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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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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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篇一

各位团友：

这是日光岩寺新修的山门，让我们先看前方巨石上的三幅石
刻，这好像一个人写的`，其实是三人所书。“鼓浪洞天”是
明万历年间(1573年)泉州同知丁一中写，已经400多年了，是
日光岩上最早的题刻;“鹭江第一”是清代道进士林缄所写，
也有100多年了;“天风海涛”是民国4年(1915年)福建巡按使
许世英写的。在如此高大的石头上凌空崖刻，气魄很大。

各位团友，日光岩寺原名莲花庵，是厦门四大名庵之一，实
际是一石洞，以石为顶，故又叫“一片瓦”，始建于明代正
德年间，万历十四年(1586年)重建。因为每天凌晨，朝阳从
厦门五老峰后升起，莲花庵最先沐浴在阳光里，因此得
名“日光寺”。又传说当年顾成功来到晃岩(日光岩的别称)，
看到这里景色远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称
为日光岩。日光寺屡毁屡建，清同治年间，建圆明展，祀弥
勒。1917年建大雄宝殿。解放后，圆明殿改成念佛堂。改革
开放后，落实宗教政策，日光寺得到政府的扶持，接受海内
外十方善信的捐赠，大兴土木，翻修了大雄宝殿，新建了山
门、钟鼓楼、旅游平台、法堂、僧舍、小卖部和膳堂，寺庙
焕然一新。日光寺是一座精巧玲珑袖珍式的寺庙，大雄殿、
弥陀殿对合而设，是全国唯一的。由于环境优越，历代高僧



不断，著名的弘一法师1936年曾在这里闭方便关8个月。

日光山又称龙头山，与厦门的虎头山隔海相望，一龙一虎把
守厦门港，叫“龙虎守江”。这里原有一亭名“旭亭”，早
已毁圯。台湾文人石国球写了一篇《旭亭记》，描写日光
岩“山罗海绕，极目东南第一津，水光接天，洪波浴日，皆
为梵刹呈奇”，磴道巨石夹峙，森严壁立，有“九夏生寒”
之意，凉意自然来自“鹭江龙窟”了。

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篇二

东山岛，别称陵岛，形似蝴蝶亦称蝶岛，位于中国福建省南
部沿海，隶属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是福建省第二大岛。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福建东山岛旅游导游词范文，欢迎借
鉴参考。

东山岛，别称陵岛，形似蝴蝶亦称蝶岛，位于中国福建省南
部沿海，隶属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是福建省第二大岛，
中国第七大岛，介于厦门市和广东省汕头之间，位于厦、漳、
泉闽南金三角经济区的南端，东濒宝岛海峡，西临诏安湾与
诏安一水之隔；东南是著名的闽南渔场和粤东渔场交汇处；
北经曾经有八尺门海堤同云霄县接壤，20xx年5月已拆除，面
积220.18平方公里。截止20xx年底，东山岛设有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旅游经济开发区，下辖7个乡镇61个村和16个社
区，总人口21.57万人。20xx年，东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8
亿元，较20xx年增长10.1%；农业总产值51.5亿元，规模工业
产值182.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0亿元，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3.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40元，比20xx年增
长13.4%。东山曾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县、福建省“十大旅游品
牌”、福建省最佳旅游目的地、“十大滨海旅游精
品”、“福建十大美丽海岛”等荣誉。

东山岛位于中国福建东南部，隶属于福建省漳州市下辖的东



山县。是福建省首个“家园清洁行动”镇村治理100%达标县
份。

东山岛是福建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之一，这里海湾辽阔，沙
滩平缓，绿树成荫，胜景众多，极具南国滨海风光特色。东
山岛古称铜山，现仍存有建于明代的铜山古城，位于铜陵镇
海滨，系为防御倭寇而建，至今雄风依存。古城内有一座回
廊曲径、玲珑雅致的关帝庙，亦称武庙，建于明代，至今香
火旺盛。位于东山岛东部的马銮湾，天蓝海阔，沙白水净，
加之岸边绿林葱茏，沙滩长2500多米，宽60米，沙滩东北
有“三支峰”为屏，东南有赤屿等四个小岛拱卫，因而自成
格局。

