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实用8篇)
读书心得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书中思想的理解，增强对学习内
容的记忆和思考能力。小编整理了一些经典的培训心得范文，
供大家参考，在写作时可以有所借鉴。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一

喜欢有“年代感”。带着崇敬去参观了鲁迅、茅盾两位大家
的故居。

鲁迅故居在新街口的西南。已建成了气势庞大的鲁迅纪念馆。
并成为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进展厅，便被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吸引。整个墙面全是由鲁
迅所写过的文章题目组成。不愧是大家啊！似乎感觉没有他
没写到的。从每一个题目中便知其文章的涉及内容之庞大，
涉猎内容之广。就连曾用过的笔名仅在上海参观“鲁迅故
居”和“茅盾故居”

都有几十个之多。令人叹服！

从这里，了解了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尤其家庭变故对其影响。
从而悟到面对挫折时人性的不同彰显。更是认识到挫折是增
长阅历、增加心理成熟以及承受能力的的最好锻炼方式。

看到先生在日本读医学院时，成绩以丁与丙居多且排名并不
靠前时。更觉得其可爱。上天会给每个人在某方面极有天赋
时，会将另外天赋给予别人。一如琼瑶文学课是一百分而数
学却常为零分一样。

展厅旁边的故居实际上是其母亲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的住所。

他在此仅住了两年。一个雅致的四合院。



院内是他自己亲自栽种的白丁香。红墙、绿树和灰瓦。以及
主屋内的布局——母亲与朱安分居东西两间，他自己住在后
面一间。

鲁迅先生所住的房间窗后是个小花园。白墙和绿树掩映着。
中间用木板围着一口井。很是安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先生
家乡绍兴的那个南方小镇。

在这遇见一快乐的管理员。自豪的给我们介绍着我们往常少
有机会听到的有关与先生有关的、由对先生崇拜继而研究先
生的人们的一些发现。和随着年代的久远而逐渐揭开的鲜为
人知的一面。

茅盾先生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后圆恩寺胡同13号。胡同
里很安静。

曾去过茅盾先生在乌镇的故居。有棵很大的银杏树。据说是
唐代的。很沧桑。还清晰记得第一眼看到时脑中出现的“胡
杨树”的感觉。

展厅内感觉印象深刻的是茅盾先生当文化部长时所留下的记
忆。

二位大家相同之处均为父亲早逝，都是三十多岁离开。均由
寡母养大。亲事都是当时由母亲钦定。不同的：鲁迅先生一
辈子没接受朱安。茅盾先生却是与夫人恩爱一生。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机会与孩子一同参观名人故居。既是旅
游也是增长知识。感谢为保护这些文物而辛苦工作的人们！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二

认识鲁迅是因为我读了他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在鲁迅屋子前的庭院里，有几尊铜像，一边是和蔼的继祖母
摇着扇子，给鲁迅讲“猫是老虎的师傅”的故事，而一边的
鲁迅呢?双手托着下巴，正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也忍不住，看
见边上有张空凳子就坐了上去，一下子，仿佛沉浸在继祖母
的故事当中。

出了鲁迅故居，没走几步就到了三味书屋，是鲁迅读书的地
方。屋中间挂着一块匾：“三味书屋”，匾下是一幅画，画
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一棵古树下。旁边就是鲁迅上学
时的座位，上面还有他刻得“早”字。“早”是有故事的，
有一天，鲁迅去给父亲买药，迟到了，老师骂了他，鲁迅没
有说情况，就在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从此，鲁迅就再也
没迟到过。

我想：鲁迅之所以能成为大文豪是因为他从小就对自己要求
很高，平且有很强的自制力。想到我自己，我不觉有点脸红，
以后，我也要向鲁迅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上不怕困
难，勇于挑战。

文档为doc格式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下午，我和妈妈决定去游鲁迅故里。

来到鲁迅故里，第一站我们去了鲁迅祖居。那是周家的老台
门。跨上台阶走进里面，进入我们眼帘的首先是一个大客厅，
叫德寿堂。是用来会见重要客人,结婚和祭祀的场所。再走进
去，有许多数不清的屋子。有主人的卧室，小会客房，琴室，
书房，沐浴室，老式的厨房等等。可以想象当时周家的气派
和它当时的社会地位。

