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甘肃导游词讲解 甘肃景点的经典导
游词(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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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甘肃导游词讲解篇一

甘肃历史跨越八千余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接下来小编搜集了甘肃名胜古迹导游词，仅供大家
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各位朋友：

你们好。现在我带大家去参观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
煌莫高窟。莫高窟呀离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我用这段时
间，就莫高窟先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
大石窟。莫高窟的开凿比龙门石窟早120xx年、比云冈石窟
早94年。莫高窟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
量之多、塑像造型之多、保存之完整，其艺术价值之博大精
深而闻名天下，享誉国内外。一年中游客接踵而来，络绎不
绝，对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学说，弘扬民族艺术，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是龙门、云冈石窟所没有的，是世界上任
何石窟寺所无法相比的，它是莫高窟艺术的精髓。如果
所45000平方米壁画一张张连接起来将长达25公里，要把这些
壁画哪放在路边的话，可以构成个从市区到莫高窟的一条长



长的画廊。其规模之宏大，题材之广泛，艺术之精湛，被日
本学者称之为“一大画廊”;法国学者称之为“墙壁上的图书
馆”;正如一位学者看了莫高窟后感慨的说：“看了离煌石窟
就等于看到了世界的古代文明”。

项高窟俗称千佛洞，“千”这个数字在这里不指具体的数目，
而是喻指很多，因为这里有许多佛教塑像、壁画的洞窟，所
以俗称为“千佛洞”。莫高窟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隋代洞窟
第423号洞窟题记中，其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
抵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说菲高窟开凿于沙漠的高处而得名，
在古汉语中“沙漠”的“漠”和“莫高窟”的“莫”是通假
字;其二是说从藏经洞出土的文书和许多唐代文献都记载，唐
代沙州敦煌县境内有“漠高山”、“漠高里”之称，据此考
证，鸣沙山在隋唐也称漠高山，因此将石窟以附近的乡、里
名称命名;其三是说在梵文里“莫高”之音是解脱的意
思，“莫高”是梵文的音译。

由于敦煌自汉魏以来，是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聚集杂居之地，
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敦煌又是西出西域，东入中原
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人们笃信佛教，地方的官使吏、豪
门贵族、善男信女以及贫苦的老百姓都拿出银两来开窟、造
像、绘画作为自己的家庙来供养佛和菩萨;来往于丝绸古道的
商人、使者、僧侣等为了祈佑自己能平安突起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或取福佑，死后进入天国的投资。于是在鸣沙山的崖
壁上，大大小小的窟龛不断涌现。

大家看前边有绿色的地主就是莫高窟，它背靠鸣沙山，面对
三危峰，窟区南北全长1600多米，现存洞窟492个，洞窟大小
不一，上下错落，密布崖面，每个洞窟里面都有栩栩如生的
塑像，婀娜多姿的飞天，精美绝伦的壁画，构图精巧的花砖，
构成了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佛国世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
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
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在现存的洞窟中有壁
画45000多平方米，塑像2400余身，最大塑像主， 30多米，



最大壁画约50平方米。这些壁画、塑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从4世纪到14世纪上下延续千年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生
产、生活、交通、建筑、艺术、音乐、舞蹈、民情风俗、宗
教信仰、思想变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情况。在我国三
大石窟中，莫高窟是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珍贵的价值。有
“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
称。

现在我进入洞窟参观，首先我们去参观有名有“藏经洞”。
这个洞窟位于系统工程号洞窟甬道的北侧，编号为17窟，洞
窟原是晚唐时期河西都僧统洪的“影窟”，有碑文载这一事
实。1920xx年5月的一天，管理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录在一个偶
然的机会，打开了秘百多年的“藏经洞”，这些珍贵无比的
文物终于重见天日了，但是清王朝的腐败加之王圆录的愚昧，
使这些珍贵的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和
盗劫。1920xx年沙皇俄国的奥勃鲁切夫来到莫高窟，以六包
日用品为诱饵，骗取了一批文物。

