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春节的读后感 书香春节读后
感(汇总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一

《巧克力味的暑假》是我在图书馆买书时无意间所看到的一
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很有趣，而且也耐人寻味，暑假有巧克
力味吗?一时之间，我就把它买下了。

哈，哈!看了才知道，书名中原来是蕴含着这样一个故事：项
心仪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毕业考后，对于她来说最大痛苦
之处幷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与她相处了六年的四位好朋友，
在毕业考后就要各自分散了，在没有朋友的日子里，她心里
是多么的孤单与渴望啊。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嘛。虽然好朋
友在毕业考后都劳燕分飞了，但同时她也交到了新同学和朋
友。因此，她感觉到，友谊就像巧克力一样，苦涩中又带有
甜美。

友谊对于人来说是多么的可贵和重要啊，我下个学期也要升
六年级毕业班了。和项心仪一样，也要面临与好友分离时这
种不舍之情。没有了友谊，就像没有一片云的天空;没有了友
谊，就像没有一只小鸟的森林;没有了友谊，就像没有一滴水
的大海。无论在什么时候，友谊都是我们支撑的拐杖，没有
了它，就与拥有痛苦无不两样。想想看，是谁在你伤心的时，
安抚你;是谁在你开心时，与你共享欢乐?他不正是我们的朋
友吗?虽然与好友分离时，难免会悲伤，但“天涯何处无芳
草”啊，再见亦是朋友，前方的路还很远呢，我们以后一定
会交到更多的新朋友啊!与其悲痛交加，不如展望未来，乐观



接受。

《巧克力味的暑假》让我懂得了在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坎
坷，我们不能因为失去而悲痛欲绝，在失去的同时，我们也
拥有新朋友对我们的真挚友谊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友谊，共
度美好时光，不要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二

“腊七腊八，冻逝世冷鸦。”到了腊七腊八还有不久就当过
春节了而北京的春节却独具特点。老舍先生笔下的春节无比
濒临咱们的生涯，很恶的表示出了陈社会时过年的风气跟习
惯。

《北京的春节》是老舍学生写的一篇散文，道述了北京己功
春节的风俗和睦氛。比方熬腊八粥，泡腊八蒜，购纯拌儿，
干新鞋新衣，扫房，守岁，拜年等等；还有过元宵节时的游
庙会吃汤圆，抬花折（置焰火），焚火判这些运动，丰盛多
彩，一股传统节日的滋味充斥了情趣。

就好比说买杂拌儿吧，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
栗子等）取蜜饯搀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等的不皮——例
如：一般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
些零七八碎儿，即便没有饺子吃，也必需买杂拌儿。他们的
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殊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
买玩艺儿——鹞子、空竹、心琴等——和年绘儿。春节，杂
拌儿在孩子们中是异常主要的。

还有元宵节的花灯。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巷象是办喜事，
火炽而漂亮。著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多少百盏灯去，有的一律
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皆是纱灯；有的各形
各色，有的通通彩画全体《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
在该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伏，免何我都能够入到展



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俗气。
干果店在灯节还要息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没机杼的，
造成各样的炭灯，或用麦苗作成一二条碧绿的长龙，把瞅客
招来。人们在灯节望灯，逛集市暖热烈闹的氛围十分浓烈。

现在尔们过春节都是往超市买年货，而不是本人着手来制造；
大年节夜也不出去串门，而是呆在野面瞅春节联欢晚会；也
不守岁了，通常是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就上床睡觉。这样的事
例良多，固然迷信让当初的很多货色辅助了我们，到达了钝
捷，便利，然而这样就缺乏了过年的情趣。过任何传统节日
都没了过后该有的节日气氛，多数人都不乐意出门。北京的
春节比我们的春节更传统，更贴近生活。

老北京的春节实佳啊！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三

谁家的屋顶上燕子又做了新房，谁家墙角又开放了一朵蔷薇，
谁家又幸幸福福迎来了那个他（她）。生活本是如此，明日
复明日，时间总在流逝，生命总在循环。

但任何事情总有一个开端和一个结尾。春节，不外乎是一年
的开端，也是一年的结尾。老北京的春节，是中国春节过法
中具有代表性的。

到了春节，全城都休息了，门外都堆着除夕燃烧的烟花爆竹。
男人们，要出去窜门。女人们，就在家中，接待宾客。可清
静了。

这就是老舍先生眼中的老北京春节，腊八的甜蜜，除夕的热
闹，初一的宁静·····组成了老北京的春节，现在已是
新时代新气象，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传统习俗，老北京的春节，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泯灭
的一段历史！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四

