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屈原故里行程 屈原故里之行心得体会
(大全8篇)

感恩是一种传递正能量的方式，它能够让我们感染身边的人，
共同创造美好的社会。如何感恩？从容面对挫折和困难，相
信一切都会过去，感恩我们的成长。以下是一些表达感恩之
情的经典范文，希望能给您一些启发。

屈原故里行程篇一

屈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
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屈原的思想和诗词艺术，我参观了屈原
故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首先，屈原故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屈原的伟大才情和爱国情
怀。在屈原故里瞻仰屈原的铜像时，我感到他那高远的仪态
和凝重的目光仿佛还能穿越千年，触动人心。屈原郡公馆中
的屈原典籍陈列馆更是让我深受震撼。在那里，我看到了屈
原留下的大量文章和诗词，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国家的忠
诚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无不令人动容。屈原的故里让我更
加深入地了解到屈原是一名爱国者、文化使者和思想家，他
的思想和作品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屈原故里的风景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览岳麓
山，领略了山水秀美，云雾缭绕之感。还有洞庭湖的湖光山
色，令人陶醉。这些美景与屈原的诗词相互烘托，使我更加
理解了屈原在其中得到的灵感和创作的源泉。我仿佛能够看
到屈原徜徉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借助自然界万物的声音与
色彩，抒发内心的痛楚与愁思。屈原故里让我明白了自然与
人文的亲密关系，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屈原从中获取创作灵
感的深厚原素。

再次，屈原故里的文化氛围让我受益匪浅。屈原故里处处弥



漫着文学的香味。屈原文化艺术中心、汩罗塔、磨叉叠犁等
地，是屈原文化的重要标志。在那里，我参观了举办的屈原
文化讲座、书画展以及屈原诗词朗诵等活动，增加了对屈原
文化的了解，并与一些文化爱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屈原故
里的文化氛围让我逐渐懂得了文化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
精神的追求，还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最后，屈原故里之行让我思考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传
承和发扬屈原的精神遗产。屈原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遗产，他
的思想和作品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很大的启示。我们要通过
广泛宣传屈原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欣赏屈原的诗文艺
术；要通过加强屈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传
承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遗产；还要加强屈原故里的保护和
管理工作，让更多人有机会亲身感受屈原的思想与意境。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屈原的精神遗产。

总之，屈原故里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经验。
屈原的伟大才情和爱国情怀、屈原故里的美景与文化氛围，
都让我深深感受到屈原思想的伟大和屈原艺术的魅力。我将
以屈原为榜样，将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为
中华民族的文明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屈原故里行程篇二

屈原故里秭归端午习俗，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文化空间和
表现形式。农历五月初五为小端阳，五月十五为大端阳，五
月二十五为末端阳，一个端午三次过，主要为纪念生于秭归
乐平里的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今年端午期间，该地
推出的礼俗及文化元素十分丰富，主要有：

1、祭奠屈原。在五月五日上午，众人聚集屈原庙、屈原祠或
长江岸边，设祭坛，拜祭屈原。祭奠设主祭、严祭，敬香上
供，恭诵祭文，跪拜烧纸。今年端午节的祭祀活动，更是别
具一格。不仅有参加活动的领导祭祀屈原，还有海峡两岸的



著名诗人祭祀屈原，以及海峡两岸的屈原后裔祭祀屈原、当
地的群众祭祀屈原。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屈原后裔在屈原故里
祭祀屈原，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2、游江招魂。五月初五或五月十五黎明，龙舟下水前，划手
们随“站头”叩拜天地，饮鸡血酒，隆重地将长块红布挂上
龙舟，即“龙舟披红”。礼毕，众齐到江边安龙头下水，同
时，龙舟中的击鼓人扮屈原之妹屈幺姑，呼唤：“我哥回，
我哥回――”然后，“站头”吹哨舞桡片点标，龙舟开始游
动，唱《起桨曲》。不久舟至江心，便接唱《招魂曲》，呼
唤屈子魂归：安安然然回故乡，好和乡亲过端阳。唱《招魂
曲》、游江的过程中，岸边的人和龙舟上的队员向江中抛撒
用彩线缠绕的粽子。唱完《招魂曲》，龙舟的游江也随之在
水面上划了一圈。此时，便准备正式竞渡比赛。今年端午节，
湖北省外及港澳台龙舟代表队、湖北省内龙舟代表队30多支，
将在中国龙舟训练基地――秭归县徐家冲港湾“游江招魂”。

