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塔尔寺一日游日记(汇总13篇)
在各个历史时期，爱国标语都扮演着激励人们为国家建设作
出贡献的重要角色。如何用爱国标语彰显国家的形象和实力？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爱国标语，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
些启发。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一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的塔尔
寺，所在的这个镇在藏语里称为“鲁沙尔”，汉语地名
是“湟中”，意思是地处湟水的中游。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是发源于古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后形成的1个佛教支派，
由于藏传佛教寺庙中取得佛学学位的僧人在藏语中称为“喇
嘛”，所以喇嘛教这个称呼就传开了。”格鲁”是藏语译音，
意思是“善规”。佛教自7世纪传入西藏到最后形成藏传佛教，
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变迁和改革。格鲁派是15世纪才出
现的藏传佛教的一支派别，因它的教规对僧人要求十分严格，
故得名“善规”，又因该派僧人在做法事时戴黄色的帽子，
所以更多的人称它为黄教。虽然黄教在藏传佛教中出现最晚，
但是由于管理最严，深得信徒崇敬，因此规模越来越大，在
藏族地区信徒居其他教派之首。黄教寺庙更是随处可见，其
中最著名的6座是西藏的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
寺，甘肃的拉卜楞寺以及我们现在参观的塔尔寺。塔尔寺的
著名完全在于它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宗喀巴的故
事我们随后再讲，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塔尔寺的第一组建筑：8
大如意宝塔。

和很多寺庙的情况相同，塔尔寺的各组建筑建成的年代也不
尽相同。我们眼前的这一组塔建筑年代就比较晚，建于公
元1776年，是根据佛经中对佛祖释迦牟尼的记载为纪念佛祖



一生中的8大业绩而建。这第1座塔叫莲聚塔是为纪念释迦牟
尼的诞生。据记载，佛祖是从他妈妈摩耶夫人的右肋下降生
的，下地就会行走，共走了七步，每走1步均现出一朵莲花般
的云彩，即所谓“步步生莲花”。这第2座塔叫菩提塔是为了
纪念释迦牟尼的成佛。释迦牟尼出生于帝王之家，爸爸期望
他继承大业，但王子天性聪慧，悟性极高，深感俗世的痛苦，
最后终于弃家出走，经过艰难的苦修不得解脱之后，释迦牟
尼在一棵菩提树下静坐，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思考，在天朗
风清的时候参悟了六道轮回，终于成佛。因些佛经中常
以“菩提”比喻成佛。第3座塔是初转__塔：在佛教中有许多
专门用语，例如将佛祖宣讲佛法称为“轮__”，该塔即用于
纪念佛祖初次讲经说法而建。第4座塔是降魔塔：佛经中常将
不同于佛理的见解和作为称为“外道邪魔”。在佛教的形成
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同各种反对思潮的斗争，佛教最终拥
有了广泛的信徒，成为世界3大宗教之一，降魔塔就是为纪念
这一过程而修建的，并有欢庆佛教获得胜利的寓意。这座塔
叫做降凡劳动保护用品：释迦牟尼出生之后3天，其生母即故
去，哺育他成长当归功于阿姨摩诃波波提，传说佛祖成佛之
后，又为超度其阿姨而降临人间，使得摩诃波小组提最终成
为历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女人。这第6座塔叫息诤塔：佛教形成
之后教徒内部常出现有关“正道”的争论，该塔即用以纪念
佛祖以慈悲之心平息争执。这是祝寿：顾名思义此塔用以纪
念教徒为佛祖恭祝寿诞而建成。这最后一座塔叫涅而建的。
这8座如意宝塔均属方形底座，圆身，尖顶的典型喇嘛塔，因
其形状像瓶，所以也叫“瓶塔”。这种塔普遍见于藏传佛教
庙宇的进门部位，通常内部是空的，装进成千上万个小小的
泥佛像，但是塔尔寺的这八个塔内埋着该寺历代高僧的衣冠，
各地信徒常来这里绕塔参拜，虔诚有加，这也是塔尔寺佛塔
具有特色的1个方面。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二

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创始人宗
喀巴而建的大银塔，古称“佛山”，藏语称为“衮（音gun）



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它座
落在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连花山坳中，我国藏传佛教格
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也是青海省首届一指的名胜古
迹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寺初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迄今已有400多
年的历史。整个寺院是由众多的殿宇、经堂、佛塔、僧舍组
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建筑群，占地面积约600
余亩，是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在全国及东南亚亦
享有盛名。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三

亲爱的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距省会西宁27公里的湟中县鲁沙尔镇的藏
传佛教格鲁派圣地―塔尔寺!

我们环顾四周，会发现我们已经身处层峦叠翠、秒如八瓣莲
花的莲花山之花蕊当中。在这雪域佛国的圣境中不但拥有如
意八塔之守护、护法神殿之神秘、祈寿殿之花香、大经堂之
静谧、大金瓦殿之花香、菩提大银塔之庄严、九间殿之径深、
酥油花馆之奇幻外，更诞生了第二佛陀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
人宗喀巴大师。相传宗喀巴大师是文殊菩萨之化身降凡人间，
在大师诞生时，其母剪断脐带滴血出长出了一棵菩提树。在
公园1379年以这棵菩提树、大师自画像、十万狮子吼佛像为
塔藏修筑了一座佛塔，后来大修士仁钦宗哲坚赞于1560年在
旁边修筑了一座佛堂。因为先有塔后有寺，故有塔尔寺之美
名流传于世!

塔尔寺因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所以在全国3600多座格鲁
派寺院中名声显赫。于甘肃夏河的拉卜楞寺、西藏的甘丹寺、
色拉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并成为格鲁派六大丛林!



佛缘无性、万物有灵，塔尔寺信仰的灵魂若是留恋与大金瓦
殿、则会让无数信徒僧侣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塔尔寺的艺术灵
魂若是游走于佛国艺术，更会让世人麻木的心灵为之震撼―
因为世人惊叹他们为“三绝”!

