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 康百万庄园
导游词(汇总8篇)

共享荣耀，不忘初心。团队标语的设计需要符合团队的形象
和风格团结就是力量，合作引领未来。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一

游客朋友们，通过对前面栈房区参观，相信大家对康百万庄
园也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吧。接下来我们参观庄园的另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主宅区，首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通
过前面的参观，谁能告诉大家康百万具体是指哪个人呢或者
是单独的一个人吗？其实呀，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整个康应
魁为代表的整个家族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封赐而名扬天下，
康家最具代表性的是就是康应魁，他是康家的第14代，生活
在清朝中期。他在前人基础上，利用家临洛水黄河的便利，
靠漕运经商，日进千金，家资巨万。主宅区作为整个家族生
活，居住的地方一共有7个院子组成，是园内的精华所在，也
是保留最为完整的区域。

上方的“康百万庄园”五个大字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罗
哲文先生所题写的，住宅区共有三道防御设施。第一道就是
我们现在所穿过的这条隧洞，上面是高墙和墙垛，大门一关，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第二道防御设施是上面的
巡逻通道，家丁在上面日夜巡逻，保卫着康家的安全。第三
道防御设施是最上面的看家院，家丁居高临下时刻监视着庄
园里的一草一木。

进入主宅区，我们首先看到的'这口叫“叶氏井”的古井。大
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康家庄园里会有一口别的姓氏的水井
呢？这块地原来叶氏人家的，康家在请风水先生看风水的时
候看上了这块地，想要出钱买下这块地，但是叶氏人家却坚
持卖地不卖井，因为水是财富的象征，没有卖财的这样的说



法，协商到最后康家人可以使用这口井，但归属权却还是叶
家人的。

游客们这边请，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个院子，上方悬挂着的
这些匾额都是用来歌颂康家人当年修黄河，建学校，免费施
粥等，康家人甚至被大家称为“康善人”。我们现在能看出
来这个院子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建筑，典型的前堂后寝三进
式的结构布局，这个院子是康家第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在乾
隆初年建造的，正面的这幅楹联“志欲光前唯是读书教子，
心存裕后莫如是勤俭持家“。意思也就是说想要光宗耀祖就
必须读书，要造福后代就要勤俭持家，这个也许是康家能打
破富不过三代的秘诀吧。现在我们所在的大厅就是当时康家
的主客厅。来到康百万，先看留余匾。请大家抬头看过堂上
方这个别致的匾额，上面是康家的家训“留余”，留余这两
个突出的篆体字就是康百万庄园文化的象征，“留有余，不
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
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这里引用南宋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句座右铭来告诫子孙后代，
凡事都要留有一定余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占
尽，把它留给需要的人。大家是不是还发现这块匾额造型很
奇特呢？对，大家说对了。它的造型很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
帜，据说这样的原因是康家人希望“留余”的思想像一面旗
帜代代流传。另外，别出心裁的是“留余”二字上留余天，
下留余地，以此来告诉后代上要对得起国家朝廷，下对得起
黎民百姓。当然也有人看着像一本展开的书卷，让人想起了
开卷有益。这块匾是由巩县状元牛瑄在1871年题写，现在已
经被列入中华名匾之一了。

好了，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十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参观主
宅区的其他部分，请大家注意时间，及时归队，谢谢。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二

康百万庄园是一座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封建地
主庄园，背依邙岭，面临洛水，北凭黄河天险，南瞻嵩岳屏
障，依山就势，环境优美，居高临下，地势险要，虽由人做，
宛自天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理
念。处于河南省会郑州与九朝古都洛阳之间，距郑州70公里，
距洛阳60公里，距连霍高速巩义出口4公里，巩义市内11路公
交和101路旅游公交均可直达，交通便利。

康百万家族，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创业于
明代，渐兴于清初，乾隆时进入全盛，咸丰以后逐渐没落，
民国中期走向衰败。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
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
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
良田双千顷，财富无以计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
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是其真实
写照。

或许有人会问：康百万是谁？"康百万"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某
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族的
统称。"康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
多次得到朝廷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数次钦加知府衔。其
中，有创业之初的六世祖康绍敬，有开辟大河行船、奠定百
万基业的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有富跨三省、两次悬挂"千
顷"牌的十四代庄园主康应魁，有官居三品、大兴土木的十五
代庄园主康道顺，有接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回銮的十
七代庄园主康建德。尤以1901年花巨资建行宫、架浮桥、修
御道，迎接两宫并贡献大量白银，受慈禧太后封赐而名扬天
下。

目前康百万庄园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南大院、
祠堂区等十部分，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今天我们主要参观
的是寨上主宅区，这部分是整个庄园的19部分之一。这个建



筑群，它座落在邙山的半腰，从对面的远处看，它的地形像
洛河岸边的一朵莲花；从高处看呢，它的地形又像是饮水洛
河的万年龟。就我们平时所讲的"风水"上来说，又有"金龟探
水"之意，大龟在古代的时候又叫鳌，据说康家在此修建住宅
区也是要"独占鳌头"，人财两旺的意思。另一方面，在清代
的中后期，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不断，居险设寨则
更有实际意义。

