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导游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021_2022__E4_BA_95_E

5_86_88_E5_B1_B1_E9_c34_48294.htm 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是以

革命人文景观为主体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相融合独特类型的风

景名胜区。茨坪是风景区的中心景区，是一块四面青山环绕

的山中盆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以下称“陵园”)是中心

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

。 北岩峰，山体犹如一座罗汉大佛像，坐北朝南，端坐神坛

。陵园按“佛”型山体因山就势兴建，占地面积400亩。陵园

于1987年始建，同年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1997年10月，

由邓小平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陵园

整体建筑包括陵园门庭、纪念堂、碑林、雕像园、纪念碑五

大部分。 陵园门庭：这是陵园的主大门！人们来到这里，首

先映入眼帘的横式牌坊园标“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烫金大

字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宋任穷同志题写。进门后，

经过花坛园庭，顺山而上的宽阔平台台阶分为两组，第一

组49级，象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组60级，寓意陵园是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1987年建成。陵园后山

东侧筑有小型公路，以备年老体弱者和残疾人登山观瞻之用

。陵园的绿化配制主要是采用柏树、桂花、杜鹃、翠竹为主

配以山体自生的松、杉、山樱花等。主大门前栽种的大树是

日本冷杉，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台阶两侧林廊和雕塑园配

制的是香柏、黄杨。全园四季绿树常青，素花点缀，显得庄

重而肃穆。 纪念堂：登上宽阔的台阶即进入纪念堂。纪念堂

大门上方烫金横幅“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是彭



真委员长1987年视察井冈山时为陵园题写的。纪念堂设有瞻

仰大厅、陈列室、吊唁大厅、忠魂堂。 瞻仰大厅正面汉白玉

墙面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是毛泽东1946年为革命烈

士题写的。正面玻璃柜存放的是井冈山革命烈士的名册。大

厅内放置的花圈、花篮，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井冈山时向烈

士们敬献的，有社会团体及旅游观光团敬献而留下来作为纪

念的。 瞻仰大厅左侧陈列室展览的人物是建国后去世的参加

过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的挂像。目前有51位。他们当中有开

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环、

陈毅；有军队中的一大批将帅；如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

、罗荣桓。大将谭政、粟裕、黄克城。上将陈伯钧、赖传珠

、杨得志、朱良材。中将杨梅生、毕占云、张国华、谭家述

。少将龙开富等；有建国后调离军队，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

的。目前有13位，他们是何长工、贺敏学、贺子珍、陈正人

、彭儒、曾志等。 右侧陈列室陈列的是建国前牺牲的革命先

烈，他们都是在井冈山斗争时的老红军、老干部。这组烈士

挂像目前有54位。其中有的烈士的照片是本人的历史照片，

有的是根据他们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画下来的。还有的烈士

无法征集到照片，这里就用党旗和青松代替。 瞻仰大厅后为

吊唁大厅。吊唁大厅四周墙面嵌刻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壮

烈牺牲的烈士英名录。这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七个

县市范围的烈士名录，共有15744位。对在井冈山斗争中还有

许多为革命而牺牲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陈列时就在这

里为他们立了一块无名碑，以示对无名先烈的深切怀念。 从

吊唁大厅后侧上楼为忠魂堂。忠魂堂是为安放老红军灵柩而

设的。目前己安放五位老红军的骨灰，他们是张令彬、何长



工、温玉成、贺敏学、陈云中。每年的清明节，他们的亲属

、好友就会到这里来吊唁他们。 碑林：首先我们看到的“井

冈山碑林”五个烫金大字，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名誉主席

、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的。他是江西东乡人，也是一位

老红军。1998年去世。他的字体作为一种汉字字形己输入电

脑，全球通用。 井冈山碑林（下称“碑林”）为江西省建筑

设计院设计，采用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分为碑廊、碑亭、碑

墙三种碑刻陈列形式，因山就势，高低错落，配以亭、台、

楼、阁相结合的整体建筑造型。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