用颜料盒画笔那无形的文字书写着历史沧桑的壁画是一绝，
用刺绣与绘画那无声的对白演绎着民族智慧的堆绣也是一绝，
用酥油和虔诚那无我的融合感悟着灵魂升华的酥油花更是一
绝!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小金瓦殿!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三
绝之一的壁画，壁画用它丰富鲜艳的色彩、多姿的形象、高
超娴熟的画技、别具一格的画面;在墙壁、布面、木板上动情
的诉说着古老的传说。在经过处理的洁白的墙上，打上底色
绘制图案，最后上一层清漆的这种壁画叫壁面画。像这位游
客问的这种画在布画上的称之为布面画。因为在画的四周定
一个木框，所以又称间堂壁画。在被干燥抛光后的板上用胶
和石膏粉合成的白浆打底，再绘上图案的叫木板壁画。

壁画的巧妙不仅仅是风格精湛古朴、线条细腻明快、人物形
象生动、画面流畅舒展，而是它丰富鲜艳的色彩!这以天然矿
物质再配以动物的胆汁调合而成的颜料，很轻易的欺骗了我
们的眼睛又无意间隐瞒了壁画的年龄。虽是一抹色彩却承受
着400余年的风雨变迁，沧海桑田。让我们丝毫看不透岁月在
上面留下的痕迹，胜似一位出水芙蓉的少女洋溢着青春的气
息!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四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的塔尔
寺，所在的这个镇在藏语里称为“鲁沙尔”，汉语地名
是“湟中”，意思是地处湟水的中游。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是发源于古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后形成的1个佛教支派，
由于藏传佛教寺庙中取得佛学学位的僧人在藏语中称为“喇
嘛”，所以喇嘛教这个称呼就传开了。”格鲁”是藏语译音，
意思是“善规”。佛教自7世纪传入西藏到最后形成藏传佛教，
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变迁和改革。格鲁派是15世纪才出
现的藏传佛教的一支派别，因它的教规对僧人要求十分严格，
故得名“善规”，又因该派僧人在做法事时戴黄色的帽子，
所以更多的人称它为黄教。虽然黄教在藏传佛教中出现最晚，
但是由于管理最严，深得信徒崇敬，因此规模越来越大，在
藏族地区信徒居其他教派之首。黄教寺庙更是随处可见，其
中最著名的6座是西藏的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
寺，甘肃的拉卜楞寺以及我们现在参观的塔尔寺。塔尔寺的
著名完全在于它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宗喀巴的故
事我们随后再讲，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塔尔寺的第一组建筑：8
大如意宝塔。

和很多寺庙的情况相同，塔尔寺的各组建筑建成的年代也不
尽相同。我们眼前的这一组塔建筑年代就比较晚，建于公
元1776年，是根据佛经中对佛祖释迦牟尼的记载为纪念佛祖
一生中的8大业绩而建。这第1座塔叫莲聚塔是为纪念释迦牟
尼的诞生。据记载，佛祖是从他妈妈摩耶夫人的右肋下降生
的，下地就会行走，共走了七步，每走1步均现出一朵莲花般
的云彩，即所谓“步步生莲花”。这第2座塔叫菩提塔是为了
纪念释迦牟尼的成佛。释迦牟尼出生于帝王之家，爸爸期望
他继承大业，但王子天性聪慧，悟性极高，深感俗世的痛苦，
最后终于弃家出走，经过艰难的苦修不得解脱之后，释迦牟
尼在一棵菩提树下静坐，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思考，在天朗
风清的时候参悟了六道轮回，终于成佛。因些佛经中常
以“菩提”比喻成佛。第3座塔是初转**塔：在佛教中有许多
专门用语，例如将佛祖宣讲佛法称为“轮**”，该塔即用于
纪念佛祖初次讲经说法而建。第4座塔是降魔塔：佛经中常将
不同于佛理的见解和作为称为“外道邪魔”。在佛教的形成
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同各种反对思潮的斗争，佛教最终拥
有了广泛的信徒，成为世界3大宗教之一，降魔塔就是为纪念



这一过程而修建的，并有欢庆佛教获得胜利的寓意。这座塔
叫做降凡劳动保护用品：释迦牟尼出生之后3天，其生母即故
去，哺育他成长当归功于阿姨摩诃波波提，传说佛祖成佛之
后，又为超度其阿姨而降临人间，使得摩诃波小组提最终成
为历史上第一位出家的女人。这第6座塔叫息诤塔：佛教形成
之后教徒内部常出现有关“正道”的争论，该塔即用以纪念
佛祖以慈悲之心平息争执。这是祝寿：顾名思义此塔用以纪
念教徒为佛祖恭祝寿诞而建成。这最后一座塔叫涅而建的。
这8座如意宝塔均属方形底座，圆身，尖顶的典型喇嘛塔，因
其形状像瓶，所以也叫“瓶塔”。这种塔普遍见于藏传佛教
庙宇的进门部位，通常内部是空的，装进成千上万个小小的
泥佛像，但是塔尔寺的这八个塔内埋着该寺历代高僧的衣冠，
各地信徒常来这里绕塔参拜，虔诚有加，这也是塔尔寺佛塔
具有特色的1个方面。

就到了，到了塔尔寺后白马不吃不喝，最后死去。当地信徒
为了纪念这匹有灵性的白马，就将它制成标本保留了下来。

小金瓦寺内的壁画具有藏传佛教壁画的代表性，不仅色泽艳
丽而且形象奇特，外行人往往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些壁画
很大一部分描绘了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佛教大师，如莲花
生，降服恶魔的故事。壁画中的动作常被寺庙僧人在宗教节
日中加以模仿。而其狰狞的面目形象则用对犯规僧人在心里
上形成压力，因为塔尔寺中处罚犯戒僧人的地方即在这个院
落。出门之前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像筒一样的器具。这叫嘛呢
经筒，在藏传佛教寺庙里是最常见的，筒用木头或金属做成，
中间是空的，里面装满了经书。筒的侧面雕有文字，均是梵
文发间的“掩嘛呢叭咪哞”，即观世音菩萨的6字真言。对这
六个字有很多种解释，从字面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
但藏传佛教徒普遍认为常念这六个字，平时则可以消灾免祸，
死后就可以以升入天堂，免下地狱。信徒和僧从用手按顺时
针方向转动经筒，口中默念着6字真言，这样既念了经书，佛
祖又会保佑自己。藏族地区的牧民信徒很多从小没有受教育
的机会，很难诵读经文，但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诵经念佛又



