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杭州西湖导游词(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一

杭州西湖导游词其实不难写?大家请看下面的杭州西湖导游
词100字范文吧!

朋友们:下面就随我一起从岳庙码头乘船去游览西湖。

在船未启动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西湖的概况:西湖位于杭州
城西，三面环山，东面濒临市区，南北长约3.2公里，东西宽
约2.8公里，绕湖一周近15公里。

面积约5.68平方公里，包括湖中岛屿为6.3平方公里，平均水
深1.55米，最深处在2.8米左右，最浅处不足1米，蓄水量
在850万到870万立方米之间。

苏堤和白堤将湖面分成外湖、北里湖、西里湖岳湖和小南湖5
个部分。

西湖处处有胜景，历史上除有“钱塘十景”、“西湖十八
景”之外，最著名的是南宋定名的“西湖十景”，妈:苏堤春
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南屏晚钟、
双峰插云、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橹浪闻茑。

如以每个字来点的内涵，它们是:春夏秋冬花，晚云夕月柳。

点出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明晦晨昏，西湖胜景时时皆有，



处处都在的特色。

1985年又评出了“新西湖十景”。

在以西湖为中心的60平方公里的园林风景区内，颁着主要风
景名胜有40多处，重点文物古迹有30多处。

概括起来西湖风景主要以一湖、二峰、三泉、四寺、五山、
六园、七洞、八墓、九溪、十景为胜。

1982年11月8日，国务院将西湖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之一。

1985年，在“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中，西湖被评为第三。

西湖这么美，当然孕育着许多奇妙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有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
了一块白玉，他们起琢磨了很多年，白玉就变成一颗光芒四
射的明珠，这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
百花就盛开。

后天消息传到天宫，王母娘娘就派天兵天将前来把珠抢走。

玉龙和金凤赶去索珠，遭到王母拒绝，于是就你争我夺，王
母被掀翻在地，两手一松，明珠就掉落到人间，变成了晶莹
清澈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变成了玉龙山(即玉皇
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

有的朋友问西湖的水为什么这样清澈纯净?这就从西湖的成因
讲起:西湖在12000年以前还是与钱塘江相通的'浅海湾，耸峙
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这个海湾的两个岬角。

后来由于潮水的冲击导致泥沙淤塞，把海湾和钱塘江分隔开
来，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4年)西湖的湖形已基



本固定，西湖真正固定下来是在隋朝(581-618年)，地质学上
把这种由浅海湾演变而成的湖泊叫泻湖。

此后西湖承受山泉活水的冲刷，再经历过历代由白居易、苏
东坡、杨孟瑛、阮元等发动的五次大规模的人工疏浚治理，
终于从一个自然湖泊成为风光秀丽的半封闭的浅水风景湖泊。

历史上西湖有很多名称。

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时称为武林水、金牛湖、明圣
湖;唐朝(618年-907年)时称石函湖、钱塘湖。

此外还有高士湖、贤者湖、上湖、龙川、钱源等称呼。

到了北宋(960-1127年)，苏东坡做杭州地方官时，写了一首
赞美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
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别出心裁的把西湖比作
我国古代美女西施，于是，西湖又多了个“西子湖”的雅称。

西湖作为著名的风景地，许多中外名人对这情有独钟。

毛泽东一生中共40次来杭州，最长的一次整整住了7个月之久，
他把杭州当作“第二个家”。

毛泽东常常称赞西湖秀美，但他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过描写西
湖的诗词。

中国伟人喜欢西湖，国际友人对西湖更是流连忘返。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两次来杭州，他赞叹地说:“北京是中国的
首都，而杭州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还要再来。”尼克松还
把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红杉树送给了杭州。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二

各位旅客：

大家好！我今天带领你们去乘坐精美的游船畅游美丽的西湖。
我是你们的导游：谭晓妍，大家可以叫我谭导。

请游客们注意安全，不要跑跳，不要靠在游船栏杆上。

我先和大家讲讲西湖的传说吧：相传天上的玉龙和金凤找到
了一颗璀璨的明珠，王母娘娘想据为己有。玉龙和金凤不肯，
于是在争抢中，王母娘娘不小心一松手，明珠便落入人间，
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它还有一个雅号叫“西子湖”。这
个雅号源于北宋诗人苏轼赞美西湖的一首诗。大家应该都知
道吧？对了！就是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所描述的'情景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著名的三潭印月。大家看到的这三座石
塔非常有趣：它们的中心是空的，球面体上排列着五个等距
离圆洞。每当皓月当空的时候，塔中点燃蜡烛，水中就会倒
影出三十多个月亮。是不是很美、很神奇呢？如果有兴趣，
大家还可以在夜晚时乘坐游船来观赏。

