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 咸阳乾陵概况导游词
(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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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篇一

一 唐乾陵具有文明见证突出的普遍价值

唐乾陵是7世纪东亚“依山为陵”纪念性建筑工程的杰作，陵
墓建立在海拔1047米高的石灰岩质圆锥形山峰上，体现了古
人对高山景仰的崇拜，这是埃及金字塔墓区依托沙漠戈壁、
印度泰姬玛•玛哈尔陵依托加木那河畔所没有的宏伟高大气
势[3]。

唐乾陵创建了一个围绕山峰整体安置灵寝的自然效果，奠定
了唐代“依山为陵”葬制的基本模式，它包括内外两重城墙、
两组双阙楼、两个碑亭、一条神道、成组石雕和石雕群等，
整个设计是为了适应230万平方米地带中变化的地形，与周围
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唐乾陵建筑遗址、出土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瑰宝，完全达到了
世界文化遗产三种分类标准的定义，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给
予了高度评价，赢得了各国首脑赞叹和大量观众的喜爱，可
与欧亚己列入世界遗产的同类项目相媲美，具有人类普遍价
值的文化神韵。列世界遗产数量第一的西班牙和第二的意大
利却没有陵墓与墓地类项目，这正反映了东西方历史文化遗
产的差别。



二 唐乾陵具有艺术精湛丰富的独特价值

唐乾陵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的合
葬墓。秦汉以后，皇帝、皇后多不合葬，而乾陵夫妻“二
圣”合葬墓独特一帜。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女皇
武则天一生活动的评价争论激荡了上千年，对中国文化血脉
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乾陵是唐代帝王陵墓中惟一发现有双重城垣的墓葬，其内
城象征京城长安的皇城，外城相当于官员和土民居住的郭城，
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都城的整体格局。

唐乾陵也是惟一历经千年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其地宫遂
道编号刻字砌石己被发现，出土有细腰铁拴板、锡铁锭等，
这是一般陵墓所不清楚的有价值线索。

三 唐乾陵具有文化品位很高的记忆价值

截止到20xx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88处，数量相当多
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宗教建筑群、古遗址与岩画等，
古代皇族生活的宫殿也不少，但陵墓与墓地只占2.66%，相对
较少。唐乾陵作为人类足迹和地下宝藏，饱含着前人对后人
的奉献和功德，与其他种类文化遗产相比更显得珍贵，特别
是作为7~8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方帝王顶级权势造就的伟
大陵墓，唐乾陵历经千余年始终没有过被盗掘过，有一些陪
葬墓未发掘，一旦文物保护技术达到永久无损高水平时，沉
睡地下宝藏未来经考古出土的可能性极大，必将引起全世界
的关注。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篇二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因处于长安西北



方、八卦的乾位而称乾陵。

乾陵位于乾县城北门外6公里的梁山上。乾陵建于684年，是
唐十八陵中保存比较完整的陵墓之一。陵园原有内、外两重
城墙。内城东西长1450米、南北长1582米，厚度为24米。四
面各有一门(东为青龙门、西叫白虎门、南称朱雀门、北是玄
武门)，现在各门附近的村庄仍以门名称之。

乾陵的地面设施遗留至今的主要是陵墓石刻，这些石刻大都
集中在朱雀门外。据《金石萃编》记载：宋金时共有13段 题
字，但多被风雨剥蚀，唯金代太宗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
用女真文字刻写、旁有汉字翻译的“即君行记”保存较为完
整。女真文字现已绝迹，因而此碑保存的女真文字便成为研
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两通石碑北边，原有61番酋石像。现存60尊，是武侧天为纪
念参加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下令雕刻的。石
像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身背刻有国名，官职
及姓名。明代刘伯温作诗道：“番王俨待立层层，天马排空
势欲腾。”郭沫若也曾咏诗曰：“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
宾立露天。”就是对石刻雄姿的描写。

乾陵形制雄伟，建筑也很牢固，据《新唐书·严善思传》载：
“乾陵玄、石门，冶金固隙”非常坚固。据勘查，墓道
长63.1米，宽3.9米，全用石条填砌。从墓道口到墓门共39层
石条，每层间都有铁栓固定，井用白铁水灌注。这些情况与
文献记载吻合。

乾陵不仅外现宏伟，修建坚固，内藏也十分丰富。李治生前
酷 爱书法，广为搜集，临终遗嘱把他所收藏的书字埋在墓内，
李治和 武则天均处于盛唐时期，且据勘查，乾陵虽经1000多
年，却未被盗 过。由上可以想见，乾陵内部的文物一定十分
丰富，极其珍贵。



乾陵的范围很广，除山陵外，还包括县城东北一带17座陪葬
墓在内，这些陪葬墓有太子、公主和大臣的坟墓。这些墓的
封土堆 基本保存完好，个别墓前陈列着一些石刻。

乾陵是盛唐历史文物的集中代表。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次拨
款重修，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
重点发掘了乾陵的一些陪葬墓，出土大批文物，供中外游客
参观、游览。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篇三

大家好。欢迎来到号称“天下第一皇陵”的乾陵。乾陵备受
国内外关注，因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埋葬在
这里，一对夫妇，两朝皇帝，合葬一室，这在全世界也是极
其罕见的，墓前的那通无字碑更是留下了千古悬念。今天我
将带大家走进乾陵，对这座著名的陵墓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

乾陵建于公元684年，是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墓，
是唐十八陵中最西边的一座，因位于长安的西北方，八卦的
乾位而得名，是唐代“因山为陵”的典型，也是目前唯一没
有被盗过的唐代帝王陵墓。据考证，乾陵陵园是仿唐长安城
的模式而建的，气势雄伟壮观，有宫城、内城、外城之分。
墓室位于宫城中心，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内城四面各有一门，
按照四方星宿分别命名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
陵墓所在的这座山叫梁山，它有三峰，陵墓位于海拔最高的
北峰。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形似美人的双乳，两峰中
间为司马道。在古代，皇帝生前的专用道路叫御道，帝王死
后，专为其修的道路称为神道，也叫司马道。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就来到司马道。由于时间久远，乾陵的
地面设施遗留至今的主要是陵墓石刻，分布在宫城四门之外，
唯朱雀门最多，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神道两侧的精美石刻。
这批石刻气势恢弘、造型逼真，充分代表了唐代高度发展的
封建文化和雕刻艺术水平，是唐代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