是必要的，所以他们采用了这种一举两得的办法。各位朋友
不妨也可试着转一转经筒，念一下吉祥的6字真言。但请注意
一定要按顺时针方向转，千万不要转错了方向。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小巧幽静的院落，它叫祈寿殿，但一般
都叫它花寺，进门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前山墙上的两幅砖雕，
左手的这一幅叫“鹿鹤同春”，右手的一幅是“葡萄刺猬”，
都是寓意吉祥的含义，塔尔寺的砖雕艺术历史悠久，而且以
做工细腻而闻名，这两幅即是明证。

进门我们看到的这块半人高的石头，非常珍贵，传说宗喀巴
的妈妈生前背水途中常靠着它休息。现在成了信徒朝拜的圣
物。石头上面贴着的钱币是怎么回来呢？原来是信徒对佛虔
诚的1种表示，实际上是对寺庙的布施。都是信徒和游人的一
份心意。据说只有心中有佛的人才能够将布施贴在石头上，
否则佛就不收你的。有心的人都可以试一下自己的诚意，我
可以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个小小的窍门，以后再告诉你们，好
吗？大家可以试试。

各位请集中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殿中供奉的佛像，当中
这一位是佛祖释迦牟尼，和我们汉地佛教寺庙中的佛祖形象
相去不远。稍前左右两位是佛祖的两位大弟子迦叶和阿雅。
佛祖的胁侍菩萨照例是习惯上的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骑青
狮者为文殊，骑白象者为普贤。你们大概还要问最前面的这3
尊小佛像是谁？它们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即燃灯佛、
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左右两厢各具形态的是十六尊者像，
俗称“十六罗汉”。

回过头我们来看一看这满院的浓阴。这种树在青海并不常见，
它叫旃檀树，也叫菩提树，据说这座祈寿殿是为给七世**喇
嘛格桑嘉措祝寿而建。传说**喇嘛为该殿开光时撒了一把吉
祥米，便化作满天的花雨落下。这也是该殿又名“花寺”的
来历。但我以为这个美丽名字的来历更多的是由于到了夏天，
满院的绿树开满了香气袭人的白花，遮天蔽日、香烟缭绕，



如入仙界，叫人流连忘返之故。

现在我们来到这座颇似农家小院的院落，如果说刚才我们还
感觉到庙宇的庄严，那么现在一定有种重返世俗的轻松感。
这就是塔尔寺的印经院。因为寺庙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经书，
因此，负责印经文的僧人便会整日忙个不停。现在，让我们
进房间里来看看他们是在怎样工作的。

佛教传人西藏是从古印度和中国内地2个地区同时传入的，所
以藏传佛教经典同时受到二者的双重影响，因此，藏传佛教
的典籍便浩如烟海。我们现在想得到汉文的某部佛经，也得
想办法从藏语佛经再翻译过来塔尔寺的印经院至今仍然采用
比较古老的雕板印刷法，经书的用纸是这种颜色稍暗，韧性
极好的棉质纸张，经书开本都不大，多呈长条状，翻阅方便
颇具古意。我们读不懂的藏文字规范端庄，秀丽整齐，像是
帧帧艺术作品，有种朴素的美感。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依次参观一系列最主要的殿堂，它们是塔
尔寺的主体建筑群，也是寺中僧人活动的主要场所，请大家
先来看一看大经堂。

在藏传佛教寺庙中大经堂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是僧人诵经学
习进修的地方，遇到活佛莅临的日子，更是僧众聆听介法的
场所。进门之前我们先在正门这里看一下这种特殊的工艺品，
好像刺绣一样，这种艺术品叫“堆绣”，它是在刺绣之前先
垫上一层棉花或羊毛，以求立体效果。这两幅“八仙人物”
便是塔尔寺的珍藏品，虽为寺中僧人所制作，但很有民间情
趣。因为堆绣制作比较复杂，工艺要求又高，现在寺中已很
少有人能制作了，这就更显出这些珍品的可贵了。

目前的大经堂曾经过多次重建和扩建，最后一次完成于民国
四年，就是公元1915年，建筑面积2750平方米，是典型的土
木结构藏式双层平顶建筑。（从侧门进入大经堂内部）大经
堂由这种藏式棱柱分隔成很多小的开间，柱子一共是168要，



其中60根为暗柱，建在墙壁内，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108根，
柱身上包裹着的图案精美的藏毯是蒙古王公的赠品，僧人们
就在柱间的这些藏式毯子上，叫做“佛团垫”打坐念经。大
经堂的三面墙壁上都布满了佛龛，这一尊是弥勒佛像，有关
它的故事我们等会儿再讲。这一尊是十一面观音，在藏传佛
教中很多佛像都造型奇特，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佛教密宗的影
响。由于塔尔寺是班禅活佛的管辖范围，他曾多次驾临该寺
居住，讲经，所以大经堂当中最显著的位置是留给他的。还
有这尊镏金像，便是已故的十世班禅，还有黄教创始人宗喀
巴大师的塑像，工艺精湛，形象逼真。这尊幼宗喀巴像在端
庄中透出天真，不失儿童的可爱。

现在让我们大家来看看藏式建筑的1个特别的地方：即鞭麻层
的利用。平顶的藏式建筑是和青藏高原干旱少雨的气候相适
应的，典型的藏式建筑外墙大面积采取“蜈蚣墙”、藏窗、
鞭麻层的做法，既有实用性又具有装饰性。鞭麻草是高原常
见的1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原来呈白色，现在大家看到的鞭麻
层是将鞭麻草晒干，切碎，上色之后，运用在建筑物中。鞭
麻具有减压、吸湿、抗震的作用，是藏传佛教寺院在建筑时
就地取材的1个典型。