3、龙舟竞渡。参加比赛的龙舟颜色各异，有黄龙、白龙、红
龙等，划船的人数不等，船尾一人掌艄把握方向，船腰一人
击鼓喊号子，各条龙舟争相前进，场面十分壮观，成为融民
族性、竞争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文化体育活动，一种新的节
日民俗。

4、吃粽子、蒸馍馍。三个端午（阳）都吃粽子（高山不产糯
米的地方是吃粑粑，即蒸馍馍），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会
全家齐动员，用蓼竹叶包糯米，包出三角棱形、中间有红枣
的、绿油油的粽子，或用刚收割的麦子磨出的麦面蒸出又大
又软的粑粑（馍馍），还特意请回出嫁的女儿一起过端午。
端午节前夕，全国85家厂商，在屈原故里秭归展出2000多种
粽子及其他节令食品。这些商家来自广东、江苏、浙江、湖
北等地。

5、喝雄黄酒。端午这天，将雄黄研成粉末倒入酒中，喝少许，
涂于小孩额前耳后，可防虫咬，防毒，洒于房前屋后、床角



墙根，防毒蛇、毒虫。

6、挂艾蒿菖蒲。端午节当天清晨，露水未干时，上山采割艾
蒿、菖蒲，回家用彩带扎上，悬挂大门两旁（三个端午都如
此），避邪祛风。采来的艾蒿除了当天应节外，一年中，不
论何时有什么痛痒时，随时可摘取几枝配以大蒜梗（也可不
配），用水煎煮，洗擦患处或泡脚，可止痒祛风消炎。小孩
消化不良，也可用艾叶煮鸡蛋，将热蛋在孩子肚子上来回滚
动，即可去滞。

7、扎香袋（包）。将艾蒿、雄黄、陈大蒜梗、松、柏或花椒、
胡椒、白果、核桃、瓜子或五种中药材装入布中，以五彩线
缠绕，佩戴胸前，祛邪防病。

8、农民骚坛诗社。骚坛诗社成立于明清时期，延续至今，是
秭归一个民间诗歌组织。其诗歌内容以凭吊屈原、讴歌时代
为主题，社员以爱好诗歌的农民为主，素有“中国第一农民
诗社”之美誉。骚坛诗社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与上海白社、
东坡诗社等全国有名的诗社都有交往。目前，社员已达60人，
范围扩展至秭归县各个乡镇。1949年后诗社曾一度中
断，1982年由农民诗人谭光沛倡导恢复，至今仍年年坚持开
展活动。骚坛诗社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诗稿约x00首，自1982
年恢复骚坛后，社员共写诗填词约4500多首，出版《吊屈原
专集》等骚坛专集x本。其中，78岁的李国杰老人写诗达x00
多首，老社长、农民诗人谭光沛公开发表诗作x0多首。

9、稻场娱乐。末端午夜，家人团聚，亲友云集，同时喜庆夏
收，由一家或数家作东，邀请全村乡亲邻里自娱自乐，跳当
地的建东花鼓戏，唱山民歌，吹打乐合奏，划旱龙船，玩狮
子等，往往通宵达旦。同时，末端午还“送瘟船”，有的
叫“送神船”。至此，端午节过完。

x、世界最长龙舟亮相屈原故里。一艘世界上首次带辅助动力
装置、设计全长为62米的最长钢制龙舟，将于今年端午节期



间亮相当20x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活动。这艘龙舟宽2.4米、
型深0.6米、设计吃水0.4米，可容纳120人同时乘划，拟将申
请大世界吉尼斯。建成后的巨型龙舟全长62米，以纪念屈
原62寿岁。