家乡熟悉的一切，如今在我的梦里依旧是那样亲切，而最令
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家乡的春节。春节是我们最传统也是最重
要的节日，村里的老人一到春节就最忙活了。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春节好，我们叫过年。

“春节”是一个好听的名词，现在我不习惯称过年为过春节，
我总认为，它没有“过年”两字亲切、热闹。说到过年，我
就兴奋，仿佛浑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大约从腊月二十起，
姥爷就每天都去赶集了，自然少不了叫上我。因为快要过年
了，集上的东西就格外贵，可人却格外多。姥爷的三轮车上
总是有一大堆东西，鸡、鱼、肉、芹菜、木耳……这些都是
过年必备的，还有很稀罕的水产———虾，也就是一年里几
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才能吃得上。姥姥说，过年家里要来很多
人，东西要备得多才好，所以姥姥一过年总是要摊煎饼、蒸
馒头。我不喜欢吃煎饼，我喜欢大锅馒头。一开锅，我就奔
过去了，热气腾腾的馒头，像碗一样大，姥姥的脸在热气中
忽隐忽现的，用手碰碰馒头看看怎么样了，我拿起一个便吃
起来。看着我大口吃的样子，姥姥眼睛里流露出温柔。二十
七一大早，就能听见院内的谈笑声，是那群小孩又来我家了
吧。大人们这一天又是剁肉又是杀鸡的，忙得不亦乐乎，是
没有时间管我们的。我穿上衣服加入他们之中，干什么呢?当
然是去各家要东西了。我们在人家院里一站，不用开口，长
辈们便嗔怒着来骂我们：“小讨债鬼，又来捣乱啊。”可一
边又把肉丸子呀、猪耳朵呀给我们吃。二___、二十九这两天
多数人家是要打扫卫生的，这自然也用不到我们，可我们这
群小孩子却不愿意出去，因为在打扫中，总是有很多小玩意
被搜出来，所以我便总是一步不离地跟在妈妈后面，那些小
小的角落，似乎总能带给我们惊喜。活干完了，家里就整洁
了，心中是那样的舒坦，我很高兴。那些东西，我总感觉我
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姥爷也总是出尽“花招”，什么香肠、
煮肴肉，应有尽有，让我幸福得什么也不想。啊，我多么懊



恼我的口拙，不能把我的感受全部说出来。我只能说家乡的
春节平凡中却带着很多美好!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怀着愉快的心情阅读了《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作者用充满京味的语言来描述了一幅北
京春节热闹的场景，表达出作者对北京过春节习俗的喜爱之
情。

北京的春节是热闹、喜庆而隆重的。

这篇课文紧紧围绕着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初一
和正月十五的相关场景。感受到春节习俗的丰富多彩和深刻
的内涵。文中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了文章的思路。

课文的最后一段以“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一眨眼就到了残
灯末庙。”同时，这一段与课文首句相呼应。

老舍爷爷在这篇文章中，各用了一句话来写“做年饭”
和“吃团圆饭。”作者以自己老家的风俗来写过年的场景。

我们这一带地方的风俗就跟北京不怎么相同，我们这个的地
方过新年不赶庙会，而北京就赶庙会。我们这个地方大部分
都还是和北京相同的----贴对联，穿新衣，拜年，吃团圆饭，
。我们这一带小孩也跟北京小孩过年差不多，都会用自己的
零花钱去买一些爆竹，买些玩具，还买些零七八碎而的东西。

这篇课文给我留下影像最省的除夕前，孩子们要做的三件大
事----买爆竹、买零七八碎儿的食品、买各种玩意儿。因为
这些事情也是我们过年时喜欢做的。

我从这篇课文中感受到了大家的幸福，团圆的美好愿望。那



丰富多彩的名风名俗，写出了我们中华名族的风俗，文化传
统。

北京的春节读后感(二)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六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

我爱北京的小吃。

作为一个不标准的吃货，北京的小吃怎么能错过。甜甜的艾
窝窝，酸酸的豆汁，咸咸的炒肝，北京小吃少有辣味和苦味。
北京小吃其实就像北京人的生活，味道不单一，但味道不辣
不苦，不愿与人争吵，也不愿没日没夜地辛苦。