晶。

我们眼前的这对石柱称为华表，它高8米，直径1.12米，由圆
石、仰盆莲花顶座、八棱形柱身、覆盖莲花座、双层方形基
座五部分组成。这对华表巍然屹立于司马道最前端，是作为
陵墓的象征，也是皇权的象征，衬托出乾陵庄严肃穆的神圣
气氛。

华表北边这对栩栩如生的翼马高3.17米，长2.8米。翼马是人
们想象当中的长有翅膀的飞马，马身两翼雕以卷云纹，似有
腾飞之势。这两匹翼马都属于波斯马，外形相似，风格却不
同。西边这匹翼马轮廓爽朗，棱角分明，东边那匹流畅优美，
圆润柔和。翼马的设置为这座陵园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继续向北，我们看到是一对鸵鸟，采用传统的浮雕技法，只
淡淡几刀，便将鸵鸟的形象勾勒得活灵活现。虽经千余年的
风雨剥蚀，石雕上现已斑痕点点，但它不仅没有损害鸵鸟的
形象，反而使它显得更加古朴粗犷。乾陵前为什么要设置鸵
鸟呢?因为唐朝人心目中，它是一种来自遥远异域，带有几分
神秘怪异色彩的神鸟。据说高宗生前特别喜爱，所以在高宗
去世后，武则天特意在乾陵安置鸵鸟。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篇四

乾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县城北部6千米的梁山上，为唐
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占地面积40平方千米。乾陵建
成于唐光宅元年(684年)，神龙二年(720xx年)加盖，采
用“因山为陵”的建造方式，陵区仿京师长安城建制。除主
墓外，乾陵还有十七个小型陪葬墓，葬有其他皇室成员与功
臣。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陕西乾陵的导游词5篇范文，
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游客：



大家知道，在所有的帝王墓葬中有两座陵墓特别吸引国人注
意，一座是河北的清东陵，一座是陕西的唐乾陵。前者埋葬
的虽不是皇帝，却是大权独揽，垂帘听政，丧权辱国的清太
后慈禧;后者埋葬的则是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在位时
政通人和，社会和经济发达，死后以山为陵，山陵合一，千
百年来陵墓保存完好。

“巨坟云是旧梁山，山石崔嵬颇耐攀。南对乳丘思大业，下
临后土望长安。”这是郭沫若同志游乾陵时吟出的一首诗。
乾陵位于乾县城北6公里，距西安城80公里，是唐皇朝第三代
皇帝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它修建于公元684年，经
过20xx年的时间才基本完工。乾陵“以山为陵”，依梁山而
建，利用梁山主峰(北峰)和南面两个山峰作为布局的骨架。
北峰海拔l047.6米，呈圆锥形，是墓室所在地。南面两峰，
东西对峙，构成陵园的天然门户。整个陵园范围方圆40公里，
周围还有王公贵族陪葬墓17座。各位游客，下面请随我一起
走进乾陵游览一番。

【乾陵的特点—乾陵的结构和规模—墓前石刻】

各位游客，当我们从西安出发，沿渭河和任河向西旅行时，
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无论是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还是在渭
北高原的丘陵和山峰间，随时都可以看到高大雄伟的帝王陵。
这八百里秦川的帝王州里有18座唐代的帝王陵。经过1个多小
时的车程，也就是穿过陕西西部的小县城乾县时，我们还会
发现有座巧妙地利用自然山峰设置陵寝、门阙、城墙，表现
帝王至尊地位的陵墓，这就是唐朝第三代皇帝李治和我国历
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

现在我们已站在梁山脚下，抬头能望见武则天陵墓。大家看
到西安在东，一马平川梁山在西，山势峥嵘。远观梁山，有3
座山峰相连：正对游客的远处松柏交翠、山峰峭拔的北峰为
武则天陵寝;南面稍低的左右对峙的两峰为闭楼，其形象特别，
当地群众俗称奶头山。“以山为陵”，是唐帝王陵的一大特



色。尤其乾陵与山峰浑然一体的设计，实力渭北唐十八陵中
所独见。唐太宗原以为如此筑陵较为节俭，还能免被盗之灾，
谁知筑陵工程更大，耗费更为惊人，也未免去被盗之灾。

乾陵营建于盛唐时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自不必说。单
从其宏大的规模，壮伟的气势，富丽堂皇的建筑来看，就居
唐帝王陵之首。据《长安图志》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
墙，4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回廊、偏房等大批建筑物。
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3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
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现在我们所站位置
是乾陵的朱雀门外。

各位游客，请跟着我向前走。大家从朱雀门外向远处高耸的
陵墓望去，可见墓前一条司马道相当宽阔，直通北峰。两侧
排列有124件雕刻精美、神态生动的石雕。从南往北有八棱柱
形华表、翼马、朱雀各1对，石马5对，戴冠持剑的直阁将军
石人10对。4个门外各有石狮回对，北门外有石马3对。在中
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就是从武则天
下葬乾陵开始才有固定制度的，一直延续到清代。

【武则天生平介绍—述圣记碑—无字碑】

各位游客，竖在大家面前的有两块经历1000多年历史风雨的
巨型石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在讲解这两块碑石之前，
先让我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武则天是怎样当上女皇的。

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在位34年。根据惯例，皇帝
应立长子为太子，以继承皇位。但李治是长孙皇后所生，又
得到朝廷顾命大臣、母舅长孙无忌的大力帮助，所以破例被
选为太子。太宗死后，李治继承皇位，即后高宗。但高宗缺
乏政治才能，昏庸懦弱，大权渐渐旁落到皇后武则天的手里。

武则天原籍山西省文水县，生于今广元县。父亲是个木材商，
后随李渊起兵反隋，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武则天少时随父四



处奔波，12岁丧父后，在外受到歧视，在家还受两个异母哥
哥的欺辱，正是这些坎坷经历，锻炼了她坚忍不拔的性格。
她14岁被唐太宗选人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削发为尼，旋被唐
高宗接进宫中，先封为昭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被立为皇
后。她一当上皇后就参与朝政。从公元660年起，实际掌握大
权的已是武则天了。之后，武则天用酒毒死长子，废次子为
庶人，把睿宗拉下皇位，最终于公元690年，自称圣神皇帝，
改国号为周。经过36年的奋斗，这位女人终于如愿以偿，登
上天下第一把“交椅”，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