素有“天下第一奇石”美称的东山风动石一直是岛上人民引
以为荣，视为珍宝的自然景观。现在它已经是东山岛的标志
性景观。诗云：“风吹一石万钧动”，这是对风动石最好的
写照。大家请看，耸立在陡崖上的风动石，高4.37米，重
约200吨。狂风吹来时，巨石轻轻摇晃不定，你要是有兴趣可
以仰卧盘石上，用你双脚推推看，不过可别把它推倒了。站
于风动石下。它摇摇欲坠，有一种惊险的感觉，你会感叹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站于此处看风动石象仙桃，传说它是女娲
补天时掉下的七彩石，搁在这里，斜放于盘石之上，两石叠
在一起，如情侣般亲密，时有动摇，但却永不分开；大家随
我走上台阶，站在这台阶上看风动石，像什么？像不像偷吃
刚才那只仙桃的老鼠，你瞧他的眼睛还滴溜溜的转，转眼间
仙桃被他吃光，只剩老鼠了！关于风动石，还有段传说，明
朝嘉靖年间，海上倭寇侵扰东山，企图抢走这奇异的风动石，
用了数艘兵舰，套上绳索，他们拼命地拉，可是倭寇费尽了
九牛二虎之力，只听“嘣”了几声，绳索全断了，倭寇纷纷
落入海里，十分狼狈，风动石依然屹立于原地。它与周围景
色交相辉应，难怪文人墨客会在这里留下“这里风景独好”
的赞叹。风动石以奇险摇而被载入《中国地理之最》，“不
是风摇石而是石摇风”。



沿着这条幽的小路，大家随我去参观景区内另外一处很有地
方特色的名胜古迹——东山关帝庙。关帝庙又叫做武圣殿，
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大家请看，它那燕尾式飞檐，弯月
起翘，鸟兽凌空。显得轻巧灵动。屋脊上雕有八仙过海和唐
宋120个人物雕像。都是用各种瓷料剪贴镶嵌而成，长年风吹
日晒，色彩鲜艳不变。这种剪瓷、嵌瓷工艺，都是闽南古建
筑的传统技艺。东山关帝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本地人
民心目中的圣庙。据传郑成功当年收复宝岛前曾到此求得吉
签，而后收复告捷，将士对关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忠
诚昭日月，义气薄云天。”关帝以其忠、信、义、勇而德行
天下，数百年来被闽南人民视为保护神。大家站在这里，面
对着大海，海的那头就是祖国的宝岛宝岛，东山与宝岛一水
之隔，明清之时远涉海峡守护宝岛的将士就曾供奉带到宝岛
的关帝。宝岛目前有951座关帝庙，据统计，以东山关帝庙为
祖庙的就有470多座。东山也因此成为传播中原文化和关帝文
化的发祥地。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召唤，使得跨越
海峡前来祖庙朝圣的台胞络绎不绝，关帝文化扎根于海峡两
岸，成为联络感情，促进交流的桥梁，如同彩虹，横贯于海
峡上空，祥云流彩，灵光普照。

古代的东山与宝岛之间有一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成为古
人类，动物通往宝岛的途径。今天的两岸人民通过关帝文
化——这座桥梁沟通感情；汹涌的宝岛海峡隔不断骨肉之情，
没有了东山陆桥，我们有关帝之桥，有心桥，两岸人民心间
有千千万万座桥！

好了，各位亲爱的团友，今天的游览在这结束了，感谢大家
的配合与支持！祝愿在美丽的东山渡过最美好的日子。

东山岛古称铜山，是福建省第二大岛。铜山古城位于东山岛
东北部铜陵镇，距漳州市区158公里。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为防御倭寇侵犯，江夏候周德兴在此以石垒城，设立
水寨，坚守海防。古城内有关帝庙，又称武庙，建于明洪武
二十二年，至今仍香火鼎盛。在关帝庙附近海滨石崖上，有



一块重约200吨的临海巨石，状似玉桃，底部触地仅数寸，风
吹石动，故名“风动石”，历经台风、地震而不倒。

东山岛是福建对外和对台经济贸易的重要口岸，是福建省人
民政府批准规划的二十一世纪港口旅游城市，是福建省建设
海峡西岸繁荣带的重点投资口岸。东山岛，冬暖夏凉，终年
无霜，年平均气温20。8摄氏度，东山风光极具南国海滨特色。
主岛七个月牙形的海湾首尾相连。绵延30多公里，是天然海
滨浴场。风景名胜铜山古城，明朝大将戚继光，郑成功屯兵
遗址，大学士黄道周故居深井村；号称“天下第一奇石”的
铜山风动石，石僧拜塔等自然景观更是妙趣天成，龙、虎、
狮、象四屿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令人流连忘返。

