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精选10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一

襄阳是旅游胜地，有悠久的历史，想对襄阳有更多的理解吗?
那就跟我这个小导游一起来看看吧!

襄阳的地理位置在湖北省西北部，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
先来给大家讲讲夫人城和绿影壁吧!关于夫人城，还有一个小
故事，在古代，有一位夫人，人称韩夫人。

有一次，敌人就快要进攻了。韩夫人亲自登城察看地形，发
现西北角的城墙有些松动。当天夜里，韩夫人召集府里的丫
环和城中的妇女，连夜在外城墙里盖起了一座内城墙。第二
天，西北角果然被敌军攻破，却发现还有内城墙。是韩夫人
的聪明才智保住了襄阳。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绿影壁。绿影
壁在古代是襄阳王府前的一块照壁，壁上雕刻着九十九条龙，
大的有五米，小的只有几厘米。画壁上的龙栩栩如生，凌空
腾飞，真是群龙争跃。中间的一块壁上有两条大龙，在争上
面的一颗明珠，正所谓是双龙戏珠。听说绿影壁晚上还会发
出绿光呢!让我告诉你——没错，这是真的!因为雕刻它的时
一种珍贵的石头，叫做绿矾石。

除了这些名胜古迹，我们襄阳还有许多现代化的设施。比如
沃尔玛，里面的商品大到家具电器，小到锅碗瓢盆，真是购
物的天堂。

既然到了襄阳，就一定要尝尝这里的风味小吃——牛油面和



黄酒。牛油面是我们襄阳的风味小吃，人人都爱吃，面又细
又滑，汤红红的，让人垂涎三尺，吃了还想吃。要是吃了牛
油面，再来碗黄酒，真是人间美味!黄酒还是黄月英发明的
呢!黄酒不但味道好，颜色也很漂亮，是乳黄色的。

襄阳的名人也不少，像军事家诸葛亮、大诗人孟浩然等等…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二

襄阳菜是楚菜系的北味菜，以襄阳和郧阳（今十堰）地区的
风味为基础，吸收鄂豫陕渝四省的风味。特点是以猪、牛、
羊肉为主要原料，加以该地区特产山珍，制作方法以红扒、
热烧、生炸、回锅、凉拌居多。巴蜀荆楚地区的人们生性嗜
辣，几乎所有的菜都要用辣椒，与麻辣的川菜、猛辣的湘菜
不同，楚菜讲究的是鲜辣。

襄阳菜既有着楚菜鲜辣的特点，又保持着自己的风味，烹制
手法以蒸、煨、炸为主，尤喜菜上淋油。襄阳名菜有三镶盘、
夹沙肉、襄阳缠蹄、红烧蹄膀、糖醋白菜、清蒸槎头鳊、泡
菜牛肚丝、酱猪大骨、酱爆肉、宜城盘鳝、宜城大虾等。

襄阳的小吃品种如油茶、清汤、米窝、油馍筋、牛油面、红
油豆腐面、襄阳酸辣面、酸浆面、炸酱面、胡辣汤、麻汁面、
包面、炒糊波、襄阳薄刀、襄阳黄酒、金刚酥、玉带糕等。

孔明菜

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纤维素、铁、锌、钙、磷等多
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入口脆嫩味美，生津开胃，酱香浓
郁，并具有下气消食、利尿除湿、解毒消肿之功效。

牛油面

主要出现在早点摊位，以及小饭馆。由于面条已经提前煮



至8~9成熟，上桌速度很快，顾客无需等待再加上其口味特点
一辣二麻三鲜；经常配襄阳黄酒（一种乳白色的低发酵米酒）
同食。

金刚酥

主要原料是面粉、食糖、麻油及少量食碱。发酵后，掺揉制
成马蹄形饼，然后放入特制的大烘炉内焖烤4个小时。其色焦
黄、香脆、不沾牙齿、落口后“酥口易化”。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三

夫人城位于襄阳城西北角。夫人城景区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
气候。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襄阳夫人城导游词，希望大
家喜欢。

夫人城位于，为一座与襄阳城紧紧相连的城外城。夫人城城
墙下边有一碑刻。这城墙上的匾和下边的碑刻，系清代同治
二年(公元 1863年)，襄阳人为缅怀东晋襄阳守将朱序之母韩
夫人所筑。它记载着当年激战襄阳，守将朱序的母亲见儿子
忙于全面防务，便亲自登城巡视，察看地形。她看出城西北
角地形险要，必先受敌，便带领家婢和城中妇女，夜以继日
筑起一座新城。西北角果然最先被敌军攻破，守城将士移驻
新城继续战斗，保住了襄阳城。后为纪念韩夫人筑城有功，
把此段城墙称为“夫人城”。

朱序(?――公元393年)，字次伦，义阳(今河南信阳南)人，
东晋名将，屡立战功。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朱
序被任命为梁州刺史，镇守襄阳。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二月，前秦皇帝苻坚为消灭东晋，独霸
天下，令其长子、长乐公苻丕率领17万大军，分四路大举进
攻东晋重镇襄阳。



四月，秦军先锋征虏将军石越到达汉水北岸。襄阳老百姓闻
讯大惊，晋军诸将也很害怕。守将朱序错误地认为襄阳城三
面环水，一面依山，易守难攻，秦军全是北方人，不善水战，
又无战船，难渡汉水攻取襄阳，因此没把敌人放在心上。

朱序的父亲朱焘，曾任东晋西蛮校尉、益州刺史;其母韩夫人，
早年曾跟随丈夫南征北战，颇知军事。她见秦军大军压境，
非常着急，很为儿子担心，夜不能眠，便亲自登城巡视，检
查防御。她发现城墙西北角一带城砖崩溃，不牢固，很容易
被秦军攻破。可儿子手下兵员紧张，连守城都顾不过来，哪
里还有精力修城呢?韩夫人当即立断，马上召集全家女眷，并
动员城内妇女，总共聚集一百多名“娘子军”，由她亲自率
领，在西北角旧城里面，加紧修筑了一道长达二十余丈的新
城。这道新城墙，筑得十分牢固。之后，韩夫人又带领“娘
子军”日夜巡城，协助晋军守襄阳。

朱序被俘不失节

不久，秦军石越率领五千骑兵渡过汉水，兵临襄阳城下，朱
序大为震惊，于是命令晋军严守城池。石越率军攻破襄阳外
城后，缴获晋军船只一百多艘，让后续部队陆续渡江。苻丕
率领大部队到达后，指挥秦军进攻内城。朱序带领晋军拼死
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秦军发现襄阳城西北角有漏洞，便乘
机从这里攻破。幸有韩夫人先见之明修筑的新城墙作屏障，
朱序率领晋军退守这道防线，打退了秦军的进攻。

苻丕在苻坚的催逼下，十分惶恐，于太元四年(公元379年)元
月，强令各路军马猛攻襄阳。朱序用擂木炮石，击退秦军。
东晋朝庭令冠军将军刘波从南郡(今湖北江陵)率八千人救援
襄阳，刘波害怕秦军，也不敢前进。朱序孤军作战，多次主
动出击，屡破秦军，逐渐滋生了骄傲自大情绪，加之秦军后
撤很远，便怀疑他们不敢来了，城防松懈下来。