也许大家会想，一个出身于木材商家庭的下层女子，竟敢冒
天下之大不匙，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这无疑是对男尊女卑、
女子天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挑战，难道不会招来种种非议
吗?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武则天当政50年中，社会稳定，经
济得到发展，这一切都得到历代史学家们的肯定和赞扬。武
则天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帝王，她敢于自己做皇帝，也敢于对
自己的功绩加以评说，现在我们在南门外看到的述圣记碑和
无字碑就是很好的证明。

述圣记碑，全碑共7节，故又称七节碑。据说，由7节组成，
取于七曜，即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合称。
七节碑高7.5米，重89.6吨。碑座上刻有各种碑纹。碑文8000
余字，由武则天亲自撰文，后中宗书写，表面上颂扬了高宗
的文治武功，实际上抬高了武则天自己。碑刻成后，还在字
画上填以金屑。现在大家靠近一些，仍可看到个别字的金饰。

无字碑通高7.53米，重约98.8吨。碑侧线刻有龙纹，碑头刻
有8条璃互相缠绕。无字碑就是说立碑时碑上没有刻一个文字。
为什么立一通无字碑呢?至今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武则天想让
后世的人对她作出公允的评价;一是说，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德
无量，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此
碑可能是唐中宗所立，他不满武则天的独断专行，不愿违心
地恭维她，但作为一个儿子，又不便对自己的母亲提出非议，
故立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论。不管怎么说，在帝王陵前立无字



碑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也许你现在会问：碑上好像也有字啊!是的，无字碑变有字碑
是在宋、金以后，一些游人代替武皇在碑上题字，于是现在
碑上共留下13段文字。由于年深日久，风雨剥蚀，大部分字
也已无法辨认。惟有金代用女真文字刻写、旁边用汉语翻译的
“朗君行记”保存比较完整。女真文字早已废弃，因此这个
碑倒成了研究女真文字和女真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六十一尊王宾像之谜】

各位游客，我们已经看到了排列于内城东西闹楼的61尊石人
像，这是武则天为了纪念参加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
国使臣而敕令刻制的。

61尊宾像是唐代波澜壮阔的中外交流史的标志，也是突出反
映中外关系的乾陵石刻艺术的一大特色。唐朝是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我国各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最兴盛的时
期，同世界各地3op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往来。高宗驾崩后，
举国哀悼，6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特使或首领亲自参加安葬仪
式。葬礼之后，武则天令工匠用写真的手法，雕刻了参加葬
礼的那些使节或首领，立于朱雀门两侧，东29尊，西32尊，
按队列形式整齐排列。雕像和真人大小相似，穿紧袖衣，腰
束宽带，足登皮靴，双手前拱，表示祈祷。从那时起创尊宾
像已在乾陵墓前站立了1300余年了。

有的人已经在问，石人的头怎么都没有了?是的，61个雕像绝
大多数的头早已毁掉，现只有两尊有头，高鼻子、深眼睛，
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使臣。每个石人背后原来刻有国名、官职
和姓名，因长期风化，多数字迹已无法辨认。《长安图志》
虽记载了39个王宾的姓名，但人们很难将这些姓名和石刻王
宾像对上号，仅有两尊石像背面字迹比较清晰。从字迹分析，
一人来自如今的阿富汗，另一人来自伊朗。



关于头像损坏的原因众说不一，有的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
略者到乾陵游览时，看到雕有他们国家使者和首领为中国皇
帝侍卫的石像觉得有失尊严，所以打掉了头部，使人无法辨
认;也有说千百年来，石人石马已变神成妖，黄昏后常常毁坏
庄稼，吞食牛羊，当地百姓气极，遂将其头部打碎。还有说
改朝换代，军阀混战，才是乾陵石人崩溃、台殿烧毁、石刻
破坏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这些石像损坏的时间史书中并无详
细记载，如果仔细阅读无字碑上的文字，会发现在金天会十
二年(公元1134年)还对乾陵进行了维修，结果是“绘像一新，
回廊四起”。直至明代，这里还是“蕃王俨侍立层层，大马
排行势欲腾”，乾陵石刻并未遭到多大破坏。只是到了清代，
石刻受损的记述时有所见。今天，虽然只有只剩躯体、不见
头部的王宾像可供人观赏，但我们在为61尊王宾像头部被损
而惋惜之余，想必同样会对古代的精湛石刻艺术发出阵阵赞
叹。

【保存完好的乾陵】

乾陵不仅外观宏伟，内藏也十分丰富。据述圣记碑上的碑文
记载，唐高宗临死时，曾遗言把它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埋进墓
内。加上武则天和唐高宗都处在唐朝的全盛时期，墓内陪葬
品必定会不计其数。

唐代帝王陵墓大部分被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所盗，惟有乾
陵因盗挖时风雨大大而幸免于难。建国后考古勘查也证明，
乾陵墓道全部用石条填砌，层叠于墓道口直至墓门，共39层。
各层石条均用铁栓板固定，并以铅灌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要想挖开，确非易事。考古勘查还证明，陵墓四周没有
盗洞，墓道的石条和夯土仍为原来合葬武则天时的样子。因
此，乾陵有幸成为一座至今未被盗过的帝王墓。

解放以来，挖掘乾陵的建议多次被提了出来，但由于种种原
因，国家都没有同意挖掘。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赴
陕西考察时就说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足以使出土文物不受



损失的科学保护方法，祖宗留下的遗产还是让土地神多替我
们保护几年吧!”我们真诚希望所有游客加入保护之列，并希
望乾陵能为中国的旅游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乾陵营建于盛唐时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自不必说。单
从其宏大的规模，壮伟的气势，富丽堂皇的建筑来看，就居
唐帝王陵之首。据《长安图志》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
墙，4个城门，还有献殿、阙楼、回廊、偏房等大批建筑物。
勘探表明，内城总面积23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
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现在我们所站位置
是乾陵的朱雀门外。

各位游客，请跟着我向前走。大家从朱雀门外向远处高耸的
陵墓望去，可见墓前一条司马道相当宽阔，直通北峰。两侧
排列有124件雕刻精美、神态生动的石雕。从南往北有八棱柱
形华表、翼马、朱雀各1对，石马5对，戴冠持剑的直阁将军
石人10对。4个门外各有石狮回对，北门外有石马3对。在中
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就是从武则天
下葬乾陵开始才有固定制度的，一直延续到清代。

