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困苦，但他始终怀抱着对人民的感激。他
坚信诗歌能够传递情感，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正义感。我想，
这样的品质和他的才华共同描绘出了一个具有卓越人格的风
采。

最后，在杜甫草堂的游览中，我们不仅仅感受到了杜甫的忧
国忧民的情怀，还掌握到了一些写作技巧。导游告诉我们，
杜甫的诗歌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主，注重细腻的描写，细致入
微的描绘让诗歌更加鲜活，也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此外，
导游还提到了杜甫的诗歌常常使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使得
诗歌更加富有想象力和张力。从这些写作技巧中，我们看到
了诗歌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深深地意识到了诗歌对于
艺术创作和表达的独特价值。

通过参观杜甫草堂，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杜甫的诗词和他的人
生经历，更获得了心灵的触动与思索。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
方，我仿佛感受到了杜甫当年写诗时的激情与忧愁。杜甫的
诗词，把巨大的历史悲剧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巧妙地揉捏在



一起，给我们带来了沉重与震撼。杜甫草堂的参观之旅唤醒
了我们对文化和历史的兴趣，也让我们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
生活的时代，了解到文化对于一个人以及整个民族的重要性。

杜甫草堂简介篇二

作为一名二年级学生，我有幸参观了大唐时期著名诗人杜甫
的草堂。在草堂中，我感受到了杜甫先生崇高的品格和卓越
的才华。通过这次参观，我对杜甫先生的诗歌创作和为国家
民族作出的贡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下是我在参观杜甫草
堂中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古朴的建筑与高尚的精神

当我踏进杜甫草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而典雅的
建筑。草堂四周青松翠柏环绕，一片宁静祥和之氛围。在这
样的环境中，我感受到了杜甫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他坚守
正直、爱国爱民的品质，使得他的诗歌不仅获得后世的赞美，
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参观中，我们学到了杜甫先生坚持
壮志凌云，不怕艰难困苦的优秀品质。

第二段：寄托情怀的诗歌世界

在杜甫草堂中，我还看到了一些杜甫的诗作。从这些诗中，
我了解到杜甫先生是一个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的诗人。他
以高尚的情怀吟咏时代和家国，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民的
疾苦和社会的不公，并表达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和呼
吁。通过了解杜甫的诗歌作品，我深深感到，诗歌不仅是一
种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也是一种呼唤社会正义的力量。

第三段：艰难岁月中的坚韧和奋斗

参观杜甫草堂，我了解到杜甫先生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在这里，我看到了杜甫先生



面对困境的坚韧和奋发。他在逆境中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
求，不断努力，不断进步。他用自己的优秀作品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有志向的人，只要努力不懈，就一定能够最终实现
自己的目标。

第四段：对于生活的热爱与赞美

我还在杜甫草堂中了解到杜甫先生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美好和灵感，并在诗中展现出来。
他将自然景色与人的情感相结合，让诗歌成为美的载体。通
过观察草堂周围的自然风景，我感受到了杜甫先生对于大自
然的热爱和对人民生活的关切。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让我
明白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也是可以成为我创作的源泉。

第五段：成为杰出人才的追求

参观杜甫草堂后，我深刻认识到杜甫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
家和爱国者。他的作品感动了后人，成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
瑰宝。通过了解杜甫先生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我明白了要成
为杰出人才，不能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要不断学习和锤炼自
己。杜甫先生的草堂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启示，让我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

通过这次参观杜甫草堂，我深深感受到了杜甫先生的伟大和
卓越。他的诗作和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多启示和思考。我希望
能够像杜甫先生一样，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不断
努力，做到做可以为人民和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杜甫草堂简介篇三

杜甫，唐代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才骄人，凄婉中富有深沉
的思考，体现了唐代社会的荣辱兴衰。而杜甫草堂，则是他
生活与创作的地方，代表着他与伟大诗篇的交融。我有幸亲
临杜甫草堂旅游，感受到了这座文化遗址的厚重与庄严，同



时也汲取到了杜甫与诗歌之间的灵感。以下是我对此次旅游
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初进杜甫草堂，意犹未尽

