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故宫导游词(优秀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一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沈阳市全体市民对各位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沈阳的风景名胜之一
的“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是清太祖迁都之际草
创，清崇德元年(1636年)由皇太极建成。1644年，大清迁都
北京，“沈阳故宫”从此成为“陪都宫殿”。“沈阳故宫”
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修建并使用过的宫殿，距
今巳有360余年的历史。在全国现存宫殿建筑群中，它的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仅次于北京故宫居全国第二位。它是中国历
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祥重地，也是清统一中国后东
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楼台殿阁各式建筑70余座，
由20多个院落组成，总计房屋300多间。故宫按自然布局分为
中路、东路和西路三部分。

中路：是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南端是大清门，也是
故宫的正门。向北依次是崇政殿、凤凰褛、清宁宫，它们都
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



大清门是日常朝会时文武大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接受
群臣谢恩之处。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降清后，就从此门进入，
受到皇太极的接见。大清门东侧这处建筑叫祖庙，祖庙是爱
新觉罗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因是天子的祖庙也称“太庙”。

(东路)沿着后花园主路东行。从后门进入东路。在门前有一
处影壁墙，又称照壁。个位仔细看墙上的图案。大家会发现
上面所雕绘的图案为仙鹤，而非我们在电视中常见的北京故
宫中的龙图案。这也是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区别之四。步
入沈阳故宫的东路。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气势恢宏广场建
筑群。其主要建筑有大正殿，十王亭，銮驾库，奏乐亭构成。
我们先来看看广场正面的大正殿。远观大正殿形如一座亭子。
他的建筑学名称是：八角重檐攒尖顶大木架结构建筑，清代
俗称为“八角殿”。它既是整个宫殿群中最先完成的建筑，
也是装饰艺术和使用制度方面最具特色者之一。殿顶最高处
是五彩琉璃宝顶，由宝瓶、相轮、火焰宝珠等几个主要部分
构成，并装饰着浮雕云龙，色彩斑斓，美丽吉祥，是吸收了
佛塔塔刹的艺术特色而精心设计的。同样精彩的是。紧贴宝
顶下部的八条垂脊上，各立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胡人力士，
深目高鼻、紧衣小帽，虽然姿态各异，但都好像是在用力牵
引绳索加固宝顶，构思巧妙，仪态生动，十分精彩。

大政殿的两层殿顶都用琉璃瓦覆盖，装饰在殿顶垂脊部位的
行龙脊兽、檐下的斗拱彩画，也都以其富丽和别致的风格，
烘托出这座大殿的庄严神圣。大政殿外观共有内外两圈三十
二根红柱，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侧殿门外两柱上的金龙，昂首
探爪仿佛正欲争攫中间的火焰宝珠，形态栩栩如生，具有极
强的装饰效果。在殿柱顶端的外侧，各有相貌威猛、非狮非
牛的兽面。据说这是藏传佛教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把它装饰
在建筑上，既能带来吉祥又可体现统治者的威严。大政殿内
檐柱间的八面，各装有六扇隔扇门而并无砖墙，门的上半部是
“斧头眼”式的棂格，下部裙板中间则各镶有木雕的金漆团
龙图案，更增添了殿体周围的美感。夏天时将门卸下形如凉
亭，通风效果极佳。冬天时内生火盆市内温暖如夏。大政殿



建筑在须弥座台基上。

四面都设有石阶踏跺，正南殿门前的一组中间是石雕云龙陛
路，是皇帝出入大殿的御路。这里的石雕栏板、望柱、抱鼓、
石狮等，都带有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民间的风格，朴实生动，
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正殿共有八面，四处台
基，寓意大金国四平八稳。

我们走上大正殿参观。大政殿内是不设天棚的“彻上露明
造”装修。八根十余米高的彩绘金龙大柱直插殿顶。穹顶正
中是圆形的木雕金漆降龙藻井，周围的天花彩画，靠里侧的
是万福万寿万禄万喜八个篆书汉字图案。外侧的一圈则分为
八组，每组由一个梵文字图案和四个龙凤图案构成。这些精
美别致的.天花装饰，既具有富贵祥和的气氛，又带有神圣的
宗教色彩。与之相呼应的，还有殿内各个方向姿态各异的云
龙和兽面、莲花、如意等木雕装饰，成为融合多民族艺术风
格的壮美景观。在殿内挂有康熙皇帝手书的对联“神圣相承
恍睹开国宏猷一心一德;子孙是守长怀绍庭永祚卜世卜年。”