的帽子，宗喀巴在改革成功之后将帽子翻了过来，但露出一
圈红色的帽边，以表示对老师栽培的不忘之情。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磕头的虔诚信徒和僧众，这
里面大多数都是远道而来的藏族牧民。这种全面匍匐的磕头
方式叫做“五体投地”，又称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中对佛表
达虔诚的最高参拜形式。据说信徒若在佛前许过愿，还愿时
就要用十万个长头来报答。远道来的人都是自带干粮，白天
到这里还愿，夜间就近住宿，一天天不停地拜下去，一直拜
到规定的数目为止，而且每次之前的间隔不能超过24小时，
也有一说12小时，否则前面的累积数都无效，得重头再来。

信徒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里来向佛参拜呢？因为这里是塔尔寺



的主殿，大金瓦殿，据说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诞生的地方。
宗喀巴原名罗桑智华，生于1357年。宗喀巴藏语意思是湟水
边人，因共生于湟水之滨，故名。传说宗喀巴的妈妈生下他，
剪断脐带，把血滴在地上，后来就从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棵非
常茂盛的白旃檀树。宗喀巴后来进藏学习藏传佛教，并成为
一代宗师之后派他对弟子回乡省亲。妈妈见到儿子的书信之
后发现原来的那棵树长得更加茂盛了，树上缀叶十万且每片
叶子上均有一尊狮子吼佛像。宗喀巴妈妈感到很奇怪，便写
信把此事告诉儿子，并表达了思予之情。宗喀巴大师回信安
慰妈妈，并让她绕树修一座塔，声称“见塔如晤儿面”。于
是便有了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物，以后逐年又修建了庙宇殿堂，
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塔尔寺，顾名思义，先有塔，后有寺，
而那棵被修进塔里的树，慢慢又从根部衍生出来，就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这几棵。

请大家先从侧面看一下这座大银塔，它便是由最早的那座塔
装饰加工而来，现高11米，外部镀银并镶满了珠宝，已经不
是早期的古朴模样了。大银塔内部藏有旃檀树和宗喀巴的自
画像，所以信徒才对它虔诚有加。正面的这幅匾额上书“梵
教法幢”4个大字，是清乾隆皇帝的御笔钦赐，这柱子旁边的
两根象牙是日本国的佛僧所赠。大金瓦殿内还藏有塔尔寺历
代传下的宝物如唐卡、经书、珍宝等等。每年举行盛大的宗
教节日时，僧人们要在这晨用酥油燃起成千盏灯，诵经祈祷，
浓厚的宗教气氛达到了顶点。

中国传统建筑中将四根柱子之间的范围称为1个开间。九间殿
从横的方向算共为9个开间，故称九间殿，室内实际上又隔成
了3个大间。我们先看这一间，中间的佛像大家已经相当熟悉，
它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但在这里称为狮子吼佛像，也就是宗
喀巴的妈妈在旃檀树叶上看到的形象。“狮子吼”是用来形
容佛祖在宣讲佛法时声音宏亮，令众生猛醒。两厢列侍的是
藏传佛教中的一些小神佛如：妙音天女、骡子天王等。

居中的这个殿称为文殊殿，因为当中所供奉的佛像为文殊菩



萨像，他的代表法器为宝剑和经书。左右的协侍分别为大势
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这种排列方法在佛教寺庙中非常少见，
因三位菩萨实际上地位相同。这是因为藏传佛教徒认为宗喀
巴大［]师是文殊菩萨转世，所以在安排佛像时也将这位菩萨
的地位提高了。这个殿中的几尊佛像面部线条丰满优美，在
庄严中透出灵秀，是塔尔寺塑像艺术中的精品。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五

塔尔寺，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是黄
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降生地、西北地区佛教活动的中心，
也是青海省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这座寺庙不仅在中国著名，
甚至在东南亚也享有盛名，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推崇塔尔寺
的宗教地位。明朝对寺内上层宗教人物多次封授名号，清康
熙皇帝赐有“净上津梁”匾额，乾隆皇帝赐“梵宗寺”称号，
并为大金瓦寺赐有“梵教法幢”匾额。三世达、四世达、五
世达、七世达、十三世达、十四世达及六世班禅、九世班禅
和十世班禅，都曾在塔尔寺进行过宗教活动。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区西南25公里的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
庞大的建筑群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宫殿、佛堂、
习经堂、寝宫、喇嘛居住的扎厦以及庭院交相辉映、浑然一
体，建筑涵盖了汉宫殿与藏族平顶的风格，独具匠心地把汉
式三檐歇山式与藏族檐下巧砌鞭麻墙、中镶时轮金刚梵文咒
和铜镜、底层镶砖的形式融为一体。寺依山叠砌、蜿蜒起伏、
错落有致、气势磅礴，寺内古树参天，佛塔林立，景色壮丽
非凡。特别是寺内的酥油花雕塑最为著名，栩栩如生，十分
漂亮。

塔尔寺还是造就大批藏族知识分子的高级学府之一，寺内设
有显宗、密宗、天文、医学四大学院，可研习佛学和藏族语
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舞蹈、雕塑、绘画、建筑等
各方面知识。每年农历正月、四月、六月、九月分别举行4次
全寺性的大型法会。届时，各地群众云集，规模盛大。另外，



农历十月下旬，还有纪念宗喀巴圆寂的“燃灯五供节”和年
终的送瘟神活动。

塔尔寺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有大金瓦寺、小金瓦寺、花寺、
大经堂、九间殿、大拉浪、居巴扎仓、丁科扎仓、曼巴扎仓、
如意塔、太平塔、菩提塔、过门塔、显宗经院、密宗经院、
医明经院、十轮经院等大小建筑共1000多座院落，4500多间
殿宇僧舍。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
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佛事活动
“四大法会”，更是热闹非凡。