我爱北京的胡同。

休息日出门玩的首选地带，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不仅因为
其中的各种小店，更为其所在的胡同深深吸引。进入胡同，
只挑一条小路走，走入胡同深处。一边走，一边手触摸着墙
壁，试图感受这里的悠久历史。抬头看看，灰色的瓦与瓦当
交错，若赶上下雨天，意境更佳。雨水只沿着瓦当一滴一滴
落到地面，砸出一个个均匀的小坑。在屋檐下一边躲雨一边
赏雨，好不快活。接着往前走，遇到两户相对的院子，原来
门当户对是这样的。轻敲一户的院门，主人一定会热情来迎，
不论是否熟识，一定请进门，吃个饭，唠话常。一个四合院，
一大家子，一起生活，一起体会那酸甜咸但不辣不苦的生活。

我爱北京的人。

一见面就一句直截了当的“吃了您呐?”不用问，一定是北京



人，或者说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热情，并且顾家。北京人见
人都能聊上半天，可是他们也知道，在胡同深处的四合院中
有一大家人等他回去吃饭。胡同中一家做了红烧肉，全胡同
飘香，不等去看，院门已被敲响，一个大妈端着一大盆肉喊
道：“快拿碗来，尝尝我做的红烧肉!”这一胡同走下来，盆
子里的肉已不多了，可每家人都那么开心。四合院是小家，
胡同是大家。

每天早晚都匆忙赶路的人，大多是新北京人。他们勤劳并且
有创新精神。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或是一家人的生计，辛苦
奔波;他们为了北京的建设费劲心思，想出了许多新方案。或
许因为工作的压力，他们会与人争吵，觉得生活很苦，而正
是因为这才让北京的生活包揽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所以更爱北京。

北京，我来了!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眼之间，一个快乐而充实的暑假就要
悄悄地过去了。眼看又要开学了，不如给自己的暑假做个总
结吧!

暑假里，我有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北京夏令营
活动，真是大开眼界。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古都，有许多中国古代建筑，很少有现代
化的摩天大厦。空气中时常弥漫着北京特有的一种味道，也
正是这原因吸引了世界游客吧!

北京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有两个地方——中国科技馆和万里长
城了。

先来说中国科技馆吧，从远处看就像一颗椭圆的蛋，是仿照
恐龙蛋设计的。等车开近才发现那颗“恐龙蛋”并不是科技



馆，只是科技馆旁边的一个摆设。真正的科技馆其实是一个
长方形的建筑。一走近科技馆首先看到的是一排一排的小球，
正按音乐的节奏在房顶上随意摆动。科技馆最神奇还是
那“神奇的街道”人一旦进去了就会感到头昏脑胀、呕心而
且双腿不听使唤，要不是有东西撑着保证会摔倒，我们好不
容易“爬”出那条街道，看到了说明书，原来这条街是根据
人体的各器官来设计的。是人的感官和感觉相互矛盾，从而
使人感到头昏脑胀、呕心。原来科技馆是那样神奇，这科技
馆之行让我受益匪浅。

还有个地方就是长城。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
城我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看着延绵不绝的长城心头不
由涌起一阵自豪感。啊!长城真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像征啊。
长城最佳的一个坡叫“好汉坡”，登的过程中最陡的地方将
近90度，要不是有栏杆就很容易滚下去。有80%的人爬不到10
分钟就打道回府了，只有10%的人顺利到了顶峰。我很幸运就
是这10%中的一员，在爬到一半时我也曾想放弃。但是有一股
信念使我支撑了下来。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古人凭两手筑长城
难吗?借着信念我登上了顶峰。通过爬长城，我领悟到“世上
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深刻含义。

北京七天之行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一页。我感到无比自豪，
中国最强，中国人最棒!中国加油!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七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不
同的地区、民族过春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著名语言大
师老舍，用他的大笔、风格、语言，描绘了一幅幅北京春节
的民风民俗画卷，让我们无不感受到北京过春节的隆重和热
闹，也让我们领悟到了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者先介绍北京的春节从腊月初旬就开始了：人们熬腊八粥、
泡腊八蒜、购买年货、过小年……做好过春节的充分准备。



紧接着，详细描述过春节的三次高潮：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
鞭炮声日夜不绝，吃团圆饭、守岁；初一男人们外出拜年，
女人们在家接待客人，小孩逛庙会；十五观花灯、放鞭炮、
吃元宵。最后写正月十九春节结束。

