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北京景点导游词 北京大景点导游
词(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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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一

逍遥湖景区位于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上茯荔村，距市区20公
里，距漓江2公里，是桂林旅游东线的一颗明珠。，融自然风
光与人文历史于一体。逍遥湖景区属于以山、林、溪、湖为
主体的自然生态景区，景区以逍遥湖、逍遥楼及逍遥街组成
的逍遥胜景为核心。延伸出龙岭流泉、密林古风、西瓯丛林、
榕溪泛舟、幽溪栈道、花路诗雨以及及第小径等6大主题景观
区。同时，通过重建以逍遥楼为主的历史名楼名亭名宅，通
过仿古园林建筑、石刻诗词文章、历史名人趣事、坊间古风
名俗，再现了底蕴深厚的桂林历史文化。这里有古木参天，
飞瀑流泉，古坊塔楼，是访古问幽，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景区内另外还设有小溪趟水、跳傩舞、罚酒吟诗、丛林穿越、
点状元、小火车等互动节目，游程之中乐趣横生。拥有小型
宾馆、帐篷酒店、湖光山色景观房，餐饮、会议、娱乐设施
一应俱全，是休闲度假和小型会议的天堂。

绿色逍遥

逍遥湖景区拥有3000亩原始自然风光，春夏景区入目所及，
一片翠绿。3000亩原始森林中古树参天，不少珍惜古木林立，
构成了一个纯天然的大氧吧，绿色的海洋。春天漫步其中，
满目苍翠，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置身其中，世界仿佛都变



得纯粹、干净了。所有的忧伤烦闷渐渐沉淀…夏天漫步其中，
你将感受到炎炎夏日难得的清凉，置身其中，逍遥湖景区将
为您拂去因夏日的炎热而滋生的所有不良的情绪，还您一个
清爽夏天。

南湖晚秋

每年秋季无数的游客都会涌到北京香山去看枫叶，须不知桂
林漓江逍遥湖景区是枫树的世界。每逢秋天，整个景区便会
在七彩枫叶的点缀下缤纷闪耀。再加上逍遥湖上波光粼粼，
天空云淡风轻，正所谓的秋水共长天一色，使人仿佛置身于
诗情画意的山水图画之中。喜欢摄影的朋友不可错过的圣地。

湖光山色

逍遥湖水面开阔，凭岸临风，只见湖面波光粼粼、疏影摇曳
生姿，湖岸花香袭人，柳丝拂浪。相传逍遥湖始于清朝修筑
的堰坝，拦截溪水而形成山林小湖。湖畔古树密林环绕，湖
中几处水柳点缀，。春夏一片碧绿，生机盎然;秋天红黄相间，
色彩斑斓;冬季也不落叶，宁静安详。此处为景区的核心景点，
其最大特色便是山间成湖，林木环抱。这在桂林众多景区中
是独一无二的。

舒适享受

逍遥湖景区是及休闲与娱乐为一体的全新型的景区，逍遥湖
景区拥有各种别具特色的休闲酒店，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帐篷
酒店，新颖别致、色彩斑斓的帐篷酒店，建在景区山谷边坡。
房间四周密林环绕，空气清新，堪称林中之色，色在林中。
配有小型温泉，帐篷酒吧。可洗可泡，可歌可舞。适合情侣
度假，朋友聚会，家庭小住，商业密谈。

南湖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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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景点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你们好！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以前皇帝祭天的地
方——天坛。

到了每年的冬至，皇帝就要在这里祭天。在这个典礼上，需
要特别提到的是皇帝恭读祝文所站立的地方，就是这块天心
石。它是天坛三大声学现象之一。在这里朗读的时候声音特
别洪亮，各位游客不妨体验一下，也像当年的皇帝一样，向
上天诉说自己美好的愿望。

现在咱们继续沿着中轴线行走，面前的建筑叫做天库，它的
正殿就是皇穹宇。皇穹宇三个字也分别代表了“至高无
上”“天”“宇宙”的意思，更加显示出它的神圣和至尊。
这组建筑不仅十分精美，而且还有回音壁和三音石，这和刚
才我们说的“天心石”合称天坛三大声学现象。