东山海域是闽南渔场中心，海产丰富，尤其以龙虾，石斑鱼
闻名遐尔。

位于东山岛东部的马銮湾，天蓝海阔，沙白水净，加之岸边
绿林葱茏，沙滩长2500多米，宽60米，沙滩东北有“三支
峰”为屏，东南有赤屿等四个小岛拱卫，因而自成格局。

在我们面前的这条小溪，名叫章堂洞，是武夷山景区北部最
长的一条山涧。它与流香涧合流后，往东穿过霞滨峡口，融
入崇阳溪，全长约有7.5公里。现在，请大家抬头往上看，这
就是远近闻名的天车架。它离洞大约0.5公里路。在雄峙如城
的丹霞蟑半壁，有几个互相毗连的岩洞，洞里有几栋小木楼
就崖构架，或隐藏于洞，或凭临崖畔，上下悬梯，左右环栏，
抬头望去，俨然一栋空中楼阁。据《崇安县志》记载，这些
空中楼阁建于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一1861年）。当时，崇
安县的豪绅为躲避太平军，雇人建造了这种建筑物。该岩洞
上仍危崖，下临深渊，地势极为险峻，乍看上去似乎无路可
攀，其实不然，只要从山后绕道，经过火焰峰，直上丹霞蟑
顶，而后从岩洞口顺梯而下，即可入洞。观赏到此，不知大
家发现了没有，明明是悬楼，为何叫天车架呢？这是因为，
当时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岩底直接吊上去的，悬架在洞



外的那些杉木，就是用来作起重机械的架子，于是当地人就
称之为天车架。

各位朋友，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巨石，叫鹰嘴
岩。它那光秃秃的岩顶，东部向前突出，尖曲如椽。非常奇
特的是，鹰嘴上居然长着一株枝干虬曲的古老刺柏，为鹰嘴
岩增添了几分飘逸，几许神采。沿岩顶直削而下，岩壁白里
透红，微微拱起的岩脊却是一片苍黑，隐约地展现出一条条
裂纹，宛如丰满的羽翼。从我们现在站立的角度看去，只见
它兀立峰巅，翘首蓝天，振翅欲翔，搏击苍穹。古代有诗人
形容道；“雄鹰独立健无伦，锐椽昂头实逼真。岂是神山压
凡鸟，欲君奋击绝嚣尘。”多么生动，多么形象，多么贴切！

继续往前走，过了慧苑寺前的石桥往左拐，就到了流香涧。
流香涧原名倒水坑，位于天心岩北麓。武夷山的所有溪泉涧
水，都是由西向东流人崇阳溪，惟独这条山涧，自三仰峰北
谷发源后流向西北，又倒流回山，故又称为倒水坑。这也是
流香涧的独特之处。流香涧两旁，青藤垂蔓，山蕙、石薄、
兰花丛生，真所谓：“坠叶浮深涧，飞花逐急湍。”明朝有
个诗人游览至此，久久不忍离去，遂为它起名为流香涧。洞
中有一巷谷，两旁危岩耸立，水流其间，仅能容纳一人。夏
日置身其间，凉爽无比，因此又叫做清凉峡。

从清凉峡出来，大家看到前面一座黑乎乎的山顶上，耸立着
一块向前倾斜的巨石，就像农夫头上戴的一顶斗笠。相传这
块巨石从远方飞来，落脚在此，所以叫做飞来峰。绕过飞来
峰，有座昂然直上，拔地擎天的山峰，名叫玉柱峰。这里景
色优美，请大家慢慢欣赏。

继续往前走，我们就到了九龙窠。九龙窠是一个幽奇深峻的
峡谷，周围九座磷峋的山峰将它团团环抱，犹如九条巨龙在
升腾万里、扬威环宇之后将欲归巢的状态。峡谷里巨石错落，
细泉潺潺，遍地是丛丛簇簇的茶树，满谷春色，生机四溢，
真不愧为"茶的王国"。在最后一窠岩壁间，有一块用石块垒



成的盆景式茶园，上面种着几株茶树，那就是久负盛名的大
红袍茶树。大红袍之所以获得“茶中之王”的桂冠，主要是
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得天独厚。大家请看，茶树所处的峭壁上，
有一条狭长的岩罅，岩顶终年积水，随之滴落的还有苔藓之
类的有机物，造成土壤的润泽肥沃，而且两旁岩壁直立，日
照不长，气温变化不大。加上茶农平时精心管理，采制加工
时，挑技术最好的茶师，使用上等的独特器具。因此，大红
袍成茶后，自然就有独特的品质和卓著的饮用效果了。一般
的茶叶不耐冲，几次过后就没有什么味道了，而大红袍冲到9
次，仍能保持其桂花香味，实乃茶中极品。