二月，朱序部下、督护李伯护见秦军势大、襄阳城难守，起



意投降。他暗地里派儿子给秦军送信，请求作内应。苻丕大
喜，急令各军加紧进攻。三月初六，李伯护与秦军里应外合，
打开城门，秦军潮水般涌入，襄阳城遂破。朱序被俘，往长
安。苻坚认为降将李伯护不忠，把他杀了。朱序被抓住，苻
坚不仅不责怪他，反而很赏识他的气节，封他为度支尚书。
朱序表面上投诚前秦，暗地却寻找回归东晋的时机。

襄阳城破时，韩夫人不知所终，史无记载。

为了纪念韩夫人筑城抗敌之功，襄阳人把襄阳城西北角那段
城墙称为“夫人城”。

千百年来，韩夫人这位巾帼英雄的壮举一直为后人所缅怀，
夫人城也屡获修复。

《晋书》、《两晋秘史》、《资治通鉴》等典籍均记载
了“韩氏女筑夫人城”这一重要史实。

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七年(公元1171年)、淳祐十一年
(公元1251年)，三次对包括夫人城在内的襄阳城进行了维修。

元末，城墙颓废。明初，在襄阳城西北角扩建长24.6米、
宽23.4米的子城，上勒石匾“夫人城”。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夫人城忽然倒塌数丈，襄阳地方
官员张星平予以重修，并在城墙北面石碑上题“跋”纪念，
上面记载：“襄郡益民胜迹，夫人城为最。兹当多事之秋，
忽圮数丈。予任修者，一重城池一夫人，旧迹免湮没云”。

1956年11月15日，夫人城被湖北省政府列为“湖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1982年，襄樊市人民政府修复夫人城城墙及垛堞，建纪念亭
于城上，内塑韩夫人汉白玉立像，辟为旅游景点。



20xx年6月25日，包括夫人城在内的襄阳城墙被国务院确定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几年前，襄樊市人民政府又在夫人城下兴建了夫人城广场，
市民及外地来樊游客便多了一个休闲去处。

夫人城不仅本身是名胜古迹，还是观赏山、城、洲、水的最
好的立足之巅。春暖花开之际，登临夫人城远眺，滚滚汉水、
长虹大桥、汉江大桥及羊祜山、真武山等美景尽收眼底，让
人大饱眼福，心旷神怡。

今天我们全家去夫人城了!夫人城是一座与襄阳城紧紧相连的
外城，它是当年襄阳守将朱序的母亲韩夫人为保住襄阳城，
带领全程夫人所筑。为纪念韩夫人筑城有功，起名夫人城。

夫人城城下有一排排柳树，像一对对卫兵时刻保护着城墙，
宽阔的护城河绿波荡漾，更显得城墙雄伟壮观。

我迫不及待的爬上城墙，发现城墙上有许多垛口，原来这是
用来向外射箭的。城墙全部用巨大的转头砌成，非常古老!城
墙有三层楼那么高，中间可以走两辆小汽车呢!

向远处望去，汉江水显得更加清澈，虎头山依稀可见。

我想：在那么不发达的情况下，修建的城墙经过两千年的风
吹雨打依然坚固，充分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四

乙方（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就房屋买卖事项，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同条
款：



一、甲方自愿将坐落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产出卖给乙方，并将与所出卖该房产的`相关的土地使用权
同时出卖给乙方。

二、双方议定上述房地产及附属建筑物总价款为人民币大
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即人民币小
写_____________。

三、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定金，即小
写________________。

四、乙方支付定金之日起_________个月内，向甲方支付首付款
（定金从中扣除）。

五、甲方保证该房产合法、权属清楚、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

六、乙方支付首付款后，甲方即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有关房产
公证手续，待房产公证到乙方名下之时，乙方应向甲方付清
全部房款余额。

七、甲方应在公证前将该房产交付乙方；届时该房产应无任
何担保、抵押、房产瑕疵，无人租住、使用；无欠账，如电
话费、水电费、入网费、有线电视费等。

八、本合同签订后，如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该方应向对方
支付______元的违约金；一方如不能按规定交付房产或按规
定支付房款，每逾期一日，应向对方支付__________元罚金，
逾期______日视为毁约。

九、附加条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各一份，公证一份，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

甲方（签章）：_____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五

米公祠原外米家庵，是米氏家庙，始建于元末，明代被毁，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并摹刻碑碣30余通。下面是
本站为大家带来的襄阳米公祠导游词，希望大家喜欢。

各位游客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游览的是米公祠。

说起米公祠，我们先得了解米芾其人其事。

米芾(1051～1107)，中国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
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无碍居
士、海岳外吏，人称“米襄阳”。祖籍太原，后迁居湖北襄
阳，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米芾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善诗，工书法，
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
真程度。

米芾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
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



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

米芾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以书法中的点入画，
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
山，富有创造性。

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
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
《多景楼诗帖》等，无绘画作品传世。其书画理论见于所著
《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研史》、《海岳
题跋》等书中。

米公祠位于襄阳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原名米家庵，是为纪
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始建于元，扩建
于明，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
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
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
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
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
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xx年05月，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
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米公祠由三部分建筑群体组成，占地面积为约一万二千多平
方米。中轴线上是一个三进院落，主体为建筑亭、拜殿、碑
廊、宝晋斋、仰高堂，殿堂里珍藏陈列有米芾及宋代大量的
墨迹和石刻。这些书法精品，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每年
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到此参观，弘扬了我国古老而优秀的传
统文化。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米公祠的大门，它是在20xx 年汉
江大道改造时重新修建的，它是四柱三间七牌楼硬山式建筑。
大门牌楼综合了鄂西北历史传统建筑风格与祠宇内的环境相
互衬托、相互呼应，把名人文化与传统建筑特点有机的结合
起来。



这里就是第一进院。在院子的西边有个亭子，它是“洁亭”。
为什么叫“洁亭”这个名字呢?这是因为米芾特别爱干净，而
且好洁成癖。关于洁亭的由来，在我们襄阳还流传着这样一
个比较有趣的故事。传说有一天米芾遇到一个书生，知道这
个书生姓段，名拂，字去尘。于是米芾就想：拂且去尘，真
吾婿也。后来米芾果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书生。在
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米芾单单从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看出这
个人特别爱干净，可见米芾好洁到了什么程度!米芾洗手从来
不用毛巾擦手，而是用双手相拍或者甩手的方式把手弄干。
洁亭也就由此而来。

位于我们前方的这个建筑叫“拜殿”，它是米公祠的标志性
建筑，也是米氏后人祭拜祖先的地方。

进入拜殿，首先看到的是位于正中央的米芾的一幅自画像。
它是一纸拓片，原石刻现藏于桂林伏波山的还珠洞内。在画
像的两边有副对联：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它是河南的
书法家陈天然所书，意思是：米芾虽然是北宋时期的人，但
是他喜欢模仿唐朝人穿衣服，同时喜欢收藏晋代人的书画作
品。

