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导游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

　　（开场语）

　　欢迎来到素有“六朝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美誉的南京参观游览。我是江苏省中旅的导

游员ｘｘｘ，大家可以叫我ｘ导，或者小ｘ。我身旁这位是司机ｘ师傅，他的驾驶技术十分

了得，请大家放心。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俩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次美好的南京之旅。

　　（南京总括）

　　南京以“博爱之都”闻名海内外，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全市面积 659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 741.3 万人，下辖 2 县 11 区。

　　（地形地貌）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的中心地带，主要是丘陵盆地地形，城区附近东有紫金山，西有清凉

山，南有牛首山，北有栖霞山。紫金山由东向西延伸，从南京城中横穿而过，使南京城南城

北形成了两条水系，南为秦淮河，北为金川河。除此之外，还有玄武湖和莫愁湖宛如两颗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南京的城东和城西。

　　历史沿革）

　　南京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朝代在此定都，

分别是：东吴、东晋、南朝时的宋、齐、梁、陈、以及后来的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中华

民国，故而南京又被称作“六朝古都”、“十朝都城”。历朝历代为南京留下了许多名字，如：

金陵、秣陵、建邺、建康、蒋州、江宁、昇州、集庆、应天、天京等，有些名字作为南京的

地名沿用至今。

　　（交通、经济、科教）

　　今日南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等运输方式齐全，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同时，南京也是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全国六大通讯枢纽之一。目前已形成

了以“电子、石化、钢铁、汽车”四大支柱产业。金陵石化、南汽集团、熊猫电子等著名企

业实力雄厚、产品畅销国内外。此外，南京科教实力雄厚，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教

育、科技的发达，为南京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品牌）

　　南京城市品牌众多，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等称号。南京的绿化水平全国闻名，森林覆盖率达到 23%。南京的市树是雪松，市花为梅花。

　　（特产）

　　说到咱们南京，不得不提的就是与“吃”、“喝”、“玩”、“穿”相对应的四大特产:盐水



鸭、雨花茶、雨花石和云锦。

　　著名风景区）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南京丰富的旅游资源，东以钟山风景区为主，囊括了中山陵、明孝陵、

灵谷寺以及玄武湖；西以石城风景区为看点；南以著名的秦淮风光带为主打；北以沿江风景

区为主，包含了长江大桥、阅江楼和静海寺等景点。

　　（结语）

　　集山、水、城、文为一体的南京，山川形胜，虎踞龙蟠，大气磅礴，正以博大的胸怀迎

接着八方来客。

　　

南京导游词（中山陵）

　　人们常说:不到故宫、长城就等于没去过北京；不到外滩船游浦江、登东方明珠或金茂

大厦就等于没去过上海；不长到西湖、宋城就不知杭州的千年风情；那么不到中山陵你就等

于白来了一趟南京。大家都是大老远出来旅游的，有的以前也许来过，有的以后可能再来，

还有的可能旅游完这一趟以后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多看一看其中的经典精华少留

一些遗憾。

　　说起中山陵，当然要提到它的主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先生

本名孙文，字逸仙。因为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用过“中山樵”的化名，所以他在国内

被尊称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 1866 年 11 月 12 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

一个农民家庭。他先后求学于檀香山、香港等地，毕业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后来他弃

医从政，并于 1905 年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提出了“驱除按虏，恢复中

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著名纲领，及三民主义学说。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

发后，孙先生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次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此

后，经历了“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风风雨雨，1921 年他在

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在 1924 年 1 月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同年 11 月他应冯玉祥之邀抱病北上讨论国家大计，终因积劳成疾，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

北京逝世。

　　中山陵的墓址是孙先生生前选定的。你们也许会问；孙先生出生于广东，逝世在北京，

毕生为革命奔波于各地，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呢？据说，早在 1912 年孙

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灵谷寺的住持和尚就曾向他推荐过这块“前临平川，后拥青嶂”的