大红袍茶树的来历，传说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天心
庙老方丈用九龙窠的神茶治好一位进京赶考举人的病。举人
得中状元后，为谢茶恩，脱下身上大红袍，亲自披在茶树上，
后人便取名为大红袍。另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位皇太后久病
不愈，终日肚疼鼓胀，遍请天下名医，用尽灵丹妙药，终为
徒劳，天心庙老方丈得知后，献九龙窠神茶一盒，治好了皇
太后的病。皇帝便叫大臣带上一件大红袍，前往九龙窠谢恩。
大臣将大红袍技在茶树上，当地人便将茶树取名为大红袍。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普遍，就是：早春时节，大红袍叶芽勃发，
满树艳红，远眺宛如大红袍覆盖树冠，因此得名。大红袍茶
树数量有限。仅植4株，来武夷山的游人，大都以能一睹名扬
天下的大红袍茶树为一大乐趣。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天心岩脚下，展现在眼前的这座庙，
叫永乐禅寺，它是武夷山保存下来的最大寺院。据查天工
《武夷山志》记载：永乐禅寺前身叫山心永乐庵。山心指地
理位置，因名刹坐落于方圆70平方公里的武夷山景区中心，
故名。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道士韩洞虚加以重建，
改名天心庙。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武夷山章
堂岩铁华国师的弟子果因和尚将它改称天心永乐禅寺。此时
的天心，寓意又进一步得到禅理的抒发，蕴藏着禅语“天心
明月”和佛教徒向往极乐世界的意境。重建后的永乐禅寺，
南北长170米，东西宽150米，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寺院



四周古木参天，重竹蔽地，鸟鸣蝉噪，意境深远。步入寺内，
香烟缭绕，梵音清越，恍如游仙。在通往禅寺的山径旁，新
凿了一座弥勒佛岩雕，高19米，宽13米。岩雕后面的“佛”
宇，是清康熙皇帝的字体，高11米，宽9米，取九九吉利之意。

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篇三

各位亲爱的来宾：

大家好!我是xx旅行社的导游xx。欢迎来到美丽的东山岛。东
山岛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胜古迹众多，是明代闽海五大
水寨之一，大学者黄道周的故乡。今天我将带大家游览国家
四a级景区风动石景区。

素有“天下第一奇石”美称的东山风动石一直是岛上人民引
以为荣，视为珍宝的自然景观。现在它已经是东山岛的标志
性景观。诗云：“风吹一石万钧动”，这是对风动石最好的
写照。大家请看，耸立在陡崖上的风动石，高4.37米，重
约200吨。狂风吹来时，巨石轻轻摇晃不定，你要是有兴趣可
以仰卧盘石上，用你双脚推推看，不过可别把它推倒了。站
于风动石下。

它摇摇欲坠，有一种惊险的感觉，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站于此处看风动石象仙桃，传说它是女娲补天时掉下的七
彩石，搁在这里，斜放于盘石之上，两石叠在一起，如情侣
般亲密，时有动摇，但却永不分开;大家随我走上台阶，站在
这台阶上看风动石，像什么?像不像偷吃刚才那只仙桃的`老
鼠，你瞧他的眼睛还滴溜溜的转，转眼间仙桃被他吃光，只
剩老鼠了!关于风动石，还有段传说，明朝嘉靖年间，海上倭
寇侵扰东山，企图抢走这奇异的风动石，用了数艘兵舰，套
上绳索，他们拼命地拉，可是倭寇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听
“嘣”了几声，绳索全断了，倭寇纷纷落入海里，十分狼狈，
风动石依然屹立于原地。它与周围景色交相辉应，难怪文人



墨客会在这里留下“这里风景独好”的赞叹。风动石以奇险
摇而被载入《中国地理之最》，“不是风摇石而是石摇风”。

沿着这条幽的小路，大家随我去参观景区内另外一处很有地
方特色的名胜古迹——东山关帝庙。关帝庙又叫做武圣殿，
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大家请看，它那燕尾式飞檐，弯月
起翘，鸟兽凌空。显得轻巧灵动。屋脊上雕有八仙过海和唐
宋120个人物雕像。都是用各种瓷料剪贴镶嵌而成，长年风吹
日晒，色彩鲜艳不变。这种剪瓷、嵌瓷工艺，都是闽南古建
筑的传统技艺。东山关帝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本地人
民心目中的圣庙。据传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前曾到此求得吉
签，而后收复告捷，将士对关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忠
诚昭日月，义气薄云天。”关帝以其忠、信、义、勇而德行
天下，数百年来被闽南人民视为保护神。