进入中院，首先看到的就是明代遗留下来的一棵银杏树，也
叫白果树，据今已有420xx年。树旁的碑廊，集纳了米芾书法
精粹，游客可在《动静交相养赋》中看到12个不同的“动”、
14个不同的“静”以及20个迥异的“之”字。

银杏树的后面有一块影壁式的大石碑，它是由几快石碑拼嵌
而成，上面记载了从宋朝到明清时期米氏家族渊源的变迁，
也就是米氏的家谱。

我们眼前的这个建筑是宝晋斋，它是米芾从前的书房，它始
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大家可能要问，米芾为什么要把书房叫
宝晋斋呢?这是因为在米芾的书房内收藏的都是晋代人的书画，
所以就把书房命名为宝晋斋。宝晋斋以前陈列的是米芾的书



法作品，现在里面有一个米公祠的立体模型，展示了历史上
的米公祠全貌。其间陈列的“北宋书法四家”之作，让观者
感叹中国传统书法的魅力，其中东厢房内米芾《研山铭》的
全贴拓片，可让书法发烧友看得酣畅淋漓。旁边有一首苏东
坡的轮回诗拓片，“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这几
个字环排如梭，断句吟诵大有奥秘。通常的正解是：赏花归
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
花归。

穿过宝晋斋就进入第三进院了。位于米公祠里面的这个建筑叫
“仰高堂”，仰高堂顾名思义就是瞻仰先祖遗风的地方，现
在是米氏珍品馆，米芾的一些珍品也都陈列在里面。

来到米公祠，大家重点参观的主要就是米芾的书法碑刻和书
法墨迹。米公祠藏有清朝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由其后裔摹
刻的米芾手书法帖45碣，其它碑刻145碣。这其中包括了苏轼、
蔡襄、黄庭坚等人的书法精品以及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的
书法作品。古代、当代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汇聚一处，显
现出了米公祠作为一座书画宝库的艺术价值。

好了，我们今天的米公祠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
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同时，请大家对我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
出宝贵的意见并多多包涵。最后，我代表所有襄阳人真诚的
欢迎你们的再次光临!

是纪念宋代书画大师，鉴赏家米芾的祠宇。位于樊城西南隅
的柜子城上。

祠堂庭院清静，碑石林立，怪石嶙峋，银杏参天，给人以清
静幽深的感觉。米公即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
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吏，人称“米襄阳”。他攻
诗文，擅书画，尤善长行、草，史有“风樯阵马，沉着痛
快”之美誉，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米
芾绘画染山水，独具一格，被人称为“米氏云山”。米公祠



原外米家庵，是米氏家庙，始建于元末，明代被毁，清康熙
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并摹刻碑碣30余通。祠宇由拜殿、
宝晋斋、仰高堂等建筑组成。除仰高堂的重檐歇山式外，其
余均为硬山式。拜殿正中有帖墙四柱三间五楼式牌楼，每楼
檐下置斗拱，起支撑和艺术装饰作用;牌楼两边额枋置有人物
八仙图案，玲珑别致，庄重古朴。新建的碑廊和东、西两苑
内镶有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子昂及近现代书法家的书法
石刻100余通，为华夏米芾书刻的艺术宝库。现为湖北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米公祠,是纪念宋代书画大师，鉴赏家米芾的祠宇。位于樊城
西南隅的柜子城上。祠堂庭院清静，碑石林立，怪石嶙峋，
银杏参天，给人以清，静，幽，深的感觉。米芾(1051-
-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吏，人
称“米襄阳”。他攻诗文，擅书画，尤善长行、草，史
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美誉，与苏轼、黄庭坚、蔡襄
并称为宋代四大家。米芾绘画染山山水，独具一格，被人称为
“米氏云山”。

米公祠原外米家庵，是米氏家庙，始建于元末，明代被毁，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并摹刻碑碣30余通。祠宇由
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建筑组成。除仰高堂的重檐歇山式
外，其余均为硬山式。拜殿正中有帖墙四柱三间五楼式牌楼，
每楼檐下置斗拱，起支撑和艺术装饰作用;牌楼两边额枋置有
人物八仙图案，玲珑别致，庄重古朴。新建的碑廊和东、西
两苑内镶有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子昂及近现代书法家的
书法石刻100余通，为华夏米芾书刻的艺术宝库。

襄阳米公祠是纪念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的祠字，坐落在樊城柜
子城上,隔汉水与襄阳小北门相望。米芾(公
元1051——1120xx年)，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
无碍居士、海岳外吏，人称“米襄阳”,米芾擅诗文，工书画，
精鉴赏，酷爱收藏，多才多艺，广通博贯，而其书画的成就
尤为突出。其书法得王献之笔意，博取众长，不守陈规。宋



徽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朗。能诗文，擅书画，用
笔俊迈，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大书家”。被宋
高宗誉为“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需鞭勒，无
不当人意。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
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
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
(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
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
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六

大家好！

万历四年，知府万振孙为六门首提雅称，分别为：阳春门，
文昌门，西城门，拱宸门，临汉门，震华门。因西门是朝拜
真武祖师庙的必经之路，故又称为“朝圣门”。

襄阳城在明清时，古建筑较为完整：六门城楼高耸，四方角
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星楼点缀十里城郭，金瓦琉璃，
高墙飞檐，煞是壮观，整个城池都和谐地融为一体，给人以
古朴典雅的感受。襄阳市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功夫修复古城，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持了襄阳古城墙古朴的原貌。

襄阳城北、东、南由滔滔汉水环绕，西靠羊祜山、凤凰山诸
峰。城墙始筑于汉，后经历代整修，现基本完好，墙体高
约10米，厚1.3─1.5米，周长7.4公里，据山临水，蔚为壮观，
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逼太空。”城下环以护
城河，平均宽度180米，最宽处250米，人称“华夏第一城
池”。整个襄阳城布局严谨，形势险要，自古誉为“铁打的
襄阳”。

襄阳城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素



有“铁打的襄阳”之美称。城墙始筑于汉，时兴时废，保留
至今的是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筑的新城。全
城周长7322米，原有城门6座，横匾于书阳春、文昌、西成、
临汉、拱宸、震华6个城门名。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
四隅设有角台，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城垣上设置垛
堞4000多个。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七

湖北省襄阳城墙位于现襄阳市襄城区境内，起初筑于汉初(具
体年代无考)，屡经整修(从城墙砖上有“ 邓城”，“太平兴
国”、“岳”、“光绪”等字样可证)，略呈正方形。下面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湖北襄阳古城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旅游。

襄阳城位于汉江南岸，襄樊市中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是一座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古城。因“城在襄水之阳，故
曰襄阳也”。

襄阳城雄据汉水中游，楚为北津戌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
城池始建于汉;周长7公里;护城河最宽处250米，堪称华夏第
一城池，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如今，雄伟壮观。
古朴典雅的城地，与新近修复的仲宣楼昭明台等历史名胜融
为一体，交相辉映，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襄阳城共有
六座城门，即大，小北门，长门，东门，西门和南门。