风水宝地。当年 3 月 31 日，中山先生为求南北和平统一，毅然辞去总统之职。4 月初的一

天，他与胡汉民等人到明孝陵一带打猎，来到现陵墓所在地休息。孙先生环顾四周，对左右

说，我将来死后，想向国民求得这块土地以安葬。当然，紫金山的气势风水还不是孙先生作

此决定的根本原因。孙先生临终前嘱咐：“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

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因此，尽管孙先生在南京停留时间并不长，但南京



对于孙先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选择南京紫金山为墓址，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纪念辛亥革

命，激励革命同仁。

　　中山陵是由年轻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钟形图案。于 1926 年 3 月 12 日孙先生逝世一周年

之际，举行了奠基典礼。历时３年多，耗资 150 万银元，中山陵终于在 1929 年春竣工。令

人惋惜的是，建筑师吕彦直在主持建陵过程中，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不幸与孙先生一样身

患肝癌，在工程临近尾声时病逝，年仅 35 岁。1929 年 6 月 1 日举行奉安大典，孙先生的遗

体从北京运到南京。从此 60 余年，孙先生一直长眠在这里。中山陵的建造可以说是南京城

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年为了迎接孙先生灵枢，南京修筑了第一条柏油马路——西起中

山码头，东至中山门，长达 24 里的中山路。直到今天，中山路依然是南京最主要的交通干

道之一。同时改造翻修了明代城门朝阳门，并改名为中山门。在中山门到中山陵之间还修筑

了一条陵园路。

　　大家现在所在的即是中山陵前的半月形广场。请朝南看，广场正南是一座八角形石台。

台上那尊双耳三足的紫铜宝鼎，重 5000 公斤，高 4.25 米，腹径 1.23 米，是中山陵纪念性

装饰之一。此鼎铸于 1933 年秋，由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和戴季陶捐赠。鼎一面铸有“智、

仁、勇”三个字，是中山大学校训。鼎内竖有一块六角形铜牌，上刻戴母手书《孝经》全文。

由广场踏阶而上，迎面是一座四楹三阙门的冲天式石牌坊。这座牌坊建于 1931~1933，高 12
米，宽 17.3 米。建坊用的都是大块福建花岗岩，但采用的却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形式。大家

抬头可以望见坊额正中金光闪闪的“博爱”两字。这两个字是孙先生的手迹，原出自唐韩愈《原

道》“博爱之为仁”一语。据说孙先生生前最爱题这两字送人。孙先生毕生以伟大的博爱精

神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奋斗不息，可以说“博爱”二字正是对他一

生的高度概括和最好写照。

　　由博爱坊向前走，是一段长 480 米，宽数十米的墓道。中山陵的整体设计，突出中国的

传统风格，庄严肃穆，独具特色。为了体现孙先生的崇高伟大，中山陵沿用了古代依山为陵

的惯例，将墓室筑于海拔约 160 米的全陵最高处。此外，整个陵区的建筑植被讲求中轴对称，

更给人以法度庄严之感。请大家向前看，朝北顺坡而上，依次有陵门、碑亭、祭堂和祭堂后

的墓室等建筑。而墓道两边的这些雪松、桧柏、银杏、红枫两两相对，代替了古代惯用的石

人石兽，象征着孙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雪松是世界四大观赏树种大一，现已成为南

京市的市树。

　　墓道尽头是平台。根据吕彦直的设计，整个陵墓平面为“木铎”形。铎，就是平常我们

说的大铃挡。在古代它是用来宣布政教法令和战争令的。铎的声音宏亮，而且传得很远，有“使

天下皆达道”的喻义。陵墓选用这样一个图式，让人不禁想起孙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需努力”的名言，其用意也正在警示后人。这里的平台广场就是当年吕彦直设计的”自由

之钟”的下缘。这座宏伟的三拱门，是陵区的正式开端。它高 16 米，宽 27 米，进深 8.8 米，

也是用福建花岗岩筑成的。中门横额上是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中

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说国家政权不是哪一家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

老百姓的天下。这是孙先生毕生奋斗的理想，也是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的极好注解。

　　过了陵门便是碑亭。亭正中这块 9 米高的巨碑上，刻有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手书的“中国

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24 个馏金颜体大字。当初讨论立碑时，

计划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分别撰写铭文、墓志铭等。可花了两年时间也没写出来。大家都