[浅谈屈原故里十大特色端午习俗原汁原味展现]

屈原故里行程篇三

第一段：

屈原故里之行这次的旅行让我对屈原的人物和他的作品有了
更深的了解。屈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巨人，在屈原故里可
以感受到他的伟大和深远影响。他的作品《楚辞》以其深情
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感动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在我眼中他成为
了一个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巨擘，而且是一个代表着中国文化
的象征。在屈原故里的行程中，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屈原
的影响，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段：

屈原故里之行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屈原的家乡湖南鄂湖的美
丽和独特。这个地方被誉为“屈原故里”，是屈原成长和活
动的地方。我走在湖边，欣赏着湖泊清澈的水面和蓝天白云
的美景，心中涌起了对屈原青年时代的崇敬之情。屈原身世
坎坷，但他一直怀揣着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的伟大理想，不
畏艰难和困苦。站在鄂湖边，我想起了屈原的《离骚》中那句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屈原对
自己追求理想执着信仰的真实写照。屈原故里之行让我更加
理解并尊重这位伟大的文学家。

第三段：

除了游览屈原的家乡，我还参观了屈原的陵墓。陵墓位于鄂



湖陵园内，是对屈原的崇敬和纪念。在陵墓前，我看到许多
人在烧纸祭奠，他们认为这是对屈原的一种敬意表示。我陪
同家长们一同参拜，心中充满了虔诚和敬意。在陵墓前我默
默祈祷，希望屈原在天之灵安息，也希望我们能够继承他的
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会的进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

在屈原故里之行中，我还有幸参加了屈原文化节的活动。这
是每年一度的盛会，是为了缅怀屈原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
举办的。屈原文化节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诗词大会、
舞龙舞狮等节目。我参加了诗词大会，在与其他学生一起表
演屈原的诗词时，我感受到了他的文化魅力和他的作品中所
传递的情感。屈原文化节的活动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屈
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和影响。

第五段：

屈原故里之行是一次对屈原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的感受之旅。
通过这次旅行，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子和
他的作品。屈原的悲剧人生和他对祖国的深情表达让我深受
触动，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我将继
续阅读屈原的著作，学习他的人生智慧，并将之融入自己的
成长和发展中。屈原故里之行带给我很多宝贵的体会和体验，
让我在文化传承和个人成长中都有了更深的意义。

屈原故里行程篇四

屈原故里之行心得体会，颇有些别样的感悟和思考。在这次
旅程中，我不仅领略了屈原的卓越才华和爱国情怀，也深刻
感受到了他对乡愁、对生死、对人性善恶的思考。屈原故里
的悲壮传说和美丽景色令人沉醉，同时也引发了我对自身身
份与人伦关系的思辨。深入了解屈原后，我对自己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产生了新的思考，也对家园和祖国产生了更深的热
爱与敬重。

“屈原故里”位于江西省的九江市，这个地方是屈原诞生和
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投江而死的地方。在屈原故里的旅程中，
我参观了他曾经生活的居住地、祠堂和纪念馆。屈原的贤能
才干和高尚品德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的诗词墨
宝展示了他的卓越才情和爱国情怀，带给我无尽的触动和感
动。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他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丰富
的艺术元素，还蕴含着深层的人生哲理。

屈原故里的美丽景色也给予了我直观的感受。屈原故里四面
环山，水被群山环绕，这里的自然风光美不胜收。在屈原故
里，我参观了湖泊、山峰以及古老的村落，这些景色都是屈
原爱慕的对象。站在屈原曾经生活的地方眺望远处，仿佛能
够看到他当年云游四方的身影。这些自然景色引发了我对乡
愁的思考，屈原离乡的历经苦辛，展示了对家乡的深度眷恋。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屈原诗中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屈
原的离乡伤怀中，他通过这句诗表达了自己的遭遇和对同胞
的关爱。在屈原故里之行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诗意味着
的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要关注社会、关
怀他人，而不仅仅是关注自身利益。屈原的诗词告诉我们，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共同创造
一个和谐的社会。