大正殿在建成之初叫做“大衙门”。因为早期满语中并没有与
“殿”相应的词，而是用从汉文中音译的“衙门”一词来形
容它，所以把“大殿”称为“大衙门”。皇帝地就在大正殿
内处理政务。在大正殿的两侧分别排列有十座小亭。这就是
有名的“大正殿十王亭”。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体现了当时
满族国家的政治特色，在建筑布局和风格上还具有浓厚的民
族特色。史书中记载，努尔哈赤、皇太极率领八旗军队外出
驻扎时搭设的蒙古包式帷幄，有时就是皇帝用大一些的“黄
幄”，而八旗贝勒大臣们则分别用排列在其前两侧的八
座“青幄”，大政殿和十王亭的排布、瓦色、造型都与之十
分接近。因此，人们也把这“一殿十亭”叫做“帐殿式”布
局，视为带有游牧狩猎民族特点的宫殿建筑的典范。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二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也是举世仅
存的满族风格宫殿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和艺术价值。20xx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沈阳故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沈阳故宫位于沈阳老城中心，初建时叫“盛京宫阙”，清迁
都北京后又称“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并被尊为“国
初圣迹”。 它始建于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基本建成
于1636年（崇德元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营
造和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福临也在这里继位称帝，改元顺
治，并于当年入关，统治全国。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康熙、
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曾先后10次“东巡”盛京祭祖，都
到此“恭瞻”，或驻跸处理朝政和举行盛大庆典，并有所扩
建。沈阳故宫是清王朝定鼎中原前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
也是清统一全国后东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最后完成
于1783年（乾隆48年）。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100余所500多间。按其
布局分为三部分，即东路、中路和西路。东路建筑为努尔哈
赤时期所建，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中路建筑主要是皇太极时
期所建，曾演绎过许多历史故事；西路建筑建于清乾隆年间，
以储藏《四库全书》而闻名。

[东路]

沈阳故宫东路建筑主要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从建筑形式上
看，它们都是“亭子式”建筑，好像11座“帐殿”依次排列
在广阔的广场中。这种建筑形式脱胎于女真民族戎马生涯中
的帐殿，是游牧民族“帐殿”制在皇宫建筑上的反映。 大政
殿俗称八角殿，又叫“大衙门”、“笃恭殿”。它外高18米，
是一座八角重檐攒尖顶“亭子式”建筑。大政殿作为17世纪
初的建筑杰作，融汇了满、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的艺术



风格，是沈阳故宫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十王亭又称“八旗亭”，在广场两侧呈八字形排开，每边5个。
从北自南，东边分别为左翼王亭，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旗亭；西边为右翼王亭，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亭。左
右翼王亭是当时左右翼王办公的地方。八旗亭是八旗旗主办
公的地方，也是在大政殿举行朝会和典礼时各旗官员集结之
处。这种建筑形式是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宫殿建
筑上的反映。（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政治
制度??）

[中路]

中路的宫殿，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是大清门、崇政殿、凤
凰楼、清宁宫，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进入大清
门，就进入了中路的第一进院落，东有飞龙阁，西有翔凤阁。
它们都是两层，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建筑，里面陈列着乾隆东
巡时带到沈阳故宫的乐器。

大清门俗称午门，也是就故宫的正门，为五间硬山式建筑，
是当时文武群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皇太极接受群臣谢
恩之处。当年，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祖大寿等降清后，就
是跪在大清门前谢罪和请降，受到皇太极接见的。

崇政殿原名“正殿”，俗称“金銮殿”，崇德元年定名
为“崇政殿”，是沈阳故宫中路最重要的建筑。是清太宗皇
太极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外国使臣和边疆少数民族代表
的地方。这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636年（天聪十
年），皇太极在这里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大
清”；1644年（顺治元年）清迁都北京后，历代皇帝东巡驻
跸期间都要在这里举行谒陵礼成大典。

龙宝座，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殿外月台上东南角有“日晷”，它是利用太阳的投影和地球
自转的原理，借指针所产生的阴影的位置来显示时间的；西
南角有“嘉量亭”，它是我国古代的标准量器，含有统一度
量衡的意义，象征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月台上还有四口大缸，
都盛满清水以防火灾。古代称它们是“门海”，象征缸中水
多似海，可镇火灾，所以又称“吉祥缸”。