走出鲁迅祖居我们来到三味书屋。它的原名叫三余书屋，意
思是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来读书。后来改名为三味书屋，大



概意思是探索诗书中的深奥意义，体会它的意味深长，使读
书越来越有滋味。

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地方。鲁迅先生小时候读书很
刻苦，很勤奋。而他的老师也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鲁迅的
座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也就是在书房的最里边。那时候读书
是很枯燥的，老师在自己的座位上闭着眼摇头晃脑地讲课。
有些学生因为坐在最外边，所以经常溜到外面去玩。而小鲁
迅他要求坐在最里边，这样，他要是一离开座位就会发出声
音。被老师发现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所以他经常提醒自己
要认真学习。

鲁迅在他的书桌的右上角刻了一个“早”字。因为有一次因
为爸爸生病，鲁迅给爸爸去买药，所以上课迟到了。受到了
老师的惩罚。小鲁迅就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
从而时刻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迟到。

在三味书屋，鲁迅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

出了三味书屋，我们直奔鲁迅故居。那是鲁迅小时候生活的
地方。里面大致跟鲁迅祖居差不多。先是一个大会客厅，然
后是一间间的屋子。有鲁迅和他的弟弟们的卧室。再走进里
面就是百草园了。这里有鲁迅童年的故事。一片碧绿的菜地，
高大的皂荚树，低低的矮墙。在低低的泥墙根下，鲁迅度过
了他快乐的童年。捉蟋蟀，挖何首乌。在冬天的百草园，更
是有另一番乐趣。小鲁迅和他的童年伙伴闰土一起在雪地里
捉麻雀。再过去一点，当然还有光滑的石井栏。小鲁迅经常
在光滑的石井栏上跳上跳下，以致于父亲要把他送到城里最
严厉的学校----三味书屋去读书。

最后，我们来到鲁迅纪念馆。那里陈列着许多鲁迅的作品，
和见证鲁迅一生奋斗的照片和书籍。

今天，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鲁迅。我很自豪我也是绍兴人，因



为鲁迅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四

各位游客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的沈导游，长话不多说，
现在就由我带着大家去鲁迅故里走一走，感受一下那里的美
丽风景吧！

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鲁迅故里。首先，马上你就
可以看到这条街的左边就是著名的咸亨酒店，它坐北朝南，
门外塑有鲁迅笔下人物孔乙己的雕像，里面有我们绍兴著名
的土特产，比如臭豆腐，茴香豆，莓干菜和热腾腾黄酒等，
想去品尝品尝的游客不妨到里面坐一坐。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鲁迅故里的后门，这整条街是用石板铺
成的，所有的建筑都是砖瓦结构，很有江南水乡的特色，这
条街也十分热闹，人也非常多，所以后面的游客千万别掉队。
再往前走，左边有鲁迅先生生活的地方-鲁迅故居，它的门前
还有一条小河流过，是以前的交通要道；故居的后面是百草
园，他童年时代的乐园，玩耍嬉戏的地方；三味书屋是清末
绍兴城里有名的私塾，鲁迅12岁--17岁就在这里求学。这些
地方里面的家具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原物，保持着原状。大家
可以去自由地参观一下，联系鲁迅的一些作品可以增加大家
的游兴。

另外要想买些土特产的可以在这条街去看一看,许多小商店都
可以买到，绍兴土特产是好吃不贵，引来许多游客的关注。

各位游客们，祝大家旅游愉快，两小时后在咸亨酒店门口集
合。

这尊高达20.8米的石佛，为弥勒佛盘坐造像。

佛，乃是梵文音译为汉语“佛陀”的简称。意译，当为“觉



者”。弥勒佛是佛教创世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
尼的转世形象。以佛教的术语讲，应叫它为转世佛。

柯岩弥勒佛，宽颊广额，螺形发髻;法相敦厚慈祥，仪态文静
端庄;左手抚膝，右手屈举，正作阐经说法状。在雕刻工艺上
可谓造诣颇高。

柯山石佛景观形成于隋唐，而柯山石佛寺更名为普照寺，则
为明万历年间。旧寺倒塌，副使黄猷吉发起重修。自明而清
而民国，至当代，普照寺倒了又修，修了又倒。当代重建之
普照寺，移址百米外于山坡之上，规模空前，内涵之丰富非
旧寺所能相比，已自成柯岩一景。

