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殊院导游词讲解 成都文殊院导游
词(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殊院导游词讲解篇一

亲爱的游客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xx，你们可以叫我小x。此时，
我的心情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这次游玩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愉快。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全国唯一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两项世界级桂
冠的景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文殊院文
殊院市境内，全山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其实154平方千米为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风景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古称“黟
山”。

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完成中原统一大业、开创中华
文明之后，曾在这里采药炼丹，沐浴汤泉，得道成仙。李隆
基下诏书，将黟山改名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一直沿用至今。
神奇秀丽的黄山文殊院文殊院胜景，是地球内外引力长期持
续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黄山文殊院文殊
院历经沧桑，逐渐演变成危岩峭壁、怪石林立的奇特地貌。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市一座著名的花岗岩名山，它具有泰山之
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飞瀑等。奇松、怪
石、云海、温泉，历来被誉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四绝。近年
来，有人将冬雪誉为第五绝。



各位游客，你知道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松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
顽强，能扎根岩石呢?原来啊，松树的根系能不断分泌出一种
酸性物质，它可以溶解岩石，从岩石中吸收养分，再加上平
时腐烂后的花草、树叶，都给它提供了养料。所以，黄山文
殊院文殊院松的生命力极其旺盛，能扎根岩石。

俗话说，不到始信峰，不见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松。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龙爪松、黑虎松、探海松等名松。黄山文殊院
文殊院无山不峰，这里千峰竞秀，峰峰称奇，各有特色。历
史上先后命名的有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有高耸的莲花
峰、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等。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无
峰不石，名气大的就有121处。

站在北海的狮子峰上，你可以看到二仙下棋，丞相观棋，仙
人背篓，还有梦笔生花，猴子观海等。这些怪石，有的似人，
有的像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目前，黄山文殊院文殊院
开发的景点多达400余处，可分为温泉、云谷寺、北海、玉屏
楼、松谷庵、钓桥庵六大景区。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
玉屏楼景区。

文殊院导游词讲解篇二

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窄巷子21号“点醉”酒
吧，它的主人是四个80后。“花渐半开，酒至微醺，情之初
动”，是他们对这个院子的诠释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
吧。“过犹不及”是中国古人对享受人生乐趣的提示：不过
度纵容，不小气节制，有一点醉便恰到好处，万种风情。于
是四个年轻人把他们的态度带进了窄巷子21号院并用了自己
的表达方式：中式骨架，后现代的面孔，填充以艳丽的酒红
色。这里有1000多种红酒，其中600多种来自法国。点醉真像
是一杯年轻的红酒，带着葡萄适度的芬芳，和一种清爽的甘
甜。就像不要单纯的以年份判断红酒一样，也不要以年代分
层判断格调。点醉是窄巷子第一个开起来的酒吧，这也是成
都第一个提出24小时营业的酒吧，它提供了一种成熟、轻松



而游刃有余的时尚态度。游客朋友们如果有兴致稍后也可以
来这里体味一下点醉的滋味。

现在我们接着逛下去吧。

这里是窄巷子30号瓦尔登，它是当年传教士居住的院落，保
留得相当完整。当然这种缘分也来自主人黎氏兄弟的用心。
当年远在美国的哈佛博士，一得知宽窄巷子的改造，便专程
飞回成都。高大爽朗的格局，更有北方建筑的明快感，欧洲
风情更是增加了恰当的优雅。黎氏兄弟不用加入太多的复杂
元素，保留着这种素朴大气的西洋风范。便成就了当年梭罗
所描述的《瓦尔登湖》的气质。试想入夜落座于后院的树下，
四合院的温暖情绪，夹杂着现代的浪漫，想必会让大家对已
经熟悉的宽窄巷子多了一份新的感受吧。

好了，宽巷子窄巷子我们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带大家去看
看提得不多的井巷子。

井巷子在清朝满城时叫如意胡同，后来因为巷北有明德坊，
所以又称明德胡同。辛亥革命后改为井巷子，并沿用至今。
关于井巷子的名，也是有来历的，顾名思义这条巷子因井得
名，井在哪呢?走到那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井巷子主要就是成都的新生活区域酒吧区，这里是成都的夜
晚最热闹的地方，是华灯初上的成都风华，是笑靥如花的芙
蓉女子，井巷子，是老成都的“新生活”。

