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青城山的导游词 青城山导游
词(实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一

各位朋友：

你们好！

青城山是世界文化遗产；20xx年根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青城山背靠岷江，俯瞰川西成都平原，群峰缭绕，状若城郭；
位于四川成都的都江堰风景区。景区面积200平方公里；有36
峰、8大洞、72小洞、108个景点。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发祥地，
被道教列为“第五洞天”；山内古木参天，群峰环抱，四季
如春，山林幽深、亭阁幽雅、溪流幽清，故有“青城天下
幽”的美誉；距都江堰市区十六公里。

青城山前山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至今保存完好的道教
宫观有数十座，珍藏着大量估计文物和近代名家手迹，是一
家纵横千百年的道教“博物馆”。

青城山，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四大道教名山
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
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东距成都市区68公里。主峰老霄



顶海拔1260米。青城山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
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誊。青城山历史悠久，是中国道教发
源地之一，是全国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

全山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建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
圆明宫、玉清宫、朝阳洞等。青城山自古是文人墨客探幽访
胜和隐居修练之地，古称“洞天福地”、“神仙都会”。

好的，本次对于青城山的导游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次再
来！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二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成都阳光旅行社的青城山一
日游。我是你们的导游coco，在这里，我预祝大家渡过愉快的
一天!

先说一下今天的活动安排。这车在九点左右到达青城山，我
们乘索道到上清宫，然后步行下山沿途游览。中午下行到山
门，会有被称为“青城四绝”的“洞天乳酒，道家泡菜，苦
丁茶，白果炖鸡”这样的美食等候着大家。饭后稍作休息，
我们将前往都江堰景区参观。五点钟，乘车返回成都。

边说边走，不知道不觉中一小时过去了。车现在经过的地方
是都江堰市，这里以城西北处，由蜀郡太守李冰带领群众于
公元前三世纪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举世闻名，我们将在
返回途中参观这里。

青城山近在眼前了，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的概况给
大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青城山主峰老霄顶，海拨1600米，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都江
堰市风景区内，距成都63公里，都江堰15公里，早在1982年
便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在20_年，它更



是于都江堰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
产。

青城山属邛崃山系，据地质考察形成于1亿8千万年前的造山
运动，诸峰环峙，状如城廊，山上林木茂盛，终年青翠，在
唐代即被称为“青城”，故名青城山。

青城山的得名，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那就是，“清城山”
的笔误。所谓“清城”古指神仙居住的地方。在唐代，道、
佛二教争夺青城山的地盘，于是唐玄宗下诏“观还道家，寺
依山外旧所。”诏书中的“清”字少了偏旁，从此以后人们
就将错就错了。这种说法，也比较可信,有天师洞三皇殿内的
唐玄宗手诏碑为证。

青城山不仅以日出、云海、圣灯三大自然奇观吸引着八方来
宾更是以青城道教而名扬四海。青城道教气功也闻名遐迩。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我国本土传统宗教，它产生于
东汉中叶。青城山作为天师道的祖山，是道教的四大名山之
一，也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与基督耶稣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汉顺帝时,沛国丰人张陵(后
称张道陵)在此后山大邑鹤鸣山结茅求道。他自称“奉太上老
君之命为天师”,并尊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圣典，根
据当地氐羌原始部落的降鬼驱魔的巫术创“五斗米道”，又称
“天师道”。

张天师于143年来到了青城山天师洞在此传道修行，并在此羽
化。此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也嗣法于此。晋范长生，唐杜
光庭，南宋李少微等高道相继来此传道。在清康熙八年，武
当山全真道龙门派第11代传人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后
被康熙钦赐“丹台碧洞”封他为“碧洞真人”。从此青城道
教属全真道龙门派碧洞宗至今已传13代。



道教主张“清虚自持，返朴归真”，他们把神仙居住的地主
称为“洞天”，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每一
个洞天都有一位主治的神仙，青城山的主治神仙是供奉于建
福宫，被黄帝封为“五岳丈人”的宁封子。

青城山分前后两山，各自面积分别为15和100平方公里。这里
的36峰，8大洞，72小洞，108景一切都渗透着道教文化的精
神。前山为风景区的主体部分，突出了道教崇尚自然风格的
道观遍布其间。

说到自然风格，我们不得不提到青城山的自然之美，这里素有
“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它的“幽”，也为历代文人墨客所
推崇，其中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就于1940年前后，举家
寓居青城上清宫，自号“青城客”。

好了，朋友们，青城山到了，让我们也来做一回青城客，同
它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吧。请大家拿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
依次下车。行动时，注意安全，游览时跟紧我们的团队。如
有走失的情况请拨打我的手机，13后面9个6。

沿着被伟大的诗人杜甫称为“丹梯”的石阶走下来。我们现
在来到的地方是古名“常道观”的青城山主庙天师洞。这里
海拨1100米，三面环山一面临涧，俨然神仙都会的景象。