不仅仅是北京有隆重的春节，还有我们浙江省宁波市的春节，
也称得上是热闹啊！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
复苏草木更新。人们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寒冬，早盼
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
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千百年来，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
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
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们素有的传统习惯，也是
全国人民素有的习惯。打扫完，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
日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采购，年货包括鸡鸭鱼肉、油盐
酱醋、瓜果蔬菜，都要买齐全，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拜访亲
戚朋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新衣服，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日前要在家里的大门上贴红纸黄字的春联。还可以剪出
美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福字可
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这些都是用来
增添喜庆气氛的。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为人们带
来坏运气的动物。年一来。树木枯死，百草不生，年一走，
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应该怎么样才能不出现呢？就需要
鞭炮炸，于是有了放鞭炮的习俗，这也算是增添热闹场面的
一种方式。过了除夕夜，等第一声鸡鸣响起了，或者是新年
的钟声敲过，街上就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
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盛装，先给家族中的
长者拜年祝寿，节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
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新
喜、恭喜发财、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

春节是个欢乐和祥的日子，愿每个人都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八

《北京的春节》是大作家老舍的作品。今天，我细细的品读
了这本书，写出了这篇读书感悟。

《北京的春节》主要讲了在乾隆时期，孩子们、大人们的兴
奋、过年时他们主要干什么、春节时的热闹景象、过年之间
的的庙会、元宵、灯展以及那过完年之后的一片冷清景象。

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就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很苦，只有过年
的时候才有能吃上白面馒头的机会。他们过年的时候和老舍
先生写的《北京的春节》有所相同。

我希望大家都读这本书，争取让那浓浓的年味回归!

文档为doc格式

写春节的读后感篇九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八达岭景区观光旅游。今天有幸陪同大家
一起参观，我很高兴，希望各位能在八达岭度过一段美好的
时光。

长城是我们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性建筑，它东起山海关，
西至嘉峪关，横贯我国北部。婉蜒一万两千多里，故以“万
里长城”闻名于世。并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被专家学者们称为“世界上最长的防御性城墙”。

中国最早修建长城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最早修筑长
城的国家是楚国。楚国长城在历史文献记载上称作“方城”，
长度近千里。齐国也是诸侯国中修筑长城较早的国家，齐长
城西起山东平阴，东入大海。是春秋时期长城中遗址保存最
多的。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先修缮了秦、赵、燕三国
北部的部分旧长城。并开始以“修万里城，筑万里人”的代
价修建西起临洮、东到辽东，长达7000多千米的长城。从此
万里长城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历千百年的风霜雨雪。

西汉初期，为了抵御侵略和保护新开发的“丝绸之路”。修
筑了西起新疆罗布泊，东到辽东，长达一万多千米的长城。
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条长城。

明朝建立后，面对蒙古和女真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就派大
将徐达北上修筑长城。直到明朝灭亡，先后大修十八次，历
时260余年。直到弘治12年，才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边，西到嘉
峪关。途经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
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全长12700多里的长城。并把长城沿线划
分为九个防御区域，称为“九边九镇”。而且还在许多重要
关隘地区，特别是北京城的北面，修筑了多重城墙。这些就
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达岭长城了。

秦、汉、明三朝在历史上修筑长城的规模，相比其他朝代来
讲是最大的。所以说在历史上的三次修筑高潮就是秦朝、汉
朝、明朝。

现在，我就来介绍一下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西
北部的延庆县，是北京地区长城中保存最完好，工程质量最
佳，结构最严谨的一段。这段长城以瓮城为中心，南至七楼，
北到十二楼，全长4770米。它是北京地区通向塞外的唯一通
道，是居庸关的前沿阵地。由此地东可到永宁、四海，西可
到宣化、大同，南可抵京城，北可通延庆，四通八达，所以
叫做八达岭。八达岭关城建于1505年，城高7.5米，厚4米。
东西两门各有一块牌匾，东为“居庸外镇”，西为“北门锁
钥”。关城入口处有一尊长2.85米，口径10.5厘米的大炮名叫
“神威大将军”。现在请大家看八达岭这段长城的城墙。这
段城墙上窄下宽，上窄约5.8米，下宽约6.5米。分别由四种
基本构造构成。一、城墙，二、城台，三、关隘，四、烽火