井巷子其实只有半条，它的两侧一侧是成都的新生活酒吧区，
一侧是成都400米的文化墙。这是全国唯一以砖为载体的博物
墙，成都历史浓缩于此。成都在重建宽窄巷子时，征集到四
万块不同年代的砖，在井巷子路南侧，沿街用这些砖垒砌砖
墙，砖墙中镶嵌喷绘照片，喷绘照片中又有浮雕，筑成一道
展示老成都历史、文化、民俗长卷的文化墙。



大家在文化墙上可以看到，昔日老成都的生活景象。老成都
人们坐在院子里三五成群，泡一杯盖碗茶，享受着柔和的阳
光，翻翻报纸，摆摆龙门阵，偶尔端起茶碗扎上一口，说天
到地。巷子里，等着三轮车叫卖的小贩，一车的蔬菜，雨天
里卖菜人穿着雨衣穿梭于宁静的小巷，叫卖声清脆爽朗。几
个老人家中屋檐下，下着象棋，逗弄着笼子里的画眉鸟。街
坊在巷子里走过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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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院导游词讲解篇三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20xx
年——620xx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集资重建庙宇，改
称文殊院。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佛教重点寺院之一，中国长
江上下游四大禅林之首，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集禅林
圣迹、园林古建、朝拜观光、宗教修学于一体的佛教圣地。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四川文殊院导游词5篇范文，欢迎借鉴
参考。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成都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文殊院坐落于天府之国成都市中心，占地90余亩，四川著名
佛寺，全国佛教重点活动场所，中国佛教禅宗四大修持场所
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后毁于
兵灾。传说清代有人夜见红光出现，官府派人探视，见红光
中有文殊菩萨像，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集资重建庙宇，
称文殊院。

1988年新建一座千佛和平塔(铁塔)初建于隋朝，原名信相寺，
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明朝末年，该寺毁于战火，康熙年
间，慈笃禅是由在废墟中结茅打坐，诵经修持，于禅定中出
现红光，化出文殊菩萨形象，谓其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因此
改名为文殊院[1]。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西北角，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它的前
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后毁于兵灾。
传说清代有人夜见红光出现，官府派人探视，见红光中有文
殊菩萨像，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集资重建庙宇，称文
殊院。

康熙帝御笔“空林”二字，钦赐“敕赐空林”御印一方。康
熙帝墨迹至今仍存院内。 丈殊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11600
平方米。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殿、说法堂、藏经楼庄严
肃穆，古朴宏敞，为典型的清代建筑。两旁配以禅、观、客、
斋、戒和念佛堂、职事房，形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两相对
峙的三檐式钟鼓楼，钟楼里悬有4500多公斤的铜铸大钟一口。
观音大士像为青铜铸造，可称雕塑精品。护法神韦驮像，为
清道光九年(1820xx年)第七代方丈本圆用青铜翻砂而成，工
艺精细，童颜神态，体现了“童子相貌，将军威仪”的风度。
还有一尊列为“空林八观之一”的缅甸玉佛，是院僧性鳞和
尚于民国20xx年(1920xx年)历尽艰辛，步行募化到缅甸请回



的。

另外，院内还有大小300余尊佛像，无论是石刻、铜铁铸造，
还是木雕泥塑，均具有文物艺术价值。 文殊院还珍藏有许多
珍贵文物和佛经、文献上万册，如院僧先宗等3 人于每日清
晨刺舌取血书写的“舌血经书”;明神宗的田妃绣的千佛袈
裟;清杨遇春长女以自己头发绣制的水月观音。

院内所藏唐僧玄奘顶骨尤为珍贵;1942年在南京发现3块唐僧
顶骨，现1块留存南京，1块送西安，因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
1块就送成都。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城北文殊院街，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
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据《成都县
志》记载，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唯有10尊铁铸护戒
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历劫尚存。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
年)，慈笃禅师来到荒芜的古寺，在两杉之间结茅为庐，苦行
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
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慈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
此改信相寺为文殊院。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公
元1697—1720xx年)，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嘉庆、道光
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建、扩建
了主要殿堂，形成了现今的规模。