大家站在这里，面对着大海，海的那头就是祖国的宝岛台湾，
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明清之时远涉海峡守护台湾的将士就
曾供奉带到台湾的关帝。台湾目前有951座关帝庙，据统计，
以东山关帝庙为祖庙的就有470多座。东山也因此成为传播中
原文化和关帝文化的发祥地。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
召唤，使得跨越海峡前来祖庙朝圣的台胞络绎不绝，关帝文
化扎根于海峡两岸，成为联络感情，促进交流的桥梁，如同
彩虹，横贯于海峡上空，祥云流彩，灵光普照。

古代的东山与台湾之间有一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成为古
人类，动物通往台湾的途径。今天的两岸人民通过关帝文
化——这座桥梁沟通感情;汹涌的台湾海峡隔不断骨肉之情，
没有了东山陆桥，我们有关帝之桥，有心桥，两岸人民心间
有千千万万座桥!虎、狮、象四屿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令人
流连忘返。

东山海域是闽南渔场中心，海产丰富，尤其以龙虾，石斑鱼
闻名遐尔。



位于东山岛东部的马銮湾，天蓝海阔，沙白水净，加之岸边
绿林葱茏，沙滩长2500多米，宽60米，沙滩东北有“三支
峰”为屏，东南有赤屿等四个小岛拱卫，因而自成格局。

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篇四

尊敬的旅客们：

心情好吗?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的小导游——林
晨旸，用林导称呼我就行了。下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举世
无双的白水洋，游玩时要注意安全，祝旅途愉快。

下面，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白水洋景区的地理位置和特点。
白水洋位于福建屏南，是福建的八大景区之一，因其奇特的
地质地貌现象被誉为“天下绝景，宇宙之谜”，国家副总理
吴仪游玩白水洋后，直称为“奇特景观”。白水洋还拥有全
球唯一的鸳鸯猕猴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7.34平方公里。

瞧!我们已经来到了白水洋河床，我将重点为大家介绍。白水
洋河床净无沙砾，登高俯瞰，其形状犹如一丘刚刚耙平的.巨
大农田，平展展的铺呈在崇山峻岭之中。三大浅水广场中，
面积最大的中洋达4万平方米，最宽处182米，河床布水均匀，
水沉没踝。阳光下，洋面波光粼粼，一片白炽，故称之为白
水洋。

白水洋这么漂亮，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形成受岩石特性、地
质构造和水动力等制约。白水洋河床的岩石是距今900万年前
火山活动形成的，岩石具有完整性好，结构均一致密的特点。
经流水长期冲蚀，白水洋逐渐形成光滑如镜，宽阔平展的平
底基岩河床。

好了，今天的浏览接近尾了，我们该告别了，林导可真舍不
得和大家告别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再见!



福建省主要景区景点导游词篇五

崇武古城位于惠安县东南海滨，濒临台湾海峡，系明洪武二
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时为抵御倭寇所建。隆
庆元年(1567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视师崇武，北城门
横眉石刻"威镇海邦"传为戚所书。清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
功驻此抗清，传有"马蹄石"遗留。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
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内外，有20多处分别始建于
宋、明、清，后经修葺延续至今的宫庵庙堂等古建筑遗存，
与古城构成了可供参观稽古的古迹群。

崇武的'意思就是崇尚武备。据说宋朝时，这里就称为崇武乡
守节里。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惠安置县后，在这里设
小兜巡检寨。元朝初期改为小兜巡检司。明朝洪武三年(公
元1370年)，活动在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一倭寇突
然登陆祥芝的蚶江，对泉州地区的安全造成威胁。洪武二十年
(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委派江夏
侯周德兴巡视东南沿海。周德兴是个军事工程专家，他根据
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一郡者设所，
连郡者设卫”。当年，泉州设永宁卫，管辖五个所，即福全、
中左、金门、高浦、崇武五所。惠安设立五座城，即崇武城、
獭窟城、小岞城、黄崎城、峰尾城。祟武城为五城之一，隶
属福建司永宁卫的一个千户所，建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