依次游览了天师殿，三皇殿，黄帝祠，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三
清殿。这大殿修建于1920_年，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殿
前以九级石阶接托。

大家看，这前檐并列支撑的六根大石柱都采用1.2米，精工雕
刻奇兽图案的大石础，在庄重威严之中，是不是又富有灵珑
的意趣呢。大殿横列五大开间，共580平方米，也由各种精美
的整石圆柱支撑。这些柱子，高4.4米，非常的气派。大家再
仔细看这柱子上端的撑弓和弯门，都采用镂空花刻，刻有人
物花草，色调素雅，工艺精美。



这殿内供奉的就是道教至高无上的三尊神了。中间这位是住
在清微天，上清境的“元始天尊”又称“上清”或“天宝
君”。左边的这位是住在禹余天，玉清境的“灵宝天尊”又称
“玉清”或“灵宝君”。右边这位是住大赤天，太清境
的“道德天尊”又称“太清”或“神宝君”即太上老君，也
就是老子。三位天尊合称三清，各为教主，统御各路鬼神，
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我们出殿去看看，这殿前的石栏上雕刻有“天簌灵婴图”，
这石像都为光头露背嬉笑玩耍的婴儿他们的光头上没有戒疤，
天灵盖下凹还没有长平，有的还有我们成都话叫的“毛根
儿”，石雕用天真活泼的婴儿代表“赤子”，按道德经上所
说，“常德不离，得力归于婴儿。”暗示修道的最高境界就
是要到达童心不泯的程度。石雕中所设计的“海螺”等乐器
遇风会发出悦耳的声音，叫“天簌”，代表了道教所崇尚的
自然，这“天簌灵婴图”，实际上代表了道教崇高的哲理和
审美情趣。

这儿还有一棵非常高大的古银杏树，树高有30米，树冠直径
有36米。我请大家猜一猜树龄。不是500岁，也不只1000岁了。
其实它差不多有20_岁了，相传，这树是张天师亲手植下的。
站在这树下，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斗转星移，历史变迁，时
光飞逝啊。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四川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___。

青城山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文化灿烂、历史悠久，所以有
人形象地说，青城山既是一位美女，更是一位才女。美女的
特征是一个字——“幽”，才女的灵魂是一个字一一“道”。
先说幽。



多年来，青城山的平均气温一直都是15摄氏度，非常宜人，
年平均降雨量是1300毫米，非常湿润：也非常有利于植物的
生长，青城山风景区的林木总面积达2350公顷，可以说是植
被繁茂，晶类众多，仅木本植物就达110余科、730余种，既
有挺立在庙观旁的参天大树，又有丰富多彩的原始森林和壮
观秀丽的大面积人工林，其中的古树名木有银杏，它是世界
上稀有的最古树种之一，俗称白果树，最著名最神奇的是青
城山天师洞银杏，传说是张天师手植的，高50多米，径围20
米，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被四川省林业厅正式
封为“天府树王”，它有很多白果笋密集下垂，极为壮观，
是青城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道教诞生、发展的见证。另外，
青城山还有大量的楠木、唐衫、棕树、珙桐等珍稀树种，青
城山的花卉资源也非常丰富，青城幽兰驰名中外。青城山的
森林植被，都有很高的生态、科研、旅游价值，是大自然遗
留给人类的无价之宝。植被丰茂，林木有情，空气自然也就
十分新鲜有灵气。

此外，青城山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的野生动物有197
科50多种。禽鸟约200余种，鱼类品种有20余种，野生两栖动
物、爬行动物20多种，属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金
丝猴、还有青城玉鸦、红嘴相思鸟、杜鹃鸟、娃娃鱼等等。

最早用“幽”字形容青城山的，是唐朝诗圣杜甫，他在《丈
人山》一诗中写道：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
丹梯近幽意。后陆游赞叹青城说“坐观山水气幽清”，近人
吴稚晖更是直接说：“青城在亦雄亦奇亦秀外，而其幽邃曲
深，似剑阁、三峡、峨嵋皆无逊色。故以天下幽标明青城特
点。”这就是常说的“青城天下幽”的来历。

青城山与道教的关系，那可真是源远流长，可以看到道教的
整个发展历史。远在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在青城
山支脉鹤鸣山修道的张陵，来到青城山赤城崖创立道教。据
说他“会三界万神于青城黄帝坛下，立二十四治”，也就是
将当时的四川及汉中的部分地区划分为二十四个教区，分别



管理，所谓“治”，与乱相对，含有管理、有序、安定、文
明等内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

