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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2/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_E5_8D_97_E4_c34_172433.htm 各位游客：下面我们

将要参观游览的景点是中山陵。中山陵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第二峰

小茅山南坡。中山陵坐北朝南，前临平川，背靠青山，其建

筑采用依山为陵的形式，墓室建在海拔158米的山顶最高处，

比独龙岗明孝陵所处的位置高出90多米；从牌坊到墓道，高

差70多米，平面距离700多米，显得十分雄伟壮丽。 【孙中山

生平安葬紫金山的夙愿陵墓设计者吕彦直】 各位游客：在到

达中山陵之前，先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孙中山先生的生平

。孙中山，姓孙名文，字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

名“中山樵”。他于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

村（现已改为中山市），是中国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早

年曾求学海外，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曾一度行医

。20世纪初年的中国，灾难深重，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

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孙中山毅然放弃

行医，投身革命，于1905年8月和一批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

子，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带有资产阶

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生、

民权”即“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从1907年到1911年10月前

，同盟会在我国华南地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特别是在1911

年4月27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虽然最终遭到失败，但

为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此各省



纷纷响应，推翻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这就是中国近

代史上影响深刻、意义深远的一次伟大革命辛亥革命。 1911

年12月29日，在中央临时政府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

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商议成立中国临时政府并定都南京

，确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1912年1月l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

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因袁世凯的扶持和革命党人的妥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窃

取了革命果实，并定都北京。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孙中

山先生没有气馁，继续展开了护法运动、护国运动、讨袁运

动。1924年1月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并提出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直到肝癌晚期

，他仍忍着病痛，北上与冯玉祥商讨国事。1925年3月12日，

终因肝病恶化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喜欢钟山（

紫金山）。早在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登山游览

。同年4月1日被解除大总统之职后，来这里打猎，看到这里

山水相依，气势雄伟，就有了他回长眠此山的想法。在北京

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这一夙愿，再三叮嘱左右。当然，

孙中山葬于紫金山，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那就是南京曾是革命的策源地和临时政府所在地，孙

中山先生长眠于此，表示了讨伐帝制和继续革命的决心。 为

了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由孙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等人

组成的孙中山葬事筹备处，通过登报悬奖，征集陵墓设计方

案。在众多的应征者中，年仅33岁的青年建筑师吕彦直设计

的警钟形图案被一致评为首奖。他本人也被聘主持全部工程

。吕彦直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894年生于天津。早年在清华

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公费派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得到



美国著名设计师茂菲的指导，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彦记建

筑事务所”。为了设计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呕心

沥血，不辞辛劳。在工程接近尾声时，身患肝癌，于1929年3

月18日病逝，时年36岁。 【陵园路陵区总体概况半月形广场

孝经鼎】 各位游客：我们的车已驶向陵园路。这条长达3公

里的“绿荫长廊”两侧，种植着南京最主要的行道树梧桐树

。这条路也是南京绿化最好的一条林荫路。出了陵园路，前

方便是中山陵前的半月形广场。 好了，中山陵马上就要到了

，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就暂时介绍到这里。请各位游

客准备随我下车，一同去参观中山陵，瞻仰伟大的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山陵。它于1926

年1月15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多，耗资220余万银元，于1929

年春竣工。孙先生的遗体是1929年6月1日从北京运抵这里的

。整个陵区的面积达836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由牌坊、墓道

、陵门、碑亭、祭台和墓室等组成。根据吕彦直的设计，整

个陵区平面呈警钟形，给人以警钟长鸣、发人深醒的启迪。

孙中山先生在临终遗嘱中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深

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吕彦直的警钟形设计，寓

意深刻，最贴切地表达了“唤起民众”之意。 中山陵作为一

座陵墓，吕彦直在设计上继承了我国传统的陵墓建筑风格，

如依山为陵，保留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等中国古

代陵墓中常用的基本建筑格局，但又剔除了古代帝王陵墓中

属于封建糟粕一类的东西，如摒弃用于显示古代帝王威严的

石人石兽，同时吸取西方建筑的一些先进技艺。整个构思的

确称得上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别具匠心，巧夺天工。 各

位游客：进入中山陵，首先来到的是陵前的广场。广场位于



中山陵的正南端。虽然不很大，但却为陵墓平添了庄严肃穆

的气势。请大家留意，我们脚下的这片广场呈半月形，是“

钟”的下缘。四周苍松挺立，树大荫浓，恰似革命事业万古

长青，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大家再看，广场南面的高台上

，矗立着的是孙中山的全身铜像，气宇轩昂，栩栩如生。 广

场南面那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八角形石台上的紫铜宝鼎，

高4.25米，腹径1.21米，重约5000公斤，是中山陵纪念性建筑

之一。这尊鼎铸于1933年秋，是广州中山大学师生和校长戴

季陶捐赠的、鼎的一面铸有“智、仁、勇”三个字，是中山

大学的校训。鼎内还刻有戴母黄氏手书《孝经》全文，所以

叫孝经鼎。 【博爱访墓道陵墓正门碑亭条堂墓室孙中山遗体

安葬经过】 各位游客：由广场拾级而上就是墓道。在墓道的

人口处，大家请看：这座冲天而立的花岗岩牌坊，高12米，

宽17.3米，牌坊上端正中的横帽上刻着“博爱”二字，因此又

称为“博爱坊”。这座牌坊建于1930年，采用花岗岩仿木结

构，建筑格局为四揽三闭门冲天式。牌坊，在我国古代通常

建在帝王陵寝的人口处，用来歌功颂德，至此朝拜者必须下

马步行。我们眼前的这座牌坊上所镌刻的“博爱”两字是中

山先生的手迹，也是他生前的座右铭，据说孙先生生前最爱

题这两字送人。 经过牌坊，就到墓道。整条墓道长480多米，

分为三道：中道宽12米，钢筋水泥路面；左右二道各党4．2

米，柏油路面。墓道两旁对称地种植着两排雪松和四排桧柏

，代替了古代陵墓前道常用的石人石兽，喻示着中山先生的

浩然正气长留天地之间。其中的雪松已成为南京市的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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