国家5a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游、摄影、观光、历史游、宗教游、庙宇、古迹

吃：可以在寺院周围的朝圣者旅店用餐，在这里一大碗藏式
面条、加蔬菜和茶只要5→8元。

住宿：住宿在朝圣者旅馆很便宜。如果要更舒适的话，可以
住塔尔寺旅馆，穿过峡谷的一个面对僧院的又大又新的旅馆，
它在寺院入口处的左边。

景区不大，可步行依次参观各殿。

5-9月

出塔尔寺正门，沿街全是卖纪念品的'，大多是藏族的饰品，
非常漂亮，但是一定要砍价。

中国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在位于西宁西侧的体育馆隔壁的小西门汽车站和城西的纸坊
路汽车站都可以搭乘公共汽车到湟中县，随时发车。也可从
西宁包出租车前往。由湟中县汽车站向北步行20分钟就可以



到僧院的门口。

1、门票：80元。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
学龄前儿童等实行免票；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实行半价
优惠。

2、导游讲解费：根据人数确定，5人一下，20元/人。5人以
上，10元/人。20人以上团队5元/人。

7：30——18：00（5—10月），其他月份8：30——17：30

(0971)2232357

1、在寺院里，不能用手摸佛经、佛像、法器等，更不能跨越；

2、转经轮时，一定是从左向右；不要乱摸藏族人的头和帽子。
此外，参观过程中门票不可丢失，进每个殿时都会检票。

3、塔尔寺内不允许游客拍照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六

塔尔寺建筑

藏语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像弥勒洲。它坐落在青海
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据省会西宁市26公里,
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
地,也是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塔尔寺始建于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
积600余亩,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殿宇高低
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位于寺中心的大金瓦殿,绿墙金瓦,
灿烂辉煌,是该寺的主建筑,它与小金瓦殿(护法神殿),大经堂,
弥勒殿,释迦殿,依诂殿,文殊菩萨殿,祈年殿(花寺),大拉让



宫(吉祥宫),四大经院(显宗经院,密宗经院,医明经院,十轮经
院)和酥油花院,跳神舞院,活佛府邸,如来八塔,菩提塔,过门
塔,时轮塔,僧舍等建筑形成了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风格独特,
集汉藏技术于一体的宏伟建筑群。殿内佛像造型生动优美,超
然神圣。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
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
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
佛事活动“四大法会”更是热闹非凡,游人如潮 。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该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
碑书汉藏两种文字,并存于寺内。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国家
多次拨款修缮,使古寺面貌焕然一新。现在的塔尔寺已成蜚声
国内外的藏传佛教圣地和旅游的名胜古刹。

如来八塔

塔尔寺广场内矗立有整齐美观成一线的八座如来宝塔，以赞
颂释迦牟尼一生八大功德。建于1776年(清乾隆41年)。这八
个塔从东到西是：莲聚塔(纪念释迦牟尼降生时行走七步，步
步开一朵莲花);菩提塔(纪念释迦牟尼修行成正觉);四谛
塔(纪念释迦牟尼初转四谛____);神变塔(纪念释迦牟尼降伏
外道时的种.种奇迹);降凡塔(纪念释迦牟尼从天堂返回人
间);息诤塔(纪念释迦牟尼劝息诸比丘的争端);胜利塔(纪念
释迦牟尼战胜一切魔鬼);涅磐塔(纪念释迦牟尼入涅磐，不生
不灭)。如来八塔每个塔底周长九点四米，底座面积五点七平
方米。

大经堂

大经堂(显宗经院)藏语俗称“从灵多活”，位于大金瓦殿正
前方，是本寺僧侣礼佛，颂经的集合场所。始建于1612年(明
万历四十二年)。原为三十根柱子的小经堂，后改建为八十根
柱子的中型经堂，最后在1776年扩建成一百六十八根柱子(其
中六十根在四壁墙内)的两层平顶藏式建筑。1912年(民国元



年)突然失火焚毁，在塞多·次称嘉措活佛的资助下，用两年
半时间，依原样重建。建筑面积为2750平方米，周长为210米。
经堂内矗立的108根柱子上部雕有优美图案，柱上围裹蟠龙图
案的彩色毛毯。地设长条禅座，上铺五彩条毯，供喇嘛集体
颂经时用。彩绘栋梁，斗拱，藻井和佛教故事壁画，悬挂着
帷幔，经布，幢，幡，伞盖，刺绣和堆绣等。堂内四壁神龛
中供有宗喀巴的千尊铜制镏金佛像，两侧经架上存放有树以
百计的经卷。正面设有____，班禅和法台的弘法宝座。屋顶
安放各式各样高大的镏金铜经幢，刹式宝瓶，道钟，宝
塔，____，金鹿等，把大经堂装潢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与大金瓦殿交相辉映。大经堂也是本寺的显宗经院，藏语
称“参尼札仓”，是研究显宗教义的学经部门。主要修习五
明义理，分析，辩论法相的论点。设有多仁巴(显教博士)学
位，授予修习教义有深厚造诣的僧人。

大拉让宫(吉祥宫)

大拉让(又称扎西康沙)，建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是一座
四柱三进院落藏式建筑的府邸，为____、班禅以及历任法台
安歇的寝宫，汉语称“吉祥宫”。1777年(清乾隆42年)，乾
隆皇帝派人为此宫修建了宫墙，华门，牌坊等，并赐名“永
慧宫”。吉祥宫位于西山半腰高处，在宫前远眺，塔尔寺全
景尽收眼底。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七

今年“十一黄金周”，我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到了
青海的西宁市。到了西宁市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塔尔寺。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距西宁市25公里，是喇嘛教六大
著名寺院之一，在全国及东南亚地区也享有盛名。它占地
约600多亩，共有800多间房屋，是由小金瓦殿、大金瓦殿、
活佛院、佛教大学、酥油花馆……组成。



一到寺院大门，门口的如意八塔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有
纪念释迦牟尼降生时行走七步，步步开朵莲花的莲聚塔;纪念
释迦牟尼修成正觉的菩提塔……看完了这 些，我们随导游来
到了小金瓦殿。小金瓦殿是这里的护法神殿，里面有一
个“功德碑”，相传人们如果能把钱贴在碑上就能吉祥如意。
离开了小金瓦殿，来到了大金 瓦殿。殿外有许多磕长头朝拜
的人。他们五体投地要磕十万个长头呢!所以这里的地板两三
年就要换新的。殿内，这里的佛像面前不点香，而是摆酥油
灯。

离开了这里，我们又来到了同壁画、堆绣、酥油灯花并称塔
尔寺三绝的酥油花馆。在这里陈列着颜色各异、小巧玲珑的
酥油花制品 。酥油花虽然好看，但是由于酥油花的融点很低，
所以制作酥油花的人必须在旁边放一盆加有许多冰块的水，
这是为了用冰水将手的温度降低。如果手的温度高于酥 油温
度的话，酥油就会化掉。酥油花真是一门残酷的艺术。而现
在在寺里已有三十多位僧人会制作酥油灯花塔尔寺的建筑和
景物数不胜数，各具特色，就是看上一天 也看不完，真让人
叹为观止呀!

