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西陵导游词 清西陵的导游词(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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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清西陵导游词篇一

女士们、先生们：

是太行山的余脉，与东陵的昌瑞山属于同一脉系，此山从山
西过来，如巨龙横卧中原;大红门两侧的东、西华盖山为天然
门户;九龙、九凤山为环护左、右的低岭;南面形态端庄的元
宝山，为泰陵的朝山;在中间广阔的平原上座落着泰陵辉宏壮
丽，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易水河从五孔桥下流过，形成山映
于水，水扶于山的格局。“陵制与山水相称，天人合一”的
宇宙观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又展示出古代建筑学家巧
夺天工的高超艺术。正如美国景观建筑学权威西蒙德先生所
说的：“埃及人是在他自己预定的一条不能改变的需求道路
上一直走到底，中国人在他的世界里独自徘徊时有友好的大
自然来引导他拜谒上天和祖坟。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风
景会真正成为建筑艺术材料。”

清西陵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

我们马上就要经过被誉为江上长虹的西陵长江大桥了。也许
各位曾听说过美国的金门大桥，凡是到过美国的游客，都必
到金门大桥参观一番。那么，若你到了三峡坝区也一定要过
一过这座西陵长江大桥了，它犹如一道江上长虹镶嵌于风光
秀丽的西陵峡谷之中，成为沟通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橘红色鲜艳醒目，有利于导航。

二、橘红色代表了富贵吉祥。

三、宜昌市是全国有名的柑橘之乡，而这座桥正位于宜昌县
的三斗坪镇。

清西陵导游词篇三

“秭归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屈子衣冠犹有冢，明
妃脂粉尚流香。兵书宝剑存形似，马肺牛肝说寇狂。三斗坪
前今日过，他年水坝起高墙。唐僧师弟立山头，灯影联翩猪
与猴。峡进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已归东土清凉界，
应惩西天火焰游。五十年来天地改，浑如一梦下荆州”。这
是郭沫若在时隔五十年再游西陵峡后写下的《过西陵峡》这
首诗，作于1961年。诗中描绘了西陵峡壮美的风光，囊括了
峡中的著名景观。西陵峡因宜昌市的西陵山而得名，西起巴
东官渡口，东止宜昌南津关，全长120千米，是长江三峡中最
长的峡谷，也是自然风光最为优美的峡段，北宋著名政治家、
文学家欧阳修为此留下了“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

西陵峡分为四段：香溪宽谷、西陵上段峡谷、庙南宽谷和西
陵峡段峡谷。其中香溪宽谷长约45千米，谷中有兵书宝剑峡、
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等名景，庙南宽谷长约33千米，谷中有



灯影峡、黄牛峡等名景。峡内风光明丽，雄伟壮观，两岸峰
峦高耸，夹江壁立，峻岭悬崖横空，奇石嶙峋，飞泉垂练，
苍藤古树，翳天蔽日。

西陵峡中的宜昌段，西起秭归香溪，东至宜昌南津关，全
长76千米，这里山奇水秀，峡中有峡，峡峡相连，尤其是号称
“西陵四峡”的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
更是风光奇异，声明远播。

灯影峡位于湖北宜昌县西南部，长江三峡西陵峡石牌以西。
因峡东南岸象鼻山头屹立着两块奇石，形似《西游记》中的
唐僧、孙悟空师徒二人。每当晚霞透射峰顶时，由远处望去，
似灯影摇曳，故名灯影峡。灯影峡又名明月峡、扇子峡，是
因峡内岩壁多呈银白色，宛如明月，故名明月峡;因南岸扇子
岩重山壁立如扇，故名扇子峡。

长江东流至此折向南流，峡谷呈南北向弯月形。上起南沱，
下至石牌，长8公里，峡谷相对高度500-600米。峡内石灰岩
结构，形成陡崖峭壁，奇峰异石遍布林立。北岸峡壁石灰岩
页岩平台的接触带，清泉四溢，从陡壁跌落，形成许多飞流
直下的瀑布，景象万千，蔚为壮观，素有“无峰非峭壁，有
水尽飞泉”之说。沿江两岸植物资源丰富，山麓缓坡处多柑
桔林，山背后的金刚山，为名茶“金刚银针”的产地。

兵书宝剑峡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西段，湖北省秭归县境内。
西起香溪河口，东止新滩。长约5千米，江面最窄处近100米，
沿岸岩壁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因峡北岸崖壁石缝中有古岩棺
葬的匣状遗物，形似书卷，相传是诸葛亮藏的兵书，其下有
一块巨石直立似剑，插入江中，传说是诸葛亮藏的宝剑，故
名兵书宝峡。又因“书卷”其色似铁，又名铁棺峡。传说诸
葛亮曾经在此驻兵屯粮，亦称米仓峡。