1920xx年，英国人斯坦因，仅用数十块马蹄银，劫取了约一
万多卷，同时还有佛教绣品和佛画五百多幅，现藏于大英博
物馆;1920xx年法国人伯希和盗走文物六千多卷，现在藏于巴
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20xx年10月日本大谷光
瑞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盗走约九百余卷。直
到1920xx年清政府才将被劫余的文物运往北京，收藏在北京
图书馆。在运输途中及运到北京后不少文物被偷、损坏、遗
失，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难以估量的损失。“藏经洞”发现
的这些文书内容包括宗教经典和多种文字写的世欲文书，它
涉及到许多学科，是研究古代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的重要资料，经过国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研究、开拓出一门
全新热门的学科--敦煌学。

那么藏经洞是什么时候、为何密封的呢?一说是：十一世纪初，



西夏侵入敦敦煌时为了保护经典而藏;一说是：不用但又不能
丢弃的神圣经典存放;再一说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教徒破坏而
藏。后来收藏了这些经典的僧侣，逃的逃了，还俗的还俗了，
死的死了。直到本世纪初发现这个洞窟为止，再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

下面我带大家去参观328窟，这个洞窟的精彩所在为塑像，在
进入洞窟前，就彩塑的大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莫高窟的
彩塑有圆塑、浮塑、影塑等几种形式。小的不足盈寸，最大
的高34.5米，是世界第四大佛。一般的塑像都是用木头搭架，
上面缠上麦秆、谷草、芦苇、麻丝等，然后用特制的粘涂塑，
整形雕刻，最后上彩绘画的。

塑像主要有四大类：(1)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
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2)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
及供养菩萨等;(3)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4)尊神像，包
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
像。由于制作年代不同，风格也截然不同，尤其是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秀骨清像”、“曹衣出水”和唐代的“吴带当
风”等风格，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巨匠超凡的想象和高
超的思维。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多为1佛2菩萨的组合，前期的粗壮而逐
渐演变到后期的清瘦。隋、唐以来出现了一铺七身或九身的
群像，也出现了大的造像，如148窟和158窟的两身长16米多
的涅槃像、96窟高3405米的北大佛和130窟高26米的南大佛，
都是一时期的作品，其艺术风格也趋向雍容华丽，特别是唐
代的许多优秀作品，那注入的感情和技巧，给人的印象就像
真实的生命体。

285窟是莫高窟西魏时期的代表洞窟，建筑形式为覆斗顶方形
禅窟，内有西魏大统四、五年，造像题记，是莫高窟最早的
一个有记年的洞窟。



南壁禅窟上面绘有《五百强盗在佛因缘》故事，讲的是：在
古印度有五百人造反为盗国王派队伍捕获，挖去双眼，放逐
山林，他们痛苦不堪，嚎啕大哭，呼唤佛的名号，佛听到后，
大发慈悲，用神通力使他们恢复光明，并现身说法，终于使
五百强盗皈依佛门。画面非常写实，每个环节都作出细致的
描绘，这则故事对今人同样教育意义，只要迷途知返，悬崖
勒马，还为时不晚。

220窟是初唐开凿的洞窟。这个洞窟南北两壁面，原来被宋代
的壁画覆盖，1948年已残损的千佛画被剥掉后，下面露出了
初唐时代的壁画，色彩如初，非常清新鲜丽，保存状态极其
完好，而且是非常精美的作品。南壁是根据《佛说阿弥陀经》
绘画的“阿弥陀净土变”，中间是栏杆环围的宝池，沙罗双
树下的莲花台上坐着阿弥陀佛，以胁侍菩萨为中心，诸菩萨、
飞天、伎乐天等众圣云集，场面非常壮观。宝池前有红、绿、
黑、白颜色的瓷砖铺设的平台，正面舞台上乐师们在演奏各
种乐器，平台中央有两个舞姬，在圆形的地毯上踏着音乐节
奏立着脚尖跳舞，羽衣飘动，激烈欢快。英建筑艺术主要指
洞窟的形制。