我们的船就快靠岸了。谢谢大家与我共度美好的时光。下船
后大家还可以去西湖周边的景点进行游览。最后祝大家旅途
平安愉快！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三

亲爱的游客们：

大家好!我叫竺佳艺，就是这次旅游的向导，大家可以叫我竺
导。您一定听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言吧!诗人把
杭州比喻成了人间天堂，大家想这天堂有多美啊!其实，把杭



州比喻成人间天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西湖千百年来，
西湖风景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她的丰姿倩影，令人一见钟
情，流连忘返。其实。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美丽的杭州西湖
游览。

绕湖一周近15公里面积约5.68平方里。相传苏东坡做杭州地
方官时，写了一首赞美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别出心裁
的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美女西施。

船已经慢慢驶动，大家看前面这条间株杨柳间株桃的游览长
堤就是白堤。当我们的船驶到这里，西湖最秀丽的风光就呈
现在大家面前了瞧!堤上两边各有一行杨柳碧桃，柳线泛绿，
桃树嫣红，一片桃红柳绿的景色，游人到此，仿佛如临仙境。
大家再看，白堤中间的这座桥叫锦带桥，以前是座木桥，名
中涵碧桥，如今更名为石拱桥，在白堤的尽头，到了断桥，
全长1公里的白堤就由此而断了。大家再看断桥后面那座山叫
宝石山，山上就是著名的雷峰塔。

接着我们去观赏湖中三岛。请随我上岛游览三潭印月这座小
岛，初建军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用疏浚的湖泥堆
积而成的，它的精华就在于岛南面的三座石塔请看：三塔鼎
立在湖上，塔高2米，塔身球形，排列着5个小圆孔，塔顶呈
葫芦形，造型优美每逢月夜，特别是到了中秋佳节，皓月当
空，人们在塔内点上蜡烛，沿口蒙上薄纸，烛光外透，这时
塔影云影月影溶成一片，烛光月光湖光交相辉映，在光的折
射中，三塔的灯光透过15个圆孔投影在水面上，共有30个月
亮，加早天上的一个水中的1个，湖面可以倒映出32个小月亮，
呈现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绮丽景色，真是一湖金水欲
溶秋，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接着我们再来看湖中那座飞檐
翘角的亭，名叫湖心亭它是西湖中最大的一座亭也是在西湖
三岛中最早营建的一座岛，站在湖心亭处眺望西湖，水光山
色，尽收眼底，西湖风光，一览无余。湖心亭西北的那个小
岛，称为阮公墩是西湖三岛吧最小的一个，面积仅5561平方



米，阮墩垂钓已成为杭州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四

杭州西湖导游词怎么写?在去西湖之前，怎么可以没有导游
词?请看下面的杭州西湖导游词范文吧!

毛泽东一生中共40次来杭州，最长的一次整整住了7个月之久，
他把杭州当作“第二个家”。

毛泽东常常称赞西湖秀美，但他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过描写西
湖的诗词。

中国伟人喜欢西湖，国际友人对西湖更是流连忘返。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两次来杭州，他赞叹地说:“北京是中国的
首都，而杭州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还要再来。”尼克松还
把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红杉树送给了杭州。

我们船已缓缓启动了。

我先把整个游湖的行程简单的介绍一下:环湖一周的景点有一
山和二堤。

一山指的孤山，孤山景区的名胜古迹多达 30多处，沿湖们所
能欣赏到的有西泠桥、秋瑾墓、西泠印社、楼外楼、中山公
园等。

孤山之后是白堤，起自平湖秋月，终于断桥残雪，桥后还有
著名的宝石流霞等景观。

欣赏完沿湖景色，我们再去湖中三岛，游船最后将在苏堤靠
岸。



现在船正在自西向东行驶，各位到的是孤山一带的景色。

孤山西接西泠桥，东连白堤，海拔35米，占地面积20万平方
米。

孤山景色唐宋年间就已闻名，南宋理宗曾在此兴建规模宏大
的西太乙宫，把大半座孤山划为御花园。

清朝康熙皇帝又在此建造行宫，雍正皇帝改行宫为圣因寺，
与当时的灵隐寺、净慈寺、照庆寺并称“西湖四大丛林""。

或许有的朋友要问:孤山既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为什么要取名
“孤山”呢?这是因为历史上此山风景特别优美，一直被称为
孤家寡人皇帝所占有，所以被为孤山。

