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江苏省导游现场考试景点讲解：夫子庙导游词导游资

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1_9F_c34_633811.htm 各位游客。在昨天的游程中，

我为大家安排游览了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总统府旧址

等名胜古迹。今天，我将带大家到秦淮河、夫子庙去游览。

秦淮河旅游区，位于南京老城区城南，从市区出发，坐汽车

约需20分钟才能到达。它是一个以夫子庙为中心，集游览、

购物、品尝风味于一体，展示古城风貌和民族风情的旅游地

。 【秦淮河的由来和历史变迁】 秦淮河，是一条曾对古城南

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河流。相传秦淮

河是秦始皇下令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秦始皇东巡会稽，经

过南京时，为方便船只行驶，曾下令开凿方山，使淮水与长

江沟通，因而这段河道得名“秦淮河”。但据地质考察证明

，秦淮河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天然河流，当时这条古老的河流

确是曾从方山经过，但由于地理变迁，河流改道，逐渐形成

了现在的河道。历史上的秦淮河，河道宽绰。自五代吴王杨

行密在长干桥一带筑石头城以后，河道开始变窄，并被分隔

成内、外“秦淮”。内秦淮河由东水关人城，经夫子庙，再

由水西门南的西水关出城与外秦淮河汇合。河流全长10公里

，这就是古往今来令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赞美倾倒、寻迹访踪

的“十里秦淮”了。唐朝大诗人李白、刘禹锡、杜牧等都曾

为她写下诗篇，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吴敬样的《儒林外史

》中，也都对“十里秦淮”有过生动的描写。 古老的秦淮河

与流经南京城北的长江相比，显得十分渺小，但是它与南京

城的诞生、发展，以及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

有人类繁衍生息。迄今为止，沿河两岸发现的原始村落遗迹

多达五六十处。六朝和明初封建朝廷一直把它作为都城的一

道天然屏障和皇宫所需的天然通道。东吴孙权定都建业（南

京）后，曾在秦淮河两岸作“栅塘”，既可御敌，又可防洪

。从六朝时起，夫子庙一带的秦淮河两岸已是居民密集、市

井相连的繁华之地，秦淮河充当了南京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

航道，河中舟船穿梭，一派繁荣。据说，旧时的秦淮河两岸

歌楼酒肆林立，河房水阁争奇斗艳，游艇画防灯火通明，富

豪贵族在这里过着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的生活，劳动人民，

特别是广大妇女却是以泪洗面，饱尝了人间的辛酸。那时南

京的妓女大多集中在秦淮河两岸。清代戏剧家孔尚任在《桃

花扇》中描写的不畏权贵的名妓李香君，她就居住在秦淮河

南岸的文德桥畔。 美丽的秦淮河曾流淌过蛮荒时代的寂寞，

六朝以来的繁华和奢靡，旧社会的污垢和劳动人民的血泪，

甚至还溶有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然而，今天的秦淮河，经过

了历史的沉淀和人民的改造，已散发着健康文明的馨香，展

现了清澈动人的风姿。它是南京历史的见证，难怪人们惯于

把“秦淮”当作南京的代名词。 【秦淮画舫伴池夫子庙照壁

庙前广场棂星门】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秦淮河畔，河

中的画防都是仿照明代建筑风格制造的，船头挂有大红彩球

和红灯笼。每当元宵节南京人习惯来这里游玩赏灯。这种风

气在明代就已盛行，据说明朝建都后，朱元津微服巡察京城

。当他来到秦淮河畔，看到两岸绿树成荫，河水清澈，亭台

楼阁，风景宜人，随口说了句：“惜河中缺游船。”皇帝开

了金口，左右就连夜差人赶造画舫，以博取皇帝欢心。从此



，秦淮画访成了这里的一大特色。尤其到了中秋佳节时分，

更是河上水灯万盏齐放，两岸龙灯飞舞，歌声、鼓声、欢声

、笑声，连绵不绝，通宵达旦，真可谓“秦淮灯火甲天下”