认为先生的思想功绩是文字所无法概括的、于是索性不写铭文，改用现在的形式。出碑亭，

迎面石阶层层叠叠。南京人常说中山陵的台阶像是卢沟桥的石狮子——数不清。所以来这儿

游览的客人常常要问：中山陵究竟有多少级台阶呢？各位朋友，大家不妨也来数数看吧。

　　来到临近顶端的平台，可以看见一对大铜鼎，上刻“奉安大典”字样，是当时上海市政

府捐赠的。大家仔细看，会发现在左边那个鼎下面有两个洞。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是

1937 年末日军攻占南京时向中山陵炮击造成的，这两个洞就是当时留下的弹洞。如今虽时

过境迁，但这两个弹洞仍时时提醒我们莫忘国耻。距此不远的前方还有一对仿古青铜鼎，那

是由孙先生的儿子孙科一家敬赠的。

　　大家登上顶台，由此既可鸟瞰，更宜远眺。置身此间，背倚巍巍钟山，耳听阵阵松涛，

更觉伟人的浩然正气与大自然同存。祭堂处在钟山半山腰，从博爱坊到祭堂总共有 392 级台

阶，高差约 70 米，平面距离 700 米。如从碑亭数起则有 290 级台阶。建筑师为避单调，将

这 392 级台阶分作 10 段，每段１个平台，总计有大小 10 个平台。更妙的是，从下向上看时

一望到顶，石阶连绵不断，不见平台；而各位现在朝下看时，却反而不见台阶，只见平台了。

这 392 级的数字并非巧合，而是暗喻了当时全中国三亿九千二百万同胞。一路登行，“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对中山先生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现在大家面对的就是祭堂和墓室，这是陵墓的主体部分。当年吕彦直督建至此，就因身

患绝症而逝，常令后人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祭堂是仿木结构宫殿式建筑，长 30
米，阔 25 米，高 29 米，四周有堡垒式的小建筑物，并有两座高 12.6 米的华表拱卫。祭堂

屋顶为重檐九脊，上覆蓝色琉璃瓦，外墙全用香港花岗岩砌成。祭堂门额上有“民族”“民

生”“民权”阳文篆字，这是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最基本最概括的指导思想。居中的“民生”

门相上端，又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四字直额。

　　请各位跟我进入祭堂。祭堂内部以云南产白黑色大理石铺地。堂内有直径 0.8 米的黑色

石柱 12 根，四周墙壁下嵌黑色大理石。大家可以看见东西两壁上所刻的孙中山手书《建国

大纲》全文。整个祭堂以黑白蓝色为基调，均为中国传统孝色。而镶嵌彩色玻璃的内窗，在

阳光照射下却显出另一番西洋风味。如此中西合壁的风格，正与孙先生融贯中西的精神气度

相契合。祭堂正中是孙中山着长袍马褂的石刻全身坐像。像高 4.6 米，底座阔 2.1 米。这座

雕像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法籍波兰雕刻家保罗．阿林斯基受孙中山葬事委员会之托，用意大利

白石雕刻而成，并于 1930 年从巴黎运至中山陵的，全部造价 150 万法郎。坐像下四面的 6
幅浮雕是截取了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６个片断。它们分别是“如抱赤子”“出国宣传”“商

讨革命”“国会授印”“振聋发聩”和“讨袁护国”。

　　经过祭堂来到墓室。墓门分两道，第一道是两扇美国产的紫铜保险门，门上的门钉和铜

环上的神兽（椒图）极富中国传统特色。门楣上刻“浩气长存”横额，取孙中山为黄花岗烈

士墓所书手迹。第二道门为独扇铜门，上刻张静江所写“孙中山先生之墓”七个篆字。

　　墓室是半球形封闭建筑，顶呈西式穹隆状，以马赛克镶成国民党党徽图案。室内圆形，

铺以大理石，直径约 18 米，高 11 米，四壁以淡红色大理石贴面。正中的圆形大理石圹，直

径 4.33 米，深 1.7 米，四周围是１米高的白色大理石栏杆。圹内墓穴上安放着孙先生穿中山

装的大理石卧像，这是捷克雕塑家高琪按孙先生的遗体形象所作。孙先生的紫铜棺就安放在

卧像下５米左右处。为什么祭堂内的坐像身着长袍马褂，而这里却改穿中山装了呢？原来当



年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矛盾尖锐，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主张塑像穿长袍马褂；而左派则主张穿