今天是我们青海之行的第三天，按照计划，我们一起去西宁
市郊的塔尔寺游玩儿。一路上，听导游的介绍，我知道了塔
尔寺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走进塔尔寺，我发现，整个寺院是由重多的殿宇、经堂、僧
舍组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的建筑群。据说占
地面积约600余亩。整个建筑庄严大方，雄伟壮观，阳光之下，
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堆绣、壁画、酥油花被人们称为塔尔
寺的三大宝。进塔尔寺的时候要左进右出，进出的时候不要
踩门坎儿。这里让我知道了很多知识，我真的不虚此行。

塔尔寺游记陈一可今天是我们青海之行的第三天，按照计划，
我们一起去西宁市郊的塔尔寺游玩儿。一路上，听导游的介
绍，我知道了塔尔寺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至今已经有400多年



的历史了。走进塔尔寺，我发现，整个寺院是由重多的殿宇、
经堂、僧舍组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的建筑群。
据说占地面积约600余亩。整个建筑庄严大方，雄伟壮观，阳
光之下，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堆绣、壁画、酥油花被人们
称为塔尔寺的三大宝。进塔尔寺的时候要左进右出，进出的
时候不要踩门坎儿。这里让我知道了很多知识，我真的不虚
此行。

青海游记----佛教圣地塔尔寺今天的阳光特别灿烂，今天的
我也特别的快乐，因为我们来到了佛教圣地塔尔寺。 一到那
里，导游石梅带我们来到一座五颜六色的房子前，导游说绿
色的窗户是假窗，咖啡色的窗户才是真窗户。导游还全面地
介绍了塔尔寺，塔尔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十万佛像弥勒
寺”。

位于湟中县鲁沙尔的莲花山中，距西宁25公里。塔尔寺是藏
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他七岁的时候三个月就能把
一百页的经书倒背如流，老师也非常喜欢他，觉得他很有天
赋，就让他十六岁的时候到名校去读书。

那年，他舅舅给了他一捆干粮和一群骆驼，他骑上骆驼和母
亲告别，他来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就一步一磕头的向前走，
足足走了两年的时间来到了西藏。五十三岁的时候创建了黄
教，六十三离开人世。塔尔寺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占地40
公顷。其中以八宝如意塔、大金瓦殿、大经堂、花寺、九间
殿最为著名。

整个寺建在苍翠的山坡上，环境优美是藏族人民珍贵的文化
遗产。 佛教圣地塔尔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八

塔尔寺建筑



藏语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像弥勒洲。它坐落在青海
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据省会西宁市26公里,
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
地,也是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塔尔寺始建于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占地面
积600余亩,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殿宇高低
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位于寺中心的大金瓦殿,绿墙金瓦,
灿烂辉煌,是该寺的主建筑,它与小金瓦殿(护法神殿),大经堂,
弥勒殿,释迦殿,依诂殿,文殊菩萨殿,祈年殿(花寺),大拉让
宫(吉祥宫),四大经院(显宗经院,密宗经院,医明经院,十轮经
院)和酥油花院,跳神舞院,**府邸,如来八塔,菩提塔,过门塔,
时轮塔,僧舍等建筑形成了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风格独特,集
汉藏技术于一体的宏伟建筑群。殿内佛像造型生动优美,超然
神圣。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绣
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
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每年举行的佛
事活动“四大法会”更是热闹非凡,游人如潮。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该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
碑书汉藏两种文字,并存于寺内。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国家
多次拨款修缮,使古寺面貌焕然一新。现在的塔尔寺已成蜚声
国内外的藏传佛教圣地和旅游的名胜古刹。

如来八塔

塔尔寺广场内矗立有整齐美观成一线的八座如来宝塔，以赞
颂释迦牟尼一生八大功德。建于1776年(清乾隆41年)。这八
个塔从东到西是：莲聚塔(纪念释迦牟尼降生时行走七步，步
步开一朵莲花);菩提塔(纪念释迦牟尼修行成正觉);四谛
塔(纪念释迦牟尼初转四谛____);神变塔(纪念释迦牟尼降伏
外道时的种.种奇迹);降凡塔(纪念释迦牟尼从天堂返回人
间);息诤塔(纪念释迦牟尼劝息诸比丘的争端);胜利塔(纪念
释迦牟尼战胜一切魔鬼);涅磐塔(纪念释迦牟尼入涅磐，不生



不灭)。如来八塔每个塔底周长九点四米，底座面积五点七平
方米。

大经堂

大经堂(显宗经院)藏语俗称“从灵多活”，位于大金瓦殿正
前方，是本寺僧侣礼佛，颂经的集合场所。始建于1612年(明
万历四十二年)。原为三十根柱子的小经堂，后改建为八十根
柱子的中型经堂，最后在1776年扩建成一百六十八根柱子(其
中六十根在四壁墙内)的两层平顶藏式建筑。1912年(民国元
年)突然失火焚毁，在塞多·次称嘉措**的资助下，用两年半
时间，依原样重建。建筑面积为2750平方米，周长为210米。
经堂内矗立的108根柱子上部雕有优美图案，柱上围裹蟠龙图
案的彩色毛毯。地设长条禅座，上铺五彩条毯，供喇嘛集体
颂经时用。彩绘栋梁，斗拱，藻井和佛教故事壁画，悬挂着
帷幔，经布，幢，幡，伞盖，刺绣和堆绣等。堂内四壁神龛
中供有宗喀巴的千尊铜制镏金佛像，两侧经架上存放有树以
百计的经卷。正面设有____，**和法台的弘法宝座。屋顶安
放各式各样高大的镏金铜经幢，刹式宝瓶，道钟，宝
塔，____，金鹿等，把大经堂装潢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与大金瓦殿交相辉映。大经堂也是本寺的显宗经院，藏语
称“参尼札仓”，是研究显宗教义的学经部门。主要修习五
明义理，分析，辩论法相的论点。设有多仁巴(显教博士)学
位，授予修习教义有深厚造诣的僧人。