眼前这座建筑就是凤凰楼，处于“前朝后寝”的中间，建
在3.8米高的青砖台基上，是一座三层歇山式建筑，原名叫翔
凤楼，是皇太极休息、宴会和读书之所。清入关后，曾用以
存放帝王的画像、行乐图及清初皇帝的玉玺。凤凰楼正门上
方悬挂的“紫气东来”金字横匾，是乾隆皇帝的御笔，意识
是大清朝国力强盛的福气是从东方的盛京来的，表达了清代
皇帝对祖先创业之地的顶礼膜拜。下层的门洞是连接台上、
台下的通道。凤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又是当时盛京最高的
建筑，所以有“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传称，并被列
为盛京八景之一。 第三进院落南起凤凰楼，北至清宁宫，东
西各有二宫，是一组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这就是皇太极
的后宫，为皇太极和后妃们的住所。

清宁宫原叫“正宫”，为五间硬山式前后廊式建筑，是沈阳
故宫中最具满族住宅特色的建筑。东一间是皇太极和孝端文
皇后博尔及吉特氏的寝宫，称“暖阁”；寝宫分为南北两室，
各有火炕，又称“龙床”。1643年（崇德八年）皇太极就在
南炕上“端坐无疾而终”，终年52岁，后葬于昭陵。西侧三
间通连，北、西、南三面搭成相连的环炕，称为“万字炕”，
是帝后日常饮食起居及会见、宴请亲眷的厅堂。门开在东面
第二间南面，形如口袋，称为“口袋房”。清宁宫的烟囱在
清宁宫的后面，从地面垒砌，略低于房脊，从正面看不见，
非常的有特点，一会绕过去就能看到。其“口袋房、万字炕、
烟囱出在地面上”的布局，反映了满族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

索伦干在清宁宫正门前的庭院南端，满族人称它为“神杆”。
木杆下方上圆，底部镶有石座，顶端安有锡斗，全部用红漆



涂染。它是满族人用来祭天用的。祭天时，在锡斗内放上五
谷杂粮或猪的杂碎，以敬乌鸦，这反映了满族萨满教的灵禽
崇拜观念，据说也和乌鸦救主的观念有关。

清宁宫两侧的东西配宫，都是皇太极和妃子们的居住之所。
东配宫有关雎宫，衍庆宫，西配宫有麟趾宫和永福宫。四宫
中以永福宫最为著名，1638年（崇德三年），清世祖福临就
出生在永福宫。

[西路]

沈阳故宫西路是为了适应皇帝东巡的需要而增建的一组建筑，
主要有文溯阁、戏台、嘉荫堂和仰熙斋，套院相接，多而不
乱，有较浓的文化气息。

是黑琉璃瓦绿剪边，这在沈阳故宫中是独一无二的。根据五
行八卦之说，和代表水，书最忌火，以黑瓦为顶象征以水克
火之意。

文溯阁后为仰熙斋，是皇帝读书之所。阁前宫门外有嘉荫堂，
左右有出廊，南面有戏台，是乾隆、嘉庆时期皇帝东巡赏戏
的场所。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吴，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始
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
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
殿。清世祖福临也曾在这里继位，改元“顺治”、并于当年
入关，统治全中国。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



计300多间，共组成20多个院落。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中
路和西路三大部分。我们计划游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游览，
现在我们已将到了，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事项。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
不要走丢了。第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如果找不到了，
请拨打我的手机。第三，不要乱扔东西，讲卫生。第四，保
持安静，不要大喊大叫。好了，出发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
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
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625年，建成
于1636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进关后对盛京皇
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形成今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
的十王亭、万宇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
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
机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
号”。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
街的中心，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主要建筑有
大政殿，十王亭、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文溯
阁等。大政殿是用来举行诸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迎接将
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大典的地方。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
旗大臣办事的地方。这种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的现象，体现
了创业初期君臣平等的历史，也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君臣
平等的延续。到了入关后，从北京故宫开始，这种平等被逐
渐打破，最终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

中间高耸的建筑是沈阳故宫里唯一的烟囱。故宫里每一个房



间的炕火都从地下的通道汇聚到这个烟囱里，这是他们一统
天下的思想的象征。这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上面一级只有三
块砖构成。导游说，这个一统天下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
语：清朝共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做了三年江山，就
是那三块砖的预示。想当年努尔哈赤在修建这个一统天下烟
囱的时候，如果早知如此，肯定会加多几层吧？！