中山装。两派意见不合，结果各搞各的，就出现了上述情况。各位朋友，孙先生的遗体究竟

是否还在中山陵，这是每一位来这里的游客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自孙先生逝世后，他的

遗体的确是历经磨难。1925 年 3 月 12 日孙先生逝世时，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暂时被安

置在北京香山碧云寺。1926 年，被北伐军打败逃到北京的军阀张宗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

为孙先生的遗体压住了他的风水。于是他打算要焚化遗体。后经爱国将领张学良派兵保护，

遗体才得以保存，但已受到空气侵蚀。1929 年 5 月 28 日灵柩由津浦铁路从北京运抵浦口，

6 月 1 日运达中山陵。奉安大典仪式完毕后，即用水泥将灵柩浇入圹中。墓穴用花岗岩垫底，

四周建隔墙，紫铜棺下有一特制楠木垫，棺上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当年公祭时，站

在石圹边，扶栏即可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准备将遗体运往重庆；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又曾想将遗体迁往台湾，但由于爆破墓穴势必会损坏遗体，因而受到

工程界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左派的极力劝阻，终于使遗体得以安然保存至今。

　　沿祭堂外广场两侧后壁有一道门，通向墓堡公园。中为墓室宝顶，呈覆钟形。墓堡后墙

设有“中山陵建设史料展”，近 200 幅珍贵历史资料展现了中山陵的建设和中山先生的遗体

奉安全过程。

　　除了陵墓主体建筑外，中山陵周围还有一些纪念性建筑设施。包括藏经楼、音乐台、光

化亭、行健亭、仰止亭、流徽榭等等。它们大多是 1929 年奉安大典后，各界人士和海外侨

胞友人捐款修建而成。另外，位于梅花山顶的博爱阁，是一位台湾同胞捐资兴建的，于 1993
年 11 月 12 日孙先生诞辰 127 周年时落成。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奉献着。解放后，中山陵受到国家高度重视，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作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的中山陵

每年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炎黄子孙与国际友人。人们怀着对中山先生伟大精神的崇敬

与景仰来到这里凭吊拜谒。在两岸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今天，面对目前海峡两岸

的现状，海内外炎黄子孙都衷心期盼着祖国统一、繁荣昌盛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彼时彼刻，

倘若孙中山先生泉下有知，必会含笑长眠的。

　　谢谢大家！

　　

南京导游词（夫子庙）

　　【景点概况】

　　1、秦淮河简介

　　2、夫子庙景区特色及历史沿革

　　3、5A 级景区等 

　　各位游客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秦淮河畔夫子庙游览。 



　　秦淮河古名淮水，又叫龙藏浦，相传是秦始皇开凿，又称秦淮河。秦淮河是南京人民的

母亲河，起源于溧水的东庐山和句容的宝华山。秦淮河在南京城东分成两支，一支从通济门

外的东水关入城，经夫子庙，到水西门外的西水关出城，称为内秦淮河，全长约 10 里，其

沿河两岸，从六朝起便是望族聚居之地，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儒学鼎盛，素有“六朝金粉

地，十里秦淮河”之誉。另一支从城外流过，成为南京城东、城南、城西的护城河。两支在

城西汇合，注入长江。南京夫子庙通常是指位于南京城南秦淮风光带中心位置的集观光、购

物、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仿古建筑的商业区。南京夫子庙是一座仿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具

有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整体布局集“庙、市、景”合一，将儒家文化、科举文化、民俗文