康百万庄园的建筑风格既有别于晋商大院、帮会文化，又不
同于徽商的别墅、戏楼格局，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
传统文化选址，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滨河设码头，据
险垒寨墙，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又
吸收了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门类齐全、布局
合理、设计精巧、独具特色，融南方之古朴幽雅与北方之粗
犷厚重于一体，是中原民居中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体，被
誉为中原艺术的奇葩。

至于"康百万"辉煌的一段历史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在1900年
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地逃
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
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我们河南闹饥荒，财
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迎
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是
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
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上建
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
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慈
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我们巩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了
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间，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捐
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就说了一句"不知此地还
有百万富翁"，因此康百万这个封号就借慈禧的金口而名扬天
下了。

康百万庄园不仅以其古建特色见长，尤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人们称道，其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宏大的庄园更韵味十足。
遍布庄园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构件，刀法细腻、工艺
纯熟、内容繁多、形神兼备，其中不乏"拜师求读"、"尊老爱
幼"、"立志成才"、"五子夺冠"等富有哲理的雕刻图案，它们
不仅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康百万家族的雕刻工艺品件件不同，件件有新意，融合南方
常见的一些图案，每一件对都康家子孙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庄园内展出的康家当年使用过的家具、珍玩、名人书画等珍
贵文物4000多件，不仅再现了奢华的生活原貌，也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习俗。康百万庄园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
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建
筑史及中原地区民风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百万庄园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来被海内
外专家所重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李传泽称该庄园是"全国硬
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代表"，诸多专家在游览之后称
其位"传统建筑之瑰宝，民间艺术之典范"。

康百万庄园，它是历史留下的一个符号，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是一个家族沧桑历史的见证！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三

各位领导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康百万庄园视察指
导工作。我是康百万庄园讲解员xxx，非常荣幸能为各位提供
此次讲解服务。

康百万庄园背依邙山，面临洛水，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
同时也是十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堡垒式建筑的代表。
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山筑窑洞，
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2001年，康百万
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授
予国家aaaa旅游景区。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家族的统称，
因慈禧太后的封赐而名扬天下。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
起家，靠漕运发家，土地兴家，留余治家，耕读传家。从六
世祖康绍敬，到十八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
年。清代中期的十四代康应魁，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清
廷镇压白莲教之机“尽忠发财”，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
地达18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民间称其“头枕泾阳、西安，
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
田！”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
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民国时期“东刘、西张、中
间夹个老康”是中原的三大巨富。左前方我们看到有豫商家
园四个大字，康家把“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
德贯彻到商业经营之中，富裕四百多年，堪称是豫商的楷模
和典范。

康百万庄园总占地240余亩，共有19个部分组成。目前保存下
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作坊区、南大院、祠堂区等十
大部分。有33个庭院，53座楼房、73孔窑洞、97间平房，共
计571间，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明清时
期整个庄园的全貌，目前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今天主要参观
庄园的栈房区，主宅区，南大院。除此之外，康家还拥有自
家的林场、木材厂……关起门来，康家可以自给自足、自产
自销。2003年在主宅区的一孔窑洞内发现了一个藏宝洞，可
以直接通到2公里之外的邙山金谷寨。各位领导这边请，我们
首先来参观栈房区。

栈房区修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八年（1885年~1892年），当
年康家是利用门前洛河之便做漕运生意，而栈房最早就是作
为船只行驶到各地之后装载货物用的停靠点，生意越做越大，
栈房就不断完善，现在就成为了集仓库，办公，做生意为一
体的商业中心。鼎盛时康家栈房遍及到全国各地，东到日本，
西到兰州，南到上海杭州，北到京城天津。而我们今天看到
的康店栈房就是康家的一个总栈房。当年康家从全国各地招
揽人才，统称为相公，分为四老相公，八大相公，三十二小



相公，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管理结构，逐级管理各地栈房。
走到这里，请大家抬头看上方这个算盘，它的长度是10米，
寓意为康家的生意长长久久，此外，算盘挂在这个地方，也
用于提醒来客，前方为康家的财务重地，无关人员不可随意
出入。

金银库是康百万存放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的地方。这里恢复
了原貌，陈设了一些官窑瓷器，古董，金银珠宝，银票，合
同珠宝箱，博古架，清式板箱，供各位游客参观。“康百
万”是富甲中原的巨富，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应该就是金银
细软的存放，为此，康百万庄园设有金银库、藏宝洞，逃生
洞等，供自己富时藏宝乱世出逃。为确保财富的安然无恙，
康家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康家人把
金银库设在商业重地栈房区。金银库一个最巧妙之处是内外
传唤，外传唤设在门外，内传唤设在三院房檐下，不仔细观
察轻易不会被发现，如果一旦发现异样动静，外传唤立即通
知内传唤，内传唤接到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财务的安全。
在随后我们即将参观的主宅区里还会看到当年康家的藏宝洞，
它和金银库的作用一样，都是主人珍藏财物和保护自身安全
所需。