云骨

“云骨”景点，位于石佛景点之东首，与石佛东西相对。这
天下奇观的云骨几乎是在石佛问世的同时，脱胎而出。

据传，柯氏父、子、孙三代石工在开凿石佛之际，注意到邻
近有一处孤岩颇具灵气，便就势将它凿成一尊香炉。

石香炉既已存在，围绕着它采石的石工们哪有不避让之理。
就这样，周围的岩石被挖去后，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石”
的奇石便形成了。

这奇石，高30余米，底围4米可由三人合抱。底部扁形直立最
薄处不足1米，当代徐金富先生为证实此说，特亲手作过测量。
奇石之中、上部形丰而凹凸险峻。远远望去，此奇石宛如一
炷烟霭，袅袅升腾。故文人墨客赐它一个雅号“炉柱睛烟”。
在距地面20余米处，刻有两个隶书大字：云骨。系清光绪年
间所刻。岩顶有一棵古柏，生命力之强令人惊叹。据当代一
位专家测定，其寿命已逾千年。

相传，北宋大书法家米芾访越至此，见此奇石，欣喜若狂，



绕石三日，搭棚观赏，不忍离去。后人便在其搭棚拜石处筑
亭纪念，亭曰“拜石亭”，奇石与亭之间的一座小石桥则名为
“绕石桥”。

拜石亭有一抱对：“万匠削不尽，一柱空中全”。与“石
魂”、“绝胜”、“天下第一石”一样，表达了观者对“云
骨”的赞美。

云骨和大佛岩彼此出于同一座山岩，由于彼此所承载的文化
不同，所拥有的崇拜者也就不同。前者知音多为知识分子，
后者知音多为百姓大众，当然也不乏专业佛教人士和有关方
面的专家学者。

绝胜亭

“一柱烛天”和“净手池”是围绕“石佛”、“云骨”的配
套景点。自“绝胜亭”向右转，有一座镌刻着“一柱烛天”
四字的照壁与云骨遥遥相对。照壁前有一净池，池水清澈。
相传，善男信女拜佛前都要在此净手，表示虔诚，而求祈祷
之灵验。因当代所开掘的这座净池，为石砌池壁，石栏四围，
加之人们观念更新，故净手无须再直接与水接触，只须往池
中上空象征性净手即可，名云：“空浴”。

莲花听音

“莲花听音”景点，位于“一柱烛天”与“云骨”之间，其
间，用形态各异的莲花石铺就的甬道，将“一柱烛天”与巨
形莲花坪连结在一起。这块巨型莲花坪半径9.9米，由99块巨
石拼接组成，意取“九九归一”，象征“万众一心”。

莲花在佛教中代表纯洁无瑕，观世音菩萨的座椅即由莲花承
托。而无论人们是否信佛，对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皆有
认同，故置景之好意人人都乐于接受。



踏着莲花甬道，轻松愉快地登上莲花坪，观望砖雕回音壁，
可领略到壁上所刻佛教《金刚经》之阵阵佛气。伴侣同游，
分立莲花两端，可以窃窃私语而享受共鸣之趣。逢天朗气清，
在10时10分之际，独立莲心，人影与佛影合在一条直线上，
可进入“天神合一”之境界。

这就是当代柯岩景区的修造者，以佛教载体与现代科学相结
合而提供给游人的一个放松身心的产品。

离开巨型莲花坪，莲花甬道延伸至拜台。拜台阔绰，隔池正
对石佛。拜台既是善男信女烧香点烛祭祀大佛的安全场所，
亦是游人休憩之好去处。

台上立有两只石香炉。每只重万斤，皆由4只龙头作支撑，以
示高贵。相传，与石佛相配套，在同体岩石上还雕有香炉、
莲台、石阶，可惜已毁于战火。

蚕花洞

“蚕花洞”景点，位于石佛池北岸，它是一个蚕形状的摩崖
洞天。洞口右上方岩壁镌刻着两行字，上行“化鹤飞?quot;，
下行”蚕花洞“。右有边款表明所刻日期为”光绪二十九年
仲夏“，左有落款，内容为”光山熊先畴书，僧本源监制“。
如果文中”光山“为地名，那么这书家熊先畴若非侨居绍兴，
就是僧本源云游光山时所遇之人物。

