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介绍西安的导游词(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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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介绍西安的导游词篇一

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之一，(基座长52.6米，
宽38米，高7.7米，一门洞;最大的鼓楼为明中都鼓楼，基座
长72米，宽34.25米，高15.8米，三门洞。)位于西安城内西
大街北院门的南端，东与钟楼相望。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
璋洪武十三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和清乾隆五年先后两次重修。
楼上原有巨鼓一面，每日击鼓报时，故称“鼓楼”。

主持修建鼓楼的有长兴侯耿炳文、西安知府王宗周等人，据
说是在微雨朦胧之中为鼓楼工程奠基的。清康熙三十八年(公
元16)、乾隆四年(公元1740年)曾先后两次重修。据乾隆五年
《重修西安鼓楼记》载，上年陕西小麦丰收，“陇有赢粮，
亩有遗秉，民不俟命”，出现了“男娶女归，礼兴讼息”的
太平景象，于是效法古事，重整鼓楼。长安县令王瑞具体负
责修缮事宜。重修后的鼓楼，面貌崇隆敞丽，灿然一新。登
楼远望，闹市风光、秦川景色历历在目。

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同时，
夜间击鼓以报时，“三鼓”，就是“三更”，“五鼓”就
是“五更”，一夜共报5次。明代的西安城周长11.9公里，面
积为8.7平方公里，鼓楼地处西安城中部偏西南，为使鼓声能
传遍全城，就必须建造高楼，设置大鼓。明、清两代，鼓楼
周围大多是陕西行省、西安府署的各级衙门，这些衙门办公
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离不开鼓声，鼓声亦成为当时人们最熟
悉的悦耳之声了。李允宽所书写的“声闻于天”的匾额，画



龙点睛，说明了鼓楼的实际意义。现在楼内设有楼梯，登临
楼上，凭栏便能眺望全城景色。西安鼓楼是城内明清建筑物
的主要标志和代表之一。

从50年代开始，人民政府曾多次修缮鼓楼。90年代又贴金描
彩，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文物资源，促
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恢复“晨钟暮鼓”。

西安市决定重制鼓楼大鼓，重制的大鼓高1.8米，鼓面直
径2.83米，系用整张优质牛皮蒙制而成。鼓腹直径3.43米，
重1.5吨。上有泡钉个，寓意19制，加上4个铜环共，象征公
元20，催人奋进。跨入21世纪，该鼓声音洪亮、浑厚，重槌
之下，十里可闻，是中国最大的鼓。在钟楼和鼓楼之间，开
辟为钟鼓楼广场;绿草红花点缀其间，造型独特的声光喷泉不
时变换，是古城人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介绍西安的导游词篇二

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之一，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到西安鼓楼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西安鼓楼导游词，欢迎参考!

西安鼓楼位于古都西安市中心，明城墙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交汇处的西安钟楼西北方约200米处。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
十三年(1380年)，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众多鼓楼中形制最大、
保存最完整鼓楼之一。

西安鼓楼建在方型基座之上，为砖木结构，顶部为重檐形式，
总高36米，占地面积1377平方米，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在
檐上复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顶部
有鎏金宝顶，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 1956年8月6日，陕西省
人民委员会公布鼓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
月20日，国务院公布鼓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点：钟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
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
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
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钟楼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
格，重檐斗拱，攒顶高耸，屋檐微翘，华丽庄严。

巨钟轶闻 ：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
钟边铸有八卦图案，建造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但
它比钟楼早先悬挂的铜钟却小得多了。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
是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林博物馆)。据
说，迁到今址之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景云钟
却怎么也敲不响了。无可奈何，只有另换。

西安鼓楼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之一，(基座长52.6米，
宽38米，高7.7米，一门洞;最大的鼓楼为明中都鼓楼，基座
长72米，宽34.25米，高15.8米，三门洞。)位于西安城内西
大街北院门的南端，东与钟楼相望。鼓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
璋洪武十三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和清乾隆五年先后两次重修。
楼上原有巨鼓一面，每日击鼓报时，故称“鼓楼”。