石窟本身就是具有立体空间的建筑。前期的洞窟以中心塔柱
式为主。所谓中心塔柱式既开凿时就在洞窟的中央留下一个
方柱，在柱子的上面开龛，龛内塑像;中期开凿的洞窟相对较
大，中心塔柱式被庙堂式即伏头号代替，多数是在洞窟正面
墙壁上开较大的佛龛，塑造多身塑像。窟顶为覆斗式，天井
彩绘精美的图案，后期开凿的洞窟都比较大，纵深二三十米，
称殿堂窟。洞窟中央高有佛坛，佛坛上面塑造多身较大的塑
像。除此以外还有禅窟、大佛窟和涅磐窟。从洞窟建筑形式
的转变和多样化，反映了古代艺术家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
进，融化、成为本民族的东西。另外莫高窟还保存着宋代木
结构窟檐五座，以及散布其周围造型独特的舍利塔十几座。
加上壁画中彩绘的亭、台、楼、阁、殿、寺院、城池、民居、
茅巷、野店等等，构成了莫高窟无比丰富的建筑艺术的宝库，
也是一部敦煌建筑史。



榆林窟，俗称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西南75公里的榆林河(亦
名踏实河)畔，现存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洞窟42个，
分布在榆林河东、西两岸的悬崖峭壁上，东崖31个、西崖11
个、壁画4200平方米，彩塑259身。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
榆林窟的彩塑原作已所剩无几，现存彩塑多为后代重修或重
塑。

作为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其内容、艺术风格以及彩塑、
壁画的制作等方面，都与莫高窟有着密切的联系或相同之处，
但在许多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
风格。现存最早的洞窟，建于初唐的17、28、39窟，虽然都
是中心柱窟，但与莫高窟北魏时期盛行的中心塔柱窟有着明
显的不同。

唐前期第6窟23米高的大佛窟的型制与莫高窟的大佛窟也不尽
相同，显示了榆林窟初创时期的个性特征。唐中期的第25窟
是一个显密结合的大乘净土窟、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技艺
精湛、艺术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莫高窟此时期洞窟
中尚无可以与之相比的作品。榆林窟西夏、元时期的洞窟尤
为精彩。西夏第3窟的千手千眼观音手中所持物件多达140件，
其中有冶铁、酿酒、铲、锯、双尾船等，还首次出现了拉弦
乐器的鼻祖胡琴。文殊、普贤经变中的山水画一改以往背境
装饰的陪衬作用而具有了明显的独立性、画面所气势磅礴、
意境深远，是十分罕见的古代山水壁画精品。西夏第2窟的水
月观音线描精致、设色富丽、意境高雅，令人赏心悦目、遐
思神往。

元代第4窟藏密曼荼罗和多种度母、观音、文殊、普贤均以外
来技法绘制、造型严谨，准确，色彩对比强烈、气氛神秘。
特别是榆林窟和所属的东千佛明显绘制的6幅玄奘取经图，十
分珍贵。除此之外，榆林窟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
饰图案也有十分明显的民族特征。装饰图案除流行的花草、
鸟兽、几何型外，还有以"天""王"等字变化成的图案，极富
创意。



总之，榆林窟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体系。特别是五代以后，
莫高窟艺术呈显出明显的衰落趋势，而榆林窟无论从内容、
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其时代特征和独到
的艺术魅力，从而更加充实了这座宝库的内涵。

1961年，榆林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划归敦煌文物研究所管辖。

各位旅客：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观光
旅游!