。难怪南京有“家家走桥，人人看灯”的民谚。 我们眼前的

这段秦淮河，自宋以后就成了夫子庙（孔庙）成泮池，又称

月牙他。古时候皇帝讲学的学宫叫辟雍，诸侯讲学成学宫叫

泮宫，夫子庙的学宫相当于诸侯讲学的地方，所以这池称“

泮池”。泮池上一般建有三座石桥，按等级而论，县官、学

官走中间一座，秀才走两边的桥。相传古时候有位秀才误上

中桥，有犯上作乱之罪，进退两难，只好自己跳进了泮池。 

再请各位看河对岸的一段朱红色石砖墙，这就是夫子庙的照

壁。照壁建于明万历三年（历泽年），长达110米，为全们照

壁之冠。各位游客：这座夫子庙始建于东晋成帝咸康三年

（337年），当时成帝采纳了王导的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

为重”，决定立大学于秦淮河畔。原来只建有学宫，孔庙是

宋仁宗景拍元年（1034年）在学富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所以

夫子庙是一个由文教中心演变而成的繁华闹市，它包括夫子

庙、学宫和贡院三大主要建筑群，其范围南临秦淮河北岸，

北抵建康路东端，东起姚家巷，西止四福巷，规模庞大。夫

子庙虽屡遭破坏，但各代都加以兴修扩建，到清末民初，其

楼阁、殿宇的结构和布局堪称东南之冠。现在的夫子庙建筑

，～部分是清代末年重建的，一部分是近几年重建的。请大

家回头看，这座楼阁式建筑，叫做奎星阁，它初建于清乾隆

年间。这座临街傍水的建筑曾两次被毁，1985年重建。 现在

我们来到了清代开辟的庙前广场，广场东西两端竖有两块碑

，高有一丈许，上面刻有满汉两种文字“文武大臣至此下马



”，表示对圣人孔子的崇敬。左侧的这座六角重檐亭子叫“

聚星亭”，“聚星”取群星集中，人才荟萃之意。建于明万

历十四年（1586年），也曾几经兴废，到清同治八年（1869

年）才由江宁乡贤朱芙峰等人筹资重建。这是一座在日军炮

火中惟一幸存的清代建筑，可惜在1968年被当作“四旧”拆

除，1983年又得以重建，恢复了原来的风貌。广场正中的这

座牌坊，叫“天下文枢坊”。请大家继续随我往前走。这座

门叫棂星门，这是孔庙的庙门。据传榻星是天上主管教化的

星宿，他得人方便高兴。门是石结构的，六柱三门，建于明

成化十六年（1480年），后来被毁，又于清同治九年（1870

年）重建。不过，现在所见到的极星门是1983年再次重建的

。极星门东西两侧便是东市、西市。 【大成门大成殿学宫】 

各位游客：走过棂星门，便是孔庙的正门，叫大成门，也叫

戟门。门内侧有石碑四块。第一块是《孔子问礼图碑》，刻

于南朝齐永明二年（484年）。记载了春秋末年奴隶制衰亡之

际，孔子出于对周王朝礼乐制度的崇拜，抱着兴国安邦、济

世访贤的愿望，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从家乡

曲阜去周王城洛阳考察典章制度，寻求巩固鲁国奴隶主政权

办法的经历。碑的上半部有“孔子问礼图，吴敬恒题”的题

字。图中是二人驾车，一组身穿古装人物在城门前欢迎的场

面，还有“永明二年，孔子在鲁人周门礼周流”的字样。这

块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图文仍清晰可辨，是难得的珍

贵文物。第二块碑是《集庆孔庙碑》，碑文是元朝至大二年

（1309年）重建孔庙时由卢挚撰写的，到元至顺元年（1330

年），由纯斋王公书写刻石。第三块碑是《封四氏碑》，讲

的是元至顺二年，文宗皇帝诏示：加封颜回、曾参（孔子的



两个弟子）、孔极（孔子的孙子）、孟轲（孔子的再传弟子

）为四亚圣之事。第四块碑是《封至圣夫人碑》，讲的是元

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皇帝颁旨加封孔子之妻为至圣夫

人之事。庙院两侧是碑廊（原来是供奉孔门七十二贤人牌位

的地方），廊内陈列了当代书法名家的碑刻30块。 现在，请

大家随我从中间的石雨道走。在进大成殿前，我先给大家介

绍一下殿前的这个露天台子，这是祭祀和歌舞的地方。古时

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和孔子诞辰这一天（农历八月

二十七日），地方官吏都要在孔庙举行盛大的祭扫活动。祭

祀采用的是酉周奴隶主祭天地鬼神的礼仪，在大成殿前摆上

仿青铜器做的祭器，上供牛2头、猪16头、羊16头，以及大量

