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 介绍云南崇圣
寺三塔的导游词(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篇一

崇圣寺三塔，从修建至今，除经历上千年风吹雨打和日晒之
外，还经历过30次的强地震的考验。其中，明朝正德年间的
大地震，大理古城房屋绝大部分倒塌，千寻塔也折裂如破竹，
可十天后竟然奇迹般的自行复合如初。1920_年的大地震，城
乡房屋倒塌达99%，科千寻塔只是震落了顶上的宝刹，这对于
没有石基而直接在土基上修建的三塔来说无疑是又一个奇迹。
崇圣寺三塔作为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筑之一，是大
理白族文化的象征，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三塔浑然
一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民族风格。千余年来，三塔几
经沧桑，经历风雨的剥蚀和多次强烈的地震仍然巍然屹立，
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
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建筑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1961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_年被评为全
国四a级旅游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大理的
标志和象征，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区大理的重要人文景观。

各位朋友，我们进入了大理崇圣寺三塔大门，参观了“永镇
山川”的巍巍三塔，继续往里走就是钟楼。南诏建极大钟铸
于南诏建极十二年，故名南诏建极大钟。徐霞客曾在《游滇
日记》中写道：“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其声可八
十里。”因而“钟震佛都”曾成为大理著名的十六景之一。
建极大钟毁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我们看见的重铸的建极大钟，
高3.86米，直径2.138米，重16.295吨。是目前中国第四大钟，



云南第一大钟。此钟的重建安装在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在恢复
“钟震佛都”胜境的时候，也有警示之意。

《南诏国史图传》成画于公元8，为南诏国官员张顺和王奉宗
所绘，献给南诏国最后一个王：舜化贞。原画为纸本彩绘，
长580.2厘米，宽31.5厘米。画卷分为三个部分：巍山起因、
祭铁柱、西饵河记，是研究南诏历史、宗教、民俗的珍贵资
料。

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篇二

亲爱的游客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著名景点云南大理的
崇圣寺三塔，好了，现在让我开始为你们介绍一下崇圣寺的
大体情况吧!请跟着我走。

亲爱的游客们：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著名景点云南大理的崇圣寺三塔，好
了，现在让我开始为你们介绍一下崇圣寺的大体情况吧!请跟
着我走。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文献名邦”的象征，是云南古代历史文
化的象征，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筑之一。1961年3
月国务院第一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组建筑群距
离下关14公里，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5公里苍山应乐峰下，背
靠苍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呈鼎立
之态，远远望去，卓然挺秀，俊逸不凡，是苍洱胜景之一。

好了，顾名思义是三塔，应该有三塔才对是把，没错，你们
目前就是三座塔拉，中间的就是主塔—千寻塔，底宽9.9米，
现存高度69.13米，16层，，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是中国
现存座塔最高者之一，与西安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
造型上也与西安小雁塔相似,为唐代的典型塔式之一。塔以白
灰涂面，每级四面有龛，相对两龛供佛像，另两龛为窗洞。



塔内装有木骨架，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有木质楼梯，
循梯可达顶层，从瞭望小孔中欣赏大理古城全貌。塔顶有金
属塔刹宝盖、宝顶和金鸡等，底部镶嵌着镌刻在大理石上
的“永镇山川”四个大字，此为沐英后裔明代黔国公孙世阶
所书。塔的基座呈方形，分三层，下层边长为33.5米，四周
有石栏，栏的四角柱头雕有石狮;上层边长21米，其东面正中
有石照壁，“永镇山川”四个大字即位于此，每字1.7米，笔
力雄浑苍劲，气势磅礴。塔下仰望，只见塔矗云端，云移塔
驻，似有倾倒之势。

旁边的就是两座小塔，三塔中的南，北二小塔在主塔之西，
与主塔等距70米，南北对峙，相距97.5米，均为五代时期大
理国所建造。两塔形制一样，均为10层，高42.4米，为八角
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外观装饰成阁楼式，每角有柱，每级设
平座第4、6级有斗棋，顶端有镏金塔刹宝顶，华丽非常。每
层出檐，角往上翘，不用梁柱斗拱等，以轮廓线取得艺术效
果。塔通体抹石炭，好似玉柱擎天。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自由参观一下，等一下我们将会去另
一个更迷人的景点。