刚进入杜甫草堂，我便被它的环境所吸引。草堂坐落在一个
青山绿水环绕的地方，四季繁花似锦，清晨的雾气洁白如玉。
漫步其中，仿佛身临杜甫那个时代的美景之中。古朴的屋舍
和静谧的庭院，传递出一种恬静与自然的气息，使人心神怡
然。草堂内的展馆陈列着杜甫的书信、手稿和诗作等珍贵文
物，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杜甫的生平和创作，流露出一种对
他深深的敬佩之情。初次接触，我感觉意犹未尽，渴望更深
入地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

第二段：沉浸在杜甫的诗意世界中

继续游览杜甫草堂，我进入了他的书房。书房中的桌椅、书
架仍保持着杜甫当年读书写字的痕迹，仿佛时间被定格在了
那个年代。面对着这些历史遗迹，我感到一种肃穆和敬意，
因为在这里，杜甫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关闭眼睛，想象杜
甫穿梭于历史之中，他激昂的笔触和深情的口吻仿佛近在眼
前。站在那里，沉浸在杜甫的诗意世界中，我仿佛成了他的
心灵之旅的见证者。

第三段：与杜甫的对话，重温经典之作

在杜甫草堂，我找到了一个与杜甫对话的机会。在展厅中，
我仔细阅读了他的经典之作《登高》、《月夜忆舍弟》等。
这些诗作不仅反映了杜甫的思想和感情，也展示了他对人民
疾苦和国家兴衰的关注。在这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展厅的角
落，与杜甫的诗作对话。通过诗歌的形式，我感受到了杜甫
在大唐盛世的荣光中孤寂无奈的心情，也能深切体会到他对
国家山河的深深的思念和关切之情。在这次对话中，我对杜
甫的才华和他对人生的痛苦理解得更加深刻。



第四段：感悟诗人的境界与使命

杜甫的诗歌以其反映社会的矛盾和人民的苦难而闻名。在杜
甫草堂的参观中，我触摸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
民生乐观的追求。杜甫历经战乱，目睹百姓的疾苦，他以文
化武器诗歌担负起了维护社会的责任。他的诗作引发了我对
社会问题的思考，激励我要关注现实，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
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正是在杜甫草堂的参观中，我明白了诗
人不仅需要有艺术的才华，更要有责任感与担当。

第五段：离别时，带走对杜甫的敬意与祝愿

在杜甫草堂的游览中，时间过得很快，不舍离开的心情油然
而生。在离开之际，我深深地鞠躬，向杜甫表达了我对他的
敬意与感激之情。离别时，我心怀感激，同时也带走了对杜
甫的祝愿。我祝愿杜甫的诗歌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感召更多
的人去关注社会，关爱国家与人民；我也祝愿杜甫的草堂能
够永久保留，成为后人缅怀英雄与追求艺术的圣地。

通过游览杜甫草堂，我领略到了杜甫深深的才华与真挚的情
感。他的诗歌犹如一束闪烁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对人生的思
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这次旅游，让我对诗歌创作产生了
更深的兴趣，并激励我要以杜甫为榜样，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追寻心中的诗意，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和改变世界。

杜甫草堂简介篇四

今天，我们来到了成都参观杜甫的`“临时居住地”——杜甫
草堂。

杜甫：字子美，是盛唐时期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因为他的诗
十分朴实，但又有一种非凡的气概，所以后人称其为“诗
圣”。



唐代曾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杜甫的中年时期就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杜甫携全家老小来到了成都，建起
了草堂。

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大的茅草屋，走近一看，杜甫的生
活条件还挺好，爸爸说这都是后来重建的，当时杜甫穷得者
揭不开锅了，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呀!