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三个小时后在这里准时集合。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四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我是你的导游，沈梦。你可
以叫我沈导游或梦幻导游。我更希望你添加我的梦想指南。
好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沈阳古城繁华的中心，有一座
雄伟的清宫建筑群。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的建筑按照建造时间和布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
别是东路、中路和西路。这一天，我们将遵循这个命令。首
先，参观东路大楼。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闻名于国内外。
在这个五彩缤纷、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有特色
的是我们面前的大正殿。

大正殿始建于1620年，是处理国家大事和举行庆典的主要场
所之一。作为最早使用和最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要的历
史事件都在大正殿的舞台上上演。

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是皇帝面对王朝，文武官员等待王
朝的地方。它通常被称为“吴朝门”。大青门的屋顶铺着黄
色的琉璃瓦，内衬绿色的饰边，既保留了传统的尊黄观念，
又体现了满族人对家乡山川森林的深切关怀。这构成了区别
北京紫禁城的一个特征——宫殿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用绿
色的饰边装饰。



穿过清门，可以看到北面的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
是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会议的地方。

亲爱的朋友们，古代宫殿建筑的布局很精致“前朝”后就
寝；。我见过皇帝上朝的金殿。请跟我去参观皇帝的卧室。

凤凰楼，当年沈阳市最高的建筑，是宴饮议事的地方，
叫“但是你只要爬上一段楼梯，视野就会扩大300英里。很合
适。爬凤凰楼俯瞰周边，盛京尽收眼底，看日出。“丰楼小
日”它是盛京八大著名景点之一。

亲爱的朋友们，穿过凤凰大厦底层的通道后，我们进入了皇
后们居住的舞台上的五官。舞台上的五大特色是清宁宫、关
雎宫、林芝宫、延庆宫和永福宫。

此时此刻，请跟随我去拜访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端门叫“暖阁”，是皇帝的卧室。暖阁分南北两个
房间，两个房间都装有耐火材料。1643年8月9日，皇太极在
暖阁去世，享年52岁，葬于沈阳北陵的昭陵。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请跟随我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
年至1783年，主要包括:舞台、嘉荫堂、文素阁等。

说到文素阁，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和四库全书。为了加强文
化统治，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欲访天下之书，十余年后
编纂成大型丛书。此书分经、史、书、集四部，故称《四库
全书》。该书成书后，全国共抄录七本书，建立七个藏书馆，
沈阳故宫文素阁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那里，我们的访问即将结束。希望故宫之旅给你留下完
美的回忆。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五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叫王xx，是你们的导游，大
家可以叫我王导，年长的游客们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小王，好
了，先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行程，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沈阳故宫。

说道故宫，大家肯低昂想到的都是北京故宫，启示不用到北
京也能看到故宫的，没错那就是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我国
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另外一个不用我多说大家应该
都知道是哪一个了吧，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宫内建筑
物保存完好。

现在大家就在沈阳故宫的门口，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规模比占
地72万平方米的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建筑上有自
己的特色，这些就需要有颗朋友们自己去体会品味了，这里
现在是沈阳最重要的游览点。

沈阳故宫建于1625年，是后金第一代汗努尔哈赤开始修筑。
努尔哈赤死后，第二代汗皇太极继续修建成功。沈阳故宫的
建筑布局可以分为三路。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
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续建的大中阙，
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睢宫、衍庆宫、
启福宫等。西路则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嘉荫堂和仰熙
斋等。乾隆时皇宫已在北京，但他有时也“东巡”回沈阳看
看。

现在我们来到了沈阳故宫的东路，这里是很有特色的。大政
殿居中，两旁分列十个亭子，称为十王亭。大政殿是一座八
角重檐亭子建筑，正门有两根盘龙柱，以示庄严。大政殿是
用来举行大典，如颁布诏书，宣布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
和皇帝即位等的地方。从建筑上看，大政殿也是一个亭子，



不过它的体量较大，装饰比较华丽，因此，称为宫殿。大政
殿和成八字形排开的十座亭子。其建筑格局乃脱胎于少数民
族的帐殿。这十一座亭子，就是十一座帐篷的化身。帐篷是
可以流动、迁移的，而亭子就固定起来了。这也显示了少数
民族文化的一个发展。 崇政殿是沈阳故宫最重要的建筑，在
中路，是皇太极日常临朝的地方。崇政殿北有一凤凰楼，三
层，是当时盛京城内最高的建筑物。沈阳故宫博物馆所陈列
的多半是旧皇宫遗留下来的宫廷文物。如努尔哈赤用过的剑，
皇太极用过的腰刀和鹿角椅等。沈阳故宫博物馆陈列的艺术
品也很丰富。在绘画陈列室里，有明、清两代一些大师的作
品如清李鳟、金农、明文征明书画精品、陶瓷、雕刻、织乡、
漆器等工艺品。