鸣沙山和月牙泉风景名胜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市。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它不仅有举世
闻名的文物宝库——莫高窟，还有“大漠孤烟、边墙障燧，
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等多姿多采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其中鸣沙山月牙泉古往今来就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
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向往的旅
游胜地。

先说鸣沙山。鸣沙山处于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距城南五公里，
因沙动成响而得名。汉代称沙角山，又名神沙山，晋代始称
鸣沙山。它东起莫高窟崖顶，西止睡佛山下的党河水库，绵
延40多公里，南北广布20多公里，最高处海拔1715米，面积
约200平方公里。沙垄相衔，盘桓回环。沙随足落，经宿复初。

游人非常喜欢登鸣沙山。但要登上山顶，可真不容易，虽无
攀华山之惊险，但与登泰山一样艰难!绵绵细沙，进一步，退
半步，似平行而无进，只好手脚并用往上爬。登上山顶，。
极目远眺，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那一道道沙峰犹如大海中
的金色波浪，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细看那山坡上的沙浪如轻
波荡漾的涟漪，时而湍急，时而潺缓，时而萦回涡旋，明暗
相见，层次分明，真是迭宕有致，妙趣横生。还有那沙山下



的一泓清泉，像一个妙龄少女，温存地依偎在情人的怀抱中。
至此，你会觉得天地豁然开朗，心胸顿时开阔，童心不由萌
发!下山最为有趣，顺坡而下，只觉两肋生风，一跳十步，驾
空驭虚，仿佛有羽化成仙飘飘然的感觉。当人多结伴下滑，
推动流沙疾速下跌，只见沙浪滚滚，犹如山洪奔泻。此时就
会听到咚咚咚的响声，似敲锣打鼓，又像笙笛吹奏，令人动
魄惊心而又玩味无穷。而这就是史书记载的敦煌八景中
的“沙岭晴鸣”了。

鸣沙山是怎样形成的?为啥发出锣鼓声?这是敦煌自然景观中
的又一个谜。相传很久以前，鸣沙山是苍郁茂盛的青石山。
月牙泉畔神庙多，每逢庙会，都要唱戏敬神。有一年正月十
五闹社火，泉畔社火队云集，锣鼓喧天。不料，惊动了瀚海
沙漠中的黄龙太子。黄龙太子凶猛残暴，吼叫一声，就会黑
风四起，积沙如山。这晚，它难耐寂寞，愉跑出来看杜火。
看到精彩处，激动得大声叫好。霎时飞沙倾泄，一座沙山平
地而起，将所有的人全压在黄沙下面。黄龙太子自知罪行深
重，回去也无活路，便一头撞死在青石山上。从此，月牙泉
前后都有了沙山。山底下的无数冤魂，便经常敲锣打鼓，诉
说他们的不幸遭遇。直到今天，当地人说：“后山响，轰隆
隆。前山响，锣鼓声。”

如果你掬沙细看，就会发现山上的沙粒有红、黄、绿、白、
黑五种颜色，称之为“五色沙”。晶莹闪亮，五彩缤纷，是
鸣沙“三宝”之一。为什么沙分五色呢?这也有一个神奇的传
说。古时候，有位将军所率人马的旌旗、铠甲为红、黄、绿、
白、黑五色。他领兵西征西域获胜归来，兵入阳关，在鸣沙
山安营扎寨。那时候的鸣沙山上并无黄沙，是座绿树成荫、
水清草茂的青山。将军心想，兵马连日作战，十分疲惫，也
该歇息了。便令刀枪人库，马放青山，好生休息。谁知有天
黑夜，敌兵突然前来偷袭，众将士只得赤手空拳与敌兵撕杀，
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积尸上万。敌兵获胜，正当得
意之际，霎时黑风骤起，扑天盖脑的黄沙像暴雨一样倾泄下
来，顷刻之间，将敌兵和尸体全部埋在下面，形成了累累沙



