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推荐

秋天是北京最
美的季节， 吸引着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人， 而到北京
游览， 著名的故宫
是必游之地。 寻游
于此， 不少人都会
有这样的疑问 ：故
宫 因 何 称 “紫 禁
城”？到底有多少间
房屋？ 当年皇帝在
哪儿上朝？ 慈禧太
后又在哪儿 “垂帘
听政”？“冷宫”在什
么地方？

【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或是
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亦或是旅
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吃喝
玩乐……本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
好过程，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

供服务。字数在1000-1500字。要求有小
贴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而是旅途中
的风光景致、人文历史、游历故事所引
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
茶，淡淡悠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
旅途感悟的分享，为您提供一个休憩的

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无
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只要图片
精美，再精美，标明拍摄地，文字风格活
泼生动，吸引人，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
享。 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发稿邮箱：zhoumolvy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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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西藏近10万名农牧民
吃上“旅游饭”

作为 “感知中国·哈萨克斯坦
行” 活动的组成部分， 中国旅游图
片展及推介会近日在哈萨克斯坦最
大城市阿拉木图举行。 精彩纷呈的
图片和酷炫的旅游短片等， 让众多
参观者了解中国的同时也开始盘算
赴华旅游的计划。

“锦绣中华” 中国旅游图片展
用２５０多幅图片展示了四川、 重庆、
河南、 湖北等地秀美的自然风光、
底蕴深厚的悠久历史、 多姿多彩的
灿烂文化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
为哈萨克斯坦民众开启了一扇了解
中国 、 认识中国 、 感知中国的大
门。 图片展现场由真人扮演的 “大
熊猫” 更是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争相
与其合影。

在会上， 颇具震撼力的旅游宣
传片、 中华绝活表演以及相关省市
代表的发言，让哈萨克斯坦旅游界
及民众系统了解了中国的美丽山
水、人文风情以及优质的旅游资源。

列娜和阿依努尔是哈萨克斯坦
国立大学二年级学生。 她们告诉记
者， 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比较零散， 此次的图片展和推介会
为当地民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秀
美河山的大门。“明年夏天中国见。”
列娜和阿依努尔已计划好下一个暑
期的中国之旅。 据新华社

曾经守着耕地牧场过活的西藏
农牧民， 如今也开始在以旅游业为
代表的第三产业中分到一杯羹。 记
者日前从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
会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区旅游经
济就业总人数达到３２万人， 其中农
牧民９．７万余人 ， 农牧民年人均创
收１．０３万元。

西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 工业
化和城市化水平不高， 但独具特色
的山水和人文旅游资源禀赋， 构成
了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近
年来，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
善， 西藏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一批
农牧民进入旅游业就业。

如今在西藏 ， 农牧民 “搞旅
游” 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儿。 在
藏北草原， 许多牧民走下马背、 搭
起帐篷， 开办 “牧家乐”， 为游客
提供草原绿色食品， 带领游客策马
草原； 在 “西藏江南” 林芝， 越来
越多的农民办起 “藏家乐”， 邀请
游客围着篝火享用香喷喷的藏香猪
……不知不觉间， 他们身上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

为扩大农牧民参与旅游产业的
辐射面， 近年来， 西藏还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 截至目前， 全区乡村旅
游及旅游扶贫建设项目资金累计达
６亿元， 项目辐射贫困人口４万人。

中国旅游图片展
在哈萨克斯坦举行

寻寻根根问问源源故故宫宫游游

故宫因何称 “紫禁城”？
而今的故宫， 为明清两代的皇宫，

本称 “紫禁城”。 1924年 “末代皇帝”
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 次年， 民国政
府在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了故宫博物
馆。 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
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宫殿型建筑 ，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紫禁城” 之名多有渊源。 中国古
代把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 二十八宿
和其他星座。 三垣包括太微垣、 紫微
垣和天市垣， 紫微垣在三垣中央， 太
微垣和天市垣陪设两旁， 因而有 “紫
微正中” 之说。 古代神话传说中， 世
间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 ， 即
“玉皇大帝”， 也称 “天帝”。 “天宫”
乃 “天帝” 安身之处， 在天空的正中
央， 而紫微垣正好在天的正中央， 由
此 “天宫” 也被称为 “紫宫”。

历代帝王都将自己喻为是 “上天
之子”， 即 “天子”。 既然 “天父” 在
天上住的是 “紫宫”， 那 “天子” 在人
间的住所也称 “紫宫 ”。 皇宫警戒森
严， 有严格的宫禁， 不是寻常人随便
出入的， 否则就是 “犯禁”。 因此 “紫
宫” 也就成了一座 “禁城”， 合起来称
就是 “紫禁城”。