回音壁就是皇穹宇的外墙，围墙十分平滑，可以传声，在传
递途中对声音损失极小，只要对着墙说话，就算相隔四五十
米，见不到面，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说话。

三音石是皇穹宇大殿正前方的三块石头，您站在第一块石头
上拍手可以听到一次回音，站在第二块石头上拍手可以听到
两次，而站在第三块石头上拍手就可以听到三次回音，所以
称为三音石。

在游览过了圜丘坛和皇穹宇之后，我们即将走进祈谷坛了，
祈谷坛的主体建筑就是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极具中国特色



的独特建筑。

圆形尖屋顶是用蓝色的琉璃瓦覆盖，以此来象征天。和每年
的祭天一样，这里是用来祈谷的地方。在祭祀的当天，有乐
队在殿外月台上奏乐，身穿祭服的皇帝虔诚步入神殿，向牌
位行大礼，祈祷上苍，然后把供品送到祈年门外焚烧，送上
天宫。

现在我们从祈谷坛的东门出来，可以看到一条长廊，是祭祀
时运送祭品的通道。

今天的观光游览就要结束了，在天坛的这段时光希望能成为
您北京之游中的永恒记忆。同时也请您把天坛的祝福带给您
的家人朋友。参考资料：地图团祝您一帆风顺。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三

各位，这是仁寿门，门口有两块太湖石，人称“猪猴石”，
据说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被派到这里来为皇家看家护院。走进
人寿门，看到的并不是仁寿殿，迎面是一块高大的太湖石，
它是起到一个“障景”的作用。这是我国古典园林中造景的
方法之一，其目的是起到屏风的作用，避免院内景物一览无
余，失去含蓄之感。刚才我们讲过了，颐和园是集南北园林
之大成，故又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多次、多处成功
地运用了各种造景方法，待会儿我再一一向各位介绍，请各
位先随我来。

(仁寿殿院内东南角松树下)

刚才我们看到了门口的那块太湖石，现在请各位再看看院内
四周，这里还有四块太湖石，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些奇形怪状
的所谓“太湖石”呢?首先我先告诉大家何为太湖石。说起太
湖石，大家应该不陌生，在很多园林内都有，它们看起来奇
形怪状，满身是洞，或堆成假山或装点景致，只是不太知道



它们的名字罢了。其实，太湖石是产自于江苏无锡的太湖湖
底，因其相貌奇特，有“透、瘦、皱、漏”之称，而且产量
又少，故被皇家选为稀罕物运来放在园林内起装饰作用。有
些太湖石天生酷似某些人物、动物或祥瑞之物，就更成了人
们收藏、寄与某种美好象征的“尤物”。

还记得门口的那块太湖石吧，从背后看去，没什么奇特之处，
但要从正面看上去，你便会拍手叫绝，因为这块太湖石就像
是一个老寿星，面向仁寿殿，给慈禧太后祝呢，您看像不像?
另外四块太湖石根据其形状，象征一年四季之“春华、秋实、
冬枯、夏荣”，这四季石与老寿星被称为“峰虚五老”，象
征长寿之意。

再看看院中的这只铜铸的怪兽，人称“四不象”，你看它鹿
角、龙头、狮尾、牛蹄，别看它长相怪异，可是本领高强，
能避火，又是一种仁义之兽，既是“仁兽”，故在“仁寿”
殿前，真是找对了地方!您也许会问，刚才你说“真是找对了
地方”，莫非这“四不象”原来不在此处?您说的不错，“四
不象”原有一对，是乾隆年间铸造的，原来放在圆明
园，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另一只被侵略军所毁，
真是令人惋惜。

在大殿前还陈列着铜制的龙、凤、香炉、太平缸等。特别是
龙凤的位置与其它地方的陈设位置不一样。在古代帝王的宫
殿、园林内的龙凤等吉祥物，其陈列方式应该是龙在上，凤
在下;龙在内，凤在外。在这里却成了“凤在中央、龙陪两
旁”的格局，是哪个大胆之人所为?不是别人，就是在这座大
殿内垂帘听政、发号施令的女主人——慈禧皇太后，好象在
向人们说：“谁说女子不如男?”