各位游客，竖在大家面前的有两块经历1000多年历史风雨的
巨型石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在讲解这两块碑石之前，
先让我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武则天是怎样当上女皇的。

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在位34年。根据惯例，皇帝
应立长子为太子，以继承皇位。但李治是长孙皇后所生，又
得到朝廷顾命大臣、母舅长孙无忌的大力帮助，所以破例被
选为太子。太宗死后，李治继承皇位，即后高宗。但高宗缺
乏政治才能，昏庸懦弱，大权渐渐旁落到皇后武则天的手里。

武则天原籍山西省文水县，生于今广元县。父亲是个木材商，
后随李渊起兵反隋，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武则天少时随父四
处奔波，12岁丧父后，在外受到歧视，在家还受两个异母哥
哥的欺辱，正是这些坎坷经历，锻炼了她坚忍不拔的性格。



她14岁被唐太宗选人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削发为尼，旋被唐
高宗接进宫中，先封为昭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被立为皇
后。她一当上皇后就参与朝政。从公元660年起，实际掌握大
权的已是武则天了。之后，武则天用酒毒死长子，废次子为
庶人，把睿宗拉下皇位，最终于公元690年，自称圣神皇帝，
改国号为周。经过36年的奋斗，这位女人终于如愿以偿，登
上天下第一把“交椅”，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

也许大家会想，一个出身于木材商家庭的下层女子，竟敢冒
天下之大不匙，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这无疑是对男尊女卑、
女子天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挑战，难道不会招来种种非议
吗?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武则天当政50年中，社会稳定，经
济得到发展，这一切都得到历代史学家们的肯定和赞扬。武
则天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帝王，她敢于自己做皇帝，也敢于对
自己的功绩加以评说，现在我们在南门外看到的述圣记碑和
无字碑就是很好的证明。

述圣记碑，全碑共7节，故又称七节碑。据说，由7节组成，
取于七曜，即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合称。
七节碑高7.5米，重89.6吨。碑座上刻有各种碑纹。碑文8000
余字，由武则天亲自撰文，后中宗书写，表面上颂扬了高宗
的文治武功，实际上抬高了武则天自己。碑刻成后，还在字
画上填以金屑。现在大家靠近一些，仍可看到个别字的金饰。

无字碑通高7.53米，重约98.8吨。碑侧线刻有龙纹，碑头刻
有8条璃互相缠绕。无字碑就是说立碑时碑上没有刻一个文字。
为什么立一通无字碑呢?至今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武则天想让
后世的人对她作出公允的评价;一是说，武则天觉得自己功德
无量，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此
碑可能是唐中宗所立，他不满武则天的独断专行，不愿违心
地恭维她，但作为一个儿子，又不便对自己的母亲提出非议，
故立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论。不管怎么说，在帝王陵前立无字
碑在我国历史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各位游客，我们已经看到了排列于内城东西闹楼的61尊石人
像，这是武则天为了纪念参加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
国使臣而敕令刻制的。石人绝大多数早已毁掉，因长期风化，
多数字迹无法辨认，仅有两尊石像背面字迹比较清晰。今天，
虽然只有只剩躯体、不见头部的王宾像可供人观赏，但我们
在为61尊王宾像头部被损而惋惜之余，想必同样会对古代的
精湛石刻艺术发出阵阵赞叹。

乾陵不仅外观宏伟，内藏也十分丰富。据述圣记碑上的碑文
记载，唐高宗临死时，曾遗言把它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埋进墓
内。加上武则天和唐高宗都处在唐朝的全盛时期，墓内陪葬
品必定会不计其数。

解放以来，挖掘乾陵的建议多次被提了出来，但由于种种原
因，国家都没有同意挖掘。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赴
陕西考察时就说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足以使出土文物不受
损失的科学保护方法，祖宗留下的遗产还是让土地神多替我
们保护几年吧!”我们真诚希望所有游客加入保护之列，并希
望乾陵能为中国的旅游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给大家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活动参观时间，一个半小时后我在
无字碑处等大家集合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唐代帝王陵墓之冠-乾陵。

那么在到乾陵之前，我先将乾陵有关概况向大家作以介绍。
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处的梁山上。是中国历史上唯一
一座两位皇帝(唐高宗李治和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墓，
他们二人既是夫妻，又先后称帝，甚至一度更换国号。这在
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母亲是长孙皇后，



因得到舅舅长孙无忌的帮助被选为太子。公元649年即位，成
为唐朝第三代皇帝。因其体弱多病，实权操控在皇后武则天
手中。高宗在位34年，公元683年病死于洛阳观贞殿，葬于乾
陵。

武则天，名瞾，祖籍山西文水，生于四川广元。父亲是个木
材商，随李渊起兵反隋。唐初，因功被封为工部尚书。武则
天从小随父母四处奔走，增加了许多见识。14岁时，因才貌
出众被唐太宗召入宫中，封为才人，赐名媚娘。因为其与皇
太子李治早有接触，太宗死后，她到感业寺做起了尼姑。高
宗即位不久，便将她从感业寺迎回宫中，封为昭仪。武则天
使用手段害死了萧淑妃和王皇后，公元655年，被立为皇后。
从此，她开始参与朝政，从公元660年开始，朝廷大事几乎全
由武则天裁决，朝臣称高宗和武则天为二圣，实际上掌握最
高权力的是武则天。高宗死后，武则天先后废中宗、睿宗、
于公元690年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继承了“贞观之治”开启了“开元盛世”，不愧为封
建社会杰出的女政治家。公元720xx年，她传位于中宗李显，
不久因病死于洛阳上阳宫。临终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
皇后”。次年5月，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因李治尊号为“大圣
天皇”，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后”。二人尊号中都
有“天”。在《易经八卦》中，乾为天。陵址又正好位于唐
京都长安西北，即八卦之乾方，因此称其陵园为乾陵。乾陵
是唐十八陵中保存较为完整的陵墓之一，也是唐代因山为陵
的典型。据考证，乾陵陵园是仿唐长安的模式而建，由宫城、
内城和外廓城之分。墓室置于宫城中心。象征皇权至高无上。
内城四面各有一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由
于时间久远，乾陵的地面设施遗留至今的主要是陵墓石刻，
这些石刻大都集中在朱雀门外。