作坊区是当年康家主要的生产区域，内部主要恢复了当年康
家纺花，织布，酿酒，舂米的场景，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各位领导通过三十米长的隧道我们即将到达主宅区。主宅区
是主要人口生活、居住的地方，是整个园内保留最完整、最
精华的区域，占地八千多平方米，有七个院子组成。上方看到
“康百万庄园”五个大字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
所题写。共有三道防御设施，第一道就是现在穿过的这条隧
洞，上面是高墙和墙垛，大门一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势；第二道防御设施是上面的巡逻通道，家丁在上面
日夜巡逻，保卫康家的安全；第三道防御设施是最上面的看
家院，家丁居高临下时刻保卫庄园的安全。



进入主宅区我们首先看到面前这口古井名为“叶氏井”。原
来这块地为叶家人的地，康家请风水先生来看地的时候看上
这块地，想买的时候，叶家人却坚持卖地不卖井，因为水代
表的是财源，没有卖财这样的说法，当年的康家用黄金堆满
整座的井台，叶家人还是不卖，到最后，康家人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归属权还是叶家人的。

这边请，我们首先来参观第一个院子。上方悬挂这些匾额都
是用于歌颂康家的。当年康家修黄河、建学校、免费施粥，
被称为康善人。主宅区是康家主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它座
北朝南、由东向西，由南院和北院组成。北院一字排开共五
个院落，南院有两个院落。

大家现在所站的这个院子是康家第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于乾
隆初年建造的，俗称“老院”，是中国典型的前堂后寝三进
式四合院。我们看正面这幅楹联“志欲光前唯是读书教子，
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意思就是说，想要光宗耀祖，必
须读书教子，要造福后代最好的办法是勤俭持家。我们现在
来到的这个豪华轩敞的大厅就是当时康家的主客厅了。“进
入康百万，先看留余匾。”在此，我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康
家庄园文化的象征、镇馆之宝———“留余”。请抬头看，
过厅正上方悬挂的这块别致的匾额就是康家的家训匾“留
余”。前面这两个突出的篆字就是留有余地的“留余”二字，
它上面的内容，开篇提到：“留耕道人《四留铭》云：留有
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
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
里引用了南宋留耕道人王伯大的四句座右铭来告诫子孙凡事
都要留有余地，人生在世，不要把福禄寿财都享尽用尽占尽，
把它留给需要它的人。又引用明朝进士高景逸的两句话“临
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可以
说把留余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其实不单是它的内容，这块匾
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造型像不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呢？这就是说，康家主人希望
“留余”思想像一面旗帜代代流传。更为别出心裁的是，您看



“留余”二字上留余天，下留余地，以此来告诫子孙后代，
要上对得起国家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有人从读书的角
度看，这块匾又像是一幅展开的书卷，让人想起开卷有益。
这块匾是由巩县文状元牛瑄在1871年所题写。现在已经被列
入中华名匾之一。

这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建筑，房屋构造有“厢不压正，西不
压东”之说，后为正房，是长辈居住的地方，东西两边为厢
房、耳房。因此，东厢房是长子居住的地方，西边的房子，
比东边的房子要稍低一些，是次子居住的，耳房是下人居住
的。

这是庄园最高的建筑，也可以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康家
的历代长辈都在这里居住。在此请欣赏一下目前康家保存下
来最精美的一张顶子床。它是用金丝楠木雕刻，由十个能工
巧匠，耗工1700多个工时，做了将近五年时间才做成的。采
用透雕、镂空雕的雕刻手法，有80多种图案。床柱的雕刻，
都是竹节型的，象征竹报平安、节节高。中间雕刻的有福禄
寿三星，象征“三星高照，福寿安康”。最上面一层雕刻有
一官员骑高头大马，两边有整齐的仪仗队，象征青云直上。
第二层雕刻春、夏、秋、冬，象征四季平安。第三层雕刻有
礼让、课读、对弈图等人物故事，下面雕刻有小孩戏金鸡、
麒麟送子图，有“吉祥如意”之意。总之，雕刻这些人物、
花卉图案象征意义是多子、多福、多寿，是人们良好心愿的
反映。这张床的另外一个精妙之处，是它可以自由拆卸，它
由37个部分组成，通体没有用一颗钉子，完全是铆上去的，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组合家具。您请看，下人临时休息的地方
就在脚踏板前面长方形的这一块地方，因为他们侍奉老人要
随时听候老人使唤，所以就睡在老人床前，随叫随到。这张
床可以说是木雕的杰出代表。

这个藏宝洞是2003年4月份发现并挖掘的，是从康家第十九代
康素禅女士口中得知的。经勘察测量之后，出于安全考虑，
目前只挖了50多米。藏宝洞设计巧妙，具有两个用途：富时



藏宝，乱时出逃。这个洞里面是洞套洞，窑套窑，洞洞相连，
巧设机关。据说有两个出口，一个通到2公里之外的康家军事
要塞——金谷寨上，另一个通往邙山岭上，充分体现了古代
中原战争年代居民的处境与中原建筑的特色。时机成熟之时，
我们将继续开发，到时大家可以一睹藏宝洞的神秘风采。