文殊院坐北朝南，殿宇五重，进山门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
三大土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东西两厢是钟鼓相
对，斋堂与客堂对称排列。各殿堂之间有长廊密柱相连结。
全院共有房舍190余间，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房舍为木石
结构，柱础石琢磨精细;柱上斗拱雕饰玲珑;各殿堂的镂空花
窗式样繁多，图案精美，是研究我国古建筑雕饰艺术难得的
实物样本。藏经楼收藏有各种佛经上万册，其中有康熙皇帝
御赐的《药师》、《金刚经》等，十分珍贵。

五重大殿连同前后照壁，分布在长200米的中轴线上，各殿堂



楼阁古朴宏敞，飞檐翘角，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殿堂之间，
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疏密得体，大小相当，院中有园，园
中有院，院中有景，环境极是清静幽雅。

文殊院文物荟萃，宝物众多。寺内供奉大小300余尊佛像，有
钢铁铸造，有脱纱、木雕，有石刻、泥塑，十分丰富。从年
代而论，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唐宋年间铁铸戒神，更有清
代青铜铸像，还有缅甸玉佛，这些塑像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代雕塑、铸造等工艺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寺内还珍藏明清以来书画珍品，最著名的是康熙皇
帝1720xx年御赐文殊院的“空林”墨迹，以及康熙临宋代书
法家米芾的《海月》条幅。此外，还有印度贝叶经、唐代玄
奘法师头骨、唐代日本鎏金经简、千佛袈裟、发绣观音、挑
纱文殊和舌血含宝等佛教文物。

成都，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这个城市里
有很多名胜古迹，文殊院就是其中的一处。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过，可是因为我太小已经没有印象，但
是星期六爸爸妈妈又一次带我去了，因为那天是妹妹的生日，
所以爸爸妈妈才带我去。

文殊院坐落在成都的北门，当庙暮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
不禁诧异了，因为比我想象的还要壮观。庙门前有块方匾，
上面写着三个有力的大字“文殊院”，放眼望去，只见它古
朴端庄，历史悠久，是我们四川的佛教中心。我走进文殊院
更是惊呆了，只见雄伟的大殿前香火缭绕，钟声阵阵，让人
不由得肃然起敬。身穿袈裟的和尚端坐在大殿里念佛诵经，
绿树成荫的参天大树遮掩者殿堂，游人、居士、和尚若隐若
现，使文殊院又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特别是寺里面的一幅
幅对联，一段段经文，虽然我不了解它们的意思，但我却感
受到深邃的文化内涵，每一座大殿每一尊佛像，乃至每一幅
对联，都有一个优美的传说故事。

在这里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我明白



了一些道理，菩萨虽然不是救世主，更不是靠念佛诵经来改
变世界，但是，我们却从佛义上来明确了做人的道理，善待
他人，善待一切事物，热心助人，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向上
的心态，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更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小朋友们，热爱生活吧!让我们的世界充满爱。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西北角，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它的前
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后毁于兵灾。
传说清代有人夜见红光出现，官府派人探视，见红光中有文
殊菩萨像，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集资重建庙宇，称文
殊院。康熙帝御笔“空林”二字，钦赐“敕赐空林”御印一
方。康熙帝墨迹至今仍存院内。

文殊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11600平方米。天王殿、三大士殿、
大雄殿、说法堂、藏经楼庄严肃穆，古朴宏敞，为典型的清
代建筑。两旁配以禅、观、客、斋、戒和念佛堂、职事房，
形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两相对峙的三檐式钟鼓楼，钟楼里
悬有4500多公斤的铜铸大钟一口。观音大士像为青铜铸造，
可称雕塑精品。护法神韦驮像，为清道光九年(1820xx年)第
七代方丈本圆用青铜翻砂而成，工艺精细，童颜神态，体现了
“童子相貌，将军威仪”的风度。还有一尊列为“空林八观
之一”的缅甸玉佛，是院僧性鳞和尚于民国20xx年(1920xx
年)历尽艰辛，步行募化到缅甸请回的。另外，院内还有大
小300余尊佛像，无论是石刻、铜铁铸造，还是木雕泥塑，均
具有文物艺术价值。