我的讲解就差不多，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自己去观赏一下，
半个小时候我们在这里集合，谢谢大家的配合。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六

大家好！我是小吴，这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沈
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0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
（1636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
过的宫殿。清世祖福临也曾在那里继位，改元“顺治”、并
于当年入关，统治全中国。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
建筑计300多间，共组成20多个院落。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
中路和西路三大部分。我们计划游用三个小时的时光去游览，
此刻我们已将到了，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事项。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
不要走丢了。第二，要在规定的时光内集合，如果找不到了，
请拨打我的手机。第三，不要乱扔东西，讲卫生。第四，持
续安静，不要大喊大叫。好了，出发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
在建筑艺术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



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620年，建成
于1636年，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进关后对盛京皇
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到乾隆时基本构成今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
的十王亭、万宇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
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
机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更是“别无分
号”。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
街的中心，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主要建筑有
大政殿，十王亭、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文溯
阁等。大政殿是用来举行诸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迎接将
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大典的地方。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
旗大臣办事的地方。这种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的现象，体现
了创业初期君臣平等的历史，也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君臣
平等的延续。到了入关后，从北京故宫开始，这种平等被逐
渐打破，最终构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

中间高耸的建筑是沈阳故宫里唯一的烟囱。故宫里每一个房
间的炕火都从地下的通道汇聚到这个烟囱里，这是他们一统
天下的思想的象征。这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上方一级只有三
块砖构成。导游说，这个一统天下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
语：清朝共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做了三年江山，就
是那三块砖的预示。想当年努尔哈赤在修建这个一统天下烟
囱的时候，如果早知如此，肯定会加多几层吧？！

下方，请大家自由参观。三个小时后在那里准时集合。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七

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

东路——为 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于一六二
五年开始创建，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殿顶满铺黄琉璃瓦且镶绿色
剪边，十六道五彩琉璃脊，大木架结构，榫卯相接，飞檐斗
拱，彩画、琉璃以及龙盘柱等，是汉族的传统建筑形式;但殿
顶的相轮宝珠与八个力士，又具有宗教色彩。大政殿内的梵
文天花，又具有少数民族的建筑特点。在建筑布局上与十大
王亭组成一组完整的建筑群，这是清朝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
上的具体反映。

中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于一六二七
年至一六三五年建成，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地
方。凤凰楼于1627年—1635年建成，是当时皇帝进行政治活
动和举行宴会的地方。清宁宫修在三点八米的高台上，是五
间硬山前后廊式建筑，在东次间开门，寝宫和宗教祭祀连在
一起，西屋内三面火炕和火地，窗从外关，烟筒设在后面，
这是满族的建筑特点。这些宫殿镶嵌的龙纹五彩琉璃，栩栩
如生，雕刻彩画精致生动。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的大中阙，
包括 大清门、崇政殿、 凤凰楼以及清宁宫、 关雎宫、衍庆
宫、 永福 宫等。

西路——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等，于一七八二年
建成，是清朝皇帝“东巡”盛京(沈阳)时，读书看戏和存放
《四库全书》的场所。整个建筑设计和布局，反映了皇帝的
所谓“尊严”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封建统治者建筑这样规模的宫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
痛苦和灾难，驱使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农民，日以继夜的劳动，
木材要到浑河上游的丛山峻岭的原始森林去砍伐，砖瓦要从
三百多华里的海州(今辽宁省海城)烧制，耗费无数人力畜力
运到沈阳。故宫的每座殿宇，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凝结



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修建这座宫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无法统计，仅用砖瓦一项就折银六十八万两，约合当时四十
五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沈阳故宫博物院不仅是古代宫殿建筑群，还以丰富的珍贵收
藏而著称于海内外，故宫内陈列了大量旧皇宫遗留下来的宫
廷文物，如努尔哈赤的剑，皇太极的 腰刀和 鹿角椅等。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八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今天我们参观的是沈阳风景名胜
之一的“沈阳故宫”。