就在这所茅屋里，杜甫写下了著名的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诗中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茅。”“安史之乱”时期好不容易有个“避难场所”还如此
简陋，以至于大风卷走了屋顶;雨天屋中连干的地方都没有。
杜甫不仅描绘了自己的生活，更是描写的了那些书生的悲惨。
杜甫以“诗”消愁，在抒发了自己凄凉的心情的同时，还忧
国忧民。

随后我们参观了杜甫陈列馆，在这里我看到了杜甫的著作都
被翻译成了俄文、英文、日文等，另外还看见了杜甫以前读
的书，我发现上面标注了许多的圈圈点点，原来古人读书也
是要做笔记的!想想自己，上课有时会开小差，连符号都懒得
标，面对古代圣人。我才第一次感到惭愧。今后，我一定要
好好做笔记，把老师传授的每一个知识都印在脑海里。

杜甫草堂简介篇五

第一段：引入背景和观感（字数：200）

杜甫草堂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杜甫的故居，位于今天的成都市。
作为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我有幸参观了杜甫草堂，并在此体
验了杜甫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踏进草堂的大门，立刻感受到
一种庄重、古朴的氛围。大门两旁环绕着翠绿的古树，石板
铺成的小道通往正厅，路边石上刻着“草堂”的两个大字。
进入正厅，一股悠远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能听到杜
甫激昂的吟咏声，也能感受到他千年来一直散发的智慧和力



量。

第二段：杜甫的墨宝和家风（字数：250）

正厅内，展示了许多杜甫的手稿和诗词，这些墨宝让我流连
忘返。杜甫的字迹工整而醇美，诗词充满着对社会现实的关
注和对人民苦难的痛惜。他的诗词不仅揭示了自己的无限忧
愁，更加深了我对历史的认识和对时代的理解。在杜甫的墨
宝上，我感受到了他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爱国情怀。此外，
参观草堂还让我了解到杜甫全家人的家风。在显示杜甫家庭
生活用品的展厅中，我看到了一只茶壶、一把书签、一块留
言砖等等，这些简单而朴实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了杜甫的家风：
节俭、淡泊、勤奋和正直。这些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第三段：杜甫的人生境遇（字数：250）

参观草堂，让我了解到了杜甫的人生经历和境遇。据介绍，
杜甫是一个生活艰辛的诗人，他饱尝了流离失所、忧愁痛苦
的滋味。他曾四处逃亡，多次遭遇各种艰难困境。但是，他
坚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时代的关怀和对人民的深情。他的
坚韧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令我深受触动。在草堂内，
我看到了许多关于杜甫的画作和雕塑，它们生动地展示着杜
甫的英雄气概和不屈精神。这让我领悟到，即使生活再艰难，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追随
自己的梦想。

第四段：杜甫的文化价值（字数：250）

杜甫的诗词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思想内涵而闻名于
世。他有着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众多的佳
作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巨擘。在草堂内，我翻阅了
大部分杜甫的诗词，其中有《月夜忆舍弟》、《登高》、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他们都流淌着真诚而深沉的情



感，抒发着对人民疾苦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读完这些诗词
后，我感受到了它们传递出宽广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道德情
操，为我树立起对美好生活和高尚人格的向往。

第五段：对杜甫的敬仰和对生活的思考（字数：250）

参观杜甫草堂，深刻影响了我的心灵。杜甫坚守自己的信念，
用诗歌记录着他亲身经历的一切。他面对困境，从不低头，
他的诗词始终散发着光芒。这使我对于人生充满了积极的态
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杜甫的人生经历告诉了我，无论我
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坚持
自己的理想，相信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参观草堂，
我还深刻体会到了生活中的珍贵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我应
该努力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内涵，不断提升自己的品质
修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弘扬杜甫的精神，为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贡献力量。

总结：回顾杜甫草堂的参观体验，我深刻感受到了杜甫的诗
词和人生境遇所传递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坚持、勇敢和激情
激励着我，使我更加珍惜每一天，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通
过这次参观，我也更明白了文化的重要性和对我们个人成长
的影响。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继续学习，
不断进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不懈努力。这次参观不仅是一次
对杜甫草堂的了解，更是一次对自己成长的启示，我将用这
次参观的体验为我的人生道路增添信心和动力。

杜甫草堂简介篇六

草堂现有三个门能够游人进出，大家是以北门进来的。外边
是烈日当空的夏日炎炎，一进到里边确是潮湿、清凉的气场
迎面而来，深深地的吸上一口也有浅浅的诗香呢！真是令人
神清气爽！草堂里的路面都是青石板铺成的，路两侧也有竹
护栏，一条细细长长小溪沿着路面往前流走，小溪边地面上、