的与她的墓主人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位女皇的绝妙象征，真
可谓巧夺天工，惟妙惟肖。



我们眼前这对石柱称为华表。这种建筑起源于远古，最初作
为路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乾
陵华表高8米，由圆石、仰盆莲花顶座、八菱形柱身、覆盖莲
花座、双层方形基座五部分组成。莲花冰清玉洁，是佛
门“善”的象征。唐代崇佛，又因莲与邻谐音，所以又象征
佛以慈悲为怀，肩负普度众生的大任。因此，华表上下皆刻
有莲花，其顶端的圆石，象征着天降甘露，如意吉祥之意。
这对华表巍然屹立于司马道最前端是作为陵墓的象征，后统
洋洋百余件巨型石雕，衬托出乾陵庄严肃穆的神圣气氛。

华表北面是一对栩栩如生的翼马。他们目视远方，肢体强健，
昂首挺胸，两侧的翅膀好似一朵朵彩云，有腾云驾雾，空中
飞奔之势，富于浪漫神奇色彩，真可谓：天马行空，独往独
来。这两匹翼马都属于波斯马，外形虽相似，风格却不同。
西边的翼马轮廓爽朗，棱角分明。而东边的流畅优美，圆润
柔和。翼马又叫天马，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它当作瑞兽看待，
马长翅膀是一种想象的兽类形象。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
一对鸵鸟。腿长颈细，翩翩起舞，工匠们采用了高浮雕的手
法，只用了淡淡的几刀，就将鸵鸟的形象勾勒得活灵活现。
鸵鸟历经千余年风雨侵蚀，苔藓遍布，斑痕点点，更显得古
朴粗犷，憨拙可爱。可能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这里要放置鸵
鸟呢?我们知道，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唐朝，与西域诸
国的友好交往相当频繁，他们多次赠送鸵鸟到长安。这对石
雕艺术品，是唐代中国与异域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写照。

鸵鸟之上，有五对石马与牵马之人，他们均采用了圆雕，而
他们的设置既是皇宫仪仗队伍的象征，又是唐朝皇帝文治武
功的象征。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对护陵翁仲石人，高4米，重
达数十吨，他们高大魁伟，头戴冠，高额粗颈，宽袍大袖，
双手柱剑，并足恭立，目视前方，威严地守卫着陵园中的主
人。

“无字碑”上刻字，从此，无字碑成了有字碑。其中最珍贵
的是用女真文字题写，旁有汉字翻译的《郎君行记》，女真



文字早已绝迹，这段文字，为我们研究女真族历史文化提供
了珍贵的资料。

两通石碑的北边是61尊王宾石像，是武则天为纪念参加高宗
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下令刻立的。石像身穿紧袖
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背后刻有国名，姓名和官职。如
今，石像头部均被毁，背后的文字也磨灭不清，只有两尊石
像背后字迹比较清晰，从字迹分析，一人来自今天的阿富汗，
另一人来自今天的伊朗。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曾咏诗曰：
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

再往北就是梁山主峰-北峰。在北峰的半腰处，有一x形交叉
小道，这就是乾陵地宫的出入口所在地。地宫隧道长63.1米，
宽3.9米，全部用石条填砌，石条间用铁水浇灌，异常坚固。
据考证，乾陵是目前唯一没有被盗过的唐代帝王陵墓，“地
下宝藏无恙否?盛唐文物好探寻”据考古专家勘测，乾陵地宫
中藏有大量的稀世珍宝，金银珠玉，锦帛绸缎，典籍字画，
琳琅满目，不胜枚举。由于诸多原因，乾陵地宫至今尚不能
发觉，有朝一日乾陵地宫开启，幽宫里保存千年的稀世珍宝
将重现天日，到那时将会出现世界的又一大奇迹。

各位游客：

中国拥有数百座古代城墙，其中以北京、南京、西安的古城
墙规模最大，但北京、南京古城墙先后被拆毁或严重残缺，
而始建于公元1370年的西安古城墙迄今仍保存完整。日本天
皇访华来西安时，放着“世界第八大奇迹”秦俑坑不看，却
登上了始建于600多年前的西门城楼，领略了这座古代城墙的
雄姿。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实地去参观西安古城墙。

【城墙的起源】

各位游客，这几天我们已经在车行晨曦或晚霞中领略了古城
墙的多彩多姿和古朴深沉。现在我们来到城墙脚下，请大家



走上城墙游览。

大家一定想知道城墙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城墙”一词原是从
“城”字引申而来。“城”按《说文》解释，是“盛”的通
假字，“盛”是纳民，所以“城”字的本义是土围民而成国，
由此引出城墙一义。被誉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
的“城”宇，同样是城墙的意思。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城”字又包含了今天城市的解释。“城”字最早出现在周
朝的金文中，从字形看活生生地体现了古代城墙的军事用途。
城墙的军事作用是保卫私有制，而在意识形态上看，城墙的
形体规模又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的严格体现。显然统治者营
造城墙，是用它来保护自己，宣示国威。现在我们看到的西
安城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它从明洪武
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修城开始动工，至洪武十一
年(公元1378年)完工，历时8年，是在隋唐京城的皇城基础上
扩筑而成的，经过历代修葺，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的封建社会
城垣建筑的面貌，反映了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杰出成就。

【城垣规模和结构设施】

各位游客，那么西安城墙到底有多大呢?它的结构又是怎样
的?据测算，西安城墙周长11.9千米，其中东城墙2590米，西
城墙2631.2米，南城墙3441.6米，北城墙3241米。这样的规
模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少见的。

大家看见城墙四门外筑有护卫城门的小城，那叫瓮城。所谓
瓮城，意为敌人一旦进入，就会受到瓮城城墙上面的四面夹
击，犹如瓮中之鳖，无法逃脱。瓮城外还筑有拱卫瓮城的小
城，古称羊马城。古时候大城门的启闭有规定时间，关闭城
门后尚未回城的人可连同自己牵的羊、赶的马等，进入羊马
城以及今环城公园地带歇息，等候开城门后再进城。西安的
羊马城在清末已全毁。记得1986年在西安城安定门(西门)瓮
城北门外约17.5米处发现羊马城北侧门道，长5.5米，宽2.4
米。现在大家能看到南门瓮城外侧已修复的羊马城，墙体



