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甘肃省导游词概况 甘肃旅游景区
概况导游词(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甘肃省导游词概况篇一

悬壁长城位于嘉峪关关城北8公里处石关峡口北侧的黑山北坡。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为了加强嘉峪关的防御，肃州兵备
道李涵在暗壁以外，峡南侧的山头上开始，监筑了一条长15
公里的片石夹土墙。工程完成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使关
城防御更加严密，古称“断壁长城”。 因城墙自山上陡跌而
下，在山脊上似长城倒挂，铁壁悬空，从山上陡跌而下，封
锁了石关峡口，俗称“悬壁长城”。

悬壁长城原墙现只余一截，底阔4米，上宽2米，高0.5-6米不
等。片石层厚10-15厘米，土层厚10-12厘米。现存750米长城
经1987年重修，其中有231米城墙悬挂于高150米，倾斜度
为45’的山脊上，高达6米，片石、土层厚度如旧。在墙头增
筑垛墙和宇墙，首尾各添筑一墩台，在首墩和山坡上筑台阶
式馒道。游人拾级而上，平坦处如履平地，险峻处如攀绝壁。
颇似北京八达岭长城。有诗赞云：“万里长城万里关，迭障
黑山暗壁悬”。

黄河石林生成于距今四百万年前的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的地
质时代。由于燕山运动、地壳上升、河床下切、加之风化、
雨蚀、重力坍塌形成了以黄褐色河湖相砂砾岩为主的石林地
貌奇观。景区内陡崖凌空，造型千姿百态，峰回路转，景象
步移万千。石柱、石笋一般在80--200米之间。专家考察评估
认定：黄河石林堪称中华自然奇观，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石林景区有八个沟之多，是在地壳强烈的抬升之下,黄河河谷
形成深切峡谷,使沟谷不断变宽,局部轻弱层在水及重力作用
下迅速下切,沿沟谷两侧形成大量的石峰.石柱,同时又受到风
蚀作用的改造,在崖壁上形成了许多如窗棂的构造,在水蚀.风
蚀的强烈作用下形成了现在独特的景观。已开发的饮马沟大
峡谷内有雄狮当关、猎鹰回首、大象吸水、千帆竞发、西天
取经、月下情侣、屈原问天等众多景点，形神兼备，栩栩如
生。

黄河石林景区将黄河、石林、沙漠、戈壁、绿洲、农庄等多
种资源巧妙组合在一起，山水相依，动静结合，气势磅礴。
该区适宜探险、猎奇、漂流、攀岩、休闲度假以及地质考察
并以其雄、险、奇、古、野、幽等特点成为西部影视片、科
幻片的外景拍摄基地。在此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
《西部热土》、《汗血宝马》、《惊天传奇》、《大敦煌》
等播出后，更使黄河石林名扬天下。黄河石林和寿鹿山森林
公园、五佛沿寺、永泰龟城构成了景泰旅游骨架，西与天祝
小三峡、北与中卫沙坡头等旅游景区相毗邻，形成黄金旅游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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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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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导游词概况篇二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



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
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
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
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
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
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
“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
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
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
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
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
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
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
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

九层楼内的弥勒大佛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
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
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
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
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
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
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
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
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
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
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
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莫高窟内佛像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
的崖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
长1680米，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分布于高15-30多
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4层不等。分为南、北两区，其
中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
彩塑24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唐宋时代木构窟檐五座，
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莲花柱石和舍
利塔20余座，铺地花砖2万多块。北区的243个洞窟(另有5个
洞窟已编入北区492个号中)，是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
所，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灶坑、烟道、壁龛、灯台等，
但多无彩塑和壁画。

莫高窟各窟均是洞窟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
术。洞窟最大者200多平方米，最小者不足1平方米。洞窟形
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涅槃窟、七
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
子、天王、力士像等。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
泥等。圆雕、浮雕除第96、130窟两尊大佛，第148、158两大
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佛像居中心，两侧
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少则3身，多则11身。以第96
窟35.6米的弥勒坐像为最高，小则10余厘米。