从地质学上讲，孤山是由火山喷出的流纹岩组成的，整个鸟
是和陆地连在一起的，所以“孤山不孤，断桥不断，长桥不
长”被称为西湖三绝。

大家再看前方那座环洞石拱桥，地处孤山西面，名叫西泠桥。

它和断桥、长桥并称为西湖古代的三大情桥。

过了西泠桥，孤山后麓的绿树丛中有尊汉白玉塑像，只见这
位女英雄左手叉腰，右手按剑，目光炯炯，昂首注视前方，
似在探求着革命的真理。

她是谁呢?她就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为推翻清王朝，
争取民族独立而壮烈牺牲的“鉴湖女侠”秋瑾。

这尊塑像高2.7米，墓座高2米，正面碑石上该有孙中山手
书“巾帼英雄”4个大字。

秋瑾烈士的塑像，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西湖的闻名，不仅仅是
占了山水之胜，它更因众多的历史人物而倍增光彩。



在西湖风景区内，被誉为“湖上三杰”的岳飞、于谦、张苍
水，还有与秋瑾一起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近代发主革命者徐
锡麟、陶成章等，都安葬了西子湖畔。

我们的船继续徐徐往东行驶，各位看到前面的一道粉墙，院
内便是著名的西泠印社。

印社右侧，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就是百年老店楼外楼。

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店名取自南宋诗人林升“山外青山楼
外楼”名句。

楼外楼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曾经接待过许多中外名人。

楼外楼的当家名菜数西湖醋鱼了，它是选用西湖中在规定范
围内养殖的草鱼，先在清水中饿一二天，除去泥土味，然后
烹制而成的。

成菜后的西湖醋鱼，色泽红亮，肉味鲜嫩，酸甜可口，略带
蟹味，是杭州最有代表性的风味名菜。

现在船已驶向中山公园，孤山的正门就在这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孤山既是一座风景名山，又是一
座文化名山。

孤山的.地位在西湖景区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它蕴藏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景区内有著名的“西湖天下景，”
还纪念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的放鹤亭。

这些景点等上岸后我们起前往参观。

中山公园旁，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建筑是新近修建落成的“浙
江省博物馆”。



进而面陈列着上至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下到近现代的文
物展品1700余件。

博物馆后面的古建筑是清代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它是我国
为珍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七大书阁之一。

请看前面那座突出湖面的水泥平台的重檐亭子已展现我们眼
前，这座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建筑，名叫平湖秋月。

它是白堤的起点，也是杭州的三大赏月胜地之一。

历史上杭州人中秋赏月有三大去处:湖中首推三岛之一的三潭
印月，山上应是凤凰山坡的月岩景点，至于岸边，就数这月
白风清、水天共碧的平湖秋月了!

各位游客，您来过美丽的西湖吗?您畅游过西湖的瑰丽风景
吗?今天就由我来带领大家畅游并领略一下西湖动人的景色
吧!

看，前面的不远处就是传说中的“断桥”，传说中的许仙和
白娘子就是在这座断桥上定下终身的哟!大家从这座桥上往前
望去，可以看见雷峰塔。

据说这是法海关压白娘子的地方。

最后还是由村民将雷峰塔的砖拿走，才使白娘子逃脱法海的
魔爪。

我们的下一站，是林彪武装起义的地方。

它有两个名字，一个是704，建成时间是1970年4月份。

另一个名字是579，和武装起义是谐音。

人们一般都叫它704。



大家现在可以进去看看他们的工程。

当然，这个所谓的起义是失败的。

现在，我们站在一座山脚下。

山上有一口井。

据说是乾隆皇帝来到这座山上后，非常疲惫，就用这里的井
水洗脸洗脚后，顿觉神清气爽，对这井水念念不忘。

从此后，这个井水就多了份神秘色彩。

据说用这井水洗手后会财源滚滚、喜事多多、好事连连。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保证您以后的日子能越过越火!不
过，水可不能随意擦掉哟，最好让它自然风干。

否则，您的财运也会随之擦掉哟!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请大家随意看看走走哦!除了您
的欢声、笑语还有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呀!

谢谢您到西湖来，西湖永远欢迎您!

大家好，我姓芦，大家可以叫我芦导。

我将带领大家游览杭州西湖，请不要乱丢垃圾，保管好自己
的贵重物品，祝大家旅途愉快!