据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记载，因“两岸壁立，白石
隐现，状如白狗”，故又名白狗峡。过去江中礁石密布，险



象环生，航行十分艰难。枯水期航道宽仅60余米，逆水船需
绞拉过滩。沿岸奇峰绵延竞拔，绝壁千寻。缓坡处多茂密的
柑桔林。境内有屈原大夫祠、太公钓鱼石、玉虚洞、月亮洞
等著名景点。

牛肝马肺峡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西段，湖北秭归县境内。为
西陵峡中著名的险滩之一。因北岸岩壁有两团四、五块赫黄
色岩石重叠下垂，一块形如牛肝，一块状似马肺，故名牛肝
马肺峡。此峡处于新滩和庙河之间，长9.5千米。江面最窄处
约百米，主要由石灰岩构成。峡中峭壁对峙，奇峰突兀，岩
壁间飞瀑高悬，林木葱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马肺”下半部被英国军舰枪炮轰
缺。因此郭沫若在《过西陵峡二首》诗中道：“兵书宝剑存
形似，牛肝马肺说寇狂”，饱含侵略者的愤慨之情。

崆岭峡位于长江西陵峡西段偏中，湖北省秭归、宜昌两县交
界处。崆岭，原名崆，是一种有窗户的船。空聆就是空船。据
《史记》记载，因江流湍急，舟行困难，此峡有俗语
说：“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之称。比起水位
急滩青滩和泄滩，崆岭滩更为凶险，是江上的“瓶子口”。
由于航道狭窄，水势又急，因此每当有船至此，“必空其聆，
方可上下”，故名空聆。峡名据此意传为崆岭峡。

此段长2.5千米，江面最窄处约200米。峡中峰峦迭秀，屹立
在峡江南北，高出江面千米以上，千姿百态，引人入胜。从
前滩多激流，礁石林立，有名的险滩即有“二十四珠”。清
光绪二十六年，德国“瑞生号”轮船触礁沉此。

崆岭峡内有崆岭滩，峡以滩名。峡内有一小段又叫黄牛峡。
因为岸边的一座山上有一块岩石酷似人牵黄牛，所以又叫黄
牛山。峡又因山得名。有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朝发黄牛，
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说明这段江流水急，暗
礁多，木船行驶，十分吃力，又要时刻小心谨慎，所以行驶



速度很慢。于是，走了好几天，黄牛山依然在视线之内。如
今，峡内河道经过整治之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旧时西陵峡滩险水急，礁石林立。“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
稠”，这是白居易形容西陵峡内险滩密布的名句。如今的西
陵峡是壮丽的景色依旧，汹涌的恶浪不再了。江面风平浪稳，
水流平缓，船只畅行无阻，如履平川。

清西陵导游词篇四

驰名中外的清代皇家陵寝建筑群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
宁山下，古老的易水河从这里向东缓缓流去，它东北距北
京120公里。清西陵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营建泰陵，
到1915年崇陵建成，历时185年。这里建有帝陵4座，后陵3座，
妃园寝、王爷、公主、阿哥园寝等陵墓建筑共14座。雍正、
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和其他80位皇室宗亲长眠在这青山
绿水之中。整个陵区总面积800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0万平方
米，共有各类建筑432座。它们雕刻精细，气势恢宏，具有丰
富的历史、建筑、生态文化内涵。

陵墓的修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求得
先祖对于后世的荫护，因此，历代皇帝对于陵址的选择都极
为重视。清王朝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更好地通知庞大
的中原，他们竭力学习、接受汉文化。在陵寝制度和建筑形
制上也极力尊崇历代传统，而且，汉文化中的风水学说也强
烈地影响着他们陵寝的选址与营建。按照清王朝以孝治天下
的规矩，雍正皇帝曾经在清东陵九凤朝阳山选过陵址，以求
子随父葬。

而经堪舆学家再三相度，雍正皇帝将九凤朝阳山废掉，派十
三弟允祥和风水大师高其倬另觅佳壤，终于在易县境内天平
峪发现了上吉之地。这里北面有连绵的永宁山，如巨龙横卧
中原，俨如一道屏障，南面有形态端庄的元宝山，东西两面
则有九龙山、九凤山护卫左右，为天造地设的自然门户。稍



远一点的东、西华盖山，山腰云雾缭绕，山峰高耸，北易水
河从陵区蜿蜒流过。这样的自然环境非常符合天人合一的理
念，正是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完美佳境。