台。墙内有券门，中间有石梯相连。顶部可容5匹马并行。烽
火台又称烽堠、烽燧、狼烟台。它独立于城墙之外，几乎每
隔一里就有一座，组成了万里长城的防御报警系统。

每当有敌兵进犯的时候，烽火台就燃烽火，传递军情。白天
燃烟称烽。夜晚举火称燧。又因为经常用狼粪做燃料，烟飘
的高又不易消散，所以也叫做“狼烟”。而且，在明朝规定。
来犯敌兵百余人点一烟放一炮，五百人左右两烟两炮，千余
人以上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烟四炮，如果事万人以上，
五烟五炮。

从八达岭一直向南，就是著名的雄关——居庸关了。居庸关
是万里长城最有名的关隘之一，为古代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
以秦始皇修长城“徙居庸徒于此”而得名。也就是说把囚犯、
和受过宫刑的人，抓到这里来让他们修长城。并且居住了下
来。居庸关在汉朝时叫居庸塞，隋朝叫军都关。到了明朝重
新修筑后，成了明长城中最坚固的一段。这里既有军事指挥
部、又有行政管理机构。古时的居庸关同样林木葱郁，景致
非凡，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叠翠”指的就是这里了。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名胜古迹，象杨六郎的栓马桩、穆桂英的
点将台、游龙戏凤的白凤冢等七十二处名胜。不但如此，而
且居庸关中还有一座始建于1345年的汉白玉高台，人称云台。
因台上曾建有3座藏式佛塔，台下为券门，故原称“过街塔”。
明初佛塔被毁，后又建泰安寺。清朝前期，寺又被毁，现仅
有柱础和望柱。内壁还留有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等6种文
字篆刻的经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实物。

说了这么多了，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放松一下。故事
的名字呢就叫做“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
的事。当时为了加快工程速度，又开始在全国各地抽调民夫。
孟姜女的丈夫范杞梁在新婚不久，也被抽调去充当修长城的
民夫了。

转眼三年过去了，范杞梁杳无音信，急得孟姜女吃不好睡不



香。突然，有一天夜里。孟姜女做梦，梦到他的丈夫饥寒交
迫，衣不遮体，还不停的喊“我冷啊，我饿呀!”孟姜女惊醒
后决定去找丈夫，并给他带上了干粮和御寒的衣服。一路沿
着长城寻找他的丈夫。她四处打听，走到山海关才知道，为
修长城死了很多人，丈夫范杞梁也被累死了，并埋在长城下，
尸骨都找不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孟姜女顿时就伤心
地痛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长城一段段的倒塌，足有八百
里长。这下可急坏了工程总管，急忙去报告正来此巡查工程
进展的秦始皇。秦始皇赶忙派人把孟姜女抓来寻问根由。当
见到之后，秦始皇却被她的美貌迷住了，非要封她为“正宫
娘娘”。孟姜女虽然怒火满腔，但还是压住心头仇恨，灵机
一动，将计就计地非要秦始皇答应她三个条件，之后才能
当“正宫娘娘”。一要找到丈夫范杞梁的尸体;二要为其丈夫
举行国葬;三要秦始皇为范杞梁披麻戴孝、打幡送葬。秦始皇
听罢孟姜女提的三个条件，思索片刻，为了得到貌美如花的
孟姜女，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孟姜女戴着孝拜了为筑城而
死的范札梁坟墓后，宿愿已偿，面对滚滚的渤海，纵身一跃，
投海自尽了。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秦始皇是不是昏庸霸道?咱们先不管他
怎么样。开始登长城做好汉吧!!

颐和园导游欢迎词

各位团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1998年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的，世界上造景最丰富，建筑集中，保存最完
整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占地290公顷，其中水面约220公
顷，主体由万寿山与昆明湖构成。颐和园原名清漪园，是乾
隆皇帝年为了给母亲祝寿于公元1750建造的。1860年，遭英
法联军火焚，大部分建筑损失贻尽。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历
时10年重建，竣工后更名颐和园。慈禧晚年大部分时间在园
中度过，那里至今还可追寻到当年重大事件的痕迹。颐和园



基本布局可分为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务区，以玉兰堂、乐寿
堂为主的帝后生活区，以及以昆明湖及沿岸风光和前山后山
景物为主的游览区三个部分。如果再加上排云殿也可以分为
四个部分。