襄阳城地处汉江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江相望，是襄樊市委
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仅是历代区
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座古今闻名的军事重
镇。因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



阳”之称。自东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下3020xx年，
襄阳一直是群雄角逐的重要战场，战争的硝烟不断弥漫在它
的上空。如今，这里尚存许多军事遗迹。襄阳城始筑于汉，
唐宋年间改为砖城，增设垛堞，新建城楼。明洪武年间重筑，
并在城的东北角新添一段城墙，取名新城。全城7322周年米，
原有6座城门，分曰：阳春、西城、临汉、拱宸、震华。每座
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沿线分设敌台和烽
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
米。

襄阳城六门城楼高耸，四方角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
星楼缀十里城垣，与鼓楼(昭明台)、谯楼相映生辉。整个城
池和谐地融为一体。

环绕襄阳城的古护城河是古城美景之一。它宽度180米以上，
最宽处超过250米，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现被原样保存。绕
城泛舟而游，但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
仿佛置身于画中，美不胜收。

襄阳城是湖北省重点保护单位。

襄阳城每座城门外又有瓮城也叫屯兵城。

万历四年，知府万振孙为六门首提雅称，分别为：阳春门，
文昌门，西城门，拱震门，临汉门，震花门。因西门是朝拜
真武祖师庙的必经之路，故又称为“朝圣门”。

襄阳城在明清时，古建筑较为完整：六门城楼高耸，四方角
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星楼点缀十里城郭，金瓦琉璃，
高墙飞檐，煞是壮观，整个城池都和谐地融为一体，给人以
古朴典雅的感受。襄樊市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功夫修复古城，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持了襄阳古城墙古朴的原貌。

据山临水，蔚为壮观，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



逼太空。”城下环以护城河，平均宽度180米，最宽处250米，
人称“华夏第一城池”。整个襄阳城布局严谨，形势险要，
自古誉为“铁打的襄阳”。

这里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素有“铁
打的襄阳”之美称。城墙始筑于汉，时兴时废，保留至今的
是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筑的新城。全城周长7322
米，原有城门6座，横匾于书阳春、文昌、西成、临汉、拱宸、
震华6个城门名。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
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

襄阳城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地处湖北省北部，汉水中
游。《汉书·地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
战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时置县，三国时置郡，
此后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汉唐两代，襄阳城处于历史上
的鼎盛时期。《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荣，文化发
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
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使襄阳城由县级治所
一跃升为京城以下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
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部分，成为当时中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代襄阳城为山南东道治所，辖区
扩及今陕西、四川的部分地区。明末李自成攻占襄阳城，并
在此建立国家政权，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1950
年5月1日，襄阳与汉水对岸的樊城合为襄樊市。

襄阳城，是座巍峨雄丽的古城。她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丰富的文物古迹，壮丽的山川河流而闻名遐迩，古往今
来不知有过多少骚人墨客在此留步，写下了许多呤诵她的动
人诗篇。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泛舟汉江，怀着对襄阳的深厚感
情，写下了富有感染力的诗篇《汉江临泛》。

古城历经沧桑，现仅剩临汉、拱宸和震华等三座城门。在临
汉门上尚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唐、重筑于清的重檐歇山式城楼，
经维修后完整无缺。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米，周围环绕



着护城河。古老的护城河主道宽180米，最宽处250米。绕城
泛舟游览，只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
真乃旅游的好去处。

好，游客朋友们，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支
持!

襄阳城周长为7322米，原有6座城门，分曰：阳春、西城、文
昌、临汉、拱宸、震华。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
设有角台，沿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
个。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米。 襄阳城六门城楼高耸，
四方角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星楼缀十里城垣，与鼓楼
(昭明台)、谯楼相映生辉，整个城池和谐地融为一体。

环绕襄阳城的古护城河是古城美景之一。它宽度180米以上，
最宽处超过250米，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现被原样保存。绕
城泛舟而游，但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
仿佛置身于画中，美不胜收。

襄阳城地处汉江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江相望，它三面环水，
一面靠山，不仅是历代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
是一座古今闻名的军事重镇。因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
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自东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下3020xx年，襄阳一直
是群雄角逐的重要战场，战争的硝烟不断弥漫在它的上空。
如今，这里尚存许多军事遗迹。襄阳城始筑于汉，唐宋年间
改为砖城，增设垛堞，新建城楼。明洪武年间重筑，并在城
的东北角新添一段城墙，取名新城。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我是大家此次的导游员罗丽，大家
称我小罗就好了。 俗话说的好：相逢既是缘!各位朋友，我
们能够从13亿人口中相聚在这里，这定是上天莫大的恩赐。
相信大家定能珍惜这难得的缘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互



帮助，相互体贴，共同完成我们此次的快乐之旅。 "楚塞三
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
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相信各位朋友一定
很熟悉王维的这首《汉江临泛》，那么我们今天呢将要参观
的便是此诗所描绘的襄阳古城。 据郦道元《水经注》载："
垒城载县北，城北枕沔水，即襄阳之故城也"，"城在襄水之
阳，故曰襄阳也"。楚国曾与此地置北津戍;汉时置县，汉献
帝十三年(公元220xx年)置襄阳郡;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
把州的制所从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其成为辖两湖、两广及
贵州、河南一部大片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为州、郡、路、道、
府的制所。

史载，至汉末，襄阳盛况空前。襄阳古城不仅以其历史的厚
重而为世人瞩目，且以其依山临水，山青水秀而饮誉中外，
我们熟悉的金庸先生更以一个郭靖守襄阳的故事，使其声名
远播。 好了，各位游客朋友，听了我对襄阳古城简单的介绍，
大家对它的兴趣是不是更浓了呢?现在九请紧跟我的步伐，让
我们一睹古城的风采吧!大家请看，眼前的这便是襄阳古城墙
了!它是我国众多的古城墙中保存最好的，始建于汉朝，当时
是用土夯筑而成，到了宋朝才改建为专城。整个城墙四周略
呈长方形，全长7322米，历史上曾有6座城门(东门曰阳春，
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小北门曰临汉，大北门曰拱宸，
长门曰震华)。每座城门都设有瓮城或子城，城的四隅设有角
楼，城墙沿线设有警铺，城墙上有垛堞4000多处。城墙最低
处7米，最高处可达11米多。城墙北段尚保留着拱宸、震华、
临汉三座城门。

环绕着古城墙的有一条河流，它便是襄阳护城河了。襄阳护
城河平均宽280米，最宽处250米，是我国最宽的人工护城河，
被称为"华夏第一城池"。我们可以看到护城河河面宽阔如湖
泊，碧波荡漾，绿柳垂阴，风景秀美，它好似一天绿色的巨
龙环绕着古城，更保护着我们襄阳古城。 沿着护城河向前走，
我们便到了一个城墙拐角。大家请看这座城墙上有一女子像：



她面容姣好，白衣胜雪，衣袂飘飘。您可知道她是谁?在古代
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戴，并塑像纪念，流芳百世的女子可不多!
相信我们很多游客定有耳闻吧!那么哪位游客愿意在此为我们
讲这一段历史趣事呢?(......)好了，非常感谢这位游客朋友，
正是这样的，这位女子呢便是韩夫人，它是保护我们襄阳的
一个功臣，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襄阳百姓就立了这座塑
像，这座城墙呢后来也被人们尊称为"夫人城"。

