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 遵义会议会
址导游词(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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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篇一

遵义会址，国家aaaa级风景区，位于遵义老城 子尹路 96号，
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 的私邸。下面是本站，
为大家准备的遵义会议会址导游词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遵义 老城子尹路 (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 25军第二
师师长柏辉章 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
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 ，
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
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 ”六个字
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
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 ，一楼一底，为曲尺 形，砖木
结构，歇山式 屋顶，上盖小青瓦 。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
有一老虎窗 。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 的群
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 、
玉屏山 、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
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 。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
仍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长征到达遵义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司部与一局(负责



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
室、军委总参谋部 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
室 、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 的办公室
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 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
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
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
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 (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
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 。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
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
边藤心摺叠靠背椅 ，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
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
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
叠的六合门 。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
马烟、订书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
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 以及
《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 屈桌，桌上置
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 。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
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
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 ，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
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
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将红军引
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
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 上，铺白色粗布垫单，
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 、瓷质



毛筒、美孚罩子马灯 、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
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
竹斗笠 。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
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
加·斯诺 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
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
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 、呕心沥血
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
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
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
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
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
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
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
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
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
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
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
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
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
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
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
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
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
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从1964年到现在，会
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
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
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



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
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
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
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
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
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
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
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20xx
年12月，遵义会议会址成功成为国家4a级景区。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1955年，
在遵义会议会址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泽东为纪
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会址是幢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原是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
辉章的私人官邸。楼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
廊，楼层四面有柱廊，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
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篇二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原子
尹路)80号，老地名叫琵琶桥。会址原系国民政府二十五军第
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建筑为砖木
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
遵义会议会址导游词，希望大家喜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
博古等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重
大损失。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
到达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会
议在柏辉章的私宅二楼会议室里召开会议室东壁墙上有一只
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中间放一张赭色长方
桌，桌下放一火盆，四周围着一圈木架藤边靠背椅。会议揭
发批评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决议，取消了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quot;左"
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
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
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
而闻名。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是一
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
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
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
有十个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
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
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
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
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
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是遵义城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

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
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
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



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

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
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64年底，毛泽东主席为纪念馆手书"遵义会议会
址"六个大字。

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篇三

遵义会址，国家遵义会议会址的导游词a级风景区，位于遵义
老城子尹路96号，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
私邸。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20世纪30
年代初，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
巍巍峨峨。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
总司令部驻地。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即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
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
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
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
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
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
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
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
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
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
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
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
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
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



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
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
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
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
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
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
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
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
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
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
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
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
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
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
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
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
《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
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
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
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
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
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
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
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
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
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
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
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
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
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清癯的面
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
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生涯，
令人肃然起敬。

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篇四

大家好，是中国革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山上还有一座
青石圆坟、政策，也使得这次会议的召开有了深渊的纪念意
义，在这幢楼的后面还有一翠柏环绕的幽静雅致的花园，这
个房间呈长方形，在我们头顶上方“遵义会议会址”这六个
金光闪闪的大字，取消了博古，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
书“红军坟”三个大字。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间小客厅，是中国第一次独立
自主的运用马克思，遵义也就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楼台曲折。

确立了。这座郁郁葱葱的山岗便是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是中
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对博古，它们显得多么苍劲奋力，可
以看到满山青松翠柏。提到贵州提到遵义，现在我们已经来
到遵义会址的门口了，或许您并不了解，大家反思过去，给
中国的革命史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若是提到遵义会议，
仍保留了当时的风貌。

陵园西边的“青松堂”里，上面封土.19米、红军坟，宽0，
厚0，威震环宇的精神，顶部宽2米见方，头像用紫色花岗石



雕凿而成.83米，西北侧是女红军形象.03米，有一座红军卫
生员墓。碑的顶端是5米高的镰刀锤子标志。坟四周以青砂石
砌成墓裙，象征着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邓萍墓的右后
侧，离地面2米的大圆环，标志表层是氮化钛合金片呈鱼鳞状
结构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安放着几十位无名红军烈士的
骨灰盒、“四渡赤水”，背面阴刻楷书《红军坟简
介》、“遵义人民迎红军”，塑像墓座上刻有简单的文字说
明，是“邓萍烈士之墓”。距会址约1千米。纪念碑的北面小
山坡上。

在邓萍墓西面处，高2.7米，内容是“强渡乌江”，碑座上石
碑高2，红军烈士陵园因建有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墓，生动形
象地再现了邓萍烈士牺牲时的情景，墓的最高处约3米，碑的
外围是一个直径20米、“娄山关大捷”，使外环的星光装饰
和圆环内的汉白玉画像结合成一体、红军女卫生员铜像以及
纪念红军长征在遵义牺牲的烈士纪念碑而著名，雄伟磅薄的
气派，东南侧为老红军形像，反映红军崇高理想情操。整个
纪念碑以环形和伸向天空的造型构成，西南侧是青年红军形
象，坟前竖立一块青石墓碑，裙高1，由28块碑连成一体组成
的红军英烈墙，永远激励着后代。邓萍墓东边、钟伟剑烈士，
阴刻贴金，群众称为红军坟。大圆环由4个5米高的红军头像
托着，正面阴刻“红军坟”三个红色大字，寓意红军威震四
方，20xx年新建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牺牲的1338名烈士英名。

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邓萍牺牲时的雕塑、钟
伟剑两位烈士的生平事迹。碑的正面是1984年11月2日由邓小
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红军烈士陵园
建设红军烈士纪念碑，遵义地委决定，下宽6米见方;圆环内
壁是4组汉白玉石浮雕.2米。整个碑高30米，是一座表现邓萍
中弹倒在张爱萍身上的半身雕塑像，圆环外壁镶着28颗闪光
的星。陵园内的“翠柏园”里陈列着邓萍，东北侧是赤卫队
员形象。“青松堂”是1991年2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为
陵园题写的遵义红军山又叫红军烈士陵园，坐落在遵义市城
区湘江河畔风景秀丽的凤凰山南麓小龙山上!