文殊院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汉语系佛教重点寺院之一，位居
中国长江上下游四大禅林之首。文殊院是集禅林圣迹、园林
古建、朝拜观光、宗教修学于一体的佛教圣地，同时也是四
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亲爱的游客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你们可以
叫我小x。此时，我的心情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这次游玩黄山文
殊院文殊院愉快。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全国唯一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两项世界级桂
冠的景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文殊院文
殊院市境内，全山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其实154平方千米为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风景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古称“黟
山”。

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完成中原统一大业、开创中华
文明之后，曾在这里采药炼丹，沐浴汤泉，得道成仙。李隆
基下诏书，将黟山改名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一直沿用至今。
神奇秀丽的黄山文殊院文殊院胜景，是地球内外引力长期持
续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地质发展过程中，黄山文殊院文殊
院历经沧桑，逐渐演变成危岩峭壁、怪石林立的奇特地貌。

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市一座著名的花岗岩名山，它具有泰山之
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飞瀑等。奇松、怪
石、云海、温泉，历来被誉为黄山文殊院文殊院四绝。近年
来，有人将冬雪誉为第五绝。

各位游客，你知道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松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
顽强，能扎根岩石呢?原来啊，松树的根系能不断分泌出一种
酸性物质，它可以溶解岩石，从岩石中吸收养分，再加上平
时腐烂后的花草、树叶，都给它提供了养料。所以，黄山文
殊院文殊院松的生命力极其旺盛，能扎根岩石。

俗话说，不到始信峰，不见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松。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龙爪松、黑虎松、探海松等名松。黄山文殊院
文殊院无山不峰，这里千峰竞秀，峰峰称奇，各有特色。历
史上先后命名的有三xx大峰、三十六小峰。有高耸的莲花峰、
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等。黄山文殊院文殊院无峰不
石，名气大的就有121处。

站在北海的狮子峰上，你可以看到二仙下棋，丞相观棋，仙
人背篓，还有梦笔生花，猴子观海等。这些怪石，有的似人，



有的像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目前，黄山文殊院文殊院
开发的景点多达400余处，可分为温泉、云谷寺、北海、玉屏
楼、松谷庵、钓桥庵六大景区。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
玉屏楼景区。

从半山寺来到立马桥，可以看到千仞峭壁上的巨型摩崖石刻：
“立马空东海，等高望太平。”每字边长6米，其中“平”字
一竖长达9.4米，为唐式遵将军于1939年题写，由6名徽州石
工悬系在千尺的峭壁上，用了大半年时间才镌刻成功。书法
气势非凡，磅礴壮观，而且寓意深刻，不仅对黄山文殊院文
殊院胜景的高度艺术概括，更显示了在国家危难之时我中华
民族的豪迈气概。

希望大家在这次旅游中，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祖先留给我们
的自然文化遗产，不能去破坏它们。

游客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宽窄巷子了。从酒
店出发，沿总府路、蜀都大道，途经天府广场、人民公园，
最后抵达成都宽窄巷子，行程约20分钟。现在我们已经过了
天府广场，正行驶在蜀都大道上，蜀都大道是贯穿成都市区
东西部的一条交通大动脉。

现在我想问一下，在大家眼里，成都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没
错，安逸(川话)。李白有诗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
门入画图”;在诗圣杜甫眼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诗人陆游又以“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
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诗句，真切道出当年成都的
优美环境与休闲生活。近年来，成都又先后荣获“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
上个月，国内首个休闲城市排名公布，成都因其“幸福度高、
人情味浓、包容性强、好逸不恶劳，既享受生活，更创造生
活”而获得“xx中国最佳休闲城市”称号。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这样评价成都：china’s china——最中国。