青城山的历史极其悠久，在青城山的东麓发现的芒城古遗址，
出土了大量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建立了
城郭，正是以此为中心，才繁衍、发展出了后来震惊天下的
古蜀文明。到了秦代，青城山就已经成为皇帝敕封的国家祭
祀山川的圣地，在当时，全国也只有18座山川享受这种国家
祭祀的待遇。青城山的得名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青城
山有阴阳36座山峰环状排列，峰锐崖陡，林木葱笼，4就象一
座绿色的城郭，以形得名，所以叫做青城山;第二种说法是说
青城山原名清城山，青字有三点水偏旁，因古代神话说“清
都、紫微，天帝所居”，这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取名
“清城山”。后来，道教创始人东汉的张道陵张天师以清城
山为基地创立天师道，道教主张“清虚自持”“返朴归真”
的教义，与清城仙都的意思一致，山名就没变。唐代佛教发
展很快，清城山上发生了佛道间地盘之争，官司打到皇帝那
里，当时的皇帝唐玄宗非常崇信道教，唐朝李氏天下都非常
重视道教，据说是因为道教教祖老子姓李名耳，与李唐同出
一家。对青城山道佛之争这段公案，玄宗亲自下诏书判
定“观还道家，寺依山外”。道家胜利了。可是诏书把清城
山的清字写成了没有水旁的青了。道家既借助于皇帝亲判的
威力收回地盘，也就顺势把清城山改称青城山了。

这个故事并非传说，山上保存的唐碑诏书全文具在，足以作
证。青城山与道教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从青城山这里可以
看到道教的整个发展历史。早在1800多年前，我国本土宗教
道教的创始人张陵来此结茅传道，开辟了东方神秘宗教——
中华民族传统本土宗教“道教”的历史新篇章，因此青城山
也就成为了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道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近20__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成丰富的道教文化，
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养生学
等方面乃至政治和军事方面以及民族心理和社会习俗等各个



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和久远的影响。道教积淀下来的大量经
籍文献及宫观建筑、雕塑石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
产。

青城山是道教历史最为悠久，道教历史发展最为完整的道教
名山;(从创教到发展至今)它历经了道教历史中最早的天师道
正一派到后来的全真教这两个道教中最大的道教派别的角色
转换;道教建筑也最有历史阶段性和代表性，这里有全国最集
中的道教建筑群——始于晋、盛于唐，跨越了晋、隋、唐、
宋、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而且这些建筑还体现了中国西南民
俗民风的特色。像天师洞就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完整，最古老
的全国重点道教宫观。前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付圆天大
师就曾居住在天师洞。道教漫长的历史铸就了青城山灿烂的
道教文化，包括易经、青城气功、青城武术、洞经音乐、医
药养生、膳食等，除保存下来和已经重建的宫观庙宇等文化
胜迹之外，青城山还保存有大量的古遗址，古碑，古石刻造
像，古墓藏，古摩岩题刻及道教印符等文化实物，这些实物
都是道教留给全世界的宝贵遗产，这些遗产包含道教文化的
历史信息和众多谜团。整个青城山被称为一座活的道教博物
馆。联合国著名遗产专家莫洛伊博士曾被青城山的自然与文
化价值所折服。他曾感慨到：“青城山都江堰是人与自然和
谐统一的突出范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构想在这里得到了
最完美的体现”。青城山正是以它”幽甲天下”的自然风光
与悠久丰厚的道教文化吸引着无数的中外名人来此游览观光，
长驻短寓，著名的有唐明皇、杜甫、贾岛、杜光庭、苏轼、
范成大、冯玉详、于右任、张大千等。而今天道教的养生、
崇尚自然的思想更令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都市人群、让向往
自由、向往回归自然的人们倍受崇尚，前往青城山探幽访古，
前来探索东方神秘道教文化精髓的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多。

[长生宫]在青城山新山门右侧有一座四星级宾馆——鹤翔山
庄，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宾馆，而是蜀、晋时道教著名首领
范长生隐居修真故址——长生宫，范长生精通天文术数，博
学多艺，居青城山，是当时蜀地天师道首领，曾帮助李特李



雄筹集军粮物资建立成汉政权，李雄曾想拜其为国君，不就。
拜为宰相、尊称为范贤，在都江堰建范贤馆，青城山长生宫
是他的修道之处，史传他修道长寿，活了130多岁，后主刘禅
改其为长生观，旧名碧落观。宫内有紫薇树一棵，远望蓊蓊
郁郁，相传为唐明皇为纪念杨贵妃亲手种植;有巨楠数十株，
高数十米，围约三十尺，要数人才能合围，传说为范长生亲
手所植。陆游的《长生观观月》中写道;”碧天万里月正中，
清夜弭节长生宫。”正如古诗中所说的那样”万木阴阳夏气
凉”，因其环境十分幽雅清净，也是青城山避暑胜地。近年
来林木逐渐恢复，早先的白鹭又成群飞来。故名“鹤翔山
庄”。今天的鹤翔山庄因此还创造了一道道教养生素食，取名
“长生宴”。在海内外屡次获得大奖。