创作《离骚》这样的伟大作品，并不是靠一时的灵光乍现，
而是通过深度思考和触及灵魂的经历。在屈原的悲壮传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性善恶、官场腐败的思辨。屈原故里之
行，也让我反思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屈原通过自己的
悲愤和对真理的探寻，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正因为他
对心灵世界的独立思考，我们才能继续研究和传承他的思想
和文化。



屈原故里之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屈原的杰出才情和爱国精
神，也激发了我对家园和祖国的深深热爱与敬重。我要向屈
原学习他的爱国情怀和卓越才情，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和素
质，为祖国的繁荣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屈原故里之行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精神和文
化传承的艰辛。

屈原故里之行，让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对自身价值和人
伦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屈原的诗词墨宝和悲壮传说，教会
了我爱国、关注社会、思辨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这次旅程
不仅是一次观光旅游，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启迪。
屈原故里深深吸引着我的心灵，激发了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和对人性善恶的深度思考。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
相信屈原故里的感受和体会会一直陪伴着我，影响着我的一
生。

屈原故里行程篇五

屈原纪念馆坐落在湖北省秭归县的一个半山腰上。

一进山门，高达四米的屈原石就映入人们眼帘，石像两旁的
石壁上，刻满了这文先人流传百世的名著。穿过石像，步入
纪念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吸引了我，当地讲解员用略带沙
哑的.乡音传来：”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两次被
楚王流放。后来，楚王不听屈原的忠告，战败死在秦国，屈
原听到祖国的不幸时，心里十分悲伤，并于当年的五月初五，
投入汨罗江。于是，我国民间每逢五月初五，人们就以吃粽
子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忠臣。”

屈原故里的划龙船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划船前要先唱“招
魂歌”，当我们坐船来到屈原的家时，波涛滚滚的江面上不
时传来那家喻户晓的悲苍歌声：“三闾大夫啊，你听我来
讲......”



屈原故里行程篇六

屈原故里秭归民间端午习俗神奇而独特，当地民众从农历四
月底就开始筹备过端午节，而每年的五月，当地人要过三次
端午节。

在农历五月初五过“头端午”；五月十五过“大端午”；五
月二十五再过“末端午”，整个五月都飘满粽子和艾叶的清
香。

2、躲端阳

“端午比年大，姑娘回娘家。”已婚女子带着丈夫和子女回
到娘家过端午，是端午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民间称之
为“躲端阳”――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诸事多需避忌，因
而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

“躲端午”的起源在秭归有另一个版本，原本民间女子出嫁
后很难再返娘家，屈原被放逐归乡后，其姊返乡劝慰屈
原，“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姊归”，同
乡已婚女子纷纷效仿屈姊回娘家，此后这一习俗也被保留至
今。

3、“骚坛”诗会

在诗人屈原的出生地――乐平里，这里起于明清时期的农民
诗社――“骚坛”延续至今。“骚坛”诗社是一个民间诗歌
组织，诗歌内容以凭吊屈原、讴歌时代为主题，社员以爱好
诗歌的农民为主，素有“中国第一农民诗社”之美誉。

每年在艾粽飘香的五月端午，乐平里总要举办一次诗会。骚
坛诗社的农民诗人们相聚屈原庙，比文赛诗，他们用屈原故
里的土腔土调吟唱着自己的诗作，以骚体诗凭吊屈原。这种
文化习俗代代沿袭，成为乐平里独特的人文传统和景观。



4、游江招魂

在端午节里，很多地方划龙舟，但在划龙舟前举行游江和招
魂仪式，却是屈原故里所独有。相传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
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抱石投江，以身殉国，消息
传到屈乡，乡亲们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演变
为现在的游江招魂。