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夫子庙，又叫孔庙、文庙，是祭祀和供奉孔

子的庙宇。南京夫子庙始建于宋景佑元年（1034 年），现夫子庙是 1986 年重建，依然保留

前庙后学的布局。现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庙前广场】

　　1、大照壁的体量及作用

　　2、泮池的由来及作用

　　3、文德桥及“文德分月”奇景

　　4、聚星亭、天下文枢坊、魁星阁及棂星门简介 

　　现在我们就来到夫子庙前的广场，这是夫子庙的中心地区。 照壁是秦淮河南岸的一段

朱红色石砖墙，照壁起遮蔽和装饰作用，是整个夫子庙建筑群的开始。它建于明万历三年

（1575 年），长 110 米高，10 米，为全国照壁之冠。 

　　照壁的北面就是泮池，意思是“泮宮之池”。泮池是文庙前的规制。南京夫子庙前的泮

池与众不同，它是利用内秦淮河天然河道而形成，半月形，南部呈半圆。 

　　文德桥在泮池西侧，因儒家提倡文章道德而得名。据考证，由于桥向与子午线方向一致，

所以每逢农历 11 月 15 日，在桥的两边分别可以看到桥影将水中明月分为两个半月，这一景

观被称为“文德分月”。 

　　西侧的这座六角重檐亭子叫“聚星亭”，取“群星毕集，人才荟萃”之意，初建于明万

历十四年（1586 年），曾几经兴废。这座四柱三门的大牌坊为天下文枢坊。孔子乃天下文章

道德之中枢也，故得此名，这是进入孔庙的标志。东侧这座临街傍水的楼阁式建筑，叫做奎

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曾两次被毁，1985 年重建。这座门叫棂星门，“棂星”是古代天

文学中的“文星”，在此表示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门是石结构的，六柱三门，棂星门东

西两侧便是东市、西市。 

　　【大成门、露台】

　　1、大成门的涵义



　　2、甬道及孔子门生塑像。

　　3、露台的规模、用途及陈设

　　4、孔子青铜像 

　　走过棂星门，便是孔庙的正门大成门，也叫戟门。因孔子被追封为“大成至圣先师”，

故而得名。甬道两侧立着每尊高 1.8 米的八座孔子门生的汉白玉雕像，为孔门十二哲中最有

名的八位：闵损、冉耕、冉求、端木赐、冉雍、宰予、言偃和仲由。 

　　大成殿前有一露台，也叫丹墀，是祭祀和歌舞的地方。露台高 1.4 米，东西宽 21.8 米，

南北长 14 米，四周有云头望柱 24 根，台前两侧设有两只石灯笼。丹墀上有尊孔子青铜雕像，

像高 4.18 米，重 2.37 吨，为全国最大的一座孔子青铜像。露台两旁的碑廊陈列有赵朴初、

林散之、武中奇等 30 位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共有 30 余块碑石。 

　　【大成殿】

　　1、大成殿的规模及建筑特色

　　2、大成殿的用途及内部陈设

　　3、仿吴道子孔子像、孔子圣迹图等 

　　现在请各位游客随我进入孔庙主殿——大成殿。它高 16.22 米，阔 28.1 米，深 21.7 米，

殿堂七开间，四周殿廊上环立着 26 根仿木圆柱。这是一座气势巍峨、重檐歇山顶的仿古建

筑。正面屋檐下海蓝色竖匾上有“大成殿”三字，比喻孔子集大成之意；屋脊鸱吻是造型精

美的“双龙戏珠”立雕，这在同类建筑中属首创之作；屋面覆盖青色小瓦所体现的清秀之势，

与北方孔庙屋面采用黄色琉璃瓦的富丽恢宏之势明显不一样，更显随和、入俗之意。 

　　大成殿内供奉着孔子的画像，高 6.5 米，宽 3.15 米，是国内最大的孔子画像，为画家王

宏喜按照唐吴道子的孔子画像用一年的时间画成。两旁是颜回、曾参、孟轲、孔汲四亚圣的

汉白玉塑像；东西两侧摆放有古代庆典时演奏的乐器，有築、琴、卧箜篌、编磬、编钟、古

筝、鼓等。大成殿的四周墙壁上还悬挂着 38 幅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镶嵌壁画，称“孔子圣

迹图”；是浙江乐清 200 多名匠师采用玉石、翡翠、黄金、珠宝等贵重材料，耗时三年雕成。

总价值 580 万人民币。表现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光辉典范。 

　　【碑刻】

　　1、玉兔泉点到即可

　　2、五块古碑的名称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口古井叫“玉兔泉”，玉兔泉旁边这块碑叫《筹措朝考盘费碑》。记载