相信许多游客都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

事实上，把杭州比喻成人间天堂，和西湖有着很大的关系。

杭州西湖山水秀丽，让许多诗人流连忘返。



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就大大证明了这一点。

请大家跟紧队伍，准备好亲眼目睹杭州西湖的风采吧!

杭州西湖位于杭州市中心，宋代始称西湖。

西湖南北长3.2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面积约5.68平方公
里。

这里最有特色的就是“西湖十景”。

其中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淡雅朴素。

登楼眺望秋月，在恬静中感受西湖的浩淼，洗涤烦燥的心境，
使人倍感景在城中立，水在景中摇，人在画中游。

不管站在哪个角度，看到的都是一幅素雅的水墨江南画卷，
平湖望秋月更是楼可望、岸可望、水可望。

南宋孙锐诗有“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舟”之句;明代
洪瞻祖也在诗中写道：“秋舸人登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
尘”等都是赞美平湖秋色的美景。

平湖秋月以湖称映出周围的山水、树木，演得格外静谧。

好像一副美妙的画。

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偶尔一条船划过，我
们不由得抱怨道：“船把我们的画划破啦!”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画、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白居易的这首诗是赞美西湖的千古绝唱。

各位游客，愉快的西湖一日游已经结束了，感谢大家对我的
配合。

大家玩得开心吗?希望西湖的山山水水永远留在您美好的回忆
中。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拱宸桥游玩。我
是太空旅行社的王心杰，大家可以叫我王导。希望我的服务
能为大伙儿送去一份欢乐，一份愉快。旅游期间，请大家认
清导游旗的标志，以免跟错队伍。

请大家记清集中游览时间，以免因为一人迟到而影响大家的
活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尽量提出来，我将尽力解决。
最后祝大家这次旅游玩得开心、吃得满意、住得舒适。谢谢!

游客们，在我左手边就是我们今天的游玩景点拱宸桥。它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区大关桥之北，东连丽水路、台州路，西接
桥弄街连小河路，是杭城古桥中最高最长的石拱桥，也是京
杭大运河到杭州终点的标志。全长98米，以一间长7米的教室
为例，有13间教室那么长。

桥身用条石错缝砌筑，上贯穿长锁石，桥面呈柔和弧形，纵
联分节并列砌筑，为三孔薄墩石拱桥，足见我们劳动人民的
智慧。它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清光绪十一年(1888
年)重建，中间几经兴废。距离现在已有127年的历史了。

游客们，你们知道在古代，宸是指什么地方吗?看来，这位游



客知道得很多，宸是指帝王住的地方，拱呢，大家都明白是
拱手，两手相合表示敬意。每当帝王南巡，便要经过这条路。

大家看，这座拱形石桥高高的，不正象征对帝王的相迎和敬
意吗?拱宸桥之名也由此而来。

拱宸桥的美景说也说不尽，就请大伙儿在三小时的自由活动
中静静欣赏吧!别忘了做个文明的观光客，记得要准时在这里
集合哦!

快乐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各位游客，希望你们除了照片什
么也别带走;除了回忆什么也别留下，今天的行程即将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欢迎下次光临。

来杭州之前，您一定听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
言吧!其实，把杭州比喻成人间天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
西湖。千百年来，西湖风景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她的丰姿
倩影，令人一见钟情。

就连唐朝大诗人白 居易离开杭州时还念念不忘西湖，“未能
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诗人说他之所以舍不得离
开杭州，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杭州有一个美丽迷人的西
湖。“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啊!

朋友们：下面就随我一起从岳庙码头乘船去游览西湖。在船
未启动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西湖的概况：西湖位于杭州城
西，三面环山，东面濒临市区，南北长约3.2公里，东西宽
约2.8公里，绕湖一周近15公里。

面积约5.68平方公里，包括湖中岛屿为6.3平方公里，平均水
深1.55米，最深处在2.8米左右，最浅处不足1米，蓄水量
在850万到870万立方米之间。苏堤和白堤将湖面分成外湖、
北里湖、西里湖岳湖和小南湖5个部分。西湖处处有胜景，历
史上除有“钱塘十景”、“西湖十八景”之外，最著名的是



南宋定名的“西湖十景”，妈：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
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雷峰夕
照、三潭印月、橹浪闻茑。

如以每个字来点的内涵，它们是：春夏秋冬花，晚云夕月柳。

点出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明晦晨昏，西湖胜景时时皆有，
处处都在的特色。

1985年又评出了“新西湖十景”。在以西湖为中心的60平方
公里的园林风景区内，颁着主要风景名胜有40多处，重点文
物古迹有30多处。

概括起来西湖风景主要以一湖、二峰、三泉、四寺、五山、
六园、七洞、八墓、九溪、十景为胜。1982年11月8日，国务
院将西湖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之一。