[山门·建福宫]建福宫，再丈人峰下，始建于唐开元十八
年(公元730年)，原名丈人洞，宋时朝廷赐名“会庆建福宫”。
丈人峰因宁封得名，相传宁封是皇帝时的制陶官员，能履蹈
烈焰，随烟上下，又能驾御风云，这可能就是武侠小说里面
所讲的“轻功”吧，宁封帮助皇帝学会“龙蹻飞行”之术，
打败了蚩尤，统一华夏，被皇帝封为统领五岳的“五岳丈
人”“丈人”再古时一是对老人的尊称，如老丈。二则是一
种官衔，五岳丈人时统管三山五岳的最高统帅。宋时又加封
蜀州青城山丈人观九天丈人、储福定命真君。道教的十大洞
天都有一位主治神仙，宁封便是青城山的主治神仙。虽然青
城山的地位有多高。今建福宫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
重建，近年又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和补建。

青城山山门虽然不是雄伟壮观，但它体现道教的玲珑、仙气，
采用道教典型的重檐式，重檐代表两层以上的多层建筑，因
为在道教中有道教好神仙，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所以道教建
筑一般都是两层以上的多层建筑，并雕塑有各种传说中的神
话人物，以示喜好神仙，而所塑的虫鸟兽则体现道教喜好自
然的思想。青城山山门上有我国已故上将张爱萍手书的“青
城山幽子规啼”，子规也就是杜鹃鸟，传说是很久以前的蜀
王望帝杜宇变的，他为了提醒后代的帝王要爱惜人民，所以



变成了鸟儿，不断地呼吁“民贵呀，民贵呀”，因为他不停
地叫，就累得吐血了，所以，杜鹃乌的嘴巴就变成是红色的
了。

[雨亭·天然阁]游山道上散布着许多的桥、亭和牌坊，与林
相配，因山取势，形成意趣不同的风景图画。山亭多取枯树
为柱，以树皮盖顶，树根为凳，枯枝古藤为装饰，符合道教
的清静无为，回归自然，与青幽的山景浑然一体。亭型也随
景而异，有随路转折形成的三角亭——怡乐窝;有半倚山崖的
方亭——泠然亭;有伫立峰顶的八角亭——息心亭;还有山路
穿过而减柱的卧云亭，有随山势而成弧形的凝翠桥，有依半
岩而成的吊脚楼——步虚廓，这些山亭都应景造型，命名切
景，形成亭本身是景、坐在亭子里赏外面是一道道的风景。
而且这些亭子，配有贴切的楹联，更富有诗意。各位在游程
中将会不断看到。这个雨亭的对联是于右任先生所书
的，“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这副对联看似平淡，实
际寓意很深，说出了“青城天下幽”的“幽”意，也道出了
青城山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天然阁，它就是青城山的道长
们以枯树作为柱子，留皮带节;以树皮盖顶，以树根为坐凳，
用枯枝和古藤作为装饰，不用雕工胜似雕工，一切取其自然。
大家留意一下，这座凉亭上下一共三层，实际上这里面大有
深意，道教很注重“三;这个数字，如等一下我们要看到
的“三清”、“三天”、“三元”、“三皇”等，为什么是
这样子的呢?这其实与道教的宇宙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有密切的关系。“道”的地位至高无上，所
以是“一”，其中有“阴阳”，所以是“二”，阴阳二气互
相融合生成万物，所以是“三”。道教用“三”表示万物的
生成，所以有“天、地、人”为“三才”，“日、月、星”为
“三光”等等很多说法。所以，这个凉亭从用料到设计，都
蕴涵了多方面的道教精神。以后大家会看到三角的、圆形的、
方形的、八角的等各种形状的亭子，三角的象征着“天、地、
人”三才，圆形的象征着天是圆的，方形的象征着地是方的，
八角的象征着八卦，这些建筑里面都体现着道教的理论，刚
才我们介绍过，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道教文化已经成为青



城之魂，渗透到青城山一草一木之中，道教主张清净无为，
回归自然，所以，·这些亭子也成为完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建筑艺术的代表。

[椿仙行道]伴随着青城山曲折的石梯和鸟儿的欢畅，两边高
大茂盛的树木，这些树木多数是杉木，还有楠木、柏木和柳
树，这些林木不仅增加了青城之“幽深”，也给青城山带来
了勃勃生机。古语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说：“我
们出家人;若依赖外人出条林荫道中，不得不感谢这些树木的
栽种人——那就是以前的常道观主持彭椿仙道长。

[上清官·老君阁]上清官位于高台山之阳，是青城山现存38
处宫观中位置最高的一座道观，海拔为1180米。宫门上有门
楼，上清宫三个大字是蒋介石手书，两旁联文是国民党元老、
书法家于右任撰书“于今百草承元化，自古名山待圣人”，
说青城山的草木都得到了道家仙气的沾染，自古这座名山就
等待各位朋友的光临。当然它也有“白草”代表当时的国民
党将领，圣人指蒋介石之意。因为这首楹联是于老专程为蒋
介石先生到青城山来所题写的，当时于右任先生及部分国民
党领导人正好在青城山。