长198米，高9.5米。

护城河外曾有拱卫四城门的四个夯筑土城叫郭城。据《西安
府志》卷九记载：唐天佑年间，韩建筑东郭小城和西郭小城。
宋、金、元皆因之。明洪武年间拓城时，东郭小城大部分被
包在大城内，留在城外的即为东郭新城。明后期西郭小城记。
目前，四关郭城墙体仅存部分残段，郭门仅在地名上留有其
名称。

现在我们来到西安城内东北处，这里曾经是明秦王府城，简
称王城。明初，朱元津封其次子为秦王，命其坐镇西安，加
强对西北的控制。整个秦王府城分为两重城墙。外城墙称萧
墙，全系土筑成。内城墙因外砌青砖，故称砖墙。明灭后，
萧墙被毁。清雍正年间，西安修庙宇，秦王府的建筑多被拆
除，砖城改为八旗教场。目前秦王府砖城只存夯土城残段若
干处。

明代建西安城时，全城城门有4座：“长乐”、“永
宁”、“安定”、“安远”。门名刻于大城门洞外的青石门
据上。大城城门上所建的楼房称城楼，也叫正楼，是守城指
挥官的指挥所。瓮城城门洞上所建之楼称箭楼，因楼壁辟有
箭窗，是当时发箭防御之用。到了民国时又开辟了4座城门，
俗称小四门：中山门(小东门)，在现在的东新街东端，是为
纪念孙中山修建的;勿幕门(小南门)，在今天的四府街南端;
玉祥门(小西门)，在莲湖路西端，解放后，此门被拆;解放
门(小北门)，原名中正门，在解放路北端，当年因为陇海路
通车到西安而修建，到了1952年因扩建火车站而被拆除。西
安在解放后也开辟了新城门，南墙有建国门、和平门、文昌
门、朱雀门、含光门。北墙有尚德门。东墙有朝阳门。

一般游客知道明代建筑西安城墙时有98座敌台，台上均建有
敌楼。但1982年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实地调查发现，那些古敌
楼没有留下一个，只有部分尚存础石。之后，西安重建敌
楼12座，为砖木结构，歇山顶式，重檐二层楼，底层周设回



廊。

古代城垣设施不仅修建敌楼、箭楼作用武之备，还修建魁星
楼以祭把主宰文运之神魁星。西安魁星楼建在南门城楼东，
后遭兵火毁坏。后来在原址上复建魁星楼，值得一看。

【焕发新颜的古城墙】

各位游客，经过十多年的整体开发，古都西安已把位于市中
心的残破的明代城垣，改造成颇具特色、中外罕见的环城旅
游风景区。1983年，西安市开始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物
保护开发，到1997年底累计投资2.27亿元，不仅全面修缮了
城墙，填补了大小洞穴1650个，还重建敌楼四座、角楼2座以
及南门月城、闸楼、吊桥各一处，同时对环城河、林、路进
行了全面整治。现在，从14条被修复的马道缓步登城，能见
到长1334o米的城垛，还有11500米的女儿墙也全部修复。站
在高12米的城头上举目远眺，南边的终南山、北部的渭水河
遥遥相望;俯首四顾，城内城外市容尽收眼底。城上还陈列弓
弩。滚木、擂石等防卫工具，城下复设吊桥、云梯，供人使
用参观。从城墙下到环城河边，修建了20多座桥，城河到城
脚之间的环城绿化带，成了西安最大的绿化公园，茅屋瓦舍，
仿古亭廊，诗碑雕塑，应有尽有。

各位游客，西安古城墙的开发，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评价：
过去把古城墙看作是妨碍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枷锁，如今它却
成了使古城增添姿彩的花环。专家们还评价，秦始皇兵马湘
的发掘，一举成就了世界奇迹;而西安明代城墙的维修，同样
引起了世界瞩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来此后，一致同
意推荐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有句古话：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在这20多万的三秦大地上，隐藏了72座的皇帝的陵墓，仅唐



代的就有18座，那今天我带大家游览唐18陵中的最西边的，
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历代皇陵之冠的、具有睡美人之称的乾
陵。

乾陵在乾县以北的6公里的梁山上，地处位于长安的西北方，
因在八卦的前位，而称为乾陵。又因为墓主人两人身前的封
号分别为大圣天皇和则天大圣皇后 都有天字，而在《易经》
中乾为天的意思，所以叫乾陵。以山为零，依梁山而建，形
成为圆锥形，是墓室所在地，海拔1047米，南面两峰稍低，
东西对峙构成乾陵的第二道天然门户 人称乳峰山，若人极目
远望，整个乾陵恰似一位披发仰卧的睡美人，有头、有玉颈、
有小腹，有乳峰，于朦胧飘渺中伸向一望无际的远空。当地
人说，这是武则天头枕梁山，脚登渭水，灵魂不死，幻化于
陵间。

按照唐代都城仿建的，内外两层城墙而建，分为宫城、皇城
和内城三个部分。平台楼阁、达到378间整个工程历经三位皇
帝，历时20xx年时间，而如今呢，我们来到乾陵，他雄伟的
地面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保存较好的刻临
与陵前司马道两旁的100多件的陵前石刻。

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这段台阶，现在大家我们走上的是国家投
资150万元，另经两年修建的，比南京的还长75米，设计者别
具匠心，还赋予了这些台阶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些台阶一共
十八个平台，象征唐王朝在关中有18个陵墓，第一个平台
有34个台阶，象征高宗在位执政34年，登上台阶的顶端，现
在我们就来到了司马道的起点，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华表，
产生于药膳时期，最初是木制的，也叫棒木。乾陵的华表让
国人在上面发表政见，乾陵的华表高8米，上圆下方，体现了
唐人最古朴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远远望去华表巍巍矗立向
我们诉说着整个陵园庄严肃穆的气氛。

华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石马，马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有重要的地位，在天莫如龙，在地莫如马，这两匹马虽然形