阜，成为大沙山。以后，沙山每到刮风时，就轰隆鸣响，仔
细一听，好似金鼓齐鸣，又像刀剑撞击，人们称之为鸣沙山。
刮起的沙粒有五种颜色，就是五色旌旗、五色铠甲变的。

鸣沙山的鸣响之谜，古人理解不了就用传说故事来解释，但
是我们得从科学的角度推究啊。现在成型的解释大概有这么
三种：一、静电发声。鸣沙山沙粒在人力或风力的推动下向
下流泻，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互相摩擦产生静电，静电放电
即发出声响，响声汇集就大如雷了;二、摩擦发声。天气炎热
时，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增高，稍有摩擦就可能发出爆裂
声，众声汇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轰轰隆隆的鸣响;三、共鸣放大。
沙山群峰之间形成了壑谷，是天然的共鸣箱。流沙下泄时发
出的摩擦声或放电声引起共振，经过天然共鸣箱的共鸣，放
大了音量，形成了巨大的回响声。如果您对这三种解释都不
满意，一会可要仔细研究了，说不定能提出更合理的解释呢。

历来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难以共存。但在鸣沙山中，却
能看到沙漠与清泉相伴为邻的奇景，这就是天下沙漠第一
泉——月牙泉。鸣沙山因山上的积沙骚动有声而大名鼎鼎，
月牙泉则是因为形似弯弯新月而芳名远扬。

月牙泉处于鸣沙山环抱之中，古称沙井，又名药泉。为什么
叫药泉呢?相处泉内生长有铁背鱼和七星草，专治疑难杂症，
食之还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就被称为药泉了。一度讹传渥洼
池，清代正名月牙泉。东西长300余米，南北宽50余米，面
积13.2亩，平均水深4.2米。水质甘冽，澄清如镜。有人说，
月牙泉像一位绝世佳人的眼睛——是那样的清澈、美丽、多
情;有人说，月牙泉像位窈窕淑女的嘴唇是那样神秘、温柔、
诱人;有人说，月牙泉是一牙白兰瓜——是那样碧绿、甘甜、
晶莹。其实，月牙泉最像初五的一弯新月，落在黄沙里，成
为敦煌八景之一的“月牙晓澈”。

鸣沙山与月牙泉之间仅数十米。月牙泉的神奇之处就是虽遇
烈风而泉不被流沙所掩没，地处戈壁而泉水不浊不涸。过去，



人们难解大自然的奥秘，却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优美的神
话传说来解释自然现象。相传很久以前，敦煌一带是一望无
际的大戈壁，没有鸣沙山，更没有月牙泉，有一年这里大旱，
树木庄稼都枯死了，人们干渴难忍，大放悲声。美丽善良的
白云仙子路过这里，听到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心如针刺，
伤心地掉下了同情的泪珠。泪珠落地化为清泉，解救了人们
干渴的灾难。为了感恩戴德，人们修了一座庙宇供奉白云仙
子。这样，便惹恼了神沙观里的神沙大仙，他抓把黄沙一扬，
化作沙山想填埋清泉，赶走夺他香火的白云仙子。白云仙子
道行浅，斗不过神沙大仙，便来到九天找嫦娥，借月亮与神
沙大仙斗法。这天正好是初五。白云仙子借来一弯新月，放
在沙山中间化为清冽莹澈的月牙泉，供人们饮水浇田。神沙
大仙又使出妖法，去填月牙泉，嫦娥知晓后，非常生气，谴
责神沙大仙蛮横无理，欺人太甚，轻轻将衣袖一拂，大风顿
生，把填泉的流沙吹上山顶。气得神沙大仙吼声如雷，沙山
因此而鸣响。

关于月牙泉、鸣沙山的形成，还有一个故事：从前，这里没
有鸣沙山也没有月牙泉，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四月初八、
寺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烧香敬佛，
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时，住持方丈端出
一碗雷音寺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前。忽听一位外道术士大
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
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
而来，把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
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内填沙，但
任凭妖术多大，碗内始终不进一颗沙粒。直至碗周围形成一
座沙山，圣水碗还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
刚走了几步，忽听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化成一弯
清泉，术士变成一滩黑色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是佛祖释迦
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的，故称
“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便显灵惩罚，使碗
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