洞口石刻既为”僧“所主持题刻，那么这”化鹤飞来“民间
传说自然富有佛教意味。相传，古代某一时期有石工在洞内
采石时，浑然不知洞口高悬的一方巨石即将塌下。是时，有
一仙神路过，为救众匠人而化为一只仙鹤，在洞口飞旋鸣叫。
当石工们见异状而出洞观看时，才发现洞口之危险境况。于
是赶忙撤离，而悬石轰然塌下。

至于蚕花洞的命名，有多说。一说幼蚕称蚕花，其形如蚁，



而该洞洞底形状如蚕花;一说四月为蚕月，蚕熟花香之际，游
洞之淑女如云，故名。

不管怎么说，洞名的温和与其洞的奇险正好成为两个极端。
进入蚕花洞，但见两边岩壁矗天，仰头望天，洞顶只有”一
线天“。洞深处一口深潭，清澄寒彻。如不是为方便当代游
客而用青石铺成平坦小道，踏嶙峋碎岩，溯流而入洞，定为
产生一种探奇访幽的感觉。

七星岩

”七星岩“景点，位石佛池西端的柯山脚下，它有内外七个
岩宕组成。何谓七星岩?其名源出于天上的”北斗七星“而得
名。北斗七星从斗身顶端开始，到斗柄的末尾，其名称依次
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按理而
论，七星岩之每一岩潭的名称亦应依据北斗七星而类推。但
实际情况是，这七个岩潭的具体小环境颇为不同，故又各有
俗名。

从”蚕花洞“来到”七星岩“，是从”斗柄“开始。

”斗柄“为并列相通之两潭，紧挨石崖。人从其边过，清澈
鉴影。其一称鸳潭，其二称鸯潭。

有一小山头伸出石崖，人们须绕过它，并通过其岩缝口才能
进入又五潭之区域。五潭中，日潭和月潭在露天，分别在”斗
“之边缘。月潭岩壁刻有”放生处“三字。

作为”斗“底边的三潭在岩崖之石洞中。

自左而右，先为老人潭，洞名老人洞。相传有一位九旬老汉
在此洞中常住三年，后寿至一百八十岁。老人洞形同广厦，
高十多米，深数十米，冬暖夏凉。潭在洞尽头，水色深黛。
洞口崖壁上留有历代名人题刻多方，因年代名远，已模糊不



清。当代开发者特镌?quot;古七星岩”字样。

紧挨老人潭，为观音潭。潭在岩洞下，隔水石壁上雕有小
型“送子观音”佛象，观音盘坐莲台，手托童子，题额“慈
渡”。旧时有一说，隔池投掷一石，若能击中观音，家中可
望得子。此说弊端有二：一是以石击观音不礼貌;二是倡导投
石，日积月累，势必会使清潭缩小体积，故不可取。妥当的
提法，应为隔水许愿，以求“慈渡”极灵。

又一潭为金童潭。相传有一金姓少年，将父母所给零花钱，
除却购买笔墨外，全用来在此潭中放养观赏性金鱼。因人们
竞相仿效，后来竟使“七岩放鱼”成为一段佳话，而使“七
岩观鱼”成为一件美事。

紫府洞天、文昌阁

“紫府洞天”和“文昌阁”景点，位于七星岩之山上。沿小
石阶登临八卦台，上有一座石龛，龛中有一太上老君坐像，
高近一米。

龛上方刻有“紫府洞天”四字。相传为清咸丰年间所刻。

道教创始于东汉末年，其中有五斗米道派。因入道者要交纳
五斗米，故名。创始者张陵写了一本道书，说是得自太上老
君口授，因而后来道士们便尊太上老君为祖师爷。古时道教
常采用巫术和道术，为人驱鬼治病，在我们今天看来自不可
取。但把收徒、治病摹集来的钱，用于修路、造桥，为过往
行人和难民免费提供住宿，则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性。

张陵创立道教明显受佛教的启发，但同时因道教毕竟有别于
佛教，故难免与佛教发生摩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道教
与佛教互比高下，互相渗透，后来竟造成不少佛教徒礼拜道
神，而道士尊奉佛神的局面。



道教以“八卦”占卜吉凶，所以在太上老君塑像前的地面上
铺设有石雕“八卦图”。八卦者，载于《周易》，乃是古时
候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套符号。今之某些研究者，
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道理。