殿的右侧南楼前有两井并列，称为鸳鸯八卦井。两井-方一圆，
其泉源相通，但一浑一清，一浅一深，井旁刻有国画大师张
大干手书“鸳鸯井”三字。殿右侧厅有楠木板壁刻《道德经》
全文。殿左侧有长廊通向配殿，内祀孔子和关羽，取名文武
殿，两旁有张大干所绘麻姑、王母、三丰祖师、花蕊夫人画
像石刻。文武殿右下为麻姑池，传为麻姑浴丹处，形如半月，
深广数尺，水色碧绿，长年不竭不溢。

上清宫的山门前，可以看见这个很大的照壁，照壁又叫照墙
或影壁，单独耸立大门口或正厅的前面，也有结合围墙，形
成院落的，照壁的功能都是有屏障和遮蔽的作用，也有塑造
空间曲折的效果。照壁可以两向施用，对外辟邪和对内祈福。
所以，大家看这个照壁，正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道”字，背



面写的是“大道无为”四个字。道教崇奉的是“道”，道到
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十分的不好回答，2520__年前，
老子看见周朝日益衰落，天下就要大乱，他只好出世的时候，
当时有个关令叫尹喜，就向老子请教了这个问题，老子就洋
洋洒洒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来回答他，开头一句就
是“道可道，非常道”。2520__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这
个“道”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道就是生活，
一种善良的、健康的生活就是道吧。多关注生活本身，而不
是生活之外的东西，这样，就是它背后所说的“大道无为”
了。大道无为实际上是道教对待社会人生的处事态度和基本
法则，道教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而产生宇宙万物，包括人的
生命过程来看应是自然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做事应效
法天道，不要妄自作为，为者终必失败，无为即遵循顺从法
则。

站在了上清宫的门口，看一下“上清宫”三个字，真是规规
矩矩、方方正正。蒋介石1940年4月和7月，他曾两次来到青
城山，蒋介石在当时青城山主持易心莹道长所托下，手书
了“上清宫”三个大字。另外，在上清宫左右两边有两副对
联，“于今百草承元化，自古名山待圣人”，前面已经介绍
过了，而另一幅“上德无为行不言之教，大成若缺天得一以
清”，是冯玉祥将军的手笔，都是·《道德经》中的原句，
上德是指那些道行很高的人，他们顺应道的要求而做事，所
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从产生到发展宇宙万物
的过程来看是不能用任何语言可以说清楚的，它应是一种自
然的法则，人们只能去效法遵从，大成若缺和大巧若拙一样，
体现了道家所追求的是内在的积累而不是外在的浮华，“天
得一以清”与“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
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都是在论述道的伟大
作用，没有东西可以脱离了道而生存的，这里的“一”也就
是指的是道的意思。在上清宫大门的左侧，有“瑶池阙”，
在上清官大门的右侧，有“玄圃门”。进宫后的左右两边象
许多道观一样是左青龙和右白虎两殴，青龙，白虎是道教的
两大护法天神，它是根据我国古代竺豆象学说和动物崇拜演



变而来，我国古代的星象学家把苎(即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空
区域)中的所有星座分为28星宿，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每一
方位各七个星宿，东边的七个星苎排似龙，而东方属木，色
青故称青龙，西方属金色白称白虎，南方七星宿形似雀，方
位属火，色赤古语亦称朱，取朱雀，北方千星宿形如龟蛇，
龟蛇古称“武”，方位属水、色黑古称“玄”，取玄武，它
们共同构成四方天界的神，也代表着中国古建筑的东西南北
四个方位。

这里还有两眼神秘的井，这两口井一方一圆、一浑一清、一
深一浅，并列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朝夕相守，因此，
就口旷鸳鸯井”，这“鸳鸯井”三今大字，就是张大千先生
的手笔，大千先生与青城山的缘分非同一般。鸳鸯井下边的
泉源是相通的，但水面却一高一低，很是神奇。

三清殿供奉的是三清尊神，中间这位是玉清原始天尊，他手
持元珠象征洪元世纪;右边这位是上清灵宝天尊，他怀抱如意，
象征混元世纪;左边这位是太清道德天尊，也就是老子，他手
持宝扇象征太初世纪，张道陵创教时把他尊为教祖。三清是
道教的最高境界，这三位天尊也是道教信奉的三位最高尊神。

[老君阁]92年动工，94年落成，95年开光，它位于青城第一
峰绝顶(即彭祖峰顶，或称高台山、老霄顶)，海拔高1260多
米。老君阁阁基宽四百平方米，共六层。下方上圆.寓意天圆
地方;层有八角，以示八卦;外观呈塔形，顶接三圆宝，以昭
天地人三才之意。