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是清朝入关
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创建的皇宫。又称“盛京
皇宫”。清朝入主中原后改为陪都宫殿和皇帝东巡行宫，现
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沈阳故宫设在沈阳“井”字形大街的中心，分为三部分：东
路为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时
期建造的大中阙。西路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等。

现在就让我们从东路开始游览吧！

东路的大政殿是一座八角重檐亭式建筑。正门有两根盘龙柱，
以示庄严。大政殿用于举行大典。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
旗大臣办事的地方。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路。中路的大中阙包括大清门、
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睢宫、衍庆宫、庄福宫等。
崇政殿俗称“金銮殿”，全是木结构，五间九檀硬山式，辟
有隔扇门，前后出廊，围以石雕的栏杆，此殿是清太宗日常
临朝处理要务的地方。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路。西路是以文溯阁为主体，
前有戏台、扮戏房、嘉荫堂，后有仰熙斋、九间殿。文溯阁
是六间二楼三层硬山式建筑，是专为存清代百科全书而建的。

沈阳故宫博物院不仅是古代宫殿建筑群，还收藏了大量宫廷
文物。

好了，先说这些，请大家细细欣赏！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九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们此次游览的景点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4a级景
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阳故宫。首先呢，我们一
起来看一下沈阳故宫的平面图。

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25年。先后经过三次大规模建设，形
成了东、中、西三路格局。东路建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
主要建筑是大政殿和十王庭;中路建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主
要的建筑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西路呢，建于
清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是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
它因存放《四库全书》而闻名。那么作为我国现存最完好的
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呢，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遥相呼应，
却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现在呢我们就来领略一下昔
日皇宫的风采。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路建筑的大清门，它俗称午门，也就是
沈阳故宫的正门。是当时文武群臣候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
皇太极接受群臣谢恩之处。那么这座门为什么叫做大清门呢?
正统的说法是清朝的国号为清，皇宫的正门就是国门，所以
称为大清门。还有一个传说，这座木门呢在建成之后呢并没
有名称，只是叫做大门。后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听说
北京明朝皇宫的宫门叫大明门，于是为了体现针锋相对，就



将此门命名为大清门。

我们穿过大清门，现在正面的建筑就是崇政殿。崇政殿原
名“正殿”，俗称金銮殿。崇德元年定名为崇政殿。它是皇
太极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接见外国使臣和边疆少数民族代表
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崇政殿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建筑，殿顶铺黄琉璃
瓦，镶绿剪边，那么请各位游客注意的是殿顶的琉璃瓦，有
去过北京故宫的朋友一定会清楚地记得北京故宫的琉璃瓦是
黄色的，而沈阳的琉璃瓦是黄色镶绿剪边。那么这是沈阳故
宫与北京故宫的重要差别之一。

我们走上月台。那么在月台两侧分别有用于计时的日晷，和
用于存放标准计量单位的嘉量亭。我们看到在月台上呢还设
有四口大缸，那么大家知道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吗?那我告诉大
家吧，他叫做“吉祥缸”古代称它是“门海”，是皇宫中重
要的防火设施，象征缸中水多似海，可以镇火灾。

我们走上须弥座。抬头看上方的牌匾是用满文和汉文书写
的“崇政殿”。请游客看左边的满文，我们有个形象的比
喻“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文字
儿”。那么沈阳故宫的牌匾都是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而北
京故宫的牌匾都是汉文在左，满文在右。那么这是沈阳故宫
与北京故宫的差别之二。

我们抬头看崇政殿内上方悬挂的“正大光明”匾额，是由顺
治皇帝手谕的。下面呢是皇帝的宝座，据说宝座上绘制雕刻
有8条金龙，再加上坐在宝座上的真龙天子，正好是中国古代
最大的阳数九条龙。现在崇政殿呢，我们就游览到这里。

眼前的雄伟建筑呢，就是凤凰楼。它建在3.8米高的青砖台基
上，为三层歇山式建筑。它原名翔凤楼，是皇太极休息、宴
会和读书之所。我们看到正门上方悬挂的“紫气东来”横匾



呢，是由乾隆皇帝手谕的。意思是大清朝国运强盛的福气是
从东方的盛京传来的。那么凤凰楼不仅是当时后宫的正门，
又是当时盛京城的最高建筑，所以有“凤楼晓日”之称，并
被列为盛京八景之一。传说呀当年站在凤凰楼上就可以看到
抚顺城呢。