来到三塔必定要去的是三塔的倒影公园，三塔倒影公园位于
崇圣寺三塔以南1千米处，公园坐北朝南，背靠三塔以园内的
潭水能倒影三塔雄姿而得名。

小溪绕潭。水池西侧有大理碑亭，过亭沿曲廊行数米，可达
水中的漾波亭。漾波亭南侧有一小岛，岛上塑有一对栩栩如
生白鹤，水中倒影，人动影移与漾波亭相映成趣。

倒影公园池水碧绿如玉，清澈见底，浪不惊，平如镜。随着
观赏的角度不同，倒影形态也随之各异。每当冬季，整座苍
山银装素裹，三塔倒影更加迷人。

好了，现在是自由参观时间，你们可以去欣赏一下这里的美



丽景色，等一下我们将在这里集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到
我。

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行。

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篇三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高入云霄的大理崇圣寺前三塔，
也是由一块砖、一块砖垒砌而成的。而塔砖却与众不同，上
面布满了佛教密宗的各种各样的梵文和汉文的经咒。为研究
大理崇圣寺三塔建造史、大理佛教史、南诏大理佛教与中原
佛教之关系的实物资料。

崇圣寺三塔早在1961年3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至1981年，国家又拨款对三塔进行了
历时三年维修加固。在这次维修加固中，有两项重要发现：
一是三塔的基脚不是石基而是土基，二是清理出佛像、写本
佛经等珍贵文物680余件，这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丰富的、最
重要的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成为研究南
诏和大理国历史的历史资料。

崇圣寺三塔这里还有许多美丽的景点，我的讲解到这里就完
了。接下来我们就去游览这传说中的崇圣寺三塔吧。但愿今
天的崇圣寺三塔能给您留下难忘的记忆。

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篇四

各位游客们，欢迎诸位来崇圣寺三塔参观游览，崇圣寺三塔
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建筑的一
组颇具规模的佛教寺庙，位于原崇圣寺正前方，呈三足鼎立
之势。崇圣寺初建于南诏丰佑年间(公元824～859年)，大塔
先建，南北小塔后建，寺中立塔，故塔以寺名。现寺的壮观
庙宇在咸同年间已毁，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崇圣寺三
塔位于大理古城西北部1.5公里处，西对苍山应乐峰，东对洱



海，距山脚约为1500米。南336米处有桃溪向东流过。北76米
处有梅溪，东靠滇藏公路。它是大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
古刹，南诏丰佑年间曾有殿宇千间，大理国时期是皇家的寺
院。崇圣寺三塔由一大二小三阁组成。大塔又名千寻塔，当
地群众称它为“文笔塔”，通高69.13米，底方9.9米，凡16
级，为大理地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四方形砖塔。南北小塔均
为十级，高42.19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三座塔鼎足
而立，千寻塔居中，二小塔南北拱卫，雄伟壮观，显示了古
代劳动人民在建筑方面的卓越成就。1961年3月4日，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始建
于南诏王劝丰佑时期(公元824—859年)，先建了大塔“千寻
塔”，高69.13米，是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共16层。稍后又建
了南、北小塔，均高42.19米，是一对八角形的砖塔，都是10
级。三塔浑然一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民族风格。修建
三塔，除了佛家所宣扬的可以成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古籍《金石萃编》中记
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
之。”相传古时修建三塔，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法，
塔修好以后，才将土逐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有“堆土
建塔”与“挖土现塔”之说。建塔时所搭的桥，高如山丘，
长达10余里。

崇圣寺三塔视频讲解篇五

千寻塔高69.13米，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属于典型的唐代
建筑风格，形状与西安小雁塔相似。千寻塔一共有16层，塔
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的金鹏鸟。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
有木质楼梯，可以登上塔顶从瞭望小孔中欣赏大理古城全貌。
千寻塔矗立在两层高大的台基上，塔前朝东的照壁上各位所
见的“永镇山川”这四个苍劲有力的石刻汉字，每个字高
达1.7米，原为明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所写。1925年大理地
震时，除了“川”外，其余三字被毁坏，现在各位所看到的
是按沐世阶所书勾勒补刻的。之所以写这四个字，原因有两
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理地区历史上水患多，恶龙作怪，因



此要治水就要先治龙，可龙唯独只尊敬塔，畏惧大鹏，因此
只要塔和塔上的大鹏金翅鸟存在，龙就不敢作恶，水患当然
也就减少了。另一种说法是，明朝时，地处边疆的大理地区
已成为其版图的一部分，为了充分表达对这块版图的坚守之
意，在屹立不倒的塔基上“题字刻碑”就再合适不过了。

南北两座小塔的高度相同，都是42.19米，各有10层，是一对
八角形密檐式砖塔，八层以上为实心，八层以下则为空心，
塔顶各有三只铜葫芦，华贵庄重。外观轮廓线像锥形，属典
型的宋代建筑风格。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南北小塔的建造晚
于千寻塔，是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
两座小塔已经偏离了垂直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斜状态，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因为它们就这样已经倾斜了四百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