起初这里并没有什么名字。在辽金时期山上建了金山行宫，
于是这里被称做“金山”和“金海”。又因为传说有一个老
人在山下挖出了一个石瓮，元朝便将这里改名字为“瓮山”和
“瓮山泊”。且瓮山泊位于元大都的西部，景色妖娆，所以
在文人笔下便有了“西湖”的美称。到明代这里既修了钓鱼
台，又建了一些殿堂庙宇，皇帝把这里称为“好山园”。清
朝初年，才开始大规模的在这里修建皇家园林。当时这里就
有了著名的“三山五园”。它们就是：玉泉山、万寿山、香
山，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清漪园。清漪园也
就是现在的颐和园。

来到了东宫门，我们本次的游览也就正式开始了。在东宫门
外的就是清代保留至今最大的一座过街牌楼“涵虚、罨秀”
牌楼。而东宫门也是颐和园的正门。门上高悬的颐和园匾额
就是光绪皇帝的手书。“颐和”二字则取“颐养精神，心平
气和”的意思。

进入东宫门，我们首先来到的便是仁寿殿了。“仁寿”二字
取自《论语》中“仁者寿”的意思。也就是说施仁政者可以
长寿。仁寿殿原来是乾隆时期的勤政殿，重建颐和园后改为
仁寿殿。这里是皇家在园中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迎面
看到的这五块太湖石叫作峰虚五老，寓意长寿。而在汉白玉
须弥座上的这只铜制怪兽，人称麒麟，俗称四不象，是龙生
九子之一，象征吉祥富贵。在殿前还陈设有两对龙凤造型的
铜香炉，排列方式是凤在内侧，龙在外侧，突出了凤的地位。
这与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无关系。

现在仁寿殿内的陈设和原来是基本一致的。殿内的地平床上
有有御案、宝座、角端、掌扇、屏风。屏风以紫檀木为框架，



雕有九条闹龙，中心是玻璃镜，镜面上写有226个不同写法的
寿字。掌扇是用孔雀翎装饰的宫廷陈设，角端是独角兽，传
说能“通四夷”。实际用处是香炉。而殿内两侧的墙壁上，
各有一幅“百蝠捧寿图”中间的寿字是慈禧手书，蝠与福同
音，意为多福多寿。

穿过仁寿殿后面的假山，展现在我们前面的就是一碧千倾的
昆明湖。

颐和园中观赏全园最佳的角度就在昆明湖的东岸。在这里我
们可以北望佛香阁、西看玉泉山、南眺南湖岛。

接下来我们就去参观，帝后生活区。

我们现在看到这组别致、幽雅的四合院就是玉澜堂，“玉
澜”出自晋代诗人陆机：“玉泉涌微澜”的诗句，这里是光
绪皇帝来颐和园时居住和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戊戌变法失
败以后，光绪被软禁在这里。为了控制他的一举一动，慈禧
连东西两侧的回廊也用砖墙封闭了起来。这些都是戊戌变法
的见证。玉澜堂是一座传统的三合院建筑，东侧早餐室、西
侧是寝室、中间为书房。

在玉澜堂的后边就是宜芸馆，“宜芸”是适于藏书的意思。
在乾隆年间是皇帝藏书的地方，重建后改为皇后隆裕寝宫。

走过宜芸馆，西北角的回廊便是乐寿堂。“乐寿”出自《论
语》中“智者乐，仁者寿”意思是说，这里就是仁者智者居
住的地方。乐寿堂是生活区里的主要建筑，为上下两层，原
是乾隆母亲居住的地方，重建后改为慈禧太后的住所。

进入庭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陈设有很多的东西。铜鹿、铜
鹤、铜花瓶，巧借鹿、鹤、瓶的谐音，喻意“六合太平”。
院中还植有玉兰、海棠、牡丹，象征“玉堂富贵”。南侧这
块太湖石，正好是乐寿堂的影壁。因为形状像灵芝，又是青



色。所以叫做“青芝岫”。关于青芝岫还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爱石成癖的大官叫米万钟，他在
房山县的山里发现这块石头后，就想把它运到自己家里去。
但是因家财耗尽，并且因此败家。故此石又称“败家石”，
后丢弃于良乡路边。历经百余年后，乾隆去西陵扫墓，路过
良乡看见这块石头。就命令士兵将其运送到正在修建中的乐
寿堂中。但是因为石头太大，门太窄，当时是破门而入。只
因为此石形状酷似灵芝，才得以保留。