穿过凤凰楼呢我们来到了一处院落，此处呢就是皇太极的后
宫所在。我们正面的是皇太极的中宫“清宁宫”。它原名正
宫，是沈阳故宫中最具满族住宅特色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门呢开在靠东的一侧。形如口袋，所以称为“口袋房”。
东一间呢是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又称
暖阁。寝宫分为南北两室，各有火炕又称龙床。1643年，皇
太极就在这里‘端坐无疾而终’，终年52岁，后葬于昭陵。
那么在东侧第二间的窗下呢，设有两口大锅，它是用来干什
么的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两口锅是用来祭祀的。满族人信奉
萨满教。人们将热酒灌进猪的耳朵，如果猪耳朵有晃动即表
示神灵已经接收该祭品。如果不动，则表示神灵不满意，则
本次祭祀活动不能在进行下去了。那么猪由于受到刺激就会
摇头，满族人认为此时的猪已经通神，成为连接天地的媒介。
于是呢就将猪宰杀后洗干净，切成大块，放入北侧的两口大
锅里清水煮熟，那煮熟的肉呢就饿放入木槽中供奉给神灵享
用，然后再分给参加祭祀的人们，称为“吃福肉”，满族人
相信吃了福肉，福气就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西一侧的房间，西侧呢三间通连，北、西、
南三面搭成相连的环炕，称为“万字炕”，这里既是皇帝举
行内宫便宴之处，也是满族巫人萨满为皇帝和国家祈神的地
方。

清宁宫与汉族建筑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烟囱建在屋后，而
且是从地面向上垒起的。一会我们在绕道后面看这个烟囱。
清宁宫的这种“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建在地面上”的建筑
特点具有满族特有的民族风格。



我们出了清宁宫呢，大家看到的这其他四座寝宫分别是：关
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我们下面逐一参观。

关雎宫是皇太极一生中最宠爱的宸妃——海兰珠的寝宫。海
兰珠是中宫皇后的亲侄女，永福宫庄妃的亲姐姐。海兰珠嫁
皇太极时已经26岁，但皇太极却对海兰珠有着很深的感情。
海兰珠由于亲生的八皇子早逝，终日郁郁寡欢，在崇德六年
病逝。在他死后两年，皇太极也去世了，据说皇太极的早逝
与两年前宸妃的病逝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衍庆宫，是皇太极淑妃的寝宫，其女，被皇太极嫁给多
尔衮为妻

这是麟趾宫，是皇太极贵妃娜木钟的寝宫，其子博果尔曾在
皇太极死后成为福临皇位的最大竞争者。后成为朝中重臣。

我们最后来看看皇太极后妃中地位最低的永福宫。永福宫是
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宫室。若论及对清政权的影响，庄妃的
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她四位后妃，被后人评价为清朝历史上最
有作为的后妃。庄妃也是中宫皇后的亲侄女，关雎宫海兰珠
的亲妹妹。庄妃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辅佐了三位皇帝成就
大清的基业。康熙二十六年，庄妃病逝，享年75岁。成为清
朝后宫中寿禄最长的女人。

大家看，在庭院的西南角立着的红色木杆称为索伦杆，木杆
顶端有锡斗。满族人称它为“神杆”。它是用来喂养乌鸦的。
那么游客们是不是会疑问，为什么满族要祭祀乌鸦呢?其实这
于一个关于乌鸦的传说有关。满族的先祖有一次在被仇家追
杀时，曾绝望的躺在地上，这时恰巧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
仇家经过此地，认为乌鸦是不会在有活人的地方停留的，就
这样满族的祖先得救了。后来满族人为报答乌鸦救祖先一命
的恩德，开始供奉乌鸦，祭祀的时候把猪的内脏放到锡斗里
来供养乌鸦。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清宁宫后的这根烟囱，也是当年
沈阳城内唯一的一根烟囱。寓意“一统江山”。大家数一下
烟囱有多少层?……对一共有十一层，我告诉大家在十一层上
面还有三块砖。那么这怎么讲哪?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清朝有
多少位皇帝，又有多少位是寿终正寝的?……对清朝一共有12
为皇帝。其中11位寿终正寝。末代皇帝溥仪只做了三年的.皇
帝。正好和这十一层零三块砖“一统江山”吻合。

好了，朋友们沈阳故宫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的讲
解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30分钟，
30分钟之后，我们在正门集合。