莫高窟外观敦煌石窟存有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
塑492个，按石窟建筑和功用分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
窟(中央佛坛窟)、覆斗顶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



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
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从早期石窟所
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
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中
华民族形式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在多个洞窟外存
有较为完整的唐代、宋代木质结构窟檐，是不可多得的木结
构古建筑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
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
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
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
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
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
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
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
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
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
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雄伟瑰丽。在大量的壁画艺
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
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
象征。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
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石窟内部佛像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
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
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佉卢文、回
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
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
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敦煌艺术的发现，名
闻中外，它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



价值。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
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
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
涅槃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
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
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
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
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
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
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
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
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
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
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敦煌莫高窟彩塑(6)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
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
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
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
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
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
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
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
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
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
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
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
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
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
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



的9层造型。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
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仿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
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
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
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
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
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
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
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
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
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
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
魏时代的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
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
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
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
量最多。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
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
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
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
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
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
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
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
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痣，
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



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
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
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着衣，内外几
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
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
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
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
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
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
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
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
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
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
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
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
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
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
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
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
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

九层楼，洞窟编号第96号，初唐(618-705)。此窟开凿于初唐，
窟内的大佛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是莫高窟的第一
大佛。根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记载，这尊大佛为唐代武
周证圣元年(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所建。是佛国三世
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即释迦牟尼的“接班人”。大佛的
制作方法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的石沙岩体上凿出佛像的大
体形状，再用草泥垒塑、用麻泥细塑，最后着色而成。这尊
大佛因多次重修，已非唐塑原貌，但仍不失雄伟壮观的气势。



窟前的建筑为九层楼，因其共有九层而得名，原为四层，晚唐
(874~879)年间建成五层，宋初(966年)重修，九层楼是1935
年建造，它攒尖高耸，檐牙错落，铁马叮咚，已成为莫高窟
的标志之一。

三层楼，洞窟编号第16-17号，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
通(851~867)间。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故俗称“三层
楼”，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
于16窟甬道北侧发现藏经洞，后编号为第17窟。因此三层楼
也是为数不多的窟中窟。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秘室被道士王
圆簶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但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
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及日本
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纷至沓来，他们用
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古文献资料近四万件。

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到了四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
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
宗教、艺术等各领域。

藏经洞，1900年，在莫高窟17窟(藏经洞)莫高窟居住的道士
王圆箓为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
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
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
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
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
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
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
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
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
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
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
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
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
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
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
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
科——敦煌学。

藏经洞陈列馆是利用原莫高窟下寺改建而成，陈列着跟藏经
洞有关的文物，包括流失到国外的敦煌遗书和绘画的复制品，
以及藏经洞的发现和被劫掠的历史回顾，并且有敦煌学的发
展现状介绍。

莫高窟的画师

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
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
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里起居，一旦
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
制工程，一定是令许许多多的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
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了，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又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
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1992年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位于售票处对面，为半地下式
博物馆，持莫高窟门票免费参观。主要展览包括莫高窟的考
古发现、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历史、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
项目介绍等，敦煌石窟文物陈列展厅，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
文物精品，设有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敦煌壁画摹本珍品、画
工绘制洞窟使用过的绘画工具、莫高窟发现的精美的古代丝
织物、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真迹、敦煌花砖艺术等陈列单



元。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敦煌石窟的发展历史和丰富
多彩的文物。

石窟复制展区以1:1比例复制的八座有代表性的洞窟，包括北
凉第275窟、西魏第249和第285窟、隋代第19窟、初唐第220
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展
示了敦煌石窟营建一千年间的艺术精品。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标志着
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

1950年，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国家正
式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

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
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保护规划，
并在此后的10年间，抢修了5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维修加固
了3处崩塌崖面和数百个洞窟。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莫高窟外部景观(4)1963年~1966年，先后三期完成了敦煌莫
高窟576米崖面和354个洞窟的维修加固。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

1984年，将扩建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为敦煌研究院，段
文杰任院长，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区南段26个洞窟和172米崖面
的加固工程。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敦煌文
物，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文物首次归还中国。