老君阁造像，以徐悲鸿当年在青城的遗作《紫气东来》(老子
跨青牛出关图)为蓝本，经许多学者、艺术家和鉴赏家精研，
并由青城山道友绘制、塑造而成。老君像高十三米六，连牛
身通高十六米。悉按古典建筑规范，用钢筋水泥浇铸，精铜
包里，金光炫目，栩栩如生。自古及今，绝无仅有，乃融老
子的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及古老朴素唯物辩证相对论者之道
教祖师光辉造像。



青城山导游词

文档为doc格式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德阳华山路旅游公司的实习导游，
大家可以叫我小罗，也可以叫我“罗导”。这次的旅程由我
为大家提供服务和担当讲解员，希望通过我，可以为大家带
来一段欢乐的旅程。在这次的旅程中如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大家理解并继续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首先，我对今天的旅程事项做个大概介绍。

我们早上八点从文庙广场出发，途经成德高速、成都绕城高
速、成灌高速、都江堰、青城山，全程大约100公里，120分
钟左右到达青城山。

大家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带，发扬尊
老爱幼的传统，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不要在车上大声
喧哗，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车上备有矿泉水和晕车等常
规药物，有需要时请和我联系。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目的地—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距都江堰市区16公里，东
距成都市区68公里，处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西南10公里处。主
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青城山历史悠久，是中国道教发祥地
之一，是全国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全山林木青翠，四
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丹梯千级，曲
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与
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有很多的故
事和传奇，以及物产、人文特色，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做详细
的介绍，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身临其境，让我们共同去发



现，挖掘它的文化、故事和传奇。现在，我们稍作休息，保
持体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向青城山进发。祝大家旅途愉快！
谢谢！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五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德阳华山路旅游公司的实习导游，我叫罗彬慈，大
家可以叫我小罗，也可以叫我“罗导”。这次的旅程由我为
大家提供服务和担当讲解员，希望通过我，可以为大家带来
一段欢乐的旅程。在这次的旅程中如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还请大家理解并继续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首先，我对今天的旅程事项做个大概介绍。

我们早上八点从文庙广场出发，途经成德高速、成都绕城高
速、成灌高速、都江堰、青城山，全程大约100公里，120分
钟左右到达青城山。

大家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系好安全带，发扬尊
老爱幼的传统，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不要在车上大声
喧哗，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车上备有矿泉水和晕车等常
规药物，有需要时请和我联系。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目的地—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成都市都江堰市西南，距都江堰市区16公里，东
距成都市区68公里，处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西南10公里处。主
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青城山历史悠久，是中国道教发祥地
之一，是全国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全山林木青翠，四
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丹梯千级，曲



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与
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有很多的故
事和传奇，以及物产、人文特色，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做详细
的介绍，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身临其境，让我们共同去发
现，挖掘它的文化、故事和传奇。现在，我们稍作休息，保
持体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向青城山进发。祝大家旅途愉快！
谢谢！

范文作为一名具备丰富知识的导游，时常要开展导游词准备
工作，导游词由引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优秀的导游
词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青
城......

（通用3篇）作为一名专门引导游客、助人为乐的导游，就不
得不需要编写导游词，导游词可以加深游客对景点的印象，
是提升讲解水平的重要工具。我们应该怎么写导游词呢？下
面......

作为一无名无私奉献的导游，常常要根据讲解需要编写导游
词，导游词作为一种解说的文体，它的作用是帮助游客在旅
游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所旅游的景点包含的文化背景和历
史......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六

如果你嫌弃盛夏时节里成都市内的燥热，那么成都周边的青
城山绝对是个好的选择。漫山的绿荫蔽日，挡住夏日的炎热，
带来一丝清凉，称得上是避暑胜地了。下面是由百分网小编
为大家准备的青城山导游词，喜欢的可以收藏一下!了解更多
详情资讯，请关注应届毕业生考试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现在出发去游览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乘车前往大约需要20分钟，我想
就利用途中的时间，给诸位介绍一下青城山的概况。

青城山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青城山有阴阳36峰
环状排列，峰锐崖陡，林木葱笼，宛如一座绿色的城郭，以
形得名，叫做青城山;第二种说法是说青城山原名清城山，青
字有三点水偏旁，因古代神话说“清都、紫微，天帝所居”，
这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取名“清城山”。后来，道
教创始人东汉的张陵张天师创立天师道以清城山为基地，道
教主张“清虚自持”“返朴归真”的教义，与清城仙都的意
思相合，山名就无变化。唐初佛教发展很快，清城山上发生
了佛道间地盘之争，官司打到皇帝那里，唐玄宗信道，亲自
下诏书判定“观还道家，寺依山外”。道家胜利了。可是诏
书把清城山的.清字写成了没有水旁的青了。道家既借助于皇
帝亲判的威力收回地盘，也就将清城山改称青城山了。