主持修建鼓楼的有长兴侯耿炳文、西安知府王宗周等人，据
说是在微雨朦胧之中为鼓楼工程奠基的。清康熙三十八年(公
元1699年)、乾隆四年(公元1740年)曾先后两次重修。据乾隆
五年《重修西安鼓楼记》载，上年陕西小麦丰收，“陇有赢
粮，亩有遗秉，民不俟命”，出现了“男娶女归，礼兴讼
息”的太平景象，于是效法古事，重整鼓楼。长安县令王瑞
具体负责修缮事宜。重修后的鼓楼，面貌崇隆敞丽，灿然一
新。登楼远望，闹市风光、秦川景色历历在目。

古时击钟报晨，击鼓报暮，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同时，
夜间击鼓以报时，“三鼓”，就是“三更”，“五鼓”就
是“五更”，一夜共报5次。明代的西安城周长11.9公里，面
积为8.7平方公里，鼓楼地处西安城中部偏西南，为使鼓声能
传遍全城，就必须建造高楼，设置大鼓。明、清两代，鼓楼



周围大多是陕西行省、西安府署的各级衙门，这些衙门办公
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离不开鼓声，鼓声亦成为当时人们最熟
悉的悦耳之声了。李允宽所书写的“声闻于天”的匾额，画
龙点睛，说明了鼓楼的实际意义。现 在楼内设有楼梯，登临
楼上，凭栏便能眺望全城景色。西安鼓楼是城内明清建筑物
的主要标志和代表之一。

从50年代开始，人民政府曾多次修缮鼓楼。90年代又贴金描
彩，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文物资源，促
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恢复 “晨钟暮鼓”。

1996年西安市决定重制鼓楼大鼓，重制的大鼓高1.8米，鼓面
直径2.83米，系用整张优质牛皮蒙制而成。鼓腹直径3.43米，
重1.5 吨。上有泡钉1996个，寓意1996年制，加上4个铜环
共20xx年，象征公元20xx年，催人奋进。跨入21世纪，该鼓
声音洪亮、浑厚，重槌之下，十里可闻，是中国最大的鼓。
在钟楼和鼓楼之间，开辟为钟鼓楼广场;绿草红花点缀其间，
造型独特的声光喷泉不时变换，是古城人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鼓楼始建于明朝洪武十七年，原址在广济街口。万历九年迁
址到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成为一做绾毂东西、呼应
南北的轴心建筑。万历年间，关中地震道士高承之断言，有
万年鳌鱼在地下作怪，于是知府将钟楼迁到现址震住妖孽作
祟的穴口，从此西安天下太平，万民乐业。钟楼正面的楹联
就反应了这段传说。

明王朝定都南京后，其间还有一次迁都之议。有大臣主张迁
都西安，朱元璋曾有些心动，专门派太子朱标赴西安实地勘
察，选择宫室基址，并绘制陕西地图进献。太子朱标从陕西
回到南京后，呈献了陕西地图给父皇朱元璋，并详细介绍了
西安的地理优势，认为：“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天下山川惟
秦地号为险固”，提议迁都西安 。但不久太子朱标英年早逝，
此时朱元璋已经年迈，这位晚年丧子的老人心力憔悴，迁都



之事不了了之，但西安钟楼已按照皇家建筑级别建成。

鼓楼建成198年后，经历了一场整体搬迁。这次东迁是与西安
城市发展的东扩有关，钟楼二楼西墙上，嵌有一方《钟楼东
迁歌》碑，记述了这座巨大建筑整体迁移的过程。

鼓楼初建时的位置在西大街以北广济街口的迎样观，与南北
城门正对，是城市的中心。这一位置正在唐长安城的中轴线
上，也是五代、宋、元时长安城的中心。然而，在其后的二
百年间，西安城不断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各
扩建了近四分之一的面积，随着城市中心东移，城门改建，
新的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形成，位于迎祥观的钟楼便日
益显得偏离城市中心。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由巡抚御
使龚懋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天的地址，成为一座绾
毂东西、呼应南北的轴心建筑。

介绍西安的导游词篇三

西安鼓楼位于古都西安市中心，明城墙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
交汇处的西安钟楼西北方约200米处。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
十三年(1380年)，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众多鼓楼中形制最大、
保存最完整鼓楼之一。