石块上统统长满了绿苔，好像一个世外桃园。

仍在遐思中就听到导游员阿姨说：大家如今来到了工部祠，
这里边现有三位作家的雕像，正中间的这位便是杜甫，他左
侧是陆游，右侧是黄庭坚。那俩位的诗都秉持了杜甫的设计
风格。杜甫为逃难来到四川居住在这个地方，沒有经济来源
要靠盆友的接济才可以凑合日常生活，因此最贴近他自己的
应该是雕像前边这方面石碑上刻的那般，大家小学课本上杜
甫的肖像就来源于这方面石碑。

从工部祠出去看到左边的房间内搜集了很多版本号的诗卷，
听说一些早已是孤本，很宝贵的！右侧的房间有很多小摆饰，
件件都表露着古代文化的气场；也有很多相关古诗词、自然
地理、文化艺术、历史时间的书本和音像制品，能够使我们
更强的掌握关于它的一切；令人兴奋的是我看到了闻名遐迩
的我国非物质文化财产蜀绣，技巧是那般的细致，制成品是
那般的精美、那般的优雅要我禁不住想据为己有，遗憾太贵
了，一幅小小双面绣就几万块呢！简直精典！

饱了眼福大家就来到了柴门，听说哪个字是象形字：一个山、
一个木、一把刀就变成，总之我不会了解，并且许多成年人
都不认识，有趣！

穿过柴门便是一座小桥，桥上边刻着很多花、树、云、鹿这
些，爸爸说这座桥上的石刻都是以明朝留下的，沒有历经所
有人为的修复。立在桥上，倾听着小溪静静的在脚底流荡，
伸开胳膊好像看到了那时候的杜甫一发感叹的模样，奇妙！
顺小路往前走有时候会看到一间间茅草屋，里边有做画的、
恢复古书的这些。

不经意间中大家就来到了草堂影壁，进到里边就见到左侧是
在我国三代领导人员来草堂的留影，在其中有祖父、祖父、
祖父这些；右侧是国外领导人员和文人雅士的留影，在其中
有美国的、比利时的、乌克兰的、荷兰的这些数都数不回来。



哇，我真是太自豪了，想不到还能合那么多伟人立在同一片
土地资源来赏析同一样物品，嘿嘿，是否很牛。

再次向前大家来到了浣花祠，里边有一位女士的塑像，听说
她是一个烈女。当初的杜甫到四川最开始来到的便是她宗祠
旁的古寺。穿过浣花祠里边便是盆景园、杜诗书法艺术木刻
廊随后便是茅屋故居：有大客厅、卧房、餐厅厨房，里边的
陈设设计都非常简单，这也恰好复原了那时候的样子吧！仍
在想像就又听到导游员阿姨说：大家如今来到了大雅堂里边
有十几位杰出作家的雕像：不一样的材料，不一样的形状；
表述着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性情和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钦佩！绕过去大家就来到了万佛楼，它是不可多得的由八个
环形石礅为基础而建的佛塔。如今大家所看到的万佛楼是在
原来的基础以上修建的，不但修复了当天的雄壮也更强的维
护了那一段历史时间所交给大家的使用价值。

杜甫草堂简介篇七

杜甫草堂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是中国唐代著名
诗人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也是一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近
日我前往参观了杜甫草堂，深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价
值。以下是我的参观指南心得体会。

第一段：宏伟的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是一座以传统的“四合院”为基本布局的建筑群，
分为三进，包括客厅、书房、卧室和后花园等。穿过显得低
矮而朴实的大门，来到宽阔的院落，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扑
面而来。在草堂的中央，有一座高大的杜甫塑像，栩栩如生
地展示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形象。走进其中的每一个房间，都
仿佛能感受到杜甫当年创作诗篇的灵感和情怀。整个杜甫草
堂宏伟而庄重，给人以一种肃穆的感觉。

第二段：丰富的文化内涵



杜甫草堂不仅是一个建筑群，更是文化的载体。在参观过程
中，我发现草堂内陈列着一批与杜甫密切相关的文物和图片，
如古籍手稿、字画和杜甫研究的各类文献资料等。这些文物
和图片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成就和思想，对
这位伟大诗人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此外，草堂还定期举办
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如诗会、书画展等，使得杜甫草堂成为
了广大文化爱好者的聚集地。