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宽窄巷子堪称是最成都。

宽窄巷子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成都人对于休闲生活的理解和表
达的地方。宽窄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有规模的清朝古街
道，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街区。它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条平行的巷子组成。
宽窄巷子是成都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往昔的缩影。康熙五
十七年(1720xx年)，准噶尔部进兵骚扰西藏。清朝廷派三千
官兵平息叛乱。1720xx年，康熙皇帝应川人之情，派旗兵驻
防成都。当时的四川总督年羹尧下令在秦代少城遗址上修
建“满城”，给旗兵居住。清制规定森严，满蒙官兵一律不
得擅自离开少城接触商务买卖，他们只靠每年少城公园，也
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春秋两季的比武大会，论成绩优异领取
皇粮过日子。然而风雨飘零，如今的少城只剩下了宽窄两条
巷子。那时，宽巷子住的是文武官员，窄巷子住的是士兵，
等级森严。其后，宽窄巷子的人员结构也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宽巷子多为达官显贵，窄巷子聚居的则是平民。但其实从街
道的结构和规模来说，宽巷子与窄巷子并无太大差异，只是
显贵们住的地方当然“宽”，平民住的地方自然就“窄”。
所以民间便有了“宽巷子不宽，窄巷子不窄”的说法。

宽巷子与窄巷子的建筑风格说是川西民居，却又留有北方四
合院建筑的痕迹。

巷子两边大大小小的院落，三面环墙，临街只留一道门脸儿，
雕花的窗户，气派的门楼，讲究的门饰，虽已有些破落，却
依然在诉说着老巷子里的沧桑历史。宽窄巷子是最能再现老
成都人生活场景的地方。街坊邻居习惯了端把竹椅坐在巷口
摆龙门阵，茶余饭后就在墙下摆上一桌麻将，品着茶坐在树
下的石凳上看巷子里的人来车往。或者一家人在院子里喝着
稀饭，用温婉而幽默的成都话聊着家常。

不过，今天大家要看到的宽窄巷子已不是那有些破落的老巷
子了。xx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主体改造工程确立，



该区域在保护老成都原真建筑的基础上，形成以旅游、休闲
为主、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巴蜀文化氛围的复合型文化
商业街，打造具有“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内涵的“天
府少城”。xx年6月为期三年的宽窄巷子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修
葺一新的宽窄巷子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艺
术与文化底蕴的花园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
色的建筑群落组成。重新梳理后的宽窄巷子，不仅保留了原
有的院落文化，也使整个街区肌理更加清晰，同时为现代宽
窄巷子梳理出更清晰的气质：闲在宽巷子，品在窄巷子，泡
在井巷子。

朋友们，前面大概还有3分钟就将抵达成都宽窄巷子了。等到
了宽窄巷子，你就会发现成都的“休闲”真的是名不虚传。

好了，请大家收拾好随身物品，跟着我一起去品位宽窄巷子
的休闲气息吧。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抵达宽窄巷子了，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细细地讲解宽窄巷子里的一些特色建筑，
请大家跟好我。

总体来说，宽窄巷子的修护过程中，街巷形态进行了空间上
的梳理调整，精心保留了原有的街道肌理尺度。只是小心翼
翼地做了适度的“减法”，拆除片区内与历史风貌不符的现
代建筑。

我们知道宽窄巷子一共只有45座建筑，所以说可以进驻宽窄
巷子的商家都是非常幸运的。

现在呢，我们是在宽巷子。宽巷子在清朝宣统年间的名叫兴
仁胡同。据说这里所驻的是镶红旗的清军，宽巷子中一位懂
蒙语的满族人介绍，胡同是蒙语的音译，关于胡同的起源，
有一种说法是指蒙古人在草原上扎起的蒙古包之间的通道。
而到了民国年间，在中国一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气下，清
朝的叫法“兴仁胡同”改名为“宽巷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宽巷子20号院，据说很多人一旦来到
这里就拔不开脚，现在我们进去看看吧。主人老段是一个做
设计的行家，例如一品天下等景观设计都是他的手笔。传统
文化既是他的心头所好，也是玩得最精彩的看家绝活。

宽巷子20号这个两进院落，是按照民国风格重建，保留着民
国年间雕工细腻的木质门头。象征大吉大利的狮子滚绣球，
寓意得福的佛手，这些精美的传统文化符号，换作别人最多
只能原汁原味的存留。而天趣满汉楼让人最惊喜的是，在丝
毫没有对原建筑做改动的前提下，仅从细节和摆件下笔，便
浓墨重彩的凸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天井院落里，龙脉
池对应着鸿运泉，文房四宝对应着清澈的古筝琴声;古画青花，
孔雀锦鲤，老段的天趣满汉楼像是一幅华丽细腻的蜀锦。在
宽窄巷子的热闹喧哗里，保留着深宅大院、大户人家的古老
情调。