一院的参观到此为止，下面穿过这条过道我们到第二个院落
秀芝庭院参观，大家里面请。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窑洞的代表——三层窑楼。这种形式在中
原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称它为窑楼，一方面大家可以从外
观上看到是上下三层的，上面两层均用木制棚板隔开，用来
存放货物，一楼住人。这个院子是康家优秀子女居住的庭院。
院中枣树近200年，寓意早日成才。大家将要看到的是庄园的
活文物，300年的葡萄树。这棵葡萄树是清朝乾隆年间种植的，
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葡萄作为藤类植物能够长成树非常
罕见，而像这样一棵枝干穿墙而过覆盖两个院落的葡萄树在
全国其他地方就绝无仅有了。这棵葡萄树虽经300年风雨沧桑，
却依然枝繁叶茂，每年硕果累累，而且品种是新疆的无籽葡
萄，成熟季节在每年七月中旬，届时我们将举办“葡萄节”，
欢迎领导到时候过来免费品尝。

我们看到面前这对门枕石是庄园的石雕代表。整块青石分三
层雕刻，最上面一层雕刻的是雌雄卧狮。常见的狮子都或蹲
或站，怒目圆睁，威风凛凛。这对狮子却俯卧下来，显得温
顺可爱。一来显示主人家生活富足、守卫森严，连自家狮子
都吃的饱饱的，不用起来看家护院。其次还显示家训低调、
留余、不张扬。第二层是一组人物故事。与门上对联相呼映。
上联是：“处事无他莫若为善”，我们都知道“百善孝为先，
孝以善为本”，因此门枕石上正面雕刻的就是一幅“尊老爱
幼”图。内侧雕刻的则是“妯娌和睦”图，“隐寓家和万事
兴”。下联是“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俗话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所以，相对应的就雕刻了一幅“拜师求读”
图。读书要知礼。第三层雕刻的是一组中国传统的图案，正



面雕刻“凤凰牡丹”，隐寓荣华富贵；内侧雕刻“麒麟送
子”和“金鸡报晓”图。他们通过雕刻在门枕石上的这此内
容，让后代子孙进进出出都能看到，并且还要做到，身体力
行。

垂花门楼最上面绿颜色雕刻的是三狮舞绳图，取谐音也就是
五世同堂，绳子缠缠绕绕无尽头代表富贵不断头，狮子舞绣
球好戏在后头。下面四个篆体大字“端洁退让”，教育后代
子孙做事要正直清廉，谦虚礼让，这也是康家的家训。这边
请，来看一下家谱。下面我们简要了解一下康家的发展史：
康家的发家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洪武年间，始祖康守信随母亲
赵氏从山西洪洞县迁至洛河边，为了维持生计，在洛河岸边
开了一家小店铺，取名为康家店，主要经营餐饮、住宿之类
的生意。因为讲究信誉，对人谦和，这个店铺慢慢有了名气，
在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这个地方正式根据康家店铺的名
称更名为康店，现在康店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康守信的后代。
家族生意从第六世康绍敬开始慢慢有了起色，他任山东东昌
府大史，管理地方盐业和水陆交通。盐业自汉代以来都由国
家专营，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官督商办，使官与商交往甚密，
为康家后来经商山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到十二代庄园
主康惠时，与明朝皇族后裔联姻，获得丰厚经济基础，实力
大增。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意发展到十二代康大勇时有了
重要转折，这个时期是清朝初年，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漕运，
康大勇紧抓机遇，毅然改变传统仕不经商的世俗观念，开辟
了自家的船队，当时的康家大小船只应有尽有，最大的船叫做
“太平船”，一次可装运粮食、货物20万斤，在山东和河南
之间贩盐贩粮。康家的土地在这个时期已达到数千亩。到十
四世康应魁时，他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机，贿通清廷百万
大军的将领勒保，供应全军十年的粮食、棉花、布匹，发了
横财，开辟了三原、泾阳、富平等棉花基地，家族生意已经
遍及豫、陕、鲁三省十八县，船行洛、黄、沂、泾、渭、运
六河，土地达18万亩，家产达到鼎盛时期，两次悬挂“良田
千顷”金字匾额。这个时期的家业之大被形容为“头枕泾阳、
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



是康家田。”但是，任何一个庞大的家族，有兴盛也必然有
衰落，康家也不例外。康氏家族的衰落有几个因素：首先在
太平天国运动时，康家所有船队在清军实行的“坚壁清野，
划河圈地”运动中全部被凿沉入江底，康家从这时开始无法
再进行大规模经商活动。其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之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路过康店，
由康家独自出资迎驾两宫，花费十分巨大。解放后，家族一
些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然大部分都成为了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

康家后代也是人才济济：其中19代王国权，原名康午生，曾
任我国民政部副部长；20代康定军现任郑州市委副书记……，
在这个人物系列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康家后代高级知识分
子居多。