临江祭祀屈原，龙舟是最为重要的，几天前就将龙船打磨好，
擦上油漆，到祭祀时，首先将龙头安插到龙船上，由德高望
重的老人为龙点睛。杀鸡宰羊将血倒入碗中，一饮而尽，将
碗重重的摔倒地上，告示，赛龙船开始。然后在鞭炮声中龙
船缓缓出水。白龙作为孝龙在前，其它龙船随后，在哀婉的
招魂曲中，开始游江招魂。仪式结束，才开始正式比赛。

5、向江中抛棕子

在端午节包棕子吃棕子，是很多地方的习俗，但在屈原故里
还有一个在游江时向江中抛棕子的习俗。相传乡亲们在打捞
屈原尸体的时候，将粽子纷纷投入江中，让鱼龙虾蟹吃饱，
以免鱼虾蚕食屈原的身体。

在秭归，粽子则寄托了父老乡亲对屈原的思念和崇敬。青色
叶子寓意屈原万古长青，雪白糯米表示屈原纯洁如玉，分明
棱角表示屈原刚正不阿。一颗红枣，代表屈原爱国丹心。

6、喝雄黄酒、稻场娱乐

喝酒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的习惯，但喝雄黄酒却是屈原故里独
有的习俗。相传在乡亲们找寻屈原时，一位老医师想到蛟龙
水兽怕雄黄，便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
水兽，以免蛟龙水兽伤害屈原大夫。

五月二十五“末端午”，秭归当地会有稻场娱乐。末端午夜，



家人团聚，亲友云集，同时喜庆夏收，由一家或数家牵头，
邀请全村乡亲邻里自娱自乐，跳花鼓戏，唱山民歌，吹打乐
合奏，划旱龙船，玩狮子等，往往通宵达旦。同时，末端午
还有“送神船”活动。至此，秭归的端午节才算正式结束。

7、公祭屈原

从南北朝开始秭归就有了由官府出面组织端午祭祀屈原的历
史，为区别于民间祭祀而称为“公祭”。在婉转凄切的鼓乐
箫声之中，主祭如歌如吟地读着歌颂屈原美德的祭文，百姓
则依次向屈原牌位（或塑像）叩首焚香，祈求当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除此之外，端午习俗还有悬挂艾蒿、菖蒲，消疾病、驱鬼邪、
避晦气；饮雄黄酒，免受虫蛇伤害；悬钟馗像，消灾避难；
写符念咒，避邪驱鬼；挂荷包和拴五色丝线，保安康等等。

屈原故里行程篇七

近日，我有幸前往湖南省岳阳市---屈原故里进行了一次文化
之旅。这次旅程不仅让我近距离感受了屈原的卓越文化成就，
也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下
面我将就这次旅程的所见所闻与大家分享。

第一段：屈原故里的壮丽山河

岳阳市地处湖南省东北部，是著名的文化古城。我们的旅程
始于岳阳楼，这是中国三大名楼之一。站在楼上，俯瞰洞庭
湖，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而最为令人醉心的则是楚江的清
澈流水，正如屈原笔下所描绘的“江水还上西山去，断崖万
仞板桥立。”这里处处都是屈原诗篇的生动写照，仿佛让我
们走进了他的诗境。

第二段：屈原咏楚乐壮丽之声



我们参观了湖湘文化博览馆，这里不仅陈列了屈原的生平事
迹和文物，还体验了屈原咏楚的激昂乐曲。这些楚乐的乐声
如同屈原琴箫之音，悠扬动听。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英勇
善战的楚国将士，在屈原的启迪下，为保卫家国而奋勇作战
的英勇场景。这种悲壮的楚乐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屈
原的豪情壮丽和为国家、民族忠诚奉献的精神。

第三段：百感交集的思念故里

游览了岳阳楼和湖湘文化博览馆后，我们还来到了屈原的故
里岳阳市湘阴县。这里是屈原的出生地，他的先祖之墓就在
这里。在祠堂的陈列馆中，我们看到了屈原的肖像和生平事
迹的详细介绍。在读完这些内容之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屈原的伟大贡献和为国家民族舍生忘死的精神境界，心中不
禁涌起了无尽的敬仰之情。我们驻足于屈原祠前，默默地缅
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感激他为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卓越
贡献。