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故
鸣，水以神而益秀”。游人无论从山顶鸟瞰，还是泉边畅游，
都会骋怀神往。确有“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之感。

甘肃导游词讲解篇二

博物馆座落在兰州市七里河区，与友谊宾馆以马路相隔，是
甘肃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建于1956年，建筑面
积2.1万多平方米，展览面积1.3万多平方米。平面呈“工”
字型，中间五层，两翼三层，后为展览大厅，尾部有圆形讲
演厅。展览大厅两侧有宽4米的回廊，与两翼相连。建筑由苏
联专家设计，风格独特。

省博物馆设有历史厅、革命文物厅、自然厅、社会主义建设
展览厅，配有文物保管室、汉简室、文物化验复制室及搬迁
复原的嘉峪关魏晋墓画。基本陈列有《甘肃历史文物》、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黄河古象》《甘肃自然富源》及
《甘肃革命文物展览》。

馆内收藏有丰富多彩、珍奇繁多的各类新石器时代彩陶和石
窟艺术珍宝，展示出甘肃历时7000-3000多年彩陶发展体系。
珍贵的丝麻织品，经卷文书，木、漆、铜器，大量的汉简、
长城文物，还有包括驰名中外的铜奔马在内的铜车马群及木
车马，金银舍利棺，西夏文本及文物，天梯山石窟造像、壁
画，既形象再现当年开通、保卫“丝绸之路”的情景，亦充
分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画面，又是研究我
国古代中西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及佛教艺术的佐证。博
物馆内还保存有一长8米，高4米的黄河古象完整化石的复制
品。

甘肃导游词讲解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贵宾：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的天水观光游览。非
常感谢大家选择xxx旅行社，在这里我谨代表秦之旅的全体员
工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各位领导此次在天水期间的导游，
我叫曹艳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大家叫我小曹就可以了。坐在
前面的是我们具有多年驾驶经验的×师傅，负责我们此次行
程的驾驶任务。x师傅和我将全程为大家提供接待服务。

如果我们那里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还希望各位领导提出您宝
贵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提供好这次服务
的。在此也祝愿各位领导此次的天水之行顺利、圆满、难忘。
希望大家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是麦积山石窟，从这里出发到麦积山
需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在这里小曹给大家把麦积山石窟做一
个简要的介绍。麦积山石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自
公元384年，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
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现存
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
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

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
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
道通达。游人攀登上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栈道，不禁惊心动
魄。古人曾称赞这些工程：“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
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砍完南
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
可见当时开凿洞窟，修建栈道工程之艰巨、宏大。麦积山石
窟艺术，以其精湛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
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如果说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大
雕塑馆。这里的雕像，大的高达15米多，小的仅20多厘米，
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泥
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这里的泥塑大致可以分为突出墙面
的高浮塑，完全离开墙面的圆塑，粘贴在墙面上的模制影塑
和壁塑四类。其中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极富
生活情趣，被视为珍品。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

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
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
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
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来。
麦积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别具一格的“崖阁”。在东崖泥塑大
佛头上15米高处的七佛阁，是我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建
在离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叶。麦积山
石窟虽以泥塑为主，但也有一定数量的石雕和壁画。

麦积山石窟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架和修复
了1300多米的凌空栈道，使游人能顺利登临所有洞窟。麦积
山石窟的造像最高大者达16米，最小者仅为10余厘米。其中
第44窟造像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西秦的78
窟、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细致地绘出了图案。建于七十余米高
的的七佛阁上塑像俊秀，过道顶上残存的壁画精美绝伦，其
中西端顶部的车马行人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车马所走方向
均不相同，堪称国内壁画构图之经典之作。