遵义会议导游词讲解篇五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
号，老地名叫琵琶桥。会址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
柏辉章的私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建筑为砖木结构，中
西合璧的两层楼房。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贵州遵义会议会
址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遵义会址，国家遵义会议会址的导游词a级风景区，位于遵义
老城子尹路96号，原系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
私邸。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20世纪30
年代初，是当时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
巍巍峨峨。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
总司令部驻地。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即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
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
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
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
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
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
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
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
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
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
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
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
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
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
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
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
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
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
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
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
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
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
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
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
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
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
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
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
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
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
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
《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
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
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
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
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
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
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



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
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
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
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
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
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
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清癯的面
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
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生涯，
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
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
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

各位团友大家好!很荣幸今天由我陪伴各位参观历史文化名城
遵义的标志性人文景观——遵义会议会址。提到贵州提到遵
义，或许您并不了解。但是若提到遵义会议，想必你也会略
知一二吧!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就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
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结束了王
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
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
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大门。各位团友
请抬头看，那苍劲有力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光闪闪的
大字便是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的
两层建筑。上盖灰瓦，歇山式屋顶，整个建筑分为主楼和跨
院两部分。主楼楼房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卷
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

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会议室，这原本为房主
的小客厅。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
上是当年开会的原貌。洋员灯、挂钟、壁柜、椅子以及火盆
都以原有的风貌与各位见面。会场景点虽简陋狭小，然而正
是在这里取消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
东、周恩来的军事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居住室，它位于主楼西
头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老式木架，粗布垫单、薄棉被、
铜墨盒、马灯、笔筒的物件。壁上持手枪、望远镜和竹斗笠
以及周恩来长征到陕北后的留影。从这些物件中，我们可以
想象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呕心沥血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康克、刘伯承及参谋员的住所都和周恩来的一个样，
除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物品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不难
想象到他们在那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英姿飒爽的风姿以及
随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

遵义会议陈列馆为遵义20世纪30年代民居特色的二层建筑。
陈列馆由序厅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
水”、“胜利会师”、“永放光芒”五部分组成，内容以红
军长征为主线，以有关热舞和事件为板块，以遵义会议和四
渡赤水为重点，点线面有机串联起来。同时反映红军在遵义
的活动和整个红军长征的概貌。陈列内容有红军长征，进军
贵州;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之战三部分。展览线长160米，展出
革命文物，历史照片、图表资料236件。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
的领队地位。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各位团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我是你们导游小金，
大家也可以叫我金导.

红军长征与中国革命话说1934年10月10日这天夜里，由于中
央

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
总部悄然从江西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
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
了悲壮、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否定了从第四次反“围剿”以
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决议，取消了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
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向
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红军
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并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即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解决迫在眉睫的
军事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心中的圣地到了!

大家请看这门楣上的大匾，这是毛泽东于1964年题写的黑漆
金匾，上面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
辉煌。这也是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因



而特别珍贵。原来这大门两侧有八间铺子，是当年房主经营
酱菜及颜料纸张的店铺。

大家请看!这就是那幢各位曾经如此熟悉而又遥远的房子了。
对面是毛泽

东的七言律诗《长征》的草书碑刻。这里原是黔军25军第二
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它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这是
一座坐北朝南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整个建筑分主楼、
跨院两个部分。主楼四周有回廊，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
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的
外层还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占地面
积528平方米。是当年遵义城最宏伟的建筑。

的20只木架藤心靠背椅以及长方桌下的火盆，这些都是按原
来陈列的原物。

这西头的第一间就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了。
这里的桌椅箱柜以及文房四宝等都是按原状陈列的。墙壁上
挂有望远镜和竹斗笠，还有一张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
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生涯。那清晰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
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呕心沥血
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这东头第一间就是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了，
与周恩来

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这里也都是按原貌陈列的，我就不一
一介绍了。这张朱德和康克清在窑洞前的合影也是长征到达
陕北后所拍的。朱德忠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的飒爽
英姿，不难想见他们共同度过的艰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而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住这一间了。大家可以慢慢瞻仰这些伟



人的生活

遗迹，但请不要动动它们。

大家请看，这间最大的是军委总司令办公室(即作战室)了，
在会议

室的正下方，面积有56平方米，由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
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
桌，桌上有当时使用过的一些物品。这一幅巨大的地图是云、
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这些红蓝色的三
角小旗，标示的是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
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就在
这里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卓然、彭德怀、杨尚
昆就住在这一间了，床铺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现在也按原
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
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故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
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呢! 现在，
会址我们参观完了，要进一步了解长征的来龙去脉，我们就
得去里边的遵义会议陈列馆了。

遵义会议陈列馆于20xx年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落成。陈
列馆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共有25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和680米长的展线，展出文物及图片资料400余件、文字资料
约2万字，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
“胜利会师”、“永放光芒”五个单元。其中还有栩栩如生
的雕塑，现在大就跟着现场讲解员慢慢参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