1985年，在“中国十大风景名胜”评选中，西湖被评为第三。

西湖这么美，当然孕育着许多奇妙动人的传说。相传在很久
以前，天上有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白玉，
他们起琢磨了很多年，白玉就变成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这
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百花就盛开。

后天消息传到天宫，王母娘娘就派天兵天将前来把珠抢走。
玉龙和金凤赶去索珠，遭到王母拒绝，于是就你争我夺，王
母被掀翻在地，两手一松，明珠就掉落到人间，变成了晶莹
清澈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变成了玉龙山(即玉皇
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

刚才有的朋友问西湖的水为什么这样清澈纯净?

这就从西湖的成因讲起：西湖在12000年以前还是与钱塘江相
通的浅海湾，耸峙在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这个



海湾的两个岬角。后来由于潮水的冲击导致泥沙淤塞，把海
湾和钱塘江分隔开来，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4
年)西湖的湖形已基本固定，西湖真正固定下来是在隋
朝(581-618年)，地质学上把这种由浅海湾演变而成的湖泊叫
泻湖。

此后西湖承受山泉活水的冲刷，再经历过历代由白居易、苏
东坡、杨孟瑛、阮元等发动的五次大规模的人工疏浚治理，
终于从一个自然湖泊成为风光秀丽的`半封闭的浅水风景湖泊。

历史上西湖有很多名称。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时称
为武林水、金牛湖、明圣湖;唐朝(618年-907年)时称石函湖、
钱塘湖。此外还有高士湖、贤者湖、上湖、龙川、钱源等称
呼。

到了北宋(960-1127年)，苏东坡做杭州地方官时，写了一首
赞美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人别出心裁的把西湖比
作我国古代美女西施，于是，西湖又多了个“西子湖”的雅
称。

西湖作为著名的风景地，许多中外名人对这情有独钟。毛泽
东一生中共40次来杭州，最长的一次整整住了7个月之久，他
把杭州当作“第二个家”。毛泽东常常称赞西湖秀美，但他
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过描写西湖的诗词。

中国伟人喜欢西湖，国际友人对西湖更是流连忘返。美国前
总统尼克松两次来杭州，他赞叹地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而杭州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还要再来。”尼克松还把家乡
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红杉树送给了杭州。

我们船已缓缓启动了。我先把整个游湖的行程简单的介绍一
下：环湖一周的景点有一山和二堤。一山指的孤山，孤山景
区的名胜古迹多达30多处，沿湖们所能欣赏到的有西泠桥、



秋瑾墓、西泠印社、楼外楼、中山公园等。孤山之后是白堤，
起自平湖秋月，终于断桥残雪，桥后还有著名的宝石流霞等
景观。欣赏完沿湖景色，我们再去湖中三岛，游船最后将在
苏堤靠岸。

现在船正在自西向东行驶，各位到的是孤山一带的景色。孤
山西接西泠桥，东连白堤，海拔35米，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
孤山景色唐宋年间就已闻名，南宋理宗曾在此兴建规模宏大
的西太乙宫，把大半座孤山划为御花园。

清朝康熙皇帝又在此建造行宫，雍正皇帝改行宫为圣因寺，
与当时的灵隐寺、净慈寺、照庆寺并称“西湖四大丛林""。

或许有的朋友要问：孤山既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为什么要
取名“孤山”呢?这是因为历史上此山风景特别优美，一直被
称为孤家寡人皇帝所占有，所以被为孤山。

从地质学上讲，孤山是由火山喷出的流纹岩组成的，整个鸟
是和陆地连在一起的，所以“孤山不孤，断桥不断，长桥不
长”被称为西湖三绝。

大家再看前方那座环洞石拱桥，地处孤山西面，名叫西泠桥。
它和断桥、长桥并称为西湖古代的三大情桥。

过了西泠桥，孤山后麓的绿树丛中有尊汉白玉塑像，只见这
位女英雄左手叉腰，右手按剑，目光炯炯，昂首注视前方，
似在探求着革命的真理。

她是谁呢?她就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为推翻清王朝，
争取民族独立而壮烈牺牲的“鉴湖女侠”秋瑾。这尊塑像
高2.7米，墓座高2米，正面碑石上该有孙中山手书“巾帼英
雄”4个大字。秋瑾烈士的塑像，给了我们一种启示：