我们马上就到达麦积山了，因为麦积山时修建在悬崖峭壁之
上的所以我们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走路不观景，观
景不走路，出来旅游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麦积山全都是凌
空的'栈道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有恐高症，心脏病的各位领导就
只能很遗憾的在山下一睹麦积山的风采了，如果没有的一定
要上石窟去看一看。



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进入石窟区大家拍照的时候不要用闪光
灯，这对我们的佛像和壁画都是有损害的，我们每个人都来
保护我们的文物以后我们的子孙才能够欣赏到这么美得做品
大家说是不是。

好了我们已经到达麦积山了大家随身携带您的贵重物品，以
轻简为宜。

文档为doc格式

甘肃导游词讲解篇四

甘肃简称“甘”或“陇”，是取古甘州(今张掖)和古肃州(今
酒泉)两地首字而得名。甘肃地处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
原交汇处，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全省
辖14个地州市，87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45.4万平方公里，
居全国第七位。底总人口为2592.58万人，包括汉，回，藏，
蒙古，裕固，东乡，保安等45个民族，其中东乡，裕固，保
安族为甘肃特有民族。全省地形狭长，东西长1655公里，南
北宽530公里，海拔最底500米，最高近5000米。滚滚黄河为
甘肃提供了丰富的水电资源，祁连山的积雪浇灌着河西走廊
千里沃野;陇东黄土高原富饶辽阔;陇中地区土地广袤，陇南
山区气候温和，稻谷飘香，甘南，祁连山草原丰茂，是全国
五大牧区之一。

甘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大地湾遗址证明，这里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人文
始祖伏羲就诞生在渭河上游。三千多年前，周人先祖发祥于
陇东一带。汉唐以来，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
丝绸之路，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举世文明的莫高窟，雄伟
的嘉峪关，地下珍藏汉简，金碧辉煌的拉不楞寺和古老的长
城等，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

甘肃，在解放五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



覆地得变化，工农业生产，各项事业蓬勃发展。20全省国内
生产总值完成116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6151.4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90.3元。粮食实现了省
内基本自给;在工业上已初步形成了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和电力煤炭为主体，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
拥有较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铁路，公路，民航四
通八达。兰州市已成为西北交通，邮电通讯枢纽和商贸中心。
全省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有着较大的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甘肃导游词讲解篇五

其实原来我对甘肃的了解并不深入，是那次去出差，觉得可
以有必要了解一下那里的民俗风情，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一直都喜欢自由的天空，不喜欢被束缚，所以，每次出差
都会在网上翻阅一下资料，去甘肃，我依稀清楚的记得那里
的人们，那里的民俗风情，那里的天空蔚蓝，那里的人们纯
真质朴，很热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去那里的，我把甘肃
的民俗风情发一下，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借鉴!

甘肃，古属雍州，地处黄河上游，在东经92。13`~108。42`，
北纬32。12`~42。57`之间。它东接陕西，南控巴蜀、青海，
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宁夏，是古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
金路段。

它象一块瑰丽的宝玉，镶嵌在中国中部的黄土高原、青藏高
原和内蒙古高原上，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南北地跨10个纬
度，纵横45.37万平方公里，佔全国总面积的4.72%。辖兰州
市、天水市、白银市、金昌市、嘉峪关市、庆阳地区、平凉
地区、陇南地区、定西地区、武威地区、张掖地区、酒泉地
区、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等14个地、州、
市，86个县、自治县、市区。包含汉、回、藏、东乡、裕固、
蒙古、哈萨克、保安、撒拉、满、土、维吾尔等12个主要民
族。其中，东乡、裕固、保安族是甘肃独有的三个少数民族。



甘肃，是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二地的首字而成。
由于西夏曾置甘肃军司，元代设甘肃省，简称甘，又因省境
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
故又简称为陇。