现在大家随意地在院子里转转吧。

这里呢是宽巷子25号，门头为传统黑色木板门，门前的两侧
有八影壁，尽显大宅风范。旧门头下的红砂上马石静静的矗
立在这里，向人们展现着旗人的生活，岁月的沧桑。现在我
们走进院里看看，院内的前檐和正房建筑都有着精美的木雕
装饰，大家看东侧院里的两层建筑，人们称之为小姐楼，据
说是始建此院时，主人为未出嫁的女儿所修的闺阁。

逛完了宽巷子，接下来我们要去窄巷子看看了。穿过南北向
的通道，我们就到窄巷子了，窄巷子在清朝的名叫太平胡同。
清兵的进驻给了战乱中的成都人希望，胡同的命名也代表着
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望，窄巷子又叫太平胡同，名“太平”
自然是希望没有战争，成都的老百姓能够平安祥和的过日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窄巷子1号院，它的门头是西洋的四柱三山
式，门洞顶处以卷草纹线条处理，建筑优美。走进院子里我
们看，门厅有传统的四扇六抹格扇，大家看隔扇的上部，镶



嵌冰裂纹门楣。相传呢，这个院子曾经在清末进行了改建，
当时的主人是一个富商，在改建的时候按风水大师的指点，
门墙修筑时跟旧墙砖混合使用，取求新由旧生、推陈出新之
义。所以这个院子保留的旧门墙是不同年代的红、黑、灰三
种颜色的墙砖所砌成的。如今这个院子为根据这一传说命名
为三块砖会所。

三块砖会所是它的男主人给妻子的一份礼物，因此男主人是
不惜工本，耗费心力，几乎所有的摆件和地窖里的红酒都是
他的藏品。

我们看到会所的前庭，东西厢房，上房堂屋，构成了六个包
间，工整严密，格局大气舒展。中央的院落e形和l形的绿竹
马槽，光影动静把空间切割得灵动开阔。三块砖最让人惊艳
的就是室内装饰了，用张扬摩登的现代语言表达着传统文化
的魅力。主人把现代和传统的融合做得天衣无缝，水到渠成。
贵重的红豆砂太师椅和色彩明快的沙发，文门神和象征华盖
的阳伞，prada霸气十足的长沙发和传统意味的屏风椅，统统
组合得如此和谐巧妙。

我们接着往前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窄巷子21号“点醉”酒
吧，它的主人是四个80后。“花渐半开，酒至微醺，情之初
动”，是他们对这个院子的诠释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吧。
“过犹不及”是中国古人对享受人生乐趣的提示：不过度纵
容，不小气节制，有一点醉便恰到好处，万种风情。于是四
个年轻人把他们的态度带进了窄巷子21号院并用了自己的表
达方式：中式骨架，后现代的面孔，填充以艳丽的酒红色。
这里有1000多种红酒，其中600多种来自法国。点醉真像是一
杯年轻的红酒，带着葡萄适度的芬芳，和一种清爽的甘甜。
就像不要单纯的以年份判断红酒一样，也不要以年代分层判
断格调。点醉是窄巷子第一个开起来的酒吧，这也是成都第
一个提出24小时营业的酒吧，它提供了一种成熟、轻松而游
刃有余的时尚态度。游客朋友们如果有兴致稍后也可以来这
里体味一下点醉的滋味。



现在我们接着逛下去吧。

这里是窄巷子30号瓦尔登，它是当年传教士居住的院落，保
留得相当完整。当然这种缘分也来自主人黎氏兄弟的用心。
当年远在美国的哈佛博士，一得知宽窄巷子的改造，便专程
飞回成都。高大爽朗的格局，更有北方建筑的明快感，欧洲
风情更是增加了恰当的优雅。黎氏兄弟不用加入太多的复杂
元素，保留着这种素朴大气的西洋风范。便成就了当年梭罗
所描述的《瓦尔登湖》的气质。试想入夜落座于后院的树下，
四合院的温暖情绪，夹杂着现代的浪漫，想必会让大家对已
经熟悉的宽窄巷子多了一份新的感受吧。