故宫到底有多少间房屋？
走进故宫， 满眼的金碧辉煌， 您

不禁要问， 这里有多少座宫殿？ 其实
有关故宫房屋的数量， 历来说法不一。
有说是9999间， 有说是9999间半 ， 还
有说是10000间。 从广义上说， 故宫的
房屋包括殿、 宫、 堂、 楼、 斋、 轩等，
其基本建筑格局均为 “四柱一间 ” 。
《故宫史话》 载： “据历史学家考证：
紫禁城原来有房间1万间以上 ， 后 来
随着年代的久远 ， 一些 房间 朽 坏 、
倒塌或是被火烧毁 ， 但大体数量应
在 8000间以上 。 1972年古建筑专家
按照通行的 ‘四柱一间 ’ 标准对故
宫的房间进行了全面统计 ， 其结果
是 有 宫 殿 、 楼 堂 980 余 座 ， 房 屋
8707间 。”

那传说中的 “半间 ” 房在哪里 ？
当您游览故宫， 走到景运门外箭亭南
望时， 会看到院墙环绕着一座两层的
绿色琉璃瓦建筑 ， 那便是清代存放
《四库全书》 的文渊阁。 在文渊阁楼上
西边， 有一独特之处， 它和一般的楼
阁不同， 两柱之间不是一丈多的间隔，
而是两根柱子间仅有五尺左右的距离，
紫禁城里所谓的 “半间” 就在这里。

皇帝在紫禁城哪儿上朝？
影视剧中明清皇帝多是在太和殿

召见大臣， 处理朝政， 其实不然。 太
和殿俗称金銮殿， 是朝廷举行盛大典
礼之所， 如皇帝登极即位、 皇帝大婚、
册立皇后、 命将出征， 此外每年万寿
节、 元旦、 冬至三大节， 皇帝在此接
受文武官员的朝贺。 它位于紫禁城南
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 明永乐十八年
（1420年） 建成， 称奉天殿。 明嘉靖四
十一年 （1562年） 改称皇极殿， 清顺
治二年 （1645年） 改今名。 该殿是明
清两代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 ， 堪称
“中华第一殿”。 到故宫游览， 这里是
必须到访的景观。

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上朝和
朝政处的地方实际上是乾清宫， 为后
三宫之首， 位于乾清门内， 始建于明
永乐十八年 （1420年）， 为黄琉璃瓦重

檐庑殿顶， 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台基
之上 。 殿的正中有宝 座 ， 两 头 有 暖
阁 。 其正殿宝座上方悬着清顺治皇
帝御书的 “正大光明 ” 匾额 ， 由于
这 个 匾 额 背 后 曾 藏 有 密 建 皇 储 的
“建储匣 ” ， 因而还流传有很多传奇
故事。

慈禧在哪里 “垂帘听政”？
慈禧太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

轻重的人物， 曾三次 “垂帘听政” ,操
控清末政权， 养心殿就是她当年 “垂
帘听政” 的地方。

养心殿位于内廷乾清宫西侧， 分
为前朝和后寝， 中间以穿堂相连。 前
殿三间， 中间一间为皇帝召见大臣处
理政务的地方 。 清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咸丰皇帝死后， 慈禧太后除掉了
辅政八大臣， 从而得以控制皇权。 在
同治和光绪皇帝年幼时， 养心殿前殿
的东暖阁 ， 是两宫太后 “垂帘听政 ”
的地方。 当时小皇帝坐于前座， 西太
后坐于后座， 两座之间由一道黄色纱
帘隔开， 所有的决策就由黄色纱帘后
的西太后作出。 西太后以 “垂帘听政”
的方式， 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

故宫里的 “冷宫” 在哪儿？
所谓 “冷宫”， 据传是失宠或年老

色衰后妃的安身之所。 故宫的 “冷宫”
在哪里 ， 说法不一 。 一说是长春宫 ；
一说 “冷宫” 无固定地址， 所以故宫
里没有悬挂 “冷宫” 匾额之宫殿。 其
实 “冷宫” 并不是某一处宫室的正式
命名， 明清时被作为 “冷宫” 的地方
有好几处。

明万历皇帝恭妃受冷落后被幽禁
在最偏僻的景阳宫， 整整十年。 明启
皇帝成妃因得罪了太监魏忠贤， 而被
由长春宫赶到御园西面的乾西宫， 一
住四年。 清代光绪皇帝的珍妃被慈禧
落井之前， 据说关在景祺阁北边北三
所， 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
门里。 由此说来， 紫禁城之内凡是关
禁嫔妃的地方， 多俗称“冷宫”， 并给
人一种阴冷、 幽闭、 凄凉的感觉。

□□户户力力平平//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