甘肃，历史悠久，民俗活动和名胜古迹不胜枚举，拥有国家
级历史文化古城3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个、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433个、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26个。相
传三皇之首的伏羲氏便诞生在这裡。远自上古，黄河两岸的
农业文明已经萌芽。璀璨的古代文化与现代风采展现在唐诗、
宋词、元曲之中;展现在古老的洞窟内、绚烂的壁画上;展现在
“花儿”的歌声里、香浪节的笑语中;展现在无边无际的雪山
草原深处……行走在甘肃大地上，到处都有民俗风情、动人
传说和名胜古迹。

甘肃东南部的天水市和陇南地区，是历史悠久、山川锦绣、
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民俗奇特的天然膏沃之地，有小江南
之称。境内除有举世闻名的麦积山石窟和秦安大地湾古文化
遗址外，伏羲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在天水的遗风民俗也
十分丰富。每年农曆正月十六日的伏羲庙会和农曆五月十三
日的伏羲文化节，将天水民俗活动推向高潮。唐玄奘在天水
的传说，使佛公山乔、万紫山、渗金寺等地，成为主要民俗
景点。三国的古战场街亭、祁山堡、木门道、诸葛军垒、阴
平古道、姜维墓祠等遗迹，不仅能使您重温三国历史，而且
至今流传的孔明帽房屋、正月十五点灯盏等民俗，使人深感
三国遗风的浓郁。

和天水、陇南相临的甘南、临夏两自治州，是藏、回、东乡、
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的集聚地，有独具一格的民情和风俗。
境内的拉卜楞寺，作为黄教三大寺，不但有著精美绝伦的建
筑，而且每年7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和众多的节庆，使拉卜楞寺
的宗教民俗活动空前丰富多采，古朴典雅的临夏清真寺，是
穆斯林民众们的聚礼之地，这裡的宗教民俗活动，独特隆重，
令人叹为观止。规模宏大的莲花山和松鸣岩花儿会，不但是



临夏民俗风情的充分展现，而且在世界民俗风情中，也佔有
一席之地。更有那甘南藏区的浪山节、採花节;临夏东乡族、
保安族的婚礼、饮食等习俗，使甘南和临夏成为甘肃民俗的
黄金地域。

甘肃东部的庆阳、平凉地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区。这裡
除有众多中国革命遗迹外，更有轩辕“黄帝得道于广成子”
的道家圣地崆峒山、西王母设宴招待周穆王的王母宫山，而
公刘庙、菩萨山等庙会，都成为民俗文化主要场所。特别是
唢呐、剪纸、社火、戏曲等民俗文化尤具魅力。

定西地区和白银市，虽乾旱少雨，植被较差，但也不乏引人
入胜的民俗风情。陇西是天下李姓的祖地，是海内外李氏寻
根问祖之地;岷县是当归主要产地，由此而形成的生活、礼仪、
节庆等民俗，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会宁县的会师楼则标
志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河西走廊是甘肃著名粮仓，更是昔日铁马金戈的古战场河古
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民俗、肃南裕
固族风情、肃北蒙古族风情、阿克塞风俗、天祝藏区风情、
雷台奇观、古酒泉传奇、嘉峪关传说、玉门关和古阳关遗址、
桥湾人皮鼓、民间筵悦、民勤骆驼队等奇风异俗在这裡熠熠
生辉。

省会兰州市，不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现代化的
工业城市。这裡民俗风情更是多彩多姿，连城鲁土司衙门、
黄河古渡和铁桥、五泉山庙会、安宁堡桃花会、皋兰闹元宵
与打春牛、水车与皮筏、太平鼓和太平歌以及雕刻葫芦、黄
河石、水烟、白兰瓜等，让人流连往返。

很多地方，它不出名，可是当你去了却发现它出奇的美，让
你感受那里是那么独特，走近甘肃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好
玩的地方，只是我们都不曾用心去体会，包括那里的民俗风
情，包括那里的人，问题能让我再次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