大拉让宫(吉祥宫)

大拉让(又称扎西康沙)，建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是一座
四柱三进院落藏式建筑的府邸，为____、**以及历任法台安
歇的寝宫，汉语称“吉祥宫”。1777年(清乾隆42年)，乾隆
皇帝派人为此宫修建了宫墙，华门，牌坊等，并赐名“永慧
宫”。吉祥宫位于西山半腰高处，在宫前远眺，塔尔寺全景
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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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九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小巧幽静的院落，它叫祈寿殿，但一般
都叫它花寺，进门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前山墙上的两幅砖雕，
左手的这一幅叫“鹿鹤同春”，右手的一幅是“葡萄刺猬”，
都是寓意吉祥的含义，塔尔寺的砖雕艺术历史悠久，而且以
做工细腻而闻名，这两幅即是明证。

进门我们看到的这块半人高的石头，非常珍贵，传说宗喀巴
的妈妈生前背水途中常靠着它休息。现在成了信徒朝拜的圣
物。石头上面贴着的钱币是怎么回来呢?原来是信徒对佛虔诚
的1种表示，实际上是对寺庙的布施。都是信徒和游人的一份
心意。据说只有心中有佛的人才能够将布施贴在石头上，否
则佛就不收你的。有心的人都可以试一下自己的诚意，我可
以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个小小的窍门，以后再告诉你们，好吗?
大家可以试试。

各位请集中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大殿中供奉的佛像，当中
这一位是佛祖释迦牟尼，和我们汉地佛教寺庙中的佛祖形象
相去不远。稍前左右两位是佛祖的两位大弟子迦叶和阿雅。



佛祖的胁侍菩萨照例是习惯上的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骑青
狮者为文殊，骑白象者为普贤。你们大概还要问最前面的这3
尊小佛像是谁?它们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即燃灯佛、
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左右两厢各具形态的是十六尊者像，
俗称“十六罗汉”。

回过头我们来看一看这满院的浓阴。这种树在青海并不常见，
它叫旃檀树，也叫菩提树，据说这座祈寿殿是为给七世喇嘛
格桑嘉措祝寿而建。传说喇嘛为该殿开光时撒了一把吉祥米，
便化作满天的花雨落下。这也是该殿又名“花寺”的来历。
但我以为这个美丽名字的来历更多的是由于到了夏天，满院
的绿树开满了香气袭人的白花，遮天蔽日、香烟缭绕，如入
仙界，叫人流连忘返之故。

现在我们来到这座颇似农家小院的院落，如果说刚才我们还
感觉到庙宇的庄严，那么现在一定有种重返世俗的轻松感。
这就是塔尔寺的印经院。因为寺庙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经书，
因此，负责印经文的僧人便会整日忙个不停。现在，让我们
进房间里来看看他们是在怎样工作的。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十

塔尔寺每年于农历正月四月六月九月举行4次观经大会，招徕
不少香客游人观经大会是寺僧向诸佛菩萨献供祈愿诵经的法
事活动会上，除进行固定的宗教仪式，还有晒佛跳欠转金佛
等活动四月观经的农历四月十五日上午和六月观经的六月初
六日上午，在寺院东侧的莲花山坡展开所藏巨型堆绣佛像1幅，
称为晒大佛佛像长30余米，宽20余米，僧众于像前演奏法乐，
诵经祈祷，游客商贾蜂拥而来，更有信徒顶礼膜拜，争献布
施六月初八日上午举行的转金佛是僧人们所谓祈愿来世佛弥
勒菩萨降临人间的法事活动，众僧簇拥一乘玲珑精巧四角饰
有飞檐内供弥勒金像的彩轿，在手拿乐器香炉幢幡的仪仗队
的前导下绕寺一周，其他僧人各持寺藏宝物一件，尾随彩轿，
鱼贯而行，以示隆重威严九月法会的二十二日，寺院开放所



有佛殿及文物库房，供僧俗瞻仰，称为晾宝每次观经会上，
都进行所谓驱魔逐鬼祓除不祥的跳欠活动跳欠也叫跳神或哑
社火，是一种独特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面具舞蹈，常见的
有于正月十四四月十四六月初七日演出的法王舞和四月十五
六月初八九月二十三日演出马首金刚舞两种演员身着各色舞
衣，戴特制面具，舞姿独特，式样迥异此外，尚有农历十月
二十五日宗喀巴忌辰前后的燃灯节和年终辞旧迎新的祈祷会
等。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十一

塔尔寺是先有塔，而后有寺，故名塔尔寺。塔尔寺是青海省
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和黄教的圣地，主要建筑依山傍
塬，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有大金瓦寺、大经堂、
弥勒殿、九间殿、花寺、小金瓦寺、居巴扎仓、丁科扎仓、
曼巴扎仓、大拉浪、大厨房、如意宝塔等9300余间(座)，组
成一庞大的藏汉结合的建筑群，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

塔尔寺共有大金瓦寺、小金瓦寺、花寺、大经堂、九间殿、
大拉浪、如意塔、太平塔、菩提塔、过门塔等大小建筑
共1000多座院落，4500多间殿宇僧舍，规模宏大，宫殿、佛
堂、习经堂、寝宫、喇嘛居住的扎厦以及庭院交相辉映、浑
然一体，自古以来即为黄教中心及佛教圣地。寺庙的建筑涵
盖了汉宫殿与藏族平顶的风格，独具匠心地把汉式三檐歇山
式与藏族檐下巧砌鞭麻墙、中镶时轮金刚梵文咒和铜镜、底
层镶砖的形式融为一体，和谐完美地组成一座汉藏艺术风格
相结合的建筑群。