沈阳故宫导游词篇十

沈阳故宫始建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是清太祖迁都之际草
创，清崇德元年(1636年)由皇太极建成，沈阳故宫导游
词。1644年，大清迁都北京，“沈阳故宫”从此成为“陪都
宫殿”。“沈阳故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修
建并使用过的宫殿，距今巳有360余年的历史。在全国现存宫
殿建筑群中，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仅次于北京故宫居全
国第二位。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祥重地，
也是清统一中国后东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楼台殿阁各式建筑70余座，
由20多个院落组成，总计房屋300多间。故宫按自然布局分为
中路、东路和西路三部分。

中路：是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南端是大清门，也是
故宫的正门。向北依次是崇政殿、凤凰褛、清宁宫，它们都
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

大清门是日常朝会时文武大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接受
群臣谢恩之处。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降清后，就从此门进入，
受到皇太极的接见。大清门东侧这处建筑叫祖庙，祖庙是爱



新觉罗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因是天子的祖庙也称“太庙”。

顺着大清门北面的御路拾阶而上，台正中便是气势宏伟被称作
“金銮殿”的政殿。它建于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崇德元
年定名为崇政殿。崇政殿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建筑，南北辟有
隔扇门，前后是石雕栏杆。殿顶盖为黄琉璃，十分壮观。殿
内掾间绘满飞云流水，梁架上全部是“和玺”彩绘，给人以
高洁典雅之感。殿内明堂有堂陛，前是金龙蟠柱，柱后有贴
金雕龙扇面大屏风和金龙宝座，宝座两侧有鼎式香炉、轩辕
镜和太平有象等装饰之物。殿前有大月台，月台东南角有日
晷，西南有嘉量亭，都由大理石雕造而成，导游词《沈阳故
宫导游词》。在月台上还设有四口大缸，都盛满清水以防水
灾。古代称它是“门海”，来象征缸中水多似海可扑灭火灾，
所以又被称作是“吉祥缸”。因为北方天气寒冷，所以每到
冬天，就要在缸底点燃炭火。崇政殿是清太宗日常朝会议政
的地方，1636年皇太极的称帝大典及清天聪十年四月“后
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典礼就在这里举行。1644年清迁都
北京后，历代皇帝东巡时，都在这里临朝听政。

崇政殿前，东西各有五间厢楼，东为飞龙阁，西为翔凤阁。
殿后是一个院落，院正北有一座高约4米的.高台，台上是皇
太极极其后妃的寝区。沿台阶走上去便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高
楼----凤凰楼。它的原名叫翔凤楼，直到1743年才有凤凰楼
之称。凤凰楼是清宁宫的门户，也是皇帝策划军政大事和宴
筵之所。它与崇政殿同期建成，康熙二十年重修。楼为三层，
是三滴水式建筑。每层深广各三间，周围有回廊，下层的门
洞是联络台上台下的道。风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又是整个
宫殿建筑的制高点。在楼上观看日出，极为美妙。所以“凤
楼晓日”、“凤楼观塔”是沈城著名的景观。凤凰楼正门上
额的“紫气东来”金字横匾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过了凤凰楼就是太宗皇帝皇太极的后宫了。正中是清宁宫，
清宁宫原叫“正宫”，是五间十一檩硬山式建筑。东一间是
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称暖阁。正中隔



一间璧，把寝宫分为南北两室，南北室各有火炕，又称“龙
床”。1643年皇太极就在南室“端座无疾而终”，终年52岁，
后葬于昭陵。西四间为皇帝祭神、行礼的神堂。清宁宫庭院
的东南角有一根朱红色木杆，木杆顶端有锡斗，这木杆叫索
伦杆，满族人称它为神杆。锡斗内放米谷碎肉来喂乌鸦。

清宁宫两侧是东西配宫，东配宫有关雎宫、衍庆宫;西配宫有
麟趾宫和永福宫。东西配宫均为皇太极和妃子们居住之所。
清宁宫西北角有一根由地面垒起，低于屋背的烟囱，人们从
正面是看不见的。从清宁宫这一系列建筑中，我们可以发现
沈阳故宫的两大建筑特点：一是保存了浓厚的满族特色即口
袋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二是宫高殿低，清宁宫及
其四所配宫均高于皇帝议政的崇政殿和东路的大政殿。这是
因为清朝夺取政权前，满族是一个牧猎民族，受生活习惯的
影响，把居住的地方建在高处，以防野兽和洪水的侵袭。这
与北京故宫恰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