好了，宽巷子窄巷子我们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带大家去看
看提得不多的井巷子。

井巷子在清朝满城时叫如意胡同，后来因为巷北有明德坊，
所以又称明德胡同。辛亥革命后改为井巷子，并沿用至今。
关于井巷子的名，也是有来历的，顾名思义这条巷子因井得
名，井在哪呢?走到那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井巷子主要就是成都的新生活区域酒吧区，这里是成都的夜
晚最热闹的地方，是华灯初上的成都风华，是笑靥如花的芙
蓉女子，井巷子，是老成都的“新生活”。

井巷子其实只有半条，它的两侧一侧是成都的新生活酒吧区，
一侧是成都400米的文化墙。这是全国唯一以砖为载体的博物
墙，成都历史浓缩于此。成都在重建宽窄巷子时，征集到四
万块不同年代的砖，在井巷子路南侧，沿街用这些砖垒砌砖
墙，砖墙中镶嵌喷绘照片，喷绘照片中又有浮雕，筑成一道
展示老成都历史、文化、民俗长卷的文化墙。

大家在文化墙上可以看到，昔日老成都的生活景象。老成都
人们坐在院子里三五成群，泡一杯盖碗茶，享受着柔和的阳
光，翻翻报纸，摆摆龙门阵，偶尔端起茶碗扎上一口，说天



到地。巷子里，等着三轮车叫卖的小贩，一车的蔬菜，雨天
里卖菜人穿着雨衣穿梭于宁静的小巷，叫卖声清脆爽朗。几
个老人家中屋檐下，下着象棋，逗弄着笼子里的画眉鸟。街
坊在巷子里走过的背影......

老成都，光是这三个就给我们留下无限的遐想，它是一种情
结，人内心的一种渴望吧。我想大家也应该跟我有同感吧。

好了，我给大家介绍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游
客朋友们自由支配，好好地享受下成都的慢生活吧。11点的
时候我会在下车的地方等候大家。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尽兴，
但也不要忘了时间哦。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王，大家可以叫我王导。今天
我就带大家去欣赏闻名中外的黄山文殊院风景名胜区。请大
家跟我来。

黄山文殊院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世界上第一个获得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以及世界地质公园三项最高荣誉的旅游胜
地。黄山文殊院布局错落有致，天然巧成，并以天都峰、莲
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为中心向三周铺展，跌落为深壑幽谷，
隆起成峰峦峭壁。黄山文殊院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山
高谷深，气候呈垂直变化，气候特点是云雾多、湿度大、降
水多。黄山文殊院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
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现已将冬雪作为第五绝。
由于时间有限，今天我就先给大家介绍黄山文殊院的怪石。

黄山文殊院的怪石有许多，但最有名的还是"狮子抢球".你
看!在黄山文殊院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两只威风凛凛的狮子
在抢球。它们中间有一块滚圆滚圆的岩石，就像一个石球。
一只狮子扑向了球，还有一只狮子显得十分凶猛。它们就这
样张牙舞爪地争抢着这个石球。到了现在还在争斗呢!

有人说，在一座高高的山峰上，远远望去，有一块石头，像



一条天狗一样。每当月亮升起，它就痴痴地望着月亮，似乎
在期待着什么。你没有猜错，这就是有名的"天狗望月".许多
怪石都有一个传说，"天狗望月"也不例外。传说天上有一只
狗，它的主人就是二郎神。有一次二郎神带着它到黄山文殊
院上去游玩，一路风景迷人，当他们爬到山顶，更是被黄山
文殊院上云海的壮丽景观所惊呆。这时，突然天空一道佛光
出现，二郎神这才想起，他要赶到月宫上去参加嫦娥的一个
生日晚会，就独自急急忙忙飞到月球上去，把自己的天狗都
忘记了。于是，天狗每到晚上就一直看着月亮，很想念它的
主人，希望它的主人早日回来与它共赏黄山文殊院美景。但
是，它花心的主人心里只有仙女嫦娥，早把它忘记了!日久，
狗就变成了"天狗望月"风景石头!