这个故事并非传说，山上保存的唐碑诏书全文具在，足以作
证。

道教文化

到南宋时，青城山道士李少微等人创清微派，以行雷法为能
事，将内丹术与符咒术相结合，称“可以驱邪，可以治病，
可以达帝，可以啸命风雷，可以斡旋造化”，元朝封他
为“雷渊广福真人”，一时信徒很多，青城山又再度兴旺起
来。明代，青城山道教所传属于全真道龙门派。全真道与原
来的天师正一道不同的是，它主张修道者要出家投师，住庵
当道士，不娶妻室，不吃荤腥，创立了一套养身习静的修练
方法。道士住山，自然对宫观的维护，山林的栽培就更为重
视。明朝末年，战乱不断，青城山道士逃走，直到清康熙八
年，武当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又
使局面重新改观。后来陈在四川官员的帮助下，得到康熙皇
帝的钦赐御书“丹台碧洞”，并封他为“碧洞真人”。



山门

各位贵宾，现在已到青城山前，眼前那座古典辉煌的山门和
后面青翠入云的山林，总是让每一个来客感到—股浓浓的幽
意，急于走进这清幽世界的心情也油然而生。请不要着急，
让我们先看看山门旁的建福宫。

建福宫，在丈人峰下，始建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原
名丈人洞，宋时朝廷赐名“会庆建福宫。”丈人峰因宁封得
名，相传宁封是黄帝时的制陶官员，能履蹈烈焰，随烟上下，
又能驾御风云，宁封帮助黄帝学会“龙跷飞行”之术，打败
了蚩尤，统一华夏，被黄帝封为统领五岳的“五岳丈人”。
宋时又加封蜀州青城山丈人观九天丈人、储福定命真君。道
教的十大洞天都有一位主治神仙，宁封便是青城山的主治神
仙。今建福宫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建，近年又进
行过大规模的维修和补建。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七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们现在出发去游览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乘车前往大约需要20分钟，我想
就利用途中的时间，给诸位介绍一下青城山的概况。

青城山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青城山有阴阳36峰
环状排列，峰锐崖陡，林木葱笼，宛如一座绿色的城郭，以
形得名，叫做青城山；第二种说法是说青城山原名清城山，
青字有三点水偏旁，因古代神话说“清都、紫微，天帝所
居”，这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取名“清城山”。后
来，道教创始人东汉的张陵张天师创立天师道以清城山为基
地，道教主张“清虚自持”“返朴归真”的教义，与清城仙



都的意思相合，山名就无变化。唐初佛教发展很快，清城山
上发生了佛道间地盘之争，官司打到皇帝那里，唐玄宗信道，
亲自下诏书判定“观还道家，寺依山外”。道家胜利了。可
是诏书把清城山的清字写成了没有水旁的青了。道家既借助
于皇帝亲判的威力收回地盘，也就将清城山改称青城山了。

这个故事并非传说，山上保存的唐碑诏书全文具在，足以作
证。

说到道教文化，由于道教在青城山两仟多年的存在和发展，
特别是历代高道的主持和经营，青城山一直作为道家的祖山，
俗家心目中的'“神山”，而得到充分的保护。可以说，今天
青城山的古建筑、古遗址、历史传说、饮食习俗，乃至林木
花草，都渗透着道教文化的精神。青城山道教发展也有几个
起落。远在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在邛崃山系的
鹤鸣山（今大邑县境）修道的张陵，来到青城山赤城崖创立
道教。因张陵被其弟子尊为“天师”，所创道教也叫“天师
道”。天师道经过张陵及其子孙历代天师的创建和发展，逐
渐扩及全国，晋隋时期，天师道有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的兴
起和地区教派的产生。青城山所传属于南天师道的正一教派。
至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来青城山，天师道传统乃与上清道
结合。上清道宣称修行得道可升“上清天”，比旧天师道理
想的“太清境”更高。杜光庭后来在前蜀皇帝王建手下做官，
官至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封上柱国蔡国公，晚年居青城
山近30年，著书立说，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到南宋时，青城山道士李少微等人创清微派，以行雷法为能
事，将内丹术与符咒术相结合，称“可以驱邪，可以治病，
可以达帝，可以啸命风雷，可以斡旋造化”，元朝封他
为“雷渊广福真人”，一时信徒很多，青城山又再度兴旺起
来。明代，青城山道教所传属于全真道龙门派。全真道与原
来的天师正一道不同的是，它主张修道者要出家投师，住庵
当道士，不娶妻室，不吃荤腥，创立了一套养身习静的修练
方法。道士住山，自然对宫观的维护，山林的栽培就更为重



视。明朝末年，战乱不断，青城山道士逃走，直到清康熙八
年，武当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又
使局面重新改观。后来陈在四川官员的帮助下，得到康熙皇
帝的钦赐御书“丹台碧洞”，并封他为“碧洞真人”。