布帛菽粟、干鲜果品、香纸蜡烛等。主祭人要穿特制的古装

祭服，宣读祭文，向孔子及“四配”（孔子高徒）、“十二

哲”（孔家子弟）牌位行三拜九叩礼，还配有乐队和舞队表

演，以歌颂孔子，所以大成殿前要设舞台。 现在请各位游客

随我进人孔庙主殿大成殿。这是一座气势巍峨，重檐庑殿顶

，屋脊中央有双龙戏珠立雕的建筑。这种规格的建筑在全国

也是屈指可数的。“大成”意思是孔子集古圣先贤思想之大

成。大成殿内原先正中供奉的是孔子和他的四位高徒，两旁

是孔家子弟塑像十二尊。现在的大成殿已被辟为“南京乡土

文化博物馆”。 请大家再往前走，这里便是夫子庙的学宫。

门楣上方原来有“学宫”匾额，门外柏木牌坊，牌坊上题有

“东南第一学”。牌坊的北面是四周围有木栏的花圃，左右

有四书斋，是学子自修读书的地方。这四斋名称分别是“志

道”、“据德”、“依仁”、“游艺”。后面是明德堂，这

座建筑建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 年），堂名为文天祥所书。



明德堂是学子集会的地方，每月朔望（农历初一和十五）朝

圣后，学子在此集会，训导师宣讲圣教和上谕。东墙有“卧

碑”，就是训教的法规。左右横梁上悬挂着江宁府所属六县

举贡员生题额。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是梨香阁，原来是祭祀

孔子父母的崇圣祠，现改为游乐场了。东面那座建筑是青云

楼，它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是供把历代督学使的

祠堂，初建时为三层楼，因为临近贡院，为防止有人从楼上

偷看贡院，清代时改建成二层楼，上层用作藏书，下层是阅

览室。清末废除科举后，改为小学，民国初年改为江宁县教

育会，抗战时被用作开茶馆、歌场，战后曾先后作为民众教

育馆和南京市通志馆。这也是旧学宫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

建筑之一。各位游客：参观完学宫建筑后，我们再去参观一

下夫子庙的另一座古建筑群贡院。 【贡院街贡院明远楼】 现

在我们所站的地方便是贡院街，那条与贡院街相交的南北向

街道就是贡院西街，贡院街北面就是古代时南京规模庞大的

考试场贡院。贡院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是县府考

试场所。明太祖朱元津定都南京后，这里成了乡试、会试场

所。明永一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但南京仍作为陪

都，加上江南又是人文基本之地，考试仍在这里按期举行。

明成祖继续派人建造江南贡院，明清两代对贡院不断扩建，

到清光绪时，贡院规模之大，已成为当时23个行省的贡院之

最。对此，我只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你就可想而知了到清

代同治年间，已建供考试用的“号舍”有20644间，且还不包

括司考官员、职司人员的办公住宿用房。可惜现存贡院建筑

已屈指可数，明远楼就是保存下来的贡院建筑之一，而其他

大部分已被辟为市场。 现在，我们所见的这座三层建筑，就



是明远楼了。楼呈四方形，四面设窗，地处贡院中心，在此

可以监视考生和贡院内执役人员。“明远”的意思就是 “慎

终追远、明德归原”，封建王朝教育士子以“孝梯忠义”为

立身之本。考生考完后，“金榜”就张贴在前面的贡院街。

清末废除科举后，贡院也随之失去了原来的作用。1919年除

留下明远楼和一部分号舍建筑用以陈列历史文物外，其余一

并拆除，辟为市场。明远楼下的《金陵贡院遗迹碑》详细地

记载了这一史实。 各位游客：关于夫子庙我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下夫子庙的东市、西市，

同时也可选购一些喜爱的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还可以去西

街一带品尝夫子庙的风味小吃，夫子庙可谓是全国闻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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