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请大家自由活动一小时，自
己欣赏黄山文殊院的其他美景。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在奇石
上乱刻画等。祝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小时!

文殊院导游词讲解篇四

今天我们将到成都久负盛名,拥有“空林八观”之美誉的寺院
文殊院游览。大家都知道,寺院是佛、法、僧三宝的常住处。
也是佛教的传播和沿袭之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
督教、伊斯兰教)之一,是因为创立者佛陀所说教法而得名...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城北文殊院街，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
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据《成都县
志》记载，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唯有10尊铁铸护戒
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历劫尚存。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
年)，慈笃禅师来到荒芜的古寺，在两杉之间结茅为庐，苦行
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
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慈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
此改信相寺为文殊院。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公
元1697—1720xx年)，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嘉庆、道光



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建、扩建
了主要殿堂，形成了现今的规模。

文殊院坐北朝南，殿宇五重，进山门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
三大土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东西两厢是钟鼓相
对，斋堂与客堂对称排列。各殿堂之间有长廊密柱相连结。
全院共有房舍190余间，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房舍为木石
结构，柱础石琢磨精细;柱上斗拱雕饰玲珑;各殿堂的镂空花
窗式样繁多，图案精美，是研究我国古建筑雕饰艺术难得的
实物样本。藏经楼收藏有各种佛经上万册，其中有康熙皇帝
御赐的《药师》、《金刚经》等，十分珍贵。

五重大殿连同前后照壁，分布在长200米的中轴线上，各殿堂
楼阁古朴宏敞，飞檐翘角，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殿堂之间，
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疏密得体，大小相当，院中有园，园
中有院，院中有景，环境极是清静幽雅。

文殊院文物荟萃，宝物众多。寺内供奉大小300余尊佛像，有
钢铁铸造，有脱纱、木雕，有石刻、泥塑，十分丰富。从年
代而论，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唐宋年间铁铸戒神，更有清
代青铜铸像，还有缅甸玉佛，这些塑像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代雕塑、铸造等工艺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寺内还珍藏明清以来书画珍品，最著名的是康熙皇
帝1720xx年御赐文殊院的“空林”墨迹，以及康熙临宋代书
法家米芾的《海月》条幅。此外，还有印度贝叶经、唐代玄
奘法师头骨、唐代日本鎏金经简、千佛袈裟、发绣观音、挑
纱文殊和舌血含宝等佛教文物。

两相对峙的三檐式钟鼓楼，钟楼里悬有4500多公斤的铜铸大
钟一口。

文殊院导游词讲解篇五

另外，院内还有大小300余尊佛像，无论是石刻、铜铁铸造，



还是木雕泥塑，均具有文物艺术价值。文殊院还珍藏有许多
珍贵文物和佛经、文献上万册，如院僧先宗等3人于每日清晨
刺舌取血书写的“舌血经书”;明神宗的田妃绣的千佛袈裟;
清杨遇春长女以自己头发绣制的水月观音。

院内所藏唐僧玄奘顶骨尤为珍贵;1942年在南京发现3块唐僧
顶骨，现1块留存南京，1块送西安，因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
1块就送成都。

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城北文殊院街，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
它的前身是唐代的妙圆塔院，宋时改称信相寺。据《成都县
志》记载，明朝末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唯有10尊铁铸护戒
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历劫尚存。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
年)，慈笃禅师来到荒芜的古寺，在两杉之间结茅为庐，苦行
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
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慈笃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从
此改信相寺为文殊院。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公
元1697—17)，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嘉庆、道光年间，文
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建、扩建了主要殿
堂，形成了现今的规模。

文殊院坐北朝南，殿宇五重，进山门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
三大土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藏经楼。东西两厢是钟鼓相
对，斋堂与客堂对称排列。各殿堂之间有长廊密柱相连结。
全院共有房舍190余间，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房舍为木石
结构，柱础石琢磨精细;柱上斗拱雕饰玲珑;各殿堂的镂空花
窗式样繁多，图案精美，是研究我国古建筑雕饰艺术难得的
实物样本。藏经楼收藏有各种佛经上万册，其中有康熙皇帝
御赐的《药师》、《金刚经》等，十分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