1988年，国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保护所签订保
护敦煌莫高窟国际合作项目，同年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
究所也签订合作保护项目。

1993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
所联合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

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作，申请并
通过了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点。

1999年~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
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
划》。

2000年，“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在敦煌
举行。

2001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地质系联合创办中国第一个
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2002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被甘肃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并通过，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

2008年12月29日，总投资2.61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获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开工，这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
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该工程包括保护
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及栈道、风沙防护、安防等，中央预算
内投资1.8亿多元，其余的资金由甘肃省来筹措。整个工程
于2011年完工。

2016年2月5日，敦煌研究院披露了敦煌石窟内一批涉及猴形
象的大量精美壁画和塑像，其中既有距今已1400多年的猴子
形象，也有比吴承恩著书《西游记》早200年的“唐僧取经”
壁画。



洞窟修复情况，工作人员在莫高窟进行壁画修复2015年6月17
日，在阴凉的莫高窟98号窟内，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正在这座一千多年前修建在戈壁荒漠的洞窟内检查。然而，
这一艺术圣地一直受到诸多威胁：沙尘暴、雨水、盗贼、趁
火打劫的外国考古者(斯坦因、伯希和便是其中代表)。这座
洞窟的修复工作已历时多年。金属脚手架仍搭在洞窟的中央
塑像周围。98号窟的中央塑像是一座三层楼高的佛坐像。

这些洞窟所在位置靠近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界，也靠近中亚多
国。这里的藏经洞在20世纪早期吸引探险者奥雷尔·斯坦因、
伯希和等人来到了敦煌。

2016年10月，“丝路敦煌”——百名摄影家走进莫高窟摄影
创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外的百余名摄影师首次走进
莫高窟洞窟内部进行摄影创作。

莫高窟2015年7月21日起，莫高窟实体窟和数字展示中心将分
别售票，不再实行“一票制”。调整后，莫高窟实体窟旺
季(5月1日至10月31日)200元/人·次，淡季(11月1日至4月30
日)100元/人次。数字展示中心门票价格仍按60元/人·次标
准执行。

2018中国西北旅游营销大会暨旅游装备展上，入围“神奇西
北100景”榜单。

甘肃敦煌莫高窟的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
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
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
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能够了解
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
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了解古代经
济生活的状况。

法华经变、涅槃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



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
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
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
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
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
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
区，可帮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
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
程等等。

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
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
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
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
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
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
国化的时期。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
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
量众多的特点，都可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
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
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
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所未见的。

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个，绘有众多乐队、乐伎
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
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
其它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
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



西音乐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中几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
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舞乐场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
民间宴饮和嫁娶舞乐;有经变中反映的宫廷和贵族燕乐歌舞场
景;有天宫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飞天的舞蹈形象，供养伎乐等。
还有藏经洞保存的舞谱及相关资料。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
时空艺术，古代的舞蹈形象，现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
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称舞蹈艺术的博物馆，保存了无
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代表了各时代舞
蹈发展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

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十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敦煌壁画自十六
国至西夏描绘了成千成万座计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画，有佛寺、
城垣、宫殿、阙、草庵、穹庐、帐、帷、客栈、酒店、屠房、
烽火台、桥梁、监狱、坟莹等等，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
的组群建筑，有单体建筑。壁画中还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部件
和装饰，如斗拱、柱坊、门窗、以及建筑施工图等。长达千
年的建筑形象资料，展示了一部中国建筑史。可贵的是，敦
煌建筑资料的精华，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间建筑的面貌，
填补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资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时期，
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以及石窟
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的宝贵建筑实物资料。

莫高窟景色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壁画上不仅留下了
商旅交往的活动情景，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
他们有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辇
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各异，牛车有“通幰牛
车”、“偏幰牛车”、敞棚牛车，马车有驷车、骆车，还有
骆驼车、童车、独轮车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国为世界交通工
具做出独有贡献的独轮车、马套挽具(胸带挽具和肩套挽具)、
马蹬、马蹄钉掌等珍贵的图像数据。