从这里东行300米就是临汉门了，我们沿着城墙边走边讲。临
汉门上有一建筑，它始建于唐，重修于清，为歇山式三开斗
拱砖木结构。整个建筑没用一颗钉子，且外表装饰精美，轮
廓清晰完整，颇能显现当年荆楚建筑特色。站在临汉门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襄阳古城的险要地势：它东北面以汉
江为天堑，西南以群山为屏障，东、南、西三面又被宽阔的
护城河所紧紧环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1800多年前的冷
兵器时代，襄阳古城以其险郡的地势，守城将领的精诚团结，
想要攻破它是很难很难的，因此历史上素来就有"铁打的襄
阳"之称。 进临汉门向南，我们便走进了古色古香的襄阳北
街了。北街长及千米，两边是仿明清式建筑。这条街呢汇集
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襄阳地方特色，大家可以在这条街上选购
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街南端式巍峨雄伟的昭明台，它是为
纪念昭明太子萧统而修建的。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今天的襄阳古城之旅到此就要告一段落
了，大家就在北街自由活动，再次感受一下襄阳古城的独特
魅力。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昭明台集合，继续游览参观，前
面的风景更精彩! 谢谢大家!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八

襄阳城是湖北省重点维护单位。

襄阳城每座城门外又有瓮城也叫屯兵城。



万历四年，知府万振孙为六门首提雅称，分辨为：阳春门，
文昌门，西城门，拱震门，临汉门，震花门。因西门是朝拜
真武祖师庙的必经之路，故又称为“朝圣门”。

襄阳城在明清时，古建造较为完全：六门城楼巍峨，四方角
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星楼装点十里城郭，金瓦琉璃，
高墙飞檐，煞是壮观，全部城池都协调地融为一体，给人以
古朴典雅的感触。襄樊市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工夫修复旧城，
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坚持了襄阳古城墙古朴的原貌。

据山临水，蔚为壮观，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
逼太空。”城下环以护城河，均匀宽度180米，最宽处250米，
人称“华夏第一城池”。整个襄阳城布局谨严，局势险要，
自古誉为“铁打的襄阳”。

这里城墙牢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素有“铁
打的襄阳”之美称。城墙始筑于汉，时髦时废，保存至今的
是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筑的新城。全城周长7322
米，原有城门6座，横匾于书阳春、文昌、西成、临汉、拱宸、
震华6个城门名。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
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战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

襄阳城为全国历史文明名城之一，地处湖北省北部，汉水中
游。《汉书?地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战
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时置县，三国时置郡，
尔后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汉唐两代，襄阳城处于历史上
的壮盛时代。《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华，文化发
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
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使襄阳城由县级治所
一跃升为京城以下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
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局部，成为当时中南地域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核心。唐代襄阳城为山南东道治所，辖区
扩及今陕西、四川的部门地区。明末李自成攻占襄阳城，并
在此树立国度政权，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1950



年5月1日，襄阳与汉水对岸的樊城合为襄樊市。

襄阳城，是座巍峨雄丽的古城。她以长久的历史，残暴的文
化，丰盛的文物古迹，绚丽的山川河流而驰名遐迩，古往今
来不知有过多少骚人墨客在此留步，写下了很多呤诵她的动
听诗篇。唐代有名诗人王维泛舟汉江，怀着对襄阳的深沉情
感，写下了富有沾染力的诗篇《汉江临泛》。

古城历经沧桑，现仅剩临汉、拱宸和震华等三座城门。在临
汉门上尚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唐、重筑于清的重檐歇山式城楼，
经维修后完整无缺。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米，四周环绕
着护城河。古老的护城河主道宽180米，最宽处250米。绕城
泛舟旅行，只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
真乃游览的好去处。

好，游客友人们，今天就为大家讲授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支
撑!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九

各位游客，现在你们脚下的这块黄土地，便是3000多年前：
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而现在，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三星堆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近几十年来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特
别是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
地坑宝藏的出土，如平地春雷，石破天惊，震惊了全国，轰
动了世界。

之后，我们在遗址的一角，建起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历史博物
馆，就是为了让这批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能够得到充分展
示。让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领略这批人类文化遗
产的璀璨光彩。



现在，请大家随我步入这座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于一体的
艺术殿堂，去回顾一次古蜀历史，去作一次美的巡礼。

序展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
壮观的文物群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
赏性的文物群之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应属于顶尖级别的
范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
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
因此而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亦因三星
堆而得到确认。

三干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
中原地区，也有了确切的实证。本陈列的主旨便是发掘文物
内涵，再现历史真实。序展则是陈列的前奏和序言。这里我
们使主体展品“人面鸟身”青铜立雕造像和置于其后的三星
堆遗址的巨幅航拍照片有机组合，来反映“土地与人
民”、“人民与文化”的深刻命题。而以这个人首鸟身像作
为典型器物徽标，置于开端，藉以表现万物有灵，人神互通，
天人合一的古蜀时代特征。

博物馆陈列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神。

第一单元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

第一组雄踞西南(古城、古国)

本组陈列旨在粗略勾勒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说明时空框架
及纵向关系。

其后，由一批能够反映时代序列的陶器组合和大量的辅助照



片，图板和翔实的考古资料，雄辩地证明了这里是古代蜀国
的一个中心都邑，古蜀历史曾在这里展开过无比辉煌灿烂的
一叶。

最后，陈列通过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相比较，三星堆遗址规模
之宏大，出土器物之精美，足以证实三星堆一带，是人类早
期文明社会初始阶段在西南地区所建立的一座古城，乃至古
代王国。

第二组物华天府(农业、商业)

本组陈列主要反映三星堆古蜀国在农业和商业方面的重要成
就。在各位面前所展示的这一大批陶质容器，客观地真实地
说明这一点。

大量的家养动物遗骨和塑造乖巧的家养动物造型，说明当时
的家畜饲养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这正是农业发展兴旺的
标志之一。而大陶盆、大陶缸、大陶罐等粮食容器和形制各
异，用途不一的酒器，则直接表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达到了
较高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酿酒的出现，说明已经有了粮
食剩余。

再从大量海贝、象牙的出土，雕花漆品的发现和衣饰繁复的
青铜雕像等情况来看，当时已存在比较明细的社会分工，商
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第三组镂石琢玉(制玉)

三星堆的玉石器群，与青铜器变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星堆
文明及其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各位观众，在你们眼前“矗
立”的，由三块巨石垒成的这座“玉山”，请大家用手去感
受一下上面这些清晰的切割痕迹，这便是三千多年前古代留
下的手迹了。我们展柜里光彩烨然，晶莹剔透的玉石器，就
是取材于这种原料。



现在，请大家浏览展柜中蔚为大观的玉石器集群。先请欣赏
这件硕大无朋的边璋，它宽约22厘米，长度将近1.6米，上下
端还有残损，估计应再加几十厘米。器身有镂刻的线条纹饰。
这么大的边璋，目前仅此一件，堪称“边璋之王”了。