不管怎么说，对于柯岩的游览者来说，这八卦台不但为我们
眺望石佛景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落脚处，同时也为我们细观
摩崖石刻提供了一个最佳视点。

这摩崖之石刻文字，根据其内容不同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赫然夺目两字：柯岩。书体为篆，旁有小楷数行记
述刻石年代及缘由。字行均为竖排。

在这10个僧人的落款下边有两大字：敬镌。

这组石刻文字，就是我们曾提及过的“佛文化遗存”。不难
想象，曾经有10座名寺的10位长老，相聚于柯岩，举行了一
次空前绝后的“佛界交?quot;。

第三组刻字只有四个大字：文光射斗。位置处于第二组之上。
显然刻题这组文字是为了与它下方的文昌阁相辉映。

文昌阁虽与八卦台近在咫尺，但须从小山头的另一石阶登临。

显然，此阁也属”屡毁屡建“。阁者，供远眺，游憩、藏书
和祭祀之用。文昌阁供奉的是文昌君，文昌君是”专管文
教“的神，古代学子无不对其十分崇敬。文昌阁作为儒文化
的载体之一，曾为中国城乡所普及，而与道文化、佛文化共
处一摩崖之下、小山头之上，乃柯岩所独也。

二、镜水湾景区

镜水湾景区，位于柯岩风景区中部，东邻石佛景区，西毗名



士苑景区，东北与普照寺景区相接，占地20公顷，居柯岩风
景区四大景区之首。

镜水湾景区以”越女春晓“为中心，东起”三聚同源“，西
至”清潭看竹“，西北达”镜水飞瀑“，东南抵”儿童角“，
大小共含近20个景点。景区的平面形状，如从东山之巅俯瞰
东南，好像一支欧洲人乐见的”丰饶角“;而从越女池南缘北
望，则又如一顶绍兴人钟情的”乌毡帽“。

在文化内涵上，镜水湾景区以中国江南山水园林为基调，以
反映越地风土人情为特色。同时又注意与其他三大景区内容
有机联系，自然过渡，相映成辉。

三聚同源

”三聚同源“景点，是一个精致的小广场，位于镜水湾景区
东端。从文化意蕴看，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景点。广场造型外
方内圆，与自秦汉以来中国古钱的形制恰好相反，但一样表
达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

在广场靠东的位置上，安放着一个1米多高的圆石。圆石分为
黑、白两色，各占其半。在圆石东、西两个半面上，均雕刻
着戏剧脸谱。因此，这个圆石也就成为一个有着黑、白两张
面孔的人头造像。其寓意，白色象征着”人性本善“，黑色
象征着”人性本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曾极大地左
右过中国古代的政治取向。

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设施是矗立着三根高达6米的汉白玉圆柱。
圆柱上分别雕刻着中国古代儒、道、释三教”教主“的立像：
孔子、老子和佛祖。在这三根立柱的北面，构筑有数层环形
的台阶，使广场地面逐渐抬高。在最上面的一层台阶上镌刻
有一个硕大”源“字的围壁上，有水流通过喷涌、倒挂、漏
滴纷纷溢出，然后经过不规则的小溪曲曲折折，漫流至广场
中心的一个圆形的小池，名之曰”汇源地“。这里虽终日受



水，却从不溢出。这组设计的总体寓意是：三教同源殊途，
又殊途同归;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生生不息。

儿童角

”儿童角“景点，位于”三聚同源“景点的南面，镜水湾景
区的东南角，占地9亩，其平面图形，恰如一只精致的铃铛。

儿童角是儿童的乐园。它建有迷宫、喷水座、动物石雕、八
卦阵、大型地球仪等场所和设施，让儿童们开心益智、寓教
于乐。最具匠心的，是有一条用石板、滩路、水道、木桩等
串连而成?quot;贝贝步”穿行其间，可以让孩子们从想像古
代匠人丁丁当当的采石声中找到自己的世界。

镜中镜

“镜中镜”景点，位于“儿童角”的西北，“三聚同源”的
西面，是一组具有典型江南水乡民居风格的传统建筑群，面
积近600平方米。

“镜中镜”中，有可供100余人就餐的餐饮厅和装饰典雅的多
功能会议室。上层还设有观光台，是文人雅士登临览景、饮
酒赋诗的佳处。

鳄鱼尖、乌篷湾

鳄鱼尖很自然地在越女池水面上圈起了一个小小的港湾，游
湖的乌篷船多在这处水面上泊歇待客，此水面也就叫做“乌
篷湾”。岸上即为游船码头。

越女春晓

从鳄鱼尖踏上纤道西行，奋力登上一座高桥，我们便来到镜
水湾景区的中心，也是镜水湾景区中最大景点“越女春晓”