西湖的闻名，不仅仅是占了山水之胜，它更因众多的历史人



物而倍增光彩。在西湖风景区内，被誉为“湖上三杰”的岳
飞、于谦、张苍水，还有与秋瑾一起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近
代发主革命者徐锡麟、陶成章等，都安葬了西子湖畔。

我们的船继续徐徐往东行驶，各位看到前面的一道 粉墙，院
内便是著名的西泠印社。印社右侧，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
就是百年老店楼外楼。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店名取自南宋
诗人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名句。

楼外楼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曾经接待过许多中外名人。
楼外楼的当家名菜数西湖醋鱼了，它是选用西湖中在规定范
围内养殖的草鱼，先在清水中饿一二天，除去泥土味，然后
烹制而成的。成菜后的西湖醋鱼，色泽红亮，肉味鲜嫩，酸
甜可口，略带蟹味，是杭州最有代表性的风味名菜。

现在船已驶向中山公园，孤山的正门就在这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孤山既是一座风景名山，又是一
座文化名山。孤山的地位在西湖景区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
因为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景区内有著名的“西
湖天下景，”还纪念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的放鹤亭。这些景
点等上岸后我们起前往参观。

中山公园旁，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建筑是新近修建落成的“浙
江省博物馆”。进而面陈列着上至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下到近现代的文物展品1700余件。博物馆后面的古建筑是清
代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它是我国为珍藏《四库全书》而修
建的七大书阁之一。

请看前面那座突出湖面的水泥平台的重檐亭子已展现我们眼
前，这座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建筑，名叫平湖秋月。

它是白堤的起点，也是杭州的三大赏月胜地之一。历史上杭
州人中秋赏月有三大去处：湖中首推三岛之一的三潭印月，



山上应是凤凰山坡的月岩景点，至于岸边，就数这月白风清、
水天共碧的平湖秋月了!

现在各位看到前面这条“间株杨柳间株桃”的游览长堤就是
白堤。

当我们的船驶到这里，西湖最秀丽的风光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了。瞧!堤上两边各有一行杨柳、碧桃，特别是在奏，柳线泛
绿、桃树嫣红，一片桃红柳绿的景色，游人到此，仿佛如临
仙境。

白堤原名“白沙堤”，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以风光旖
旎而著称。它虽与白居主持修筑的白堤不在一个方位，但杭
州人民为缅怀这位对杭州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市长”，仍把
它命名为白堤。

它与苏东坡主持建造的苏堤犹如湖中的两条锦带，绚丽多姿，
交相辉映。大家再看，白堤中间的这座桥叫锦带桥，以前是
座木桥，名中“涵碧桥”，如今更名为石拱桥。在白堤的尽
头，到了断桥，全长1公里的白堤就由此而“断”了。

断桥的名字最早取于唐代，宋代称宝祜桥，元代又叫段家知，
以前是座苔藓斑斑的古老石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桥虽然
是座很普通的石拱桥，但它的名字和《白蛇传》故事联系在
一起，因而成了西湖中最出名的一座桥。

讲到这里，我看到有的朋友已经在仔细观察，或许你们马上
会问：这座桥根本没有断，为什么要取名“断桥”呢?这个问
题就让我来解答吧。断桥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由于断桥
所处的位置背城面山，处于北里湖和外湖的分水点，视野开
阔，是冬天观赏西湖雪景最好的地方。

每当瑞雪初晴，桥的阳面已经冰消雪化，而桥的阴面却还是
白雪皑皑，远远望去，桥身似断非断，“断桥残雪”就因此



得名。

还有，断桥又是白堤的终点，从平湖秋月而来的白堤到此中
断。讲到这里，或许大家已经明白，原来是“堤断桥不断”。

大家再看断桥后面那座山叫宝石山，海拔78米。

这座山的岩石和西湖群山不同，主要由火成岩中的流纹和凝
灰岩构成，其中有一种名叫碧玉的“宝石”，嵌在紫灰石中，
在阳光照射下，分外耀眼，这就是宝石山得名的由来。

山上那座秀丽挺拔，高高耸立的塔，名中保俶塔。保俶塔初
建为九级舍利塔，现在的是1933年重建的。它是用成的实心
建筑，塔身呈八棱型，高45.3米，上下匀称，线条柔和优美，
在湖上诸塔中，保俶塔的造型最为俏丽，体态最为窈窕。