再请欣赏这件大石壁，直径约70厘米，厚近7厘米，重达百斤
以上，两三个人搬起来也很吃力。这么大的石壁实属罕见，
可谓“石壁之最”了。总的说来，三星堆遗址包括两坑出土
的数以百计的玉石器，大致可分为礼器、兵器、用具、乐器、
杂器、饰品以及人物及动物造型等类别，其中以礼器及具礼
仪用途的兵器和属于祭祀用品的工具居多。

三星堆蔚为大观的玉石器群的发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中
国的西南地区，引向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三星堆古蜀国。第四
组化土成器(制陶)本组陈列展示三星堆古蜀国在制陶工艺方
面取得的成就。观众们，请仔细观看这一大批琳琅满目、形
态各异的陶器。无论是小型的动物造型，器皿盖纽，还是形
体硕大的陶尊，陶缸等。都可以看到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
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制作工艺。

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意义上讲，陶器是测定年代和分期
以及确定某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尺。蜀地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高
柄豆、小平底罐(包括尖底器)和鸟头形把勺等。专业人员就
是依据这些典型器物及其基本组合来确定蜀文化内涵及承传
关系的。第五组烈火熔金(冶铸)如果说三星堆玉石器群的发
现已令世人瞩目，那么，三星堆伟大的青铜器群轰轰烈烈、
洋洋洒洒地横空出世，则更令全中国、全世界震惊了。

中国青铜时代最为光辉灿烂时期，是商周时期。尤以商代后
期的各类青铜器最为壮观、最有气势、最具魅力。而三星堆
的青铜集团军，正属这一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
本组陈列有流光溢彩的金叶，有虎虎生威的铜虎，有造型奇
特的龙形饰，有气宇轩昂的大雄鸡，更有造型优美无比、林
林总总的铜铃……请大家仔细观赏。三星堆的金器纯度高



达85%左右。另外的15%是银，其它少许微量元素可以忽略不
计。金器的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方法淘洗沙金，再使
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人工锤打和碾压而成金带、金皮、
金箔等。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可分为五个类型，其中
以铅锡铜这种三元合金构成的青铜器最多。三星堆青铜器的
含铅量普遍较高，古代匠师意在利用铅的易流动性和柔软性，
追求青铜器造型的繁复和优美。

接下来，请朋友们凝神专注这一大堆铜眼睛和眼珠。众多的
眼睛，可以列出一大阵势，这些林林总总的眼睛群像，或圆
睁大跟，或闭目冥思，正清楚地表达一种意象——古蜀先民
不懈地追求着对天地、自然、宇宙的认识。而在数千年之后，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透过这些青铜的眼睛，看到了古蜀先民
的灵魂和精神，想象出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思索。

第二单元众神之国——神秘的原始宗教

在这一单元中，我们打破了以往橱窗式单一陈列的传统手法，
以全景式的陈列方式，设置了四个大型场景组合，意图揭示
古蜀先民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再现一个久已消逝的上古
社会的轮廓。请看：第一组两坑奇观本组陈列以两个祭祀坑
初揭状态下的实景模型为主体展品。模型大体忠于原样，比
例略有缩小。

第二组神巫群像

本组陈列以三星堆文物中最大宗、最富有研究价值的三星堆
青铜雕像群为主体，以全方位立体陈列手法，来表现三星堆
古蜀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形态。两个祭祀坑共
出土人头像50多件，面具20多件以及全身人像十余件，一个
遗址，出土如此庞大的青铜偶像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独
一无二的。在这个庞大的青铜兵团中，有“王者之风”的青
铜大立人像;有栗眉大眼、高鼻阔口的各类人头像;有呲牙咧
嘴、形象诡谲的青铜兽面;还有形式各异的各型跪坐人像……。



硕大无朋的青铜纵目面具有一双呈柱状外凸的“千里眼”和
一对宽宽的“顺风耳”，俨然像一位威严的蜀人老祖宗，正
率领着它的部众子孙，摆出这青铜军阵，欢迎来到这里的每
一位朋友。

这些雕像无疑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既象征着天神、
地祗、祖先等亦折射出人间社会的群体结构，代表着国王及
巫师一类世俗领袖;而王、巫同时也是精神领袖。一般认为，
大铜立人像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其他人头像代表的是统治
集团的高级成员，所谓纵目面具等代表的是神灵，而具王者
身份的巫师在下民眼中亦为神。总而言之，王与巫、人与神，
在此复合交融，莫辩彼此.可谓王巫合一，人神一体。它们生
动地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形象地说明了古蜀先
民的群体关系。

第三组祭祀大典

本组陈列试图通过模拟的祭祀大典场景，演绎古礼，揭示古
蜀先民的精神世界，表现当时的时代特征。陈列借鉴成都羊
子山祭台原形，制作了一座三级祭台，祭台四周摆放着根据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人物造型仿制而成的阵势浩大的拜祭
人群，祭台正中放置的就是本组的中心展品——青铜神坛。
这件神坛是根据原件放大六倍后的仿制品。神坛共分三层，
第一层为圆座及两个怪兽;第二层是圆座及四面而向、双手持
杖的立人;第三层，先是山形座，再上面是呈方斗形的神殿，
神殿分四面，顶部四角饰有立鸟，方斗上额铸有人首鸟身像。
整座神坛构思奇特、神异诡秘。它应是当时神庙中的重器。
三千多年前的人们在这件神器面前该是何等的虔诚，怎样的
膜拜!在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代，人们渴求丰产和丰收，希
望神灵能赐福禳灾，他们通过巫师为中介，把祭品献给天地
和诸神，祈求神灵的保佑。而统治集团也就是那些领袖兼巫
师的人士，除了自己笃信神灵，也把“神”作为一种统治手
段，藉神施法来统驭下民。祭祀成了第一等的国家大事。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而三星堆古蜀国，



正是这种典型的神权色彩极重的早期政权之一。

第四组通天神树

本组陈列将展品与博物馆的建筑相结合，在螺旋形结构的中
央天井安置了三星堆文物中最为宏伟壮观和无比神奇的极
品——神树。这神树是原件放大3.5倍后的精美仿制品。由底
座、树及树上的龙组成，底座呈穹窿形。树分三层，每层三
枝，共九枝。每一层的三枝是靠后一枝，左右两枝，呈对称
布局。左右树枝上分别有二果枝，一果枝朝上，一果枝下垂。
向上的果枝上各有一鸟，共九鸟。树干上嵌铸一条绳身马面
龙，龙头有一对犄角，龙身有刀状羽翅，前爪匍匐于树座，
身尾串连于树干，造型怪异，匪夷所思。全器结构合理，布
局严谨，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技艺和极高的艺术境界。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
实物标本，是一棵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观念的神树。它反映了
古蜀人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神树枝头的九只立鸟，正是
金乌——太阳的写照。太阳及太阳神崇拜是人类诸神崇拜中
的主神崇拜，三星堆神树正是太阳及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同
时，神树在古人的神话意识中，还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
功能，巫师藉此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