的中心。

“越女春晓”景点的主体是一个人工湖泊，名“越女池”，
水面达16亩。湖面构筑成一位衣裙坐地的少女形象，其间，
一座高3米、长15米的石拱桥正建在“她”腰间的位置，故
名“玉带?quot;。

玉带桥的北面，是”越女“的上身侧影，背东面西，造型优
美。在”她“的面部，用青石砌塑着眼睛、眉毛和耳朵。瞧，
在”她“修长的脖颈上，还有着一挂用汀步石串成的项链呢!
在”她“的面部，用青石砌塑着眼睛、眉毛和耳朵。瞧，
在”她“修长的脖颈上，还有着一挂用汀步石串成的项链呢!
玉带桥的南面，水面如”越女“向东西两面展开的长裙，湖
面开阔，灵动飘逸。

若逢春暖时节，此景点山色空濛，水光潋滟，草长莺飞，桃
红柳绿，直可与杭州的西湖媲美。而在轻风微雨中，又自有
一番雅趣别致。

社戏台

从玉带桥南望，可看到在越女池南缘前水中建有一座社戏台，
歇山顶，龙吻脊，古色古香。戏台面朝东山，台后有一座白
色石桥与南岸连接。

景区常年在这里为游客演出绍剧、越剧、莲花落等具有地方
特色的传统戏剧。坐上乌篷船，酌上热老酒，在碧波荡漾中
悠然自得地看看社戏，听听音乐，品品黄酒，会使您乐而忘
返。

乌毡帽亭

在玉带桥西”越女“腰前草坪上，建有一座占地50多平方米
的乌毡帽亭。乌毡帽亭以它的亭盖为一顶长8.5米、宽6.714



米、高3米的巨型乌毡帽而得名。这顶乌毡帽由当地5位民间
匠人耗费450个工时精心制成，用去乌毡达180平方米。可说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乌毡帽。

乌毡帽下的亭柱也别具一格，共3根，造型均为绍兴黄酒酒坛
的模样，按大小可分为单坛柱、三坛柱和五坛柱。

作为水乡农民的传统装束，乌毡帽在绍兴已沿袭千年之久，
与乌篷船、乌干菜一起，合称为”绍兴三乌“。尤其是经过
鲁迅神来之笔的描写，乌毡帽早就名扬四海。

象鼻岩、蝴蝶岩

从玉带桥东下沿越女池东侧北行至其”后脑勺“处，有一山
岩接近湖畔，经采石，此岩的北面形成了两个石宕，宕中水
浸为潭。但从南边望去，此岩却因一南北向的透空穿洞而形
成象鼻吸水的形状，故称”象鼻岩“。

”越女“头枕的”杏花坡“景点，是一片极为开阔的缓坡地，
处于柯山与东山之间，面积在30亩左右。如今满坡满谷种满
了各种花树、果树，阳春三月，繁花似锦，团团簇簇，衬山
映湖，使人流连忘返。

东山春望

”越女“面对的东山，是柯岩古八景之一的”东山春望“景
点。山上昔有”览胜亭“，供游人凭栏远眺四周湖山之胜。

由于历代采石，东山东南面早已成为一堵绵延壁立的巨大峭
壁。以后因峭壁上岩体不断风化崩落，又在峭壁前堆起无数
大小不等的嶙峋怪石，将峭壁底部众多深潭巨宕隔在里侧。
于是，人工天力之下，在这自东北至西南长达300余米的地段
上，逐渐形成了诸多景观，今天主要有”镜水飞瀑“、”情
人谷“、”石室烹泉“、”剑辟石“、”蝙蝠洞“和”清潭



看竹“等。

镜水飞瀑

”镜水飞瀑“景点，处于镜水湾景区的西北端，依石壁而建，
瀑布落差达42米，为目前国内单瀑落差最大的人工瀑布之一。

飞瀑直下落于水潭之上，迸起巨大的水花，宛若一朵盛开的
水莲。三道跌瀑，欢腾跳跃，水花飞溅，银亮一片。阳光照
射下，在瀑前空中一片弥漫的水雾中，可以看到一道绚丽的
彩虹。