第三段：杜甫草堂的意义和价值

杜甫草堂不仅是对于杜甫个人生平和创作的见证，更是对于
唐代文化和诗歌艺术的重要保护和传承。作为杜甫居住的地
方，草堂内部展示了当年杜甫家居的具体布置和摆设，使人
仿佛穿越到了那个时代。这给予人们了解唐代社会和文化的
契机，进一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杜甫草堂的保护和
运营，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更是对于现代文化建
设的重要支持和推动。

第四段：亲身参观的收获和体会

在参观杜甫草堂的过程中，我除了欣赏到了优美的园林风景
和古朴的建筑风格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杜甫的人格魅力
和诗歌气质。通过阅读他的著名作品，我对他的为人和思想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他的才华和思想也表示崇敬。同时，
我也感悟到了诗歌艺术的伟大和传世的价值，深信只有通过
对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才能有更好地审美和思考能
力。

第五段：对未来的思考和展望

参观杜甫草堂让我不仅收获了对历史文化的新认识和对诗歌
艺术的更深一步体验，更加激发了我对于文化遗产的热爱和
传承的意识。未来，我希望能够更加努力地学习和保护优秀
文化，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修养。同时，我也愿



意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推广杜甫的诗歌艺术，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关注这位伟大的诗人和他的杰作。

以上是我参观杜甫草堂的指南心得体会，通过这次参观，我
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杜甫及其他优秀文化遗
产的伟大魅力。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更好地
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华。

杜甫草堂简介篇八

成都杜甫草堂现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离开成都
后，草堂便倾毁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
重结茅屋。至宋代又重建，并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
此后草堂屡兴屡废，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
（1500）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
的规模和布局。

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
成立杜甫纪念馆，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84年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

草堂建筑从正门始，依次递进是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
祠。其中大廨、柴门是杜诗中提到的草堂原有建筑，诗史堂、
工部祠则是后世为纪念杜甫而建。诗史堂正中是杜甫立像，
堂内陈列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联、匾额。杜甫是唐代伟大现
实主义诗人，其诗作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故有“诗
史”之誉。1985年5月在庆祝杜甫草堂建馆30周年之际，杜甫
草堂博物馆正式成立。博物馆内珍藏有各类资料3万余册，文
物20xx余件。文物中包括宋、元、明、清历代杜诗精刻本、
影印本、手抄本，以及近现代的各种铅印本。其中还有15种
文字的外译本和朝鲜、日本出版的汉刻本120多种。草堂内园
林十分幽静，溪水蜿蜒，桥亭相间，花径柴门，曲径通幽；
并有春梅、夏荷、秋菊和四时幽兰相伴。



草堂总面积有240多亩，其建筑为清代风格，园林是非常独特的
“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草堂旧址内，照壁、正门、大廨、
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
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其间有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
掩映，显得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而又幽深静谧、秀丽清朗。
工部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这座草堂象征着杜甫的茅
屋，令人遐想，已成为成都市的著名景观。1997年2月，政府
又拔出专款，借鉴川西民居的特点，重建了杜甫的茅屋。茅
屋故居位于碑亭北面，占地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
主体建筑5开间，4座配房，竹条夹墙，裹以黄泥，屋顶系茅
草遮苫，再辅以竹篱、菜园、药圃，使整个建筑古朴中透露
出浓浓的文化色彩。游人漫步其中，既可发思古之幽情，又
可享受悦目清心的乐趣。

文档为doc格式

杜甫草堂简介篇九

走进杜甫草堂，浏览文学圣地长廊；文墨一缕扑鼻香，赋诗
一首激情昂。

走进杜甫草堂，感悟儒家思想光芒；心系苍生费思量，胸怀
国事永难忘。

走进杜甫草堂，吟畅浣花溪畔诗行；草堂之春好爽朗，清幽
隽永歌绕梁。

走进杜甫草堂，放飞心灵梦想远航；芳草青青绿波洋，少陵
茅屋著诗狂。

走进杜甫草堂，向往史诗璀璨辉煌；豪气干云不平常，宏伟
抱负诉衷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