各位贵宾，现在已到青城山前，眼前那座古典辉煌的山门和
后面青翠入云的山林，总是让每一个来客感到—股浓浓的幽
意，急于走进这清幽世界的心情也油然而生。请不要着急，
让我们先看看山门旁的建福宫。

建福宫，在丈人峰下，始建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
原名丈人洞，宋时朝廷赐名“会庆建福宫。”丈人峰因宁封
得名，相传宁封是黄帝时的制陶官员，能履蹈烈焰，随烟上
下，又能驾御风云，宁封帮助黄帝学会“龙跷飞行”之术，
打败了蚩尤，统一华夏，被黄帝封为统领五岳的“五岳丈
人”。宋时又加封蜀州青城山丈人观九天丈人、储福定命真
君。道教的十大洞天都有一位主治神仙，宁封便是青城山的
主治神仙。今建福宫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建，
近年又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和补建。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八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是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
属道教名山，国家5a级景区。于2000年同都江堰共同作为一
项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青城山主峰老霄顶海
拔1260米。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
故名青城山。在四川名山中与剑门之险、峨嵋之秀、夔门之
雄齐名，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

青城山分前、后山。前山是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体部分，
约15平方千米，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景点有建福
宫、天然图画、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等;后山总
面积100平方公里，水秀、林幽、山雄，高不可攀，直上而去，
冬天则寒气逼人、夏天则凉爽无比，蔚为奇观，主要景点有



金壁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白云群洞、天桥奇景等。自
古以来，人们以“幽”字来概括青城山的特色。青城山空翠
四合，峰峦、溪谷、宫观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道
观亭阁取材自然，不假雕饰，与山林岩泉融为一体，体现出
道家崇尚朴素自然的风格。青城之幽素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
崇，唐代“诗圣”杜甫来到青城山写下了“自为青城客，不
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的佳句。

1940年前后，当代国画大师张大千举家寓居青城山上清宫。
他寻幽探胜，泼墨弄清彩，作品愈千幅，还篆刻图章一方，
自号”青城客”。六十年代，张大千在远隔重洋的巴西圣保
罗画巨幅《青城山全图》，供自己及家人卧游。晚年自
云：“看山还故乡青”，“而今能画不能归”，终身对故乡
青城仙山充满着眷恋之情。堪称青城山特色的还有日出、云
海、圣灯三大自然奇观。其中圣灯(又称神灯)尤为奇特。上
清宫是观赏圣灯的最佳观景处。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
降临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可见山中光亮点点，闪烁
飘荡，少时三、五盏，忽生忽灭，多时成百上千，山谷一时
灿若星汉。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九

青城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20xx年根据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青城山背靠岷江，俯瞰川西成都平原，群峰缭绕，状若城郭;
位于四川成都的都江堰风景区。景区面积200平方公里;有36
峰、8大洞、72小洞、108个景点。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发祥地，
被道教列为“第五洞天”;山内古木参天，群峰环抱，四季如
春，山林幽深、亭阁幽雅、溪流幽清，故有“青城天下幽”
的美誉;距都江堰市区十六公里。

青城山前山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至今保存完好的道教
宫观有数十座，珍藏着大量估计文物和近代名家手迹，是一
家纵横千百年的道教“博物馆”。



青城山，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四大道教名山
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
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南，东距成都市区68公里。主峰老霄
顶海拔1260米。青城山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
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誊。青城山历史悠久，是中国道教发
源地之一，是全国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

全山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建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
圆明宫、玉清宫、朝阳洞等。青城山自古是文人墨客探幽访
胜和隐居修练之地，古称“洞天福地”、“神仙都会”。

青城山的导游词篇十

我叫杨某某，你们可以叫我杨导游，我们将要去的是青城山。
常言道：峨眉天下秀，青城处处幽。青城山位于四川都江堰
市城西28公里处，以它特有的幽静而闻名天下，吸引着无数
中外游客。各位游客，我们就要下飞机了，请注意文明环保。

来到青城山山麓，正道从福建开始沿整齐的石阶而上，只见
天师洞和山荫亭时隐时现。特别是阳光照耀下的山荫亭，像
朵鲜花在绿草丛中忽隐忽现。

沿着山间小道继续向上攀登，神奇的天师洞就展现在眼前。
道教天师洞金碧辉煌，在那三清殿内供奉着至高无上的主宰
者：上清、下清、玉清的泥塑彩像，彩像身材高大、神情肃
穆。三清殿后的壁岩洞中，留有张天师的塑像，塑像横眉竖
眼、怒不可遏，一手持剑一手握玉雷印。

从天师洞出来，登上5000多米的青城山顶，各种景物尽收在
眼底，引人注目的是银杏树，这一棵那一棵，很神气的站着。
举目望众山如小丘，的确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好了，这愉快的一天就要结束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了，
祝大家玩得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