象相同，但风格大相径庭， 东边这匹轮廓爽朗、棱角分明，
西边这匹手感柔和，细腻温顺 它们都被称为最具力量的马。
我们又看到了鸵鸟是汉代从阿富汗传入的 可能是物以稀为贵
吧，传入之后视为吉祥的象征，鸵鸟也是沙漠的母亲，列在
司马道的两侧，守卫着乾陵 乾陵开创了鸵鸟石刻奉陵的先例。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石翁柱，姓阮名基，是秦始皇时期的一
名大将镇守边疆，威震匈奴、百战百胜。 而深的始皇喜爱，
但不幸病死，始皇大为悲泣，便雕刻温中像，利于咸阳宫前，
所以历代帝王都沿袭这一做法，立于帝陵之前，守卫帝陵。

好了，现在大家休息一下，我们来猜个谜语“身在高山，长
在平地，头顶日月，一身文气”不错是碑诗，乾陵里的两块
重要的碑 这块是唐高宗时的述圣记碑，由七块巨石组成，人
称七曜碑，取自民间的七要，古人认为构成世间的即日、月、
金、木、水、火、土这七种基本物质。蕴涵着高宗的文治武
功，是武则天这一生的写照。就像这七要一样，构成整个大
千世界、光照陵园、光照世间，碑文是由武则天亲自所
撰。6000余字的碑文，凿刻好后，由金粉填平 ，光彩照人，
一千年的风雨洗礼以后，我们也只能看到丝丝雨丝了。 这块
碑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前立的第一块碑， 第一块歌功颂德碑，
也是造型最独特的歌功颂德碑，帝王陵前立碑这是武则天我
们中国封建礼仪制度上的一大发明，这之前的碑是什么样的
呢?就是墓志铭。

在述圣记碑对面就是著名的无字碑了，我们就要先了解下墓
主人武则天了，乳名华姑，祖籍山西汶水人，父亲是个木材
商，她从小跟随父母四处奔走，增长了许多见识 也磨练了她
坚忍不拔的性格，十四岁时由于才貌出众，作为李世民的才
人招进宫，李世民死后，便到感业寺做尼姑，当年26岁。高
宗继位后，又迎进宫中，封为昭仪，再次入宫不仅当上了皇
后，并以她的精明能干，政治才能，独揽了所有的朝廷政事。
公元前720xx年，在那男尊女卑的社会中，于，武则天打破了
太后临政的惯例，废掉睿宗 亲临帝位，在则天门改国号为周



她还为自己起了一个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响亮的名
字——日月当空的瞾。82岁的武则天，死于洛阳，中宗将她
葬于乾陵，纵观武则天这一生，她曾两次踏入皇宫，当
了20xx年的皇后，6年的皇太后，20xx年的女皇 前后掌权时
间达50年之久，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我们今天参观的乾陵，唯一的一
座两位皇帝合葬陵园，二者既是是夫妻，又先后称帝，还一
度更换国号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好
了了解了武则天，现在我们收回思绪，再回头看一下无字碑。

通高7.5米，重约98吨。有一块巨石，雕成高大雄浑碑首相互
缠绕的八条赤龙 碑身两侧还有两条飞身的刺龙 长4.12米被
称为现刻中最大的龙，而无字碑正是因无字而奇特，也因无
字而著名?为什么武则天为他的丈夫竖碑又杜撰，而为自己只
竖碑不立撰呢，千百年间人们争论不休，归纳下来有三种说
法，一是说武则天功高德大，无法用文字表述;二是说，武则
天非常自谦认为自己这一生有功又有过，自己的千秋功罪应
该由后人来评说;第三种说法就是，大家都知道碑石的一般由
后人为其所立，唐中宗难定对武则天的称谓，不知叫母后还
是皇帝，再加上也不愿以儿子的身份对她妄加非议干脆一字
未刻了。在唐朝的确是无字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大多是明清
的文人墨客的“某某到此一游”的字样，其中最珍贵的是公
元72年由契丹文撰写的“朗君行记” 这段碑文对于我们研究
早已绝迹的女真文字留下了宝贵资料。 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
视为“二十世纪之谜”。

在这两块石碑之后是我们看到的这高大雄浑成梯形状的建筑，
就是当时雀楼的遗址，用于张贴政令和守互陵园。所以说呢，
乾陵里雀楼的出现，才是中国封建礼制度体现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雀楼的后面我们看到了61番菜，请大家走近看一下61
樊城他们又是谁呢?据说他们是当时参加高宗葬礼的60个国家
或者少数民族的首领， 武则天为了记载当时的盛况，并将他
们刻于石像立于陵前，当时他们的身后刻下了名字、国家和
职位。但是他们为什么有没有头呢?据说，他们的后代看到父



辈或者祖辈，两手前拱，两足并立，恭恭敬敬侍卫武则天有
失尊严，于是一怒之下，打掉所有的头像，以便后人无法识
别。又有人说在这千百年间石狮马已成妖，就像毁坏庄家，
吞食牛羊，于是砸下头。 但不管怎样这封王眼视力成成，天
马行空这场面无不像世人诉说着盛唐时期波澜壮阔的交流史，
这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城”的真实体
现了。

在朱雀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对具兴王威猛无比的石狮，
诉说这这座帝王陵园不可侵犯的皇家气势，最后我们可以看
到两块碑是这是由陕西鄙人所列的碑，也不承认也不满武则
天的地位，写到了唐高宗的乾陵。郭沫若来到了乾陵看到了
这块碑后，觉得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于是在这块碑旁边重新
立下了一块碑，写到了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则天皇帝合葬之墓，
所以这块碑是我们今人所看到的，以及对她评价最公正的碑
了。

乾陵在我国的考古界被誉为三峡工程，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座两位皇帝的合葬之墓, 而且是唐十八陵中唯一一座没
有被盗过的陵园。历经唐末王朝、我带风汤、北洋军阀的大
肆盗陵的过程中，但都在风雨大作、雷雨交加之时幸免于难。
保存完好。但是在乾陵脚下，分布的大大小小十几座陵墓已
被不同程度的盗掘。

神态恭敬，不妨猜一下哪位美女最美，对了其中第四位她斜
姿微倾，手捧高脚杯,站立的姿势非常飘渺、婀娜多姿成s型
典型的东方美女。爱美之心，虽然人皆有之，但美女前也不
便久留。因为旁边的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内同样还有很
多珍贵的文物等着我们去参观。