现在我们来到了北边院落的第四个院子，看到一张石桌，它
是康家人当年仲秋节拜祭月亮时所用。更为奇特的是在石案
的底部还镌刻着一段发人深思的铭文：“顽然一块石，谁道
有精神，岂知经镂刻，还能见天真……”康氏家族在赏月、
拜月、祭月的时候就借用铭文来提醒警示子孙，这段文字
称“石案铭”。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长期的雕琢会变成
美玉，一个人只有经过坚韧的磨练，不断进取，才能成功。
这就是石案铭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揭示了“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教不成材”的道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康家当年的石屏窑，窑壁上镶嵌着十六
块青石雕刻石屏，宛如一幅幅中堂画，悬挂在墙壁上。碑文
的内容主要记载了清朝咸丰年间，康家第十五代康道平组织
团练，抵抗捻军，保一方平安之后，当地的社会名流，为其
歌功颂德的颂词。因此这孔窑洞也被称为功德窑。十六块碑
文的书法艺术在过去甚至现在的中原地区都堪称一流，真、
草、隶、篆、行各种字体应有尽有。

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



皇逃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回銮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河南闹饥荒，财
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迎
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是
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
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上建
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
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您请看正面墙上这幅会恢
宏壮阔的《东周迎驾图》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而真实
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达
巩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
间，当时的庄园主康家第十七代掌门康建德通过李莲英向慈
禧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赞道“不知此地还有
百万富翁！”如果说此前的“康百万”只是民间绰号而广为
流传的话，此后“康百万”就成为皇封借慈禧的金口而名扬
天下了。

南大院是当年康家用来接待达官贵人的官院，是康家发展鼎
盛时期的象征，也是一座展示康家品位和修养，和处世风格
的重要场所。

“康百万可称得历史上当之无愧的豫商代表人物。无论是经
营之道，文化传承，还是民间形象上都堪称豫商的楷模”。
经过景区大规模宣传，吸引了众多游人的参观，使广大游客
深深领悟到“兼容并蓄、勤俭内敛、重德尚义、商道济世”
的文化内涵。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

百万葵园导游词

碧水庄园开业祝词

富士康离职证明



富士康离职证明

百万农奴解放日简报

《百万英镑》观后感

百万英镑观后感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四

下面是康百万庄园导游词，仅供参考!

康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aaaa旅游景区，位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康店镇，始建于
明末清初。康氏家族前后十二代人在这个庄园生活，跨越了
明、清和民国三个时期，共计400余年，庄园也从最初的山腰
建至山顶。是一处典型的十七到十八世纪封建堡垒式建筑。
它背依邙山，面临洛水，因而有“金龟探水”的美称，是全
国三大庄园)之一。与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
并称“中原三大官宅”，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
范。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山筑
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建成了一个
各成系统、功能齐全、布局谨慎、等级森严的、集农、官、
商为一体的大型地主庄园;它的石雕、木雕、砖雕，被誉为中
原艺术的奇葩。

康百万庄园保存下来的建筑主要分为寨上住宅区、寨下住宅
区、南大院、祠堂区、作坊区、菜园区、龙窝沟、金谷寨、
花园、栈房区等十余部分，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
间房舍和73孔窑洞，总建筑面积达64300平方米，是山西乔家
大院的十五倍之多。

整个庄园可分为19个不同形式的建筑群。庄园北面建有寺沟



和张沟两个住宅区，还有康家祠堂、福禄堂、戏楼等。两个
住宅区分别有通往洛河渡口和孝义清代渡口的大道。庄园南
方则设立有金谷寨、果园和林场。如今保存下来的庭院中，
分布在张沟、寺沟区的是明代的楼院，而福禄堂区、龙窝综
合住宅区、寨山主宅区、南大院区、栈房区、作坊区、祠堂、
饲养、集贤庄、书院、戏楼等则是清代的建筑群。位于正中
心位置的庄园主宅区，东边依次排列著作坊区、栈房区、南
大院、花园、饲养区、菜园以及观音堂和石牌坊。康百万家
族，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秉诚诚实、守信、
勤俭、拼搏的原则，保持儒家中庸、留余的处世态度，大胆
开拓、勇于创新，富裕十二代、四百多年，成为豫商成功的
典范。而如今的康百万庄园以豫商文化家园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着中外游人。

整个庄园总占地240余亩，共有19个部分组成，

主宅区，它是主要人口生活、居住的地方，是整个园内保留
最完整、最精华的区域，有七个院子组成。“康百万庄园”
五个大字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所题写。

进入主宅区，首先看到的是“叶氏井”。原来这块地为叶家
人的地，康家请风水先生来看地的时候看上这块地，想买的
时候，叶家人却坚持卖地不卖井，因为水代表的是财源，没
有卖财这样的说法，当年的康家用黄金堆满整座的井台，叶
家人还是不卖，到最后，康家人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归属权
还是叶家人的。

康家第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于乾隆初年建造的“老院”， 是
中国典型的前堂后寝三进式四合院。正面这幅楹联是：“志
欲光前唯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意思就是
说，想要光宗耀祖，必须读书教子，要造福后代最好的办法
是勤俭持家。

“进入康百万，先看留余匾。”康家的主客厅有康家庄园文



化的象征、镇馆之宝———“留余”匾。上写到：“留有余，
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
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块匾还有
一个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造型。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这就是说，康家主人希望“留余”思想像一面旗帜代代流传。
更为别出心裁的是，“留余”二字上留余天，下留余地，以
此来告诫子孙后代，要上对得起国家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
姓。这块匾现在已经被列入中华名匾之一。