了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捐白银作为附属七县考生赴京会试公车经费的经过。这四块石碑，第

一块是《孔子问礼图碑》，记载了春秋末年孔子从家乡曲阜去周王城洛阳考察典章制度的经

历。第二块碑是《集庆孔庙碑》，第三块碑是《封至圣夫人碑》，碑上刻有文宗加封孔子妻为

至圣夫人的诏书。第四块碑是《封四氏碑》，讲的是文宗皇帝加封颜回、曾参、孔伋、孟轲

为四亚圣之事。 

　　【学宫大门】

　　大门内外所悬匾额的名称及书者 

　　学宫位于大成殿后方，门楣上方题有“大明国子学”，门内匾额上题有“东南第一学”，

是由乾隆年间的状元秦大士题写的。 

　　【明德堂】

　　1、明德堂的名称由来及用途

　　2、仰圣亭和习礼亭的名称 

　　明德堂是学宫的正堂，也是夫子庙地区唯一未被破坏的古建筑。当年，这是学子们集会

的地方，每月朔、望日朝圣（即孔子）之后，学子们集中在此听训导师宣讲圣教和上谕（伦

理和政府法令），以培养学子们忠君爱国的思想。可能有的朋友要问；各地孔庙中只有“明

伦堂”，为何南京夫子庙例外，叫作“明德堂”？原来当年南宋宰相文天祥北上抗金，路过

南京时，刚好明德堂复建完工。人们请文天祥题字，文天祥亲自手书，改“明伦堂”为“明

德堂”，以明效忠国家、报效民众之志气，故沿用至今。现在这块匾额是后人模仿文天祥手

迹写成。明德堂现被辟为雅乐宫，演奏古典宫廷雅乐，再现古代雅乐风情。 

　　庭院西边为仰圣亭，内铸有青铜“圣音鼓”；东边为习礼亭，内铸有青铜“礼运钟”。鼓

名和钟名均为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题写。 

　　【尊经阁及其周边】

　　1、建筑特点及用途

　　2、“尊经阁”匾额的书写者

　　3、尊经阁周围建筑的名称 

　　“尊经阁”是一座重檐丁字脊歇山顶三层古建筑，始建于明朝中期，古时候为教谕讲课

的讲堂，楼上藏有《十三经》、《廿一史》等。尊经阁现为民俗风情陈列馆，展出有彩灯、云

锦、刻经、金箔等。匾额由我国当代书坛女杰萧娴题写。 

　　与尊经阁并排而立的是崇圣祠和青云楼。崇圣祠祀孔子父母，现为梨园。青云楼清时改

为图书馆。尊经阁后小高地，叫卫山，建有敬一亭，亭内立皇帝御题的“敬一箴”，作为生



员士子的座右铭。所谓“敬一”就是对孔学的敬业之意。 

　　【其他】

　　金陵灯会、徽派建筑特色、夫子庙特色小吃、秦淮八艳、秦淮画舫、名人旧居等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八，夫子庙都会举行“金陵灯会”，热闹非常。这一带的徽派民

居建筑也很有特点，“粉墙黛瓦，高低错落”，“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夫子庙

美食街有以“秦淮八绝”为代表的各种特色小吃。泮池北岸的背景墙上有大型浮雕《秦淮流

韵》，其中的“秦淮八艳”是明末清初的卞玉京、顾横波、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董小

宛、陈圆圆、李香君。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乘坐秦淮画舫，泛舟河上，欣赏美景，回顾历史。

夫子庙周围还有吴敬梓故居、王谢故居、乌衣巷、李香君故居等景点，大家可以自由参观。 

　　

南京导游词（总统府）

　　【景区概况】

　　各位游客好：今天我们参观的景点是总统府。总统府位于长江路 292 号，是中国近代史

开始，同时也是结束的地方，因为他曾先后作为明朝的汉王府、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太平天

国时期的天王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办公处所和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以及总统府的办公场

所。历经明、清、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四段历史；现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现在我给各位介绍下今天我们的游览路线；首先我们是沿着景区的中轴线参观，途径大

