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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五园之圆明园之旅 
 

当我们回想起中国近代史，总让我们无法忘掉的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可

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损失，残垣断壁，也许就是历史对我们敲响的最深

沉的钟声，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

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

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是北京城中具有代表性的

景点之一。 

在来北京上学之前，我总共去过两次北京，然而都没有去过圆明园，因为听

说那里可供参观的景点不多了，自己也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后来有幸来到北京上

学，在来农大的第二学期，我选修了“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这门课，在课上学

到了很多知识，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刘阳老师关于“三山五园”的讲解。 

在之前的两次北京之旅，我每次去都参观了颐和园，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次的感受也会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看一本书，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感想。

我也相信，随着阅历的增长，对于景色的感想会更加深刻。 

第一次去的时候，差不多是我 12岁的时候，北京在我的心里是神圣的象征，

在我第一次踏上北京这片土地，我就感受到了北京的风采，让我爱上了这里。那

时候，我对故宫、清华北大有着很深的印象，反而觉得颐和园只不过是一个游山

玩水的地方，唯一的印象就是那一片莲花和景物介绍牌子上的英语。也许是年纪

过小，同那些大爷、大妈一样，我只把快乐放在景物的上面，还不懂得去感受颐

和园背后的文化。 

第二次去的时候，正值我高三，那时候来北京是为了参加竞赛，正好赛点距

离颐和园比较近，便进去再游览了一下。发现，颐和园是真的很大，昆明湖水波

荡漾，正值夏天，却不显得热燥，反而很舒适。我感觉颐和园很适合游玩，怪不

得古代皇帝会将园林设置于此。 

我想到了刘阳老师讲的关于慈溪太后拨钱修颐和园的事情，我也是比较赞同

刘阳老师的观点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清政府的战败已经是注定，反而这些钱用

来修的颐和园，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笔丰厚的历史宝藏，当时的慈溪也不会想到

这些吧。这也值得我们反省，人类之间的斗争，为了各自的利益，浪费了大量的

钱财，破坏了环境，为何不把这些用来维护我们的文物，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也许是我们未来想要达到的地方。因此，我们在现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同样作为三山五园之一的圆明园，在今天却显得低调了一些，也许是具有悠

久历史的文物的流失，曾经辉煌的建筑的消逝。在今天，这也许是我们更应该关

注的地方，回归的文物不仅仅是文物，更是一个国家强盛的象征，往昔被侵略的



时代早已不复。刘阳老师讲到文物回归的不易，一件件宝物的回归，都有着它背

后的意义，都有着大家的努力。 

我在参观圆明园的时候也在想，圆明园是北京城的一大景点，有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可是一个景点是无法代表整个北京城的，否则就显得过于单调，景色是

外在美，那么还有它的人文气息。我很喜欢逛胡同，在胡同中行走，总是给人一

种美的享受，不禁想到北京不总是下雨，如果在下雨的天气里，撑一把伞，一个

人走在胡同里，嗅着泥土的芬芳，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景点，但这也是城市的一

部分。不仅如此，我对北京印象深刻的还有王府井，我在清明节时又去过一次，

繁华的王府井步行街，我感受到了北京的繁华。还有王府井的地下层，还原了上

世纪老北京的场景，很值得一去。说完了游的地方，不得不说一些吃的，北京有

很多特色小吃，虽然我还没去亲自品尝过，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找机会，品

尝一下，比如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鸭，北京的冰糖葫芦等等。同时，在前几课了

解到的北京文化，比如京剧、童谣等，唱出的是北京悠久的历史、当地的风俗。

我想起我沿着南锣鼓巷走的那一圈，感受到即使普通平常的景物，也有着不平凡

的故事。我感觉，正是这些看似平平常常的事物，共同绘就了美丽的北京。 

想到这里，觉得北京的文化不仅仅是眼前的圆明园了，在欣赏的同时，还要

把握它的内在表现。 

这一次前往圆明园，也是我第一次去圆明园，曾经的辉煌已经难以看到，残

垣断壁仿佛在歌唱着曾经的辉煌，也许就是对历史的叹息吧。这里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大水法遗址，它是西洋楼景区的一部分，当时的水法其实是人工喷泉，

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喷泉群，颇具殊趣，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

精髓，也是整个园内最为壮观的欧式喷泉景观。可是现在的大水法被英法联军火

烧圆明园之后，就只剩下几个大理石石柱孤零零屹立在那里。不只是大水法遗址

这样，还有很多亭台楼阁，宫殿庙宇如今也只剩下了地基。看着那大水法遗址，

我在想象着它曾经拥有的辉煌，我希望它能够早日恢复，让我们亲眼见证它的壮

丽，十二生肖头像一步步的回归，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关于历史文物的回归，

我想，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一大问题。其实想想这些也是，散落在民间的

各种文物，对于我们没有拥有的人而言，肯定会大力支持将文物回归祖国，然而

那些拥有文物的人，会多多少少为自己考虑的，不舍得上交。在这时，我们要去

鼓励他们，比如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在社会上对他们进行表扬等，进而提高大

家的积极性，我也希望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也在此感谢像刘阳老师这样的为保护、

还原圆明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我想起了刘阳老师所说，圆明园文物的一部分，还散落在北大的校园里，我

也希望能够进入北大读书，去亲眼看看那时的文物，未名湖里的翻尾石鱼，去感



受一下独特的魅力，但我也希望尽量能够物归原主吧，毕竟当美丽的东西放在属

于它的地方的时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圆明园里面，还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吸引了我，“三一八”烈士纪念碑，让我

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壮烈情怀。同时我也想起了当年北京城得以完好保存，与和

平解放北京城有着巨大的关联，今天的享受，正是先辈们的努力。 

圆明园之所以独特，在我看来，它还包含着近现代的耻辱，圆明园不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公园或花园，而是整个我们中华各民族五千年文化艺术的一个创造，

集中了中华五千年各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于一处。而它的毁灭，是中华民族最近那

段贫弱、苦难、屈辱历史的缩影，是一部沉重的活史书。无论这片废墟现在所具

有的东西的多寡，都不影响这部史书丰富和苦涩的内涵及其无上的宝贵价值。虽

然往事不堪回首，但文化历史应该铭记于我们的内心。这是我这么大第一次来到

现场观看这历史遗留下的痕迹，那一处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这就是中华民族

历史耻辱的见证。这就是血与泪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凌。让我

们记住这血与泪的教训，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国家强盛，民族兴旺，

历史的悲剧就不会重演! 

我们大学生身上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现在圆明园也很需要能够扎根圆明园，

为它奉献自己的人，不仅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也是回顾历史，更是延续中华的

繁荣文化。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负自己的青

春年华。 

在我上完这节课后，感觉到北京的魅力远不只是这些，有太多的事物需要我

们去自己发掘、探索。我会接着去探索北京城，在我空闲的时间，喊几个朋友，

多出去走走，慢慢逛逛，吃着北京当地的美食，听着北京的童谣，感受北京的美。

我也希望我能将北京城当作一本书一样，多读几遍，最终读懂一本书，读懂北京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