庄园最高的建筑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房屋构造有“厢不压
正，西不压东”之说，这是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康家的历
代长辈都在这里居住。有顶子床，它是目前康家保存下来最
精美的一张床，用金丝楠木雕刻，由十个能工巧匠，耗
工1700多个工时，花了近五年时间才做成。除了雕有吉祥寓
意的图案外，这张床还有一个精妙之处，就是它可以自由拆
卸，虽然是由37个部分组成，但通体没有用一颗钉子，完全
是铆上去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组合家具，可以说是木雕的
杰出代表。

于2019年4月份发现并挖掘的藏宝洞，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只
挖了50多米。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五

青山碧水环绕,豫商文明相随。在河图洛书的发源地，在蕴育
中原古文化的交汇处，在沿黄郑、汴、洛三点一线的旅游线
路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熠熠闪光，它就是纵跨明、清、
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大型封建地主庄园--巩义市康百万庄园。
该庄园xx年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年被批准为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

康百万庄园是一座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封建地
主庄园，背依邙岭，面临洛水，北凭黄河天险，南瞻嵩岳屏



障，依山就势，环境优美，居高临下，地势险要，虽由人做，
宛自天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
理念。处于河南省会郑州与九朝古都洛阳之间，距郑州70公
里，距洛阳60公里，距连霍高速巩义出口4公里，巩义市内11
路公交和101路旅游公交均可直达，交通便利。

康百万家族，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创业于
明代，渐兴于清初，乾隆时进入全盛，咸丰以后逐渐没落，
民国中期走向衰败。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
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
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
良田双千顷，财富无以计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
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是其真实
写照。

或许有人会问：康百万是谁?“康百万”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某
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族的
统称。“康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
官，多次得到朝廷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数次钦加知府衔。
其中，有创业之初的六世祖康绍敬，有开辟大河行船、奠定
百万基业的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有富跨三省、两次悬
挂“千顷”牌的十四代庄园主康应魁，有官居三品、大兴土
木的十五代庄园主康道顺，有接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
回銮的十七代庄园主康建德尤以19xx年花巨资建行宫、架浮
桥、修御道，迎接两宫并贡献大量白银，受慈禧太后封赐而
名扬天下。

康百万家族为了体现其身份，大兴土木，建造了庞大的地主
庄园。全庄园由19部分组成，占地240余亩，庄重气派、华丽
典雅，是一座集“古、大、雅、美”于一体的恢弘建筑群，
被称为十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是建筑的代表。
庄园始建于明朝中叶，明清之初，初具规模。在建造的过程
中，逐步形成了寺沟、张沟等明代楼院，龙窝沟、寨上主宅
区、南大院、栈房区、店铺、饲养区、祠堂、木材厂、造船



厂、金谷寨等不同功能的清代建筑，辅以碑楼、牌坊、花园
等辅助建筑，从而形成了一个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功能齐
全气势宏伟的大庄园。如今，虽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
但拂去历史烟尘，透过时空隧道，我们不难发现飞檐翘角、
青瓦高墙，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而且还代表着一段血脉相连的沿承和一个区域的精髓，展示
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目前康百万庄园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南大院、
祠堂区等十部分，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今天我们主要参观
的是寨上主宅区，这部分是整个庄园的`19部分之一。这个建
筑群，它座落在邙山的半腰，从对面的远处看，它的地形像
洛河岸边的一朵莲花;从高处看呢，它的地形又像是饮水洛河
的万年龟。就我们平时所讲的“风水”上来说，又有“金龟
探水”之意，大龟在古代的时候又叫鳌，据说康家在此修建
住宅区也是要“独占鳌头”，人财两旺的意思。另一方面，
在清代的中后期，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不断，居险
设寨则更有实际意义。

康百万庄园的建筑风格既有别于晋商大院、帮会文化，又不
同于徽商的别墅、戏楼格局，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的传统文化选址，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滨河设码头，
据险垒寨墙，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
又吸收了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门类齐全、布
局合理、设计精巧、独具特色，融南方之古朴幽雅与北方之
粗犷厚重于一体，是中原民居中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体，
被誉为中原艺术的奇葩。

至于“康百万”辉煌的一段历史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在19xx
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地
逃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xx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
銮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我们河南闹饥荒，
财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
迎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



是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
宫，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
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
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窑，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
慈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我们巩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
了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间，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
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就说了一句“不知此地
还有百万富翁”，因此康百万这个封号就借慈禧的金口而名
扬天下了。

康百万庄园不仅以其古建特色见长，尤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人们称道，其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宏大的庄园更韵味十足。
遍布庄园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构件，刀法细腻、工艺
纯熟、内容繁多、形神兼备，其中不乏“拜师求读”、“尊
老爱幼”、“立志成才”、“五子夺冠”等富有哲理的雕刻
图案，它们不仅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不可多得
的艺术珍品，康百万家族的雕刻工艺品件件不同，件件有新
意，融合南方常见的一些图案，每一件对都康家子孙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庄园内展出的康家当年使用过的家具、珍玩、
名人书画等珍贵文物4000多件，不仅再现了奢华的生活原貌，
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康百万庄园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
特殊产物，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对研究
我国古代建筑史及中原地区民风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百万庄园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来被海内
外专家所重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李传泽称该庄园是“全国
硬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代表”，诸多专家在游览之
后称其位“传统建筑之瑰宝，民间艺术之典范”。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六