历史上与保俶塔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雷峰塔，在西湖风景布局
中，同位于一条中轴线上，一南一北，隔湖相望，一个敦厚
典雅，一个纤细俊俏。在雷峰塔未倒塌前，西湖上曾呈现
出“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对景，所以民间有“雷峰
如老衲，保俶如美人”的说法，道出了当年雷峰塔和保俶塔
的不同风姿。

各位朋友：西湖沿岸的景观就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去观赏
湖中三岛。

首先我们来看西湖中最大岛“三潭印月”，也叫小瀛州。这
是一个“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湖上花园。全面积7万平方
米，其中水面占60%。全岛呈“田”字形，东西连柳堤，南北
建曲桥，曲桥两侧，种植着大片红、白各色的睡莲。此外，
历史上三潭钱月还以种植西湖莼菜而著名。

下面请随我上岛游览，三潭印月这座小岛，初建军于明代万
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用疏浚的湖泥堆积而成的。



它的精华就在于岛南面的三座石塔。请看：三塔鼎立在湖上，
塔高2米，塔身球形，排列着5个小圆孔，塔顶呈葫芦形，造
型优美。每逢月夜，特别是到了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
在塔内点上蜡烛，沿口蒙上薄纸，烛光外透，这时“塔影、
云影、月影”溶成一片，“烛光、月光、湖光”交相辉映，
在光的折射中，三塔的灯光透过15个圆孔投影在水面上，共
有30个月亮，加早天上的一个水中的1个，湖面可以倒映出32
个小月亮，呈现“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绮丽景色，
真是“一湖金水欲溶秋”，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

接着我们再来看湖中那座飞檐翘角的亭，名叫湖心亭。它是
西湖中最大的一座亭。也是在西湖三岛中最早营建的一座岛，
初建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距念已有440年有历史的。

“湖心平眺”是钱塘十景之一。站在湖心亭处眺望西湖，水
光山色，尽收眼底，西湖风光，一览无余。

湖心亭西北的那个小岛，称为阮公墩。是西湖三岛吧最小的
一个，面积仅5561平方米。它是在清朝嘉庆年间(1800年)，
浙江巡抚阮元用疏浚西湖后的淤泥堆积而成的。阮墩垂钓已
成为杭州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阮墩夜游则是为各地旅游
者隆重推出的西湖夏季的一个特色旅游项目。

游完湖中三岛，我们的船已驶向即将停靠在方向----苏堤。
大家请看：前面这条自南而弱横贯西湖，全长2.8公里的湖中
长堤就是苏堤。堤上共有6座石拱桥，分别是映波、锁澜、望
山、压堤、东浦、跨虹、堤岸种植桃柳、芙蓉，形成“西湖
景致六条桥，一枝杨柳一枝桃”的景色。

说到苏堤，人们自然会想起北宋诗人苏东坡，苏东坡曾二次
担任杭州的地方官，他组织20万民工疏浚西湖，然后利用湖
泥葑草，筑成了这条从南屏山下直通栖霞岭麓的长堤，后人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取名“苏堤”。现在 堤的南端修建
了“苏东坡纪念馆”供人们参观，缅怀苏东坡的功绩。



各位朋友：人们常常把杭州西湖和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比喻
为世界上东西方辉映的两颗名珠，正是因为有了西湖，才使
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把杭州经喻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
城”。西湖做为著名景点，接待过世界各国的元首不计其数。

因此，西湖不仅是杭州的明珠，更是东方的明珠，世界的明
珠。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这是白居易为颂扬西湖给后人留下的回味无穷
的千古绝唱。各位朋友，当我们即将结束西湖之行时您是否
也有同样的感受呢?但愿后会有期，我们再次相聚，满觉陇埯
赏桂子，钱塘江上看潮头，让西湖的山山水水永远留住您美
好的回忆。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六

各位游客：

大家好，西湖以其一山二堤三岛十景而闻名于世，而在西湖
十景，雷峰夕照是唯一损毁又恢复的景点，现在我们所来到
的便是刚对外开放不久的雷峰塔景区。

雷峰塔景区是于2000年冬奠基，2002年秋竣工，于2002年11
月20日开始对外开放，目前还属于试运营阶段。整个景区的
造价达1.5亿元人民币，新塔的下半部是遗址保护层，通
高9.85米，塔身五层，高61.9米，建筑面积达三千三百多平
方米，塔身采用钢结构框架，外墙包铜，全塔共用铜280吨。