塔尔寺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位于寺中心的
大金瓦殿，绿墙金瓦，灿烂辉煌，是该寺的主建筑，它与小
金瓦殿（护法神殿）、大经堂、弥勒殿、释迦殿、依诂殿、
文殊菩萨殿、大拉让宫（吉祥宫）、四大经院（显宗经院、
密宗经院、医明经院、十轮经院）和酥油花院、跳神舞院、
活佛府邸、如来八塔、菩提塔、过门塔、时轮塔、僧舍等建



筑形成了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风格独特、集汉藏技术于一
体的建筑群。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十二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大家到塔尔寺景区来参观游览。塔尔寺
距西宁27千米，所在的这个镇在藏语里称为“鲁沙尔”，汉
语地名是“湟中”，意思是地处湟水的中游。塔尔寺创建于
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黄教
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藏语称为“衮本贤巴林”，意
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塔尔寺是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在中国及东南
亚享有盛名，历代中央政府都十分推崇塔尔寺的宗教地位。
明朝对寺内上层宗教人物多次封授名号，清康熙帝赐有“净
上津梁”匾额，乾隆帝赐“梵宗寺”称号，并为大金瓦寺赐有
“梵教法幢”匾额。各世__和班禅都曾先后到塔尔寺进行过
宗教活动。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塔尔寺景区被评为国家aaaaa
级旅游景区。

各位游客朋友，提起塔尔寺的由来，不得不从藏传佛教格鲁
派创始人宗喀巴说起。相传宗喀巴于藏历1357年10月10日诞
生在“宗喀”（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故人们尊称
他“宗喀巴”。宗喀巴3岁受戒，7岁学经，16岁赴后藏学法，
34岁时对佛教密乘教典、灌顶诸法均有很深的造谐，分别撰
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奠定了他
创立格鲁派的理论思想基础。据传，宗喀巴离家赴藏一心学
法多年，其母香萨阿切思儿心切，让人捎去自己的一绺白发，
意在告诉他老母已白发苍苍，希望他回来一晤。宗喀巴为佛
教事业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一幅用自己的鼻血画
成的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并在信中写道：“若能在我出生
地点用10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
如同我见面一样。”1379年，其母与众信徒按宗喀巴的意愿，



用石片炮成一座莲聚塔，这便是塔尔寺最早的建筑物。1577
年在此塔旁建了一座明制汉式佛殿，称弥勒殿。由于先有塔，
而后才有寺，安多地区的汉族群众便将二者合称为塔尔寺。

各位游客朋友，请看塔尔寺整体布局与建筑风格，真可谓是
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布局严谨、气势壮观、美不胜收。
塔尔寺的主要建筑依山傍塬，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
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塔尔寺共有大金瓦寺、小金瓦寺、花
寺、大经堂、九间殿、大拉浪、如意塔、太平塔、菩提塔、
过门塔等大小建筑共1000多座院落，4500多间殿宇僧舍，规
模宏大；宫殿、佛堂、习经堂、寝宫、喇嘛居住的扎厦以及
庭院交相辉映、浑然一体，自古以来即为黄教中心及佛教圣
地。寺庙的建筑涵盖了汉宫殿与藏族平顶的风格，独具匠心
地把汉式三檐歇山式与藏族檐下巧砌鞭麻墙、中镶时轮金刚
梵文咒和铜镜、底层镶砖的形式融为一体，完美和谐地组成
一座汉藏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群，显得庄严大方，雄伟壮
观。

各位游客朋友，塔尔寺不仅有典雅庄严、神圣神秘的建筑与
佛像，还有迷人的“塔尔寺艺术‘三绝’”：酥油花、壁画
和堆绣。酿油花就是用酥油（手工制成的黄油）跳板各色颜
料而制成的油塑艺术品。相传酥油花源于西藏，唐文成公主
与土蕃王松赞干布结亲时，曾从长安带去一尊佛像供奉在拉
萨大昭寺内，严寒的冬季，无鲜花献佛，信徒们为了表示敬
意，就用酥油制成花，供奉于佛像前。1594年，酥油花传到
了塔尔寺，经该寺艺僧苦心钻研，使其在题材和工艺上有了
新的发展，成为塔尔寺独有的一种髙超的油塑艺术。

堆绣是用各色的绸锻剪成所需要的各种形状，如佛像、人物
花卉、鸟兽等，以羊毛或棉花之类充实其中，再绣在布幔上，
由于中间凸起，有明显的立体感。本寺大经堂内悬挂有“十
八罗汉”等堆绣艺术品。堆绣包括刺绣和剪堆两种，其内容
题材大多来源于佛教故事和宗教生活等，是该寺独创的传统
艺术，是僧侣艺术的杰作。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塔尔寺前的广场，大家
请看这八宝如意塔。据说，这八个塔是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
一生之中的八大功德而建造的，始建于1776年。其造型大同
小异，塔身高6.4米，塔底周长9.4米，底座面积5.7平方米。
塔身白灰抹面，底座青砖砌成，腰部装饰有经文，每个塔身
南面还有一个佛龛，里面藏有梵文。各位朋友，下面就请大
家跟随景区导游入寺参观吧！

塔尔寺一日游日记篇十三

今天是我们青海之行的第三天，按照计划，我们一起去西宁
市郊的塔尔寺游玩儿。一路上，听导游的介绍，我知道了塔
尔寺是藏传佛教的圣地，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走进塔尔寺，我发现，整个寺院是由重多的殿宇、经堂、僧
舍组成的一个汉藏艺术相结合的辉煌壮丽的建筑群。据说占
地面积约600余亩。整个建筑庄严大方，雄伟壮观，阳光之下，
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堆绣、壁画、酥油花被人们称为塔尔
寺的`三大宝。进塔尔寺的时候要左进右出，进出的时候不要
踩门坎儿。这里让我知道了很多知识，我真的不虚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