现在，我们去看长廊。长廊又叫“万卷画廊”，它东起邀月
门，西至石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并建有四个精美的
亭子点缀其间，分别是留佳、寄澜、秋水和清遥，长廊像一
条彩带把山前的景物有机的连接在了一起。在廊中还有一万
四千多幅苏式彩绘，并因此在1900年的时候，被《吉尼斯世
界纪录大全》评为全球画廊之冠。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位于长廊西端的清晏舫。乾隆皇帝在
修建清漪园时，化用魏征借《二京赋》中的诗句劝柬李世民
的典故。在院中修建清晏舫。用来勉励自己和告诫子孙。这
里是帝王品茶、欣赏昆明湖景色的地方，乾隆皇帝还在此进
行过放生活动，到光绪年间重修时，在石船两侧分别加装了
机轮仿佛是一艘西洋船只。

十三陵导游词

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北京的远郊昌平区，我们即将进入的就
是十三陵景区。利用这段时间，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十三陵
的历史背景和说明。

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位于
北京北郊昌平区天寿山脚下。距京城约50公里。陵区面积
约40平方公里。整个陵区四面群山环抱，山前流水潺潺，明
堂广大、四周围以高墙，因山设险。因为这里埋葬有明朝的
十三位皇帝，所以称明十三陵。十三位皇帝的陵墓以长陵为



中心，错落有致的分部在群山绿树之间。

也许各位要问了，北京有那么多的名山胜水，为什么偏偏要
选在这里建陵呢?明永乐五年朱棣的皇后徐氏去世。朱棣命礼
部、工部及术士风水先生等人，在北京郊区寻找“吉壤”。
先后曾指定潭柘寺、燕家台、屠家营等处，朱棣均不满意。
后来江西术士廖均卿说，昌平北有吉壤，可做万年寿域，名
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一个小平原。朱棣视察后
很满意，决定在此建造皇陵，并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座石牌坊，就是进入陵区的标志，牌坊
为5门6柱11楼建筑形式，建于嘉靖年间。是国内现存最大、
最精美的石牌坊，上边的图案装饰也都是云龙图案，反映了
皇家建筑的特点。穿过石牌坊即大宫门，为陵墓区的正门。
门前竖着“官员等人至此下马”碑。宫门后是碑楼，碑楼周
围有四座精美的华表。碑楼中的“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
在碑的四面分别有：朱棣之子仁宗朱高撰写的为其父歌功颂
德的碑文，有清朝维修十三陵的经过，有记述明朝灭亡的教
训，还有乾隆皇帝撰写的《哀明陵十三韵》。

从碑楼到火焰牌坊是长达780米的神道。神道两旁立有石像生，
共24个石兽，12个石人，共计18对，36个。其中，狮子、獬
豸、大象、麒麟、马各四只，分别是两立两卧。有武臣、文
臣和勋臣各有四位。神路最北端是棂星门，因为三根柱子上
各有一个火焰宝珠，所以这里也被叫做火焰牌坊。通过神路
可以到达各个陵区。下面我们先去看看长陵。长陵是十三陵
的首陵，位于天寿山主峰之下，埋葬着明成祖朱棣及皇后徐
氏。在墓葬制度中被称为“一帝一后制”。整座陵区建有周
长80华里的围墙。围墙中还设有东山口、老军堂等十六个关
口。长陵祾恩殿是仿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建，于明永乐十四年
建成，是供奉帝后牌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九五开间，
重檐庑殿顶，殿内有32根金丝楠木大柱。是明代帝王陵中唯
一保存完好的祾恩殿。



由于长陵的地宫没有发掘，所以我们在长陵的游览就先告一
段落。不过大家不用着急，接下来我们将要去的定陵，在那
里大家就可以参观到古代皇帝的地下宫殿了。

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位于
大峪山脚下，占地面积15万多平方米。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
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但是他贪婪、懒惰成性，在位的48年当
中，竟然有28年不理朝政，导致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他
虽然昏君懒惰，却耗银800万两，历时6年修建了他的陵寝。
因此后人评论，其实明朝灭亡的命运，在万历皇帝时就已经
成为定局。由于定陵的地面建筑屡遭战火和人为损坏，所以
残存不多。并且和长陵的规制完全相同，所以咱们就直接去
地宫。

地宫距地面27米，总面积达到了1195平方米，整个建筑都是
砖石结构，分为前、中、后、左、右五个殿堂。共7座券门。
后殿的门用汉白玉建造，有门丁九九八十一颗。象征阳数之
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