堂和子超楼；然后抵达景区的东线，参观行政院、中国晚清与民国历史资料馆、天朝宫殿历

史文物陈列馆和清两江总督史料展馆；各位请随我进入景点参观。 

　　【大门】

　　1、“总统府”题字 

　　2、建筑特色及细部描述 

　　首先各位看到的是总统府的大门。整个门楼成品字型，是一座西洋式古典大门。大门建

于 1929 年，门楼为仿古罗马风格，正面开三券拱门，每扇门设有铁门，原为法国进口，后

复原；门两侧修饰有 8 根爱奥尼柱。门楼之上悬有“总统府”3 个大字，是 1948 年 5 月，

经非法国大选举，蒋介石任总统时悬挂于此；字体由原监察院副院长周钟岳题写。请随我走

进大门，各位会发现门楼原来为两层半结构；一楼为卫兵室，也是门房；二楼为卫兵宿舍；

三楼为升降旗帜的平台；1949 年的 4 月 23 日我们解放军解放南京，占领总统府时就是在这

里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起红旗的。 

　　【大堂】 



　　1、大堂的历史沿革 

　　2、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间、地点 

　　3、“天下为公” 匾额及其出处 

　　4、四周墙上悬挂的六幅油画名称 

　　5、礼堂的用途及蒋介石、李宗仁在此地登基正副总统 

　　6、沿途经过之所，如二堂、内外宾会客厅、八字台阶、麒麟门与政务局大楼等（点到

即可）

　　穿过大门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院落，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原是当年的“朝房”，

后改为收发室，现已辟为旅游纪念品商店。院落正北面就是大堂了，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时

期的真神金龙殿，又叫荣光大殿，是洪秀全大朝的地方。1864 年太平天国失败后，这里被

翻改为清两江总督署的大堂。1912 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原打算在这里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转

到暖阁举行。国民政府时期这里是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现在内梁之上悬挂着“天下为

公”四字匾额，为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厅堂墙壁上悬挂有代表总统府历史的六幅油画，分别是：天国风云、敕治两江、