(在仁寿殿的中间靠左的位置)

这座大殿叫仁寿殿，是帝后们夏天到这里来避暑时，临时处
理政事的地方，其功能相当于故宫的乾清宫，等级相当于故



宫的太和殿。这一区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颐和园内三大
区域之一的政治活动区。在清代的每一处园林内，都设有一
座处理朝政的大殿，一般称为勤政殿，以示皇帝在休假娱乐
时也不会疏于国事，以示勤政，其实，只不过是懒得跑回故
宫处理朝政而已。清末，慈禧手握大清大权，在故宫养心殿
及颐和园勤政殿“垂帘听政”。天下凡是大权在握的人，通
常都不想死，都希望长生不老，故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便
将“勤政殿”改为“仁寿殿”取自于《论语》中的“仁者
寿”，即施仁政者能长寿的意思。

在大殿内的后壁上，悬挂着“寿协仁符”的大匾，殿内设九
龙宝座，御案及众多装饰物。值的一提的有两处陈设。首先
请各位看一看正对面的大水银镜，上面有不同字体的寿字，
共226个，取寿字之“多”的意思。在镜子的左侧的一辐画卷
上有一个很大的“寿”字，背景里有100只蝙蝠，取意“百福
捧寿”。这100只蝙蝠与镜子上的226个寿字寓意为“多福(蝙
蝠)多寿(寿字)”真可谓是用心良苦，那么慈禧太后到底是否
长命百岁了呢?慈禧太后一直活到了73岁。有句古话叫“人活
七十古来稀”，现在活到七十不足为怪，但在当时活七十多
岁不能不说是位长寿之人。是不是那些“福”字呀“寿”字
呀保佑了老佛爷呢?当然不是，这是与老佛爷的饮食起居有规
律及日常保养是分不开的。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病?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没灾?不过，慈禧太后不怕生病。
她说“有病有灾我能挺，因为我有延年井”。据说呀，喝延
年井的水便是老佛爷长寿的秘诀之一。那么大家想不想看一
看延年井沾沾仙气?好!各位随我来，我们一起去参观延年井。
(在延年井旁)

好了，讲完了政治活动区，现在我们要去帝后生活区参观一
下，首先我们去看一看光绪皇帝在园中居住的地方——玉澜
堂，请大家跟我来。

(在仁寿殿后的假山旁)



走到这里，也许有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会问“导游，您说过
颐和园又大又美，3/4都是水，可我们进来以后确是什么门呀，
石头呀，大殿，假山呀，水呢?为什么不带我们去看?”大家
别急，如果进门就是水，您是否会觉得太直截了当了，就会
觉得不够“深度”。其实，这又是一种造园方法，叫“抑
景”。所谓抑景就是先抑后扬，即当各位感到“山穷水尽疑
无路”之际，便是最想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时。这里
看起来曲径通幽，其实，您再往前走几步，就可以体会
到“柳暗花明”的感觉啦!不信，请各位走走看。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四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故宫、故宫是世界上显存规模最大的古
代皇家宫殿建筑群、故宫又叫紫禁城、它整座城池建成于公
元1420_年、位于天安门广场北侧、自故宫建成后先后有明
清24位皇帝在此执政。

故宫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全面积72
万平方米、整座紫禁城被宽52米的护城河所环绕、城墙高10
米、可谓是“城高池宽”。

故宫开四门、座北朝南、南门为午门、即正门、北门为神武
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

整个院落分为二大部分、即“前朝”和“后寝”、“前朝”
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地方、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
东西两侧的文华殿及武英殿为主、“后寝”是皇帝及后妃、
未成年子嗣们居住的地方、主要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及东西六宫为主、据说当年紫禁城共有宫殿九千九百九十九
间半、如果一个婴儿从哇哇坠地开始每晚住不同的房间、等
他住遍所有的房间后已经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了。