襄阳政府工作报告篇十

襄阳古城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地
处湖北省北部，位于汉水中游南岸，襄樊市襄城中心。下面
是本站带来的襄阳古城的导游词，仅供参考。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送你们来到这里旅游。



襄阳城位于汉江南岸，襄樊市中央。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是一座山净水秀、风景宜人的古城。因“城在襄水之阳，故
曰襄阳也”。

襄阳城雄据汉水中游，楚为北津戌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
城池始建于汉;周长7公里;护城河最宽处250米，堪称华夏第
一城池，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现在，宏伟壮观。
古朴典雅的城地，与早先修复的仲宣楼昭明台等历史名胜融
为一体，交相照映，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襄阳城共有
六座城门，即大，小北门，长门，东门，西门跟南门。

襄阳城地处汉江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江相望，是襄樊市委
市政府机关所在地。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仅是历代区
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央，更是一座古今著名的军事重
镇。因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
阳”之称。自东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破前，高低3020xx年，
襄阳始终是群雄角逐的主要战场，战斗的硝烟一直洋溢在它
的上空。如今，这里尚存许多军事陈迹。襄阳城始筑于汉，
唐宋年间改为砖城，增设垛堞，新建城楼。明洪武年间重筑，
并在城的东北角新添一段城墙，取名新城。全城7322周年米，
原有6座城门，分曰：阳春、西城、临汉、拱宸、震华。每座
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沿线分设敌台和烽
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
米。

襄阳城六门城楼高耸，四方角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
星楼缀十里城垣，与鼓楼(昭明台)、谯楼相映生辉。整个城
池和谐地融为一体。

围绕襄阳城的古护城河是古城美景之一。它宽度180米以上，
最宽处超过250米，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现被原样保留。绕
城泛舟而游，但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郁，
好像置身于画中，琳琅满目。



襄阳城是湖北省重点维护单位。

襄阳城每座城门外又有瓮城也叫屯兵城。

万历四年，知府万振孙为六门首提雅称，分辨为：阳春门，
文昌门，西城门，拱震门，临汉门，震花门。因西门是朝拜
真武祖师庙的必经之路，故又称为“朝圣门”。

襄阳城在明清时，古建造较为完全：六门城楼巍峨，四方角
楼稳峙，王粲楼，狮子楼，奎星楼装点十里城郭，金瓦琉璃，
高墙飞檐，煞是壮观，全部城池都协调地融为一体，给人以
古朴典雅的感触。襄樊市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工夫修复旧城，
采用了一系列的办法，坚持了襄阳古城墙古朴的原貌。

据山临水，蔚为壮观，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
逼太空。”城下环以护城河，均匀宽度180米，最宽处250米，
人称“华夏第一城池”。整个襄阳城布局谨严，局势险要，
自古誉为“铁打的襄阳”。

这里城墙牢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素有“铁
打的襄阳”之美称。城墙始筑于汉，时髦时废，保存至今的
是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重筑的新城。全城周长7322
米，原有城门6座，横匾于书阳春、文昌、西成、临汉、拱宸、
震华6个城门名。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
城墙沿线分设敌台和战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

襄阳城为全国历史文明名城之一，地处湖北省北部，汉水中
游。《汉书?地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名。”战
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时置县，三国时置郡，
尔后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汉唐两代，襄阳城处于历史上
的壮盛时代。《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华，文化发
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刘表
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使襄阳城由县级治所
一跃升为京城以下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



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局部，成为当时中南地域的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核心。唐代襄阳城为山南东道治所，辖区
扩及今陕西、四川的部门地区。明末李自成攻占襄阳城，并
在此树立国度政权，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1950
年5月1日，襄阳与汉水对岸的樊城合为襄樊市。

襄阳城，是座巍峨雄丽的古城。她以长久的历史，残暴的文
化，丰盛的文物古迹，绚丽的山川河流而驰名遐迩，古往今
来不知有过多少骚人墨客在此留步，写下了很多呤诵她的动
听诗篇。唐代有名诗人王维泛舟汉江，怀着对襄阳的深沉情
感，写下了富有沾染力的诗篇《汉江临泛》。

古城历经沧桑，现仅剩临汉、拱宸和震华等三座城门。在临
汉门上尚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唐、重筑于清的重檐歇山式城楼，
经维修后完整无缺。城墙最低处7米，最高处11米，四周环绕
着护城河。古老的护城河主道宽180米，最宽处250米。绕城
泛舟旅行，只见城垣高筑，垛堞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
真乃游览的好去处。

好，游客友人们，今天就为大家讲授到这儿，谢谢各位的支
撑!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这湖北第二大城市、中国十大魅力城
市--襄樊游览观光!我是大家此次襄樊之行的导游小杨，正如
俗话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相逢即是
缘分，预祝各位旅途愉快!

襄阳城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地处
湖北省北部，位于汉水中游南岸，襄樊市襄城中心。楚为北
津戌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与北岸的樊城隔江相望，是
襄樊市委市政府机关所在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是一座
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古城。因“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



也”。《汉书·地理志》谓：“襄阳位于襄水之阳，故
名。”战国时楚置北津戌，始为军政重邑。汉时置县，三国
时置郡，此后历代为州、郡、府治所。汉唐两代，襄阳城处
于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荆州记》载：东汉时襄阳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城南一带号称“冠盖里”。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使襄阳城由县
级治所一跃升为京城以下州的首府，地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及河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一部分，成为当时中南地
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唐代襄阳城为山南东道
治所，辖区扩及今陕西、四川的部分地区。明末李自成攻占
襄阳城，并在此建立国家政权，自称“新顺王”，改襄阳为
襄京。

襄阳不仅是历代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座
古今闻名的军事重镇。因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
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自东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上下3020xx年，襄阳一直是群雄角逐的重要战场，战争的硝
烟不断弥漫在它的上空。如今，这里尚存许多军事遗迹。襄
阳城始筑于汉，唐宋年间改为砖城，增设垛堞，新建城楼。
现为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年间重筑，并在城的东北角新
添一段城墙，取名新城。

在历史上襄阳城共有六座城门，万历四年，知府万振孙为六
门首提雅称，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小北
门曰临汉，长门曰振华，大北门曰拱辰，在明清时，古建筑
保存较为完整：六门城楼高耸，四方角楼稳峙，王粲楼，狮
子楼，奎星楼点缀十里城郭，与鼓楼(昭明台)、谯楼相映生
辉，金瓦琉璃，高墙飞檐，十分壮观，整个城池都和谐地融
为一体，给人以古朴典雅的感受。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外都是
少见的，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如今，雄伟壮观。
古朴典雅的城地，与新近修复的仲宣楼、昭明台等历史名胜
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襄樊市政府近年来下了很大功夫修复古城，采取了一系列的