情人谷

从”镜水飞瀑“景点向西南拐个弯，便进入”情人谷“景点。
这里有3根石柱和几条链子。相传，青年恋人只要在这柱子面
前立下山盟海誓，再男左女右，将两人的?quot;锁”在同一
根链子上，然后静静地待上一个时辰，情侣双方便会心律同
一，相爱相恋，终生不渝。

石室烹泉

“情人谷”景点之南，为“石室烹泉”景点，系柯岩古八景
之一。石室高大幽深，外阔内窄，犹如巨蟒张口，气势恢宏。
洞内水积为潭，潭水自岩隙中涌出，终年不断。

此潭又名“天王塘”。相传唐朝末年，越州出了一个少年才
子，姓罗名隐，命相极贵，后人称他为“罗隐王”。后来因
灶神误告，玉帝派天兵天将下来拆去了他的龙骨，富贵命随
之烟消云散。但由于天兵天将在匆忙中漏掉了他的嘴巴骨没
有拆去，因此以后罗隐虽然再也做不成皇帝了，但嘴巴却
还?quot;圣旨口“，说什么就应什么。有一天，他来到这东
山山崖下观景，口中自言自语地说：”这块悬岩好险呀，像
是要塌下来的样子。“不料话音未落，那悬岩就哗地一声整



个儿塌了下来，将罗隐压在下面。从此以后，你只要远远对
着峭壁喊一声”罗隐“，就会隐隐听到他的回答：”嗯……"
当然，这不是罗隐的应声，而是峭壁的回声。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五

去年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去绍兴游玩。经过了长达五个小
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充满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鲁迅故
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浮雕上刻着的“鲁迅故里”四个大字，
显得格外苍劲有力。顿时，一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
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

走进街巷，这里人山人海、人流如潮、热闹非凡。街道两旁
有着许多古香古色又不缺乏现代气息的建筑。商店里的商品
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各类特色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忍不住驻足品尝。走着走着，便来到了鲁迅故居，他的家可
大了，七拐八拐的，好多屋子。绕过正厅，有一个园子，那
就是有名的百草园，鲁迅儿时的乐园。也是人们最向往的地
方，许多游客在此拍照留念。在前厅院里，有几尊铜像，一
边是和蔼可亲的继祖母摇着扇子给小时候的鲁迅讲：“猫是
老虎的师傅”的故事，看见一旁坐在椅子上的鲁迅认真听故
事的样子，想象着当时的情形，此刻的我忍不住沉醉在当时
的故事中。

走出百草园不远就到了鲁迅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在讲堂的中
央有一块扁，上面刻着“三味书屋”四个醒目的大字，石扁
下面是一幅画，画上有一只梅花鹿正伏在一棵古树下。画前
面，正中是先生的座位，一张八仙桌，一把高背椅子，桌子
上照老样子整齐地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把戒尺。学生的书桌是
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分列在四面，东北角上的那张是鲁迅用
过的。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有时把纸蒙在《西游
记》一类的小说上描绣像。鲁迅的书桌上刻着一个“早”字。
字是横着刻的，很像一个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又像一支小巧
玲珑的火把。爸爸告诉我这个“早”字有一段来历：鲁迅的



父亲害了病，鲁迅一面上书塾读书，一面帮着料理家务，天
天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有一天早晨，鲁迅上学迟到了。
教书认真的寿老先生严厉地对鲁迅说：“以后要早到！”勤
奋好学的鲁迅听了，没有说什么，默默地回到座位上，就在
那张旧书桌上，刻了个小小的“早”字。他把一个坚定的信
念深深地刻在心里。从那以后，鲁迅上学再没有迟到过，而
且时时早，事事早，毫不松弛地奋斗了一生。

从鲁迅故居出来，天色渐暗，天空飘起了细细的雨丝，踏在
窄窄的青石板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家似乎都沉醉在
这迷人的夜色中。随手取出一把茴香豆，跟随爸爸妈妈上了
摇摇摆摆的乌篷船，在头戴乌毡帽，手摇轻篙的船家带领下，
结束了一天愉快的旅行！