共和肇始、国府西迁、国共和谈和煦园曙光（备注：掌握每段历史背景更重要）；各位请随

我继续参观，穿过大堂，左手边为大礼堂；这里原是清代两江总督署的中式花厅，民国时这

里是举行重大典礼的活动场所。如 1948 年蒋介石、李宗仁就任“总统”、“副总统”的就职

大典。走过二堂，穿过八字大台阶；八字台阶东西两间原为内宾外宾接待室；穿过当年专供

蒋介石出入的麒麟门，就来到了总统府史料陈列展厅；走廊的尽头就是子超楼了。 

　　【子超楼】

　　1、子超楼名称由来及楼的建筑特色 

　　2、子超楼内部布局 

　　子超楼为国民政府时期的中枢办公大楼，建于 1934 年，1935 年完工，1936 年正式投

入使用。此楼为了纪念任国民政府主席时间最长的林森而得名，林森，字子超，所以叫“子

超楼”。1948 年 5 月，蒋介石召开非法国民大会，并被选为总统，李宗仁任副总统。蒋介石

和李宗仁就在此办公，故又称该楼为“总统府办公大楼”。楼前有两株高大的雪松，为林森

亲手栽种。该楼摒弃了二十世纪 30 年代流行的中国官方建筑的宫殿式大屋顶，顶部采用钢

筋混凝土浇制，立面采用西式的建筑平面组合与立体构图，中间高、两边低、呈品字型。整

幅建筑简洁明快，富有层次感。现在我们进楼参观：一楼文书局，主要管理中枢文告、政令

和玺印、文印。二楼为秘书长办公室和正副总统办公室，北两间为秘书长办公室，旁边为副

总统李宗仁办公室，正南面的套房是蒋介石的办公室从东面第一间为书房；中间这间是蒋介

石的办公室；办公室墙面上悬有蒋介石的戎装大帅服肖像，硕大的办公桌斜对门摆放，桌面

上摆放着两部电话及一本台历，台历的日期为 1949 年 4 月 23 日，这正是南京解放的时间，

历史在这里做了个定格。办公室的旁边为接待室。三楼南面为总统府会客室，曾是国民政府



林森、蒋介石及李宗仁会见重要宾客的场所。正中这一大间，是国务会议厅，会议厅的北墙

面上有一汉白玉条石，上有林森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为国民时期提倡的

八德。条石的上方有中山先生像两侧配有中华民国国旗。厅内长桌成山字形，配高靠背皮椅；

国务会议每两周召开一次，主要讨论和制定国事。会议厅旁还有一间休息室。四楼和五楼不

对游人开放；游客们到此为止，总统府的中轴线游览结束。接下来请随我从东边的甬道进入

东花园参观游览。 

　　【煦园】4 分钟 

　　1、煦园简介：名称、面积及院中特色等 

　　2、东部花园的特色及院中主要景点 

　　3、西部花园的特色及两组对景 

　　4、三段碑、乾隆之御碑亭等碑刻 

　　煦园也称西花园，因朱高煦而得名，位于总统府西侧，是一座别具特色的江南古典园林。

占地 1.4 公顷，由于巧妙运用了“叠山，理水，建筑，林树”四大要素。使得它意境隽永。

再加上数百年来此地主人公皆为历史风云人物，使得它名声大震。全园可分成三个部分游览，

一是园门前的小院，二是东半部以建筑山石为主的园林，三是西半部以瓶状水池为中心的园

林。我们先来到了一个三角形院落，这就是煦园的序了。粉墙上开一圆门，上面写着“煦园”，

由清大学士英和所书；这是煦园的入口。进园后左边是一座由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山上有六

角亭一座。有石阶登顶，可俯瞰全园。循路前行，这个建筑为桐音馆，正中匾额题书“桐音

馆”。古代桐音指琴音，又引申为知音。这是主人款待知心好友的地方。现桐音馆三字是林

散之先生题写的。桐音馆西南有一个双顶的亭子，这叫方胜亭，俗称鸳鸯亭。方胜，又称双

菱，是两个菱形相叠。亭基方胜，上为双顶。远观似双亭并立，近看却一亭独伫，小巧玲珑，

颇为别致。这是民国前江南唯一的方胜亭。方胜亭西侧是太平湖，这是西花园的中心。太平

湖水池形如巨大的花瓶，南北走向，整个水池面积约占全园面积的一半多，池壁全部用太平

军从明故宫城墙上拆来的城砖修建的。池中有两组对景：南为不系舟，北为漪澜阁，西是夕

佳楼，东是喜上眉梢榭。通往不系舟的入口处是太湖石叠成的门洞，依稀像一个“繁体”的“寿”

字。穿过小桥，登上一艘建于水中的石舫，名为“不系舟”，是乾隆十一年（公元 1746 年）

两江总督尹继善为迎接皇帝南巡而建造的。乾隆称之为“不系之舟” ，“载舟昔喻存深慎，

磐石因思永奠安”，是说自己要居安思危，江山社稷才能稳如磐石。船上原匾额为乾隆所题，

已无存，现字为费新我所书。乾隆、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曾于此休憩。与“不系舟”相对景

的是一座建于池中露台之上，四面环水的建筑漪澜阁，现在展出了以“南京临时政府军政主

官寻踪”为主题的史料。太平池的西岸是夕佳楼，双层檐顶，三面临水。取名夕佳，意指此

为黄昏赏景佳地。夕阳无限好的时候，登楼而望，池水鉴平，亭、台、阁、榭，无不光彩四

射，而水中倒影亦是金光耀眼，摇曳生辉。夕佳楼围以曲栏，此栏名为“吴王靠”，因过去

的绘画作品中常见仕女临水半依，团扇轻拂，故又称“美人靠”。与夕佳楼隔水相望的是喜

上眉梢榭，这里是一处观赏晨曦(晨光)的佳地，同时也是早读的好地方。夕佳楼后面墙壁上

镶嵌有一古碑：天发神谶碑，又天玺纪功碑。因发现时即断为三截，故又有“三段碑”之名。

原碑是东吴孙皓天玺元年发现的，意为上天保佑孙皓江山稳固，孙皓因此而将年号改为天玺。

此碑系宣统元年两江总督端方所复制。碑文有篆书笔法写隶书，是罕见的书法珍品。沿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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