第四段：屈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屈原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化影响力是无可
置疑的。在他的作品中，他展现了富有社会批判力的民主思
想，唤起了人们对不公正与专制的反抗意识。他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于他后代诗人的创作和社会的进步
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屈原的精神品质---高
洁纯粹、忠诚奉献、乐观向上也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段：我的心得体会

这次屈原故里之行，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豪情壮丽和为国家民族
舍生忘死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通过参观他的故里和了解他
的文化成就，我深深体会到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
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仍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价值观有着重



要的影响，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神。我希望以屈原
为榜样，关爱国家民族，热爱传统文化，并用实际行动为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这次屈原故里的旅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屈原作
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文化英雄，他的事迹和作品仍然对
我们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次旅程，我对屈原的事迹、他
的诗歌和楚乐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我将铭记他的贡献，
继承他的精神，为传承发展中国文化，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做出自己的努力。

屈原故里行程篇八

屈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被尊称为楚国
的“乐府大师”，他的诗作不仅卓越千古，更是给我们留下
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他的故乡，在屈原纪念馆参观
之后，我深深地被他的事迹和诗歌感动，也对他的故里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进行屈原故里之行，并从这次
旅行中获得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重温屈原事迹，提升文化认同感

屈原的事迹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他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高度
的政治智慧，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屈原故里之行
中，我重新回顾了屈原的一生，从他的童年成长到担任楚国
官员和写下神仙湖、天长地久等不朽的诗篇，屈原都是一个
杰出的文化代表和爱国英雄。这种重温不仅提升了我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对屈原本人产生了更深的敬佩之情。

第二段：感受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为屈原的故乡，楚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在屈原故
里之行中，我深入了解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参观了楚文化
博物馆和楚王陵后，我对楚文化的深厚底蕴有了更加清晰的



认识。楚歌百篇、楚辞等文化瑰宝无不向我们展示了楚国人
民的智慧和情感。同时，楚国的古代礼仪规范和传统文化融
入了日常生活，让我感受到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三段：品味屈原故里美食，体验传统习俗

屈原故里之行除了领略文化的魅力外，还让我体验了当地的
美食和传统习俗。在屈原故里游玩期间，我品尝了当地的特
色美食，如莲藕糕、板栗笋以及有着浓郁乡土味道的碧溪烧
麦。这些美食口感鲜美、味道独特，使我对楚菜有了更深的
了解和喜爱。此外，屈原故里还保留了一些传统节日和习俗，
如端午节龙舟竞渡和荷花灯会，参与其中让我感受到浓郁的
传统文化氛围。

第四段：感悟屈原精神，寻找自我力量

屈原故里之行让我有机会更加深入地探寻屈原的精神内涵。
屈原爱国情怀、追求正义和艺术创造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屈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依然保持了对人民的热爱
和对国家的忠诚，他用他的诗歌抒发情感，并在诗中表白自
己的政治理念和人民的苦难。他的精神给我带来了深刻的触
动，使我感悟到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畏艰
难困苦，勇往直前。

第五段：反思与展望，传承屈原精神

屈原故里之行让我对屈原和楚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也让我
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保持传统和文化传承中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应该把屈原故里之行的收获和体会传承
下去。我将通过研读屈原的诗歌和关于楚文化的书籍，更好
地了解和传播屈原精神；同时，我也会积极参与到屈原故里
的文化活动和传统习俗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屈
原的文化遗产。



屈原故里之行是一次充满意义的旅行，它不仅让我近距离感
受到了屈原的伟大和楚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激发了我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这次旅行让我明白了文化传承的重
要性，也让我下定决心继续传承和弘扬屈原的精神。我相信，
只要每个人都能从屈原故里之行中汲取力量，我们的民族文
化将会更加繁荣和活力四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