青山碧水环绕,豫商文明相随，河南康百万庄园导游词。在河
图洛书的发源地，在蕴育中原古文化的交汇处，在沿黄郑、
汴、洛三点一线的旅游线路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熠熠闪



光，它就是纵跨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大型封建地主
庄园--巩义市康百万庄园。

该庄园xx年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年被批准为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

康百万庄园是一座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封建地
主庄园，背依邙岭，面临洛水，北凭黄河天险，南瞻嵩岳屏
障，依山就势，环境优美，居高临下，地势险要，虽由人做，
宛自天工，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
理念。

处于河南省会郑州与九朝古都洛阳之间，距郑州70公里，距
洛阳60公里，距连霍高速巩义出口4公里，巩义市内11路公交
和101路旅游公交均可直达，交通便利。

康百万家族，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创业于
明代，渐兴于清初，乾隆时进入全盛，咸丰以后逐渐没落，
民国中期走向衰败。

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跨明、清、民国三
个历史时期，一直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富甲豫、鲁、陕
三省，船行洛、黄、运、沂、泾、渭六河，良田双千顷，财
富无以计数。“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
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是其真实写照。

或许有人会问：康百万是谁?“康百万”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某
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族的
统称。“康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
官，多次得到朝廷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数次钦加知府衔。

其中，有创业之初的六世祖康绍敬，有开辟大河行船、奠定
百万基业的十二代庄园主康大勇，有富跨三省、两次悬
挂“千顷”牌的十四代庄园主康应魁，有官居三品、大兴土



木的十五代庄园主康道顺，有接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宫
回銮的十七代庄园主康建德尤以19xx年花巨资建行宫、架浮
桥、修御道，迎接两宫并贡献大量白银，受慈禧太后封赐而
名扬天下。

康百万家族为了体现其身份，大兴土木，建造了庞大的地主
庄园。全庄园由19部分组成，占地240余亩，庄重气派、华丽
典雅，是一座集“古、大、雅、美”于一体的恢弘建筑群，
被称为十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是建筑的代表。
庄园始建于明朝中叶，明清之初，初具规模。

在建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寺沟、张沟等明代楼院，龙窝
沟、寨上主宅区、南大院、栈房区、店铺、饲养区、祠堂、
木材厂、造船厂、金谷寨等不同功能的清代建筑，辅以碑楼、
牌坊、花园等辅助建筑，从而形成了一个依山傍水、错落有
致、功能齐全气势宏伟的大庄园。

如今，虽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但拂去历史烟尘，透过
时空隧道，我们不难发现飞檐翘角、青瓦高墙，不仅承载着
厚重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且还代表着一段血
脉相连的沿承和一个区域的精髓，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
明，导游词《河南康百万庄园导游词》。

目前康百万庄园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南大院、
祠堂区等十部分，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今天我们主要参观
的是寨上主宅区，这部分是整个庄园的19部分之一。

这个建筑群，它座落在邙山的半腰，从对面的远处看，它的
地形像洛河岸边的一朵莲花;从高处看呢，它的'地形又像是
饮水洛河的万年龟。就我们平时所讲的“风水”上来说，又有
“金龟探水”之意，大龟在古代的时候又叫鳌，据说康家在
此修建住宅区也是要“独占鳌头”，人财两旺的意思。另一
方面，在清代的中后期，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不断，
居险设寨则更有实际意义。



康百万庄园的建筑风格既有别于晋商大院、帮会文化，又不
同于徽商的别墅、戏楼格局，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的传统文化选址，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滨河设码头，
据险垒寨墙。

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又吸收了官府、
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门类齐全、布局合理、设计精
巧、独具特色，融南方之古朴幽雅与北方之粗犷厚重于一体，
是中原民居中最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群体，被誉为中原艺术的
奇葩。

至于“康百万”辉煌的一段历史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在19xx
年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地
逃往西安，在第二年也就是19xx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
銮北京的时候，路过我们巩县，由于当时我们河南闹饥荒，
财政亏空，当地的知府，无力接待。

于是呢，就让康家出资迎驾两宫，由于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
和光绪皇帝是走水路还是旱路，因此做了两手准备，一呢在
东黑石关修建了一座行宫，并在洛河上驾起了一座浮桥。

另外，又在巩县的洛河边上建造了五艘龙船，为了停泊这五
艘大船，又特意在南窑湾村北洛水东岸建船坞五座，俗称龙
窑，由于当时洛河发大水，慈禧没有走水路，因此到我们巩
义之后，只在这座行宫里住了一个晚上，在第二天临走之间，
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
就说了一句“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因此康百万这个封
号就借慈禧的金口而名扬天下了。

康百万庄园不仅以其古建特色见长，尤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人们称道，其无处不在的细节，让宏大的庄园更韵味十足。
遍布庄园的砖雕、木雕、石雕等艺术构件，刀法细腻、工艺
纯熟、内容繁多、形神兼备，其中不乏“拜师求读”、“尊
老爱幼”、“立志成才”、“五子夺冠”等富有哲理的雕刻