接下来、我们将要参观的是午门、在10米高的城墙上耸立着
五座崇楼、楼顶飞檐翅起、从上面看就像五只展翅欲飞的凤



凰、故午门又称五凤楼、它位于端门之北、雄伟壮观。

午门在明代这里是举行献俘大典的地方、大家可能听说
过“推出五门斩首”、这里虽是午门、但却不是砍头的地方、
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是廷杖之所。

进入故宫的院落、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五座汉白玉石桥、
跨过金水桥就来到了太和门广场、这里既是明代皇帝御门听
证时百官待驾的地方。

接下来参观的是太和殿广场及太和殿、这里是皇家举行盛大
典礼的地方、太和殿广场基本呈正方形、整个院落平坦宽阔、
气势非凡。

太和殿坐落在八米多的汉白玉基座之上、庄严肃穆、在每一
层基座的边缘都伸出很多小龙、那些小龙是传说中一种没有
角的龙、他们是大殿的排水系统、每个龙头的嘴里都有一个
小孔、即喷水孔、三层基座之上共设有小龙头1142个、每当
下大雨的时候、雨水便从1142个龙头嘴里的小孔内排出、非
常壮观、为宫中一景、被称为“千龙吐水”。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五

亲爱的游客们，大家好！我叫王xx，大家可以叫我王导。我是
你们的导游，请大家跟好我的脚步，我们今天的景点是北京
举世闻名的天坛。

下面我们来到了天坛的祈年殿。祈年殿是天坛最早的建筑物，
殿有33米高大约11层楼房那么高。1887年八月二十四日，雷
雨交加，祈年殿不幸被击中，烧毁。因柱为檀香木，香飘数
里。

下面我们已经到达“天库”了，“天库里有三音石，”它就
在黄穹宇里，只要在第一个三音石上拍一下，就回声一下，



在第二个三音石上拍一下，就回声两下，在第三个三音石上
拍一下，就回声三下，所以，它们才称为“三音石”。

现在我们来到了圆丘坛，它有两个防护墙，一些阶梯和古人
的雕像。

游客们，现在你们可自由观赏，但请注意，不要乱涂乱画，
带小孩的游客请管好你的小孩，两个小时后在天坛门口见。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六

这里是观赏颐和园全景的'最好的地方，为何称之为知春亭呢？
大家都知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吧？但这里不养鸭，
怎么才能知道春天的来临呢？我们的方法是“望柳而知春”。
大家看，这里遍植桃柳，每当春天来临，此处是最先柳绿花
红，向人们报春，故名知春亭。放眼望去，远处群山起伏，
古塔耸立，现在我来问一问大家，远处的这座古塔是在颐和
园园内呢，还在园外？远处的山叫玉泉山，盛产优质矿泉水，
是专供紫禁城内的皇帝及后妃们饮用的。

远处的古塔叫玉泉山塔，看着在园内，其实是在园外的玉泉
山，这种把别处的景色，借来一用的造园方法，称为“借
景”。

再看看我们左前方的那个小的岛屿，它叫南湖岛它的南面有
三个小岛——凤凰墩、治镜阁和藻鉴堂，象征东海三仙山的
蓬莱、方丈和瀛州，它与万寿山遥遥相对，这种造园方法
叫“对景”。

连接南湖岛与东岸陆地的桥叫十七孔桥，是仿北京著名的卢
沟桥而建，为何要在这里仿卢沟桥建一座十七孔桥呢？这得
从乾隆皇帝说起。

乾隆皇帝虽为一代明君，但也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帝王。他在



下江南的游历中对江南的景色及建筑都非常喜欢，因此产生
一个念头，何不将天下美景尽绘长廊之内，将天下精美建筑
集于颐和园当中，于是颐和园中便出现了“黄鹤楼”、“岳
阳楼”、“卢沟桥”等景致。乾隆皇帝还想留住杭州和苏州
的景色，于是，又仿杭州的苏堤在颐和园内建西堤，西堤上
又建6座桥用以增色，而且还消除了由于西侧建筑少而产生的
空旷感，起到了造园方法上“添景”的作用。