各位可能还记得在两年前，也就是2001年3月11日，央电视台
和浙江电视台曾连袂直播了发掘雷峰塔遗址的过程，当时在
雷峰塔的地宫还发掘出很多文物，其最珍贵的就是供奉佛祖



释迦牟尼发髻舍利子的阿玉王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塔就是
在老塔的遗址之上，这样的建筑形式很好的保护了原塔的遗
址，而这种建筑格式在目前尚属首创。现在就请家跟随我走
上电梯一同到塔里去看一番究竟。

好，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是雷峰塔的遗址保护层，
在我们面前用玻璃罩罩着的便是老雷峰塔的遗址。

雷峰塔初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原本为吴越
国王钱淑为奉藏佛螺髻发舍利子以祈祷国泰民安所建，原名
叫皇妃塔，塔为砖木结构。雷峰塔的知名度之高，与国民间
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白蛇传》密切相关，故事白蛇的化身
白素贞因追求人间真情而被法海和尚囚禁于雷峰塔下，雷峰
塔因而声明远播。历史上的雷峰塔曾两次遭遇火，第一次是
在北宋宣和年间，因方腊起义，一把火把外面的木结构塔身
加以焚毁。到了南宋年间，曾重修雷峰塔，西湖十景之一
的“雷峰夕照”就是在那个时候流传的。

雷峰塔第二次遭受火烧是在明朝的嘉靖年间，当时倭寇侵犯
杭州，雷峰塔再次把火焚，仅剩塔身屹立于西湖之滨。这种
情形一直厨到清末民初，雷峰塔终因不堪重负而倒塌了。关
于雷峰塔倒塌的原因，历史上也很有争论，一般来讲有两种
说法，前两年在清理雷峰塔遗址的时候，发现有相当一部分
的塔砖一侧有一个洞，在洞里有佛经。

而在过去，老百姓们以讹传讹将经砖传成金砖，纷纷将塔砖
拿回家，从而导致塔的倒塌。此说法之一。说法之二，由于
江南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而杭州又是丝茶之府，历史上的杭
州就盛产丝绸，而每年蚕宝宝吐丝结茧之时由于多种原因，
往往有量的蚕茧死亡，过去的人迷信，误以为蚕茧了邪，而
雷峰塔是镇妖的（白蛇），以为将雷峰塔的砖放在家里，就
可以抵挡妖邪的侵蚀，你家养蚕拿一块，他家求财拿一块，
久而久之，塔身特别是塔基由于老百姓的破坏，加上当权者
的漠不关心，雷峰塔终于在1924年9月25日下午1点40分轰然



倒塌。

透过玻璃罩，我们可以看到塔的遗址，在正前方有台阶可以
上去的就是塔的正南门，老塔共有八个门，分别对应八个方
向，而我们现在游览的新塔，塔门也是和老塔相对应的。旁
边有木台阶的是前两年发掘雷峰塔地宫时，专家学者们走的。

杭州西湖导游词篇七

大家好，我姓林，大家可以叫我雨薇。我将带领大家游览杭
州西湖，请不要乱丢垃圾，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祝大家
旅途愉快！

在来西湖之前，相信许多游客都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这句话。事实上，把杭州比喻成人间天堂，和西湖有
着很大的关系。杭州西湖山水秀丽，让许多诗人流连忘返。
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就大大证
明了这一点。请大家跟紧队伍，准备好亲眼目睹杭州西湖的
风采吧！

杭州西湖位于杭州市中心，宋代始称西湖。西湖南北长3.2公
里，东西宽约2.8公里，面积约5.68平方公里。这里最有特色
的就是“西湖十景”。其中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淡雅朴
素。登楼眺望秋月，在恬静中感受西湖的浩淼，洗涤烦燥的
心境，使人倍感景在城中立，水在景中摇，人在画中游。不
管站在哪个角度，看到的都是一幅素雅的水墨江南画卷，平
湖望秋月更是楼可望、岸可望、水可望。南宋孙锐诗有“月
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舟”之句；明代洪瞻祖也在诗中
写道：“秋舸人登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尘”等都是赞美平
湖秋色的美景。平湖秋月以湖称映出周围的山水、树木，演
得格外静谧。好像一副美妙的画。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偶尔一条船划过，我们不由得抱怨道：“船把
我们的画划破啦！”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画、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忆江南，
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
游？”白居易的这首诗是赞美西湖的千古绝唱。各位游客，
愉快的西湖一日游已经结束了，感谢大家对我的配合。大家
玩得开心吗？希望西湖的山山水水永远留在您美好的回忆中。

杉洋小学四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