文档为doc格式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六

8月13号上午，我们来到了鲁迅故居。

进入了鲁迅故居，我们每人拿了一副导视图。我看到上边写
着，鲁迅原名周树人，鲁迅故里是鲁迅先生诞生和成长的地
方。故土包括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

鲁迅故居建于清嘉庆年间。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此。
在此生活至18岁区域，南京求学，后回故乡任教，也基本居
住于此。

我们先来到了鲁迅祖居，墙上有一副照片，上面是鲁迅子孙
三代的合影，鲁迅祖居的旁边就是三昧书屋。这是当时绍兴
中最有名的书塾。鲁迅12到17岁就读于此，曾因替父买药而
迟到，在课桌上刻早字，警醒自己。然后我们又来到了百草
园。听导游介绍说这是周家的菜园，鲁迅年幼时。经常在此
游戏玩耍，成年后曾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专文回忆。



文中提及的泥墙根至今保存完好。

我要好好找几篇鲁迅的作品来了解他的光辉历史。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七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市区的鲁迅中路，是一条独具江南风情的
历史街区，而这条街上的鲁迅故里，是原汁原味解读鲁迅作
品，感受鲁迅当年生活情境的场所。

我们来到大门口，门口有一堵墙，墙上画着鲁迅抽烟的图画。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几个儿童雕像，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
聊天，又好像在玩耍。

踏着青石板路往前走，路的左边是乌篷船码头，小河上，乌
篷船晃晃悠悠地荡着，这已经成为绍兴的一道风景。

石板路旁边就是三味书屋，那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地方，这
里发生了许多故事。石板路两旁还有许多特色的小店，有臭
豆腐店，有黄酒店，有工艺品店……最有特色的要数绍兴黄
酒了，那里的黄酒酒精度含量很低，我一个人就喝了一瓶。
我们正在鲁迅纪念馆游玩，突然下起了暴雨，让我们猝不及
防，一瞬间就淋成了落汤鸡。

湿淋淋的我们来到一家商店里面游玩，有一个老爷爷正在题
扇，他的名字叫沈长轩，93岁了。爷爷为我们题了一副扇子，
刚劲有力的字体，慈眉善目的爷爷，我们和爷爷合了影，然
后去了鲁迅故居。

鲁迅家的房子很大，房梁也很高，感觉像是一座巨人住的房
子，鲁迅其实也是一位巨人——文学巨人。鲁迅家的后院叫
百草园，里面都是些杂草，据说鲁迅小时候经常和朋友在里
面玩。走出鲁迅家的屋子，有一个卖青瓷的商店，我们在琳
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了一套餐具，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的



旅行就结束了。

旅行虽然结束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的精神鼓舞着
我，我不但对鲁迅先生更加敬仰了。

参观鲁迅故居的心得体会篇八

寒假里，我们全家来到了绍兴鲁迅故居：绍兴，是一座历史
文化名城，从古至今，人杰地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
家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原名周树人。

鲁迅故居里主要有纪念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组成。刚跨
进鲁迅故居的大门，一行醒目的大字映入了我的眼帘：鲁迅
光辉的一生：1881年——1936年，一旁便是他的雕像。我迫
不及待的走上前去合影留念，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写的《自嘲》
里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的内心
不禁腾起了一股崇敬之情。我先去了百草园，那里的院落很
深。看到过好多间房子，拐过好多条过道，才走进鲁迅的童
年乐园百草园。院子里有不少游人，多是大人，还有几个孩
子。园子小很普通，生长着与别处一样的树、。一样的草、。
一样的菜苗，但游人却看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那样虔诚。
我们读过很多鲁迅名著，吸取过鲁迅精神的营养，一走进鲁
迅的故居就生出一种神圣感。一种崇拜心情，即是这片小小
的百草园，也视为一块圣地。

我们又来到了鲁迅的家。那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在他的屋
前有几尊铜像，一边是和蔼的祖母摇着扇子，给鲁迅讲故事，
而鲁迅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听着祖母讲的故事。还有几个
小孩子也坐在小凳子上，认真地听着鲁迅祖母讲的故事。

最后，我们来到了鲁迅纪念馆，那里有他写的许多书，如
《朝花夕拾》。《阿q正传》。《狂人日记》。《社戏》等等。
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要回家了，这一次的游览，让我对鲁
迅有了深深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一定会在来这里，



对鲁迅有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