图案，它们不仅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不可多得
的艺术珍品，康百万家族的雕刻工艺品件件不同，件件有新
意，融合南方常见的一些图案，每一件对都康家子孙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

庄园内展出的康家当年使用过的家具、珍玩、名人书画等珍
贵文物4000多件，不仅再现了奢华的生活原貌，也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习俗。康百万庄园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
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建
筑史及中原地区民风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百万庄园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来被海内
外专家所重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李传泽称该庄园是“全国
硬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代表”，诸多专家在游览之
后称其位“传统建筑之瑰宝，民间艺术之典范”。

康百万庄园，它是历史留下的一个符号，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是一个家族沧桑历史的见证。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七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应魁家族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封
赐而名扬天下。

康应魁家族，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一直
富裕了十二代、四百多年。历史上曾有康大勇、康道平、康
鸿猷等十多人被称为“康百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
中期的康应魁。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机
“尽忠发财”，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土地达18万亩，财富
无以数计，民间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
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盛极一时。康
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多次得到
皇帝赏赐，最高时官至三品，数次钦加知府衔。明、清时期，
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民



国时期“东刘、西张、中间夹个老康”是中原的三大巨富之
一。六、七十年代，河南康百万庄园、四川刘文彩庄园、山
东牟二黑庄园，被称为全国三大庄园，康百万庄园作为三大
庄园之首对外开放，轰动河南，闻名全国。

康百万庄园是十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
的代表。它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
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建成了
一个各成系统、功能齐全、布局严谨、等级森严的集农、官、
商为一体的大型封建地主庄园，它的石雕、木雕、砖雕被誉
为中原艺术的奇葩。全庄园由十九部分组成，占地240余亩，
保存下来的主要有主宅区、栈房区、作坊区、南大院、祠堂
区等十大部分、33个庭院、53座楼房、97间平房、73孔窑洞，
共571间，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20__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__年，被授予国家aaaa旅游景区。

康百万庄园为我们提供了研穷封建社会地产阶级的发家史料，
也给我们提供了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它的砖雕、木雕、石
雕艺术，倍受各界朋友青睐。

康百万庄园导游词讲解篇八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河南观光旅游，大家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我
是中原旅行社导游员xx，坐在我身后的这位就是咱们的司机张
师傅了，此次旅行就有我们两位为大家提供全程服务，如果
大家在游览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请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会
竭诚为大家解决的！俗话说呢，相聚即是缘分，我希望大家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在这短短的的日子里相互关心、相互
爱护，为我们这次旅途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此、我预祝
大家旅途愉快！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康百万庄园，我们由郑州出发，走连霍



高速，大约1.5小时后就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现在我们正行行驶在郑州市市区，马上要经过二七广场，我
们看到的绿色双塔就是郑州的标志性建筑“二七”纪念
塔。“二七”纪念塔是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修建的
纪念性建筑物。建于1971年，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我国建筑
独特的仿古联体双塔，塔高63米，共14层，2006年被评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那么利用下面的时间，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有“河洛
明珠”之称的巩义。巩义位于嵩山之北，黄河之南，隶属河
南省会郑州，地处郑州、洛阳、焦作工业金三角中心，承东
启西，贯通南北。自古雄踞“东都门户，两京锁钥”关键位
置。巩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30万年前，人类就
在这里繁衍生息，是华夏文明发祥地的核心地区之一。据史
料记载，中原部落首领伏羲、黄帝以及尧、舜、禹、汤等曾
在这里画太极、演八卦，举行禅让活动和祭天仪式。“河图
洛书”、“修坛沉璧”、“太极八卦”、“帝王祭天”等重
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境内有裴李岗、仰韶和龙山文化遗
址70多处。

夏王太康在此建都，西周时为“巩伯国”。公元前249年置巩
县。巩义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河洛
文化的摇篮。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皇陵，有中国三大地主庄
园之一、豫商文化典型代表的康百万庄园；有天下第一的浮
戏山雪花洞；有“少林共祖、白马同乡”之称的青龙山慈云
寺和1500多年历史的石窟寺。

我们今天参观的康百万庄园位于巩义市康店镇，距市区4公里，
始建于明末清初。由于它背依邙山，面临洛水，因而有“金
龟探水”的美称。2001年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
被授予国家4a旅游景区。“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应魁家
族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封赐而名扬天下。康百万庄园是十



七、十八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它
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选址，靠山筑窑洞，
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建成了一个各成系
统、功能齐全、布局谨慎、等级森严、集农、官、商为一体
的大型地主庄园；它的石雕、木雕、砖雕，被誉为中原艺术
的奇葩。全庄园由十九部分组成，占地240余亩，保存下来的
主要有住宅区、栈房区、作坊区、南大院、祠堂区等十大部
分，有33个庭院、53座楼房、97间平房、73孔窑洞，共571间，
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

好了，朋友们！景区马上就要到了。请大家带上自己的贵重
物品，关好车窗随我下车，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我的电话号
码xx，我们旅游车的车牌号豫xx，请大家记下，有什么事情第
一时间和我联系。我们在景区活动时间是二个小时，二个小
时后在大门口集合，现在就请大家随我一同参观游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