西安鼓楼建在方型基座之上，为砖木结构，顶部为重檐形式，
总高36米，占地面积1377平方米，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在
檐上复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顶部
有鎏金宝顶，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1956年8月6日，陕西省
人民委员会公布鼓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月20日，
国务院公布鼓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特点：钟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
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
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



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钟楼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
格，重檐斗拱，攒顶高耸，屋檐微翘，华丽庄严。

巨钟轶闻：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钟
边铸有八卦图案，建造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但它
比钟楼早先悬挂的铜钟却小得多了。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
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林博物馆)。据说，
迁到今址之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景云钟却怎
么也敲不响了。无可奈何，只有另换。

介绍西安的导游词篇四

那么游客们会问：唐华清宫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唐华清宫背靠
骊山，面向渭水，倚骊峰山势构筑，规模宏大，建筑壮丽，
楼台馆殿，遍布骊山上下。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高高骊
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它的范围南至骊山西乡岭第
一峰，北到老县城的北十字，东至石瓮谷，西到铁路疗养院
西侧的牡丹沟。

唐华清宫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成一个庞大的宫殿建筑群，
主要殿舍以温泉为中心，构成华清宫的核心，然后向山上山
下展开，布设了各类不一样的楼阁亭谢，栽植青松翠柏，娇
烧万分，似人间天堂。可惜的是唐华清宫随安史之乱渐遭破
坏，自宋至明清，原有建筑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眼前一些遗
址了。

介绍西安的导游词篇五

西安古城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城垣建筑，也是保存最完整的
古城墙。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到西安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下
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安城墙导游词，欢迎参考!

西安城墙景区位于西安市中心区，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



到十一年(1374-1378)，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世纪后
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
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
宽15米，总周长13.74公里。 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
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
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公里。 西安城墙是在唐皇城的
基础上建成的。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城墙的厚度大
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

早在明王朝建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后，一个名叫朱升的
隐士便告诉他应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
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
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垣就
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
础上扩建起来的。

明代扩建后的西安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
城墙每隔120米修敌台一座，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
这是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
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
墙上共有敌台98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

西安属季风气候，春秋两季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最适合出行。
7、8两月太热，不适合游览，如果是夏季，尽量选择早晨或
者落日后上古城墙。

西安城墙，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性景观。现存的城墙建于明朝
初年，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城墙总周长约14公里，
是在唐代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包括护城河、角楼等一系列
设施。

目前西安城墙共有八处可以登城，分别是：东门(长乐门)、
南门(永宁门)、西门(安定门)、北门(安远门)、含光门、文
昌门、和平门、尚德门，游客可以就近登城。其中南门是西



安城的迎宾门，也是游客选择最多登城的一个门。

除了步行，在城墙上骑自行车是一种很不错的游览方式，在
骑行中，你会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目前在东、南、西、
北等四门都有租借自行车服务，骑行结束后在上述任一门都
可以返还自行车(景区规定会有变化，建议租借时再咨询确
定)。同时这四个门还提供观光车环绕服务，你可以乘坐观光
电动车，在城墙上绕城一圈，全程约50分钟。

在西安城墙游览，还有机会观赏到一些特有的演出活动，如
仿古开城仪式展演、城墙民俗展演，演出地点都在南门。

西安城墙不仅是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城垣建筑，也是世界
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城堡设施。

西安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是明代初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
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
宽15米，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
北墙长3241米，总周长11.9公里。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
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个城门都由箭楼和城楼
组成。自1983年开始的环城建设工程，逐步建成以古城墙为
主线，辅以环城绿化，护城河环绕，风格古朴、粗犷，有野
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环城公园。

以城墙为主体，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
楼、女儿墙垛口、城门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构成严密完整的
冷兵器时代城市防御体系，为游客直观了解古代战争提供了
珍贵的人文景观。

西安城墙是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城墙环于西安城四周，
固若金汤，气势不凡。登上城楼，既能俯瞰西安风光，还可
以在城楼上骑单车，观看城楼上的精彩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