此外还有万寿山后建苏州街，整条街再现苏州水乡的美景，
这样一来，足不出京，就可遍游江南秀色，虽然造景花点钱，
但节省了一次次下江南的路费及辛苦。如此说来，还真是挺
合算的！

在十七孔桥东侧有个八角亭，叫廓如亭，它可是我国现存最
大的一座亭子，它与十七孔桥及南湖岛连接在一起，形似一
只乌龟的头，颈和身躯，用乌龟形状象征长生不老之意。

廓如亭往北的河堤处伏着一只铜牛，与真牛大小相仿。为何
在此设铜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为了镇水，乾隆皇帝
铸铜牛，还特意写了一篇《铜牛铭》，刻在了牛背上。另一
种说法是“在初建园林时，昆明湖西侧有一组田园风光的景
致被称为“织耕图”，象征织女居住的地方，而东岸的铜牛
郎隔天河——昆明湖与织女遥遥相望，够浪漫吧！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昌阁，请看我们前方的这座关城式建
筑，叫文昌阁，阁楼内供奉一尊文昌帝君的铜像。相传文昌
帝君是专门主宰人间功名利禄的神，深受世人信奉，连皇帝
也不例外。但是文昌帝君真要保佑某人当上皇帝，有了功名
利禄，有了江山社稷，一定就会幸福吗？不一定！眼前就是
一个例子。

各位看看那座小院，她叫玉澜堂（指向北侧）。那里曾经是
光绪皇帝的“监狱”。身为皇帝，却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
由，够可怜的吧！为什么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会落到这步田



地呢？咱们待会再讲。现在先请各位欣赏一下美丽的景色，
照张像，我们5分钟后在玉澜堂门前集合。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七

各位游客：

大家好！

今天，我是你们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梁导游。现在带着你
们一起游览故宫，大家请听一下我的介绍。

北京故宫，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
代的皇宫。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雄伟，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和古建筑群。故宫是明朝的永乐皇帝建成
的，到今已有近五百八十年的'历史。

故宫规模宏大 ，东西宽为753米，南北长为961米，总占地面
积达72万平方米，全部建筑由大小院落约十座，建筑面积
为16万平方米和大小宫室9999间。宫殿四周围有高约10米，
长约3。5公里。朱红色的宫墙。宫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
南为午门即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城墙四隅各矗立着一座
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着一条宽为52米的护
城河，使北京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

故宫正门外为一条南北狭长的前庭，是进出故宫的重要通道，
通道长是600米，全用大青石铺成。通道东侧为劳动人民的文
化宫，西侧为中山公园。

故宫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占全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其
中有许多是绝无仅有的国宝。现在故宫的一些宫殿中设立了
综合类的历史艺术馆、绘画馆、分类的陶瓷馆、青铜器馆、
明青工艺美术馆，铭刻馆、玩具馆、文房四宝馆、玩物馆、
珍宝馆、钟表馆和清代宫廷章文物展览等，是是国收藏文物



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文化艺术博物馆。

各位游客，我就带你们游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
自己到别处去游览一下，去加深了解故宫的知识吧!

北京景点导游词篇八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北京鲁迅博物馆[1]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
条19号，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和学习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
鲁迅先生而建立的社会科学类人物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
性事业单位，隶属于国家文物局，是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
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北京鲁迅旧居位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20_年5月至1920_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
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
《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北京鲁迅博物馆主要担负着鲁迅遗著遗物的征集与保管、鲁
迅研究与研究生培训、鲁迅文化的宣传与展示等任务;发展目
标和方向是逐步成为以“三个中心一个园地”为理念的学习
型博物馆，成为全国的鲁迅文物资料收藏中心、鲁迅文化遗
产展示中心、鲁迅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当代作家活动园地。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室，是经_和党中央批准于1976
年2月成立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以其
独特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得到学术界好评，多年来一直是全
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转载量和引用率名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