为了自己江山永固、荫泽子孙的梦想，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
爷不肯随父栖身西陵，而是在清东陵的胜水峪为自己选定风
水宝地，不过，乾隆并不希望后世子孙各自择选吉地。所以
他专门下诏，要求后代子孙在东、西陵隔代埋葬。于是他归
宿清东陵的裕陵与爷爷康熙相守，嗣子嘉庆奉安于西陵与祖
父雍正为伴。这样一来，出现了清东陵、清西陵并存的格局。
然而，乾隆皇帝的`旨意并未被后世子孙所遵循。道光皇帝就
把清东陵宝华峪山陵因浸水的地宫拆除，而迁至西陵龙泉峪
重建了慕陵。

东陵玉西陵同为一脉的清代皇家陵寝，然而，西陵的建筑颇
为别致。

泰陵是雍正的陵寝，也是清西陵中第一陵。五孔桥是大红门
前第一座拱桥，它气势宏阔，像白色的巨龙镇卧陵前，向东
西两边延伸的马槽沟，宛如飘带。

大红门是整个陵区的总门户，在它外面，有三座巍峨高大的
石牌坊，这是西陵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它们一座居中面南
横跨神道，两座各列东西，成品字形排列，与北面的大红门
构成中国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一个宽敞的四合院。三座牌
坊形式相同，尺寸一样，高12.75米，宽31.852米，构成五门
六柱十一楼的建筑形式。

在雕刻艺术方面清西陵，比明帝陵与清初诸帝陵牌坊精巧而
又繁复，在牌坊的梁柱上，雕有龙、凤、花草、海兽等纹饰；
夹柱石上，“赑屃”昂首怒目横卧于顶端，与其周围的山川
图案构成一幅“寿与山齐“的吉祥氛围。夹柱石正面，雕有
龙、凤、狮子等图案，行龙抓握宝珠遨游天际，麒麟在梧桐
树下引颈鸣嘶。这些雕刻栩栩如生，充满了动感，使大红门



前的广场庄重肃穆中洋溢出灵动与轻盈。

在泰陵，2.5公里的神道作为中轴线贯穿南北，其间主要建筑
有具服殿、圣德神功碑亭、七孔桥、石像生、龙凤门、三路
三孔桥、神道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班房、隆恩门、东
西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五供、方城明楼及宝
城宝顶。这些建筑有的居中，有的以对称的形式分列左右。
这些建筑无论大小尊卑，都严格遵循了封建等级制度，这种
布局给人以隆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出和谐、统一的美学效
应。

比较中西方建筑文化传统，可以追求山川自然形式的完美，
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艺术成就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英国著名
科学家李约瑟说过”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成就，
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
最伟大的例子。“泰陵建筑布局就是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
把建筑物与周围天然的地理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近年来，清西陵管理处在泰陵举办了大型皇家祭祀表演，在
威武的仪仗队的引导下，在御林军的护卫下，在臣僚的陪伴
下，身着龙袍的乾隆皇帝端庄肃穆，向着父皇、母后的神牌
三拜九叩，一种展孝思，溯源笃本，承统守业的情感抒发的
淋漓尽致。

崇陵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座帝王陵墓，埋葬着光绪皇帝和
隆裕皇后。崇陵建造于1909-1915年间，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
个时代。除基本遵循旧制外，又吸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
形成了其独有的特色。其殿宇所用木料均为异常珍贵的铜藻
和铁藻，质地坚硬无比所以被冠之“铜梁铁柱“。

崇陵地宫是整个陵区内唯一打开并对游人开放的地宫。崇陵
东面不远处的崇陵妃园寝中埋葬着广为人知的珍妃和瑾妃。



清西陵导游词篇五

第三，大红门东侧地势较高，土质好，而且居于左边，位置
尊贵。后代儿孙来清东陵谒陵祭祖都要最先拜见这位辈份最
高的一国之母。

以上三点解释才不失历史的公正。而皇太极的陵称昭陵，因
孝庄的陵寝在昭陵以西，所以称昭西陵。

与清东陵其他陵寝相比较，昭西陵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是隆
恩殿为重檐庑殿顶式的建筑，这与其他陵寝是有区别的。重
檐庑殿顶是古代建制中等级最高的，在清东陵中，只有大红
门采用了单檐庑殿顶，其他建筑均采用的歇山顶或其他级别
较低的建制;第二点不同之处就是昭西陵有内外两道围墙;三
是三座门建在大殿前;四是没有马槽沟和各种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