措施，保持了襄阳古城墙古朴的原貌。大北门也叫瓮城，因
西门是朝拜真武祖师庙的必经之路，故又称为“朝圣门”。
襄阳城每座城门外又有瓮城也叫屯兵城。古代城垣设施不仅
修建敌楼、箭楼作用武之备，还修建魁星楼以祭把主宰文运
之神魁星。 每座城门设有瓮城或子城，城四隅设有角台，沿
线分设敌台和烽火台，城垣上设置垛堞4000多个。全城周
长7322米，城墙最低处 7米，最高处11米，墙体高约10米，
厚1.3—1.5米。环绕襄阳城的古护城河是古城美景之一，堪
称华夏第一城池。它的平均宽度在180米，最宽处超过250米，
是我国最宽的护城河，现被原样保存。而且它是一条流动的
河，与汉江是联通的，绕城泛舟而游，但见城垣高筑、垛堞
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仿佛置身于画中，美不胜收。

襄阳城北、东、南由滔滔汉水环绕，西靠羊祜山、凤凰山诸
峰。城墙始筑于汉，后经历代整修，现基本完好， 襄阳城，
是座巍峨雄丽的古城。她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
的文物古迹，壮丽的山川河流而闻名遐迩，古往今来不知有
过多少骚人墨客在此留步，写下了许多呤诵她的动人诗篇。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泛舟汉江，怀着对襄阳的深厚感情，写下
了富有感染力的诗篇《汉江临泛》。

古城历经沧桑，现仅剩临汉、拱宸和震华等三座城门。在临
汉门上尚保留有一座始建于唐、重筑于清的重檐歇山式城楼，
砖木结构，经维修后完整无缺，整个城楼在建造上采用了古
代建筑上的传统手法，全部采用了组接、桙(mou)榫(sun)的
方法，没用一颗钉子，绕城泛舟游览，只见城墙高筑，垛堞
处处，垂柳掩映，灌木葱茏，这里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
守难攻、固若金汤，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美称。真乃旅游
的好去处。

站在高11米的城头上举目远眺，南边的终南山、北部的渭水
河遥遥相望;俯首四顾，城内城外市容尽收眼底，据山临水，
蔚为壮观，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逼太空。”
城下环以护城河，平均宽度180米，最宽处250米，人称“华



夏第一城池”。整个襄阳城布局严谨，形势险要，不愧
为“铁打的襄阳”。城上还陈列青铜大炮，守城将领塑像，
城脚到护城河之间的环城绿化带，成了襄城最大的绿化公园，
茅屋瓦舍，仿古亭廊，诗碑雕塑，应有尽有，供襄樊市民和
中外游人参观。

大家看城墙北门外筑有护卫城门的小城，那叫瓮城。所谓瓮
城，意为敌人一旦进入，就会受到瓮城城墙上面的四面夹击，
犹如瓮中之鳖，无法逃脱。瓮城外还筑有拱卫瓮城的小城，
古称羊马城。古时候大城门的启闭有规定时间，关闭城门后
尚未回城的人可连同自己牵的羊、赶的马等，进入羊马城以
及今环城公园地带歇息，等候开城门再进城。

好了各位朋友，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对我讲解工作
的支持!祝您在襄阳古城旅途愉快!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我是大家此次的导游员罗丽，大家
称我小罗就好了。 俗话说的好：相逢既是缘!各位朋友，我
们能够从13亿人口中相聚在这里，这定是上天莫大的恩赐。
相信大家定能珍惜这难得的缘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相互
帮助，相互体贴，共同完成我们此次的快乐之旅。 "楚塞三
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
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相信各位朋友一定
很熟悉王维的这首《汉江临泛》，那么我们今天呢将要参观
的便是此诗所描绘的襄阳古城。 据郦道元《水经注》载："
垒城载县北，城北枕沔水，即襄阳之故城也"，"城在襄水之
阳，故曰襄阳也"。楚国曾与此地置北津戍;汉时置县，汉献
帝十三年(公元220xx年)置襄阳郡;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
把州的制所从湖南汉寿迁到襄阳，使其成为辖两湖、两广及
贵州、河南一部大片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为州、郡、路、道、
府的制所。

史载，至汉末，襄阳盛况空前。襄阳古城不仅以其历史的厚



重而为世人瞩目，且以其依山临水，山青水秀而饮誉中外，
我们熟悉的金庸先生更以一个郭靖守襄阳的故事，使其声名
远播。 好了，各位游客朋友，听了我对襄阳古城简单的介绍，
大家对它的兴趣是不是更浓了呢?现在九请紧跟我的步伐，让
我们一睹古城的风采吧!大家请看，眼前的这便是襄阳古城墙
了!它是我国众多的古城墙中保存最好的，始建于汉朝，当时
是用土夯筑而成，到了宋朝才改建为专城。整个城墙四周略
呈长方形，全长7322米，历史上曾有6座城门(东门曰阳春，
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小北门曰临汉，大北门曰拱宸，
长门曰震华)。每座城门都设有瓮城或子城，城的四隅设有角
楼，城墙沿线设有警铺，城墙上有垛堞4000多处。城墙最低
处7米，最高处可达11米多。城墙北段尚保留着拱宸、震华、
临汉三座城门。

环绕着古城墙的有一条河流，它便是襄阳护城河了。襄阳护
城河平均宽280米，最宽处250米，是我国最宽的人工护城河，
被称为"华夏第一城池"。我们可以看到护城河河面宽阔如湖
泊，碧波荡漾，绿柳垂阴，风景秀美，它好似一天绿色的巨
龙环绕着古城，更保护着我们襄阳古城。 沿着护城河向前走，
我们便到了一个城墙拐角。大家请看这座城墙上有一女子像：
她面容姣好，白衣胜雪，衣袂飘飘。您可知道她是谁?在古代
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戴，并塑像纪念，流芳百世的女子可不多!
相信我们很多游客定有耳闻吧!那么哪位游客愿意在此为我们
讲这一段历史趣事呢?(......)好了，非常感谢这位游客朋友，
正是这样的，这位女子呢便是韩夫人，它是保护我们襄阳的
一个功臣，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襄阳百姓就立了这座塑
像，这座城墙呢后来也被人们尊称为"夫人城"。

从这里东行300米就是临汉门了，我们沿着城墙边走边讲。临
汉门上有一建筑，它始建于唐，重修于清，为歇山式三开斗
拱砖木结构。整个建筑没用一颗钉子，且外表装饰精美，轮
廓清晰完整，颇能显现当年荆楚建筑特色。站在临汉门上，
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襄阳古城的险要地势：它东北面以汉
江为天堑，西南以群山为屏障，东、南、西三面又被宽阔的



护城河所紧紧环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1800多年前的冷
兵器时代，襄阳古城以其险郡的地势，守城将领的精诚团结，
想要攻破它是很难很难的，因此历史上素来就有"铁打的襄
阳"之称。 进临汉门向南，我们便走进了古色古香的襄阳北
街了。北街长及千米，两边是仿明清式建筑。这条街呢汇集
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襄阳地方特色，大家可以在这条街上选购
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大街南端式巍峨雄伟的昭明台，它是为
纪念昭明太子萧统而修建的。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今天的襄阳古城之旅到此就要告一段落
了，大家就在北街自由活动，再次感受一下襄阳古城的独特
魅力。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昭明台集合，继续游览参观，前
面的风景更精彩!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