那么，我们的乾陵就参观到这里。 待到乾陵挖掘之时，他的
庸风雄起之日，相信石破天惊，让国人震撼，让世界为之吃
惊，届时盛唐的瑰丽国宝举世瞩目和盛唐国风的泱泱大计也
会被我们大家所领略。欢迎朋友们在来我们乾陵参观。



乾陵导游词讲解视频篇五

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
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
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咸阳乾陵概况导游词范文，希望可
以让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因处于长安西北
方、八卦的乾位而称乾陵。

乾陵位于乾县城北门外6公里的梁山上。乾陵建于684年，是
唐十八陵中保存比较完整的陵墓之一。陵园原有内、外两重
城墙。内城东西长1450米、南北长1582米，厚度为24米。四
面各有一门(东为青龙门、西叫白虎门、南称朱雀门、北是玄
武门)，现在各门附近的村庄仍以门名称之。

乾陵的地面设施遗留至今的主要是陵墓石刻，这些石刻大都
集中在朱雀门外。据《金石萃编》记载：宋金时共有13段 题
字，但多被风雨剥蚀，唯金代太宗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
用女真文字刻写、旁有汉字翻译的“即君行记”保存较为完
整。女真文字现已绝迹，因而此碑保存的女真文字便成为研
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两通石碑北边，原有61番酋石像。现存60尊，是武侧天为纪
念参加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下令雕刻的。石
像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身背刻有国名，官职
及姓名。明代刘伯温作诗道：“番王俨待立层层，天马排空
势欲腾。”郭沫若也曾咏诗曰：“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
宾立露天。”就是对石刻雄姿的描写。



乾陵形制雄伟，建筑也很牢固，据《新唐书·严善思传》载：
“乾陵玄、石门，冶金固隙”非常坚固。据勘查，墓道
长63.1米，宽3.9米，全用石条填砌。从墓道口到墓门共39层
石条，每层间都有铁栓固定，井用白铁水灌注。这些情况与
文献记载吻合。

乾陵不仅外现宏伟，修建坚固，内藏也十分丰富。李治生前
酷 爱书法，广为搜集，临终遗嘱把他所收藏的书字埋在墓内，
李治和 武则天均处于盛唐时期，且据勘查，乾陵虽经1000多
年，却未被盗 过。由上可以想见，乾陵内部的文物一定十分
丰富，极其珍贵。

乾陵的范围很广，除山陵外，还包括县城东北一带17座陪葬
墓在内，这些陪葬墓有太子、公主和大臣的坟墓。这些墓的
封土堆 基本保存完好，个别墓前陈列着一些石刻。

乾陵是盛唐历史文物的集中代表。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次拨
款重修，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
重点发掘了乾陵的一些陪葬墓，出土大批文物，供中外游客
参观、游览。

乾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三大价值

一 唐乾陵具有文明见证突出的普遍价值

唐乾陵是7世纪东亚“依山为陵”纪念性建筑工程的杰作，陵
墓建立在海拔1047米高的石灰岩质圆锥形山峰上，体现了古
人对高山景仰的崇拜，这是埃及金字塔墓区依托沙漠戈壁、
印度泰姬玛•玛哈尔陵依托加木那河畔所没有的宏伟高大气
势[3]。

唐乾陵创建了一个围绕山峰整体安置灵寝的自然效果，奠定
了唐代“依山为陵”葬制的基本模式，它包括内外两重城墙、
两组双阙楼、两个碑亭、一条神道、成组石雕和石雕群等，



整个设计是为了适应230万平方米地带中变化的地形，与周围
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唐乾陵建筑遗址、出土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瑰宝，完全达到了
世界文化遗产三种分类标准的定义，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给
予了高度评价，赢得了各国首脑赞叹和大量观众的喜爱，可
与欧亚己列入世界遗产的同类项目相媲美，具有人类普遍价
值的文化神韵。列世界遗产数量第一的西班牙和第二的意大
利却没有陵墓与墓地类项目，这正反映了东西方历史文化遗
产的差别。

二 唐乾陵具有艺术精湛丰富的独特价值

唐乾陵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的合
葬墓。秦汉以后，皇帝、皇后多不合葬，而乾陵夫妻“二
圣”合葬墓独特一帜。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女皇
武则天一生活动的评价争论激荡了上千年，对中国文化血脉
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乾陵是唐代帝王陵墓中惟一发现有双重城垣的墓葬，其内
城象征京城长安的皇城，外城相当于官员和土民居住的郭城，
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都城的整体格局。

唐乾陵也是惟一历经千年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其地宫遂
道编号刻字砌石己被发现，出土有细腰铁拴板、锡铁锭等，
这是一般陵墓所不清楚的有价值线索。

三 唐乾陵具有文化品位很高的记忆价值

截止到20xx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88处，数量相当多
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宗教建筑群、古遗址与岩画等，
古代皇族生活的宫殿也不少，但陵墓与墓地只占2.66%，相对
较少。唐乾陵作为人类足迹和地下宝藏，饱含着前人对后人
的奉献和功德，与其他种类文化遗产相比更显得珍贵，特别



是作为7~8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方帝王顶级权势造就的伟
大陵墓，唐乾陵历经千余年始终没有过被盗掘过，有一些陪
葬墓未发掘，一旦文物保护技术达到永久无损高水平时，沉
睡地下宝藏未来经考古出土的可能性极大，必将引起全世界
的关注。

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经过20xx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
气势雄伟壮观。梁山有三峰，北峰最高，在海拔1047.9米。
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
“乳峰”。据史书记载，陵墓原有内外两重城墙，四个城门，
还有献殿阙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物。勘探表明：内城总面
积240万平方米。

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
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37级台阶，其台阶高差
为81.68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陵
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1对，翼马、
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石碑2道。东为无字碑，西
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61尊，石狮1对，周围还有17座陪葬墓。
“唐高宗陵墓”墓碑，高2米，是陕西巡府毕源为高宗所立，
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是清乾隆年间重建的。

此碑右前侧另一块墓碑，是郭沫若题写的“唐高宗李治与则
天皇帝之墓”12个大字。另外在南门外有为高宗皇帝和武则
天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二通以及参加高宗
葬礼的中国少数民族首领和友好国家使臣的石刻像六十一尊。
在中国历史上，陵前石刻的数目、种类和安放位置是从乾陵
开始才有了固定制度的，一直延袭到清代，历代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