隋至西夏的尊像画、药师经变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



桌上绘画了玻璃器皿，有碗、杯、钵、瓶、盘等器型，它们
呈透明、浅蓝、浅绿、浅棕色，器型、颜色与纹饰表现出西
亚萨珊风格或罗马风格，说明了这些玻璃器皿是从西亚进口
的。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
玻璃贸易。

文档为doc格式

甘肃省导游词概况篇三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

兰州城隍庙在兰州市张掖路。建于宋代，有殿3楹，祀奉汉将
军纪信，又名纪信庙。明代重修后改易现名。清乾隆年间
（1736―1795）毁于大火，后重修。坐北向南，占地120平方
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

大门3间，为忠烈侯坊，二门为硬山顶式环廊戏楼，北有卷棚
歇山顶式享殿，后为重檐歇山顶式正殿，左右有厢房、钟鼓
楼等。回廊下原有壁画，现已不存。1956年辟作兰州市第一
工人俱乐部。现有建筑按中轴线依次为牌坊、享殿、正殿、
寝官、客堂，牌楼由节园颜妃墓前的贞列遗旰牌坊改建而成
（属明代建筑），院内石狮一对，有200多年历史。

自1998年在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兰州市总工会多方集
资800多万元，重建修茸城隍庙，并以崭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
现城隍庙交易市场拥有经营古玩的商户100多户，经营的种类
有古玩、书画、瓷器、奇石、铜器、玉器、钱币、邮品、木
器等近百个品种，每天游客络绎不绝。



甘肃省导游词概况篇四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来到历史悠久的敦煌莫高窟，我是你们的导游，大家叫
我小潘吧!敦煌莫高窟可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哦!四大石窟还
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但是这些石窟都不
能和敦煌莫高窟比美，因为敦煌莫高窟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窟呢!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它修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北朝、
隋朝、唐朝、五代、西夏和元朝这几个朝代都修建过。说完
了这些，就跟我到敦煌莫高窟中去看看吧!

你们看，这就是敦煌莫高窟西南方向的一个洞窟：西千佛洞，
你们猜这个洞有多长吗?一定不知道吧，其实这个洞有2.5公
里长呢!这些泥巴彩塑在这个洞里有34个呢，但是整个莫高窟
的彩塑就有2415个呢!

各种各样的石窟大小不一，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
的第37窟才高不到一英尺。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
顶和佛龛内。内容非常的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的故
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和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
此外还有很多生活方面的画作。好了，说了那么多，我们就
去参观下一个景观吧!

你们看，这个东西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
立于崖窟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间有弥勒佛坐像，
高36米，由石胎泥塑而成，是除了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之外
的第三大佛哦!

好了，敦煌莫高窟游览结束，欢迎有机会再到这里来玩。



甘肃省导游词概况篇五

尊敬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嘉峪关关城讲解员__，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巍巍雄关
耀中华。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民族征战的历史话剧；这里，
流传过一篇篇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斗的动人故事。
巍巍雄关耀中华，古老的嘉峪关，就象一位历史老人，六百
多年来，离合悲欢的往事，沧海桑田的巨变，映在它古老的
青砖上，刻在它厚重的土墙里。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因建在嘉峪关
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
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
山，两山之间，只有30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
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关西的大草滩，黄草平沙，地域开
阔，素为古战场，关东是丝路重镇酒泉，紧靠关东南坡下，
有著名的峪泉活水，"九眼泉"冬夏澄清，终年不竭，可供人
马饮用，并可灌溉良田。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险要的地理
位置，是这里建关的主要原因。早在汉代，就在距关城北七
里的石关峡口设有玉石障，依山凭险，设共防守，据史料记
载，明代以前，这里一直是"有关无城"。

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河西的军事防御，征虏大将军冯胜
收复河西后，在此选址建关，以控制西去的交通要道。据历
史记载，嘉峪关"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
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嘉峪关从建关到成为坚固的
防御工程，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明洪武五年（公
元1372年）首筑土城，周长220丈，高2丈许，就是现在的内
城夯筑部分，当时只是有关无楼。明弘冶八年（公元148年），
肃州兵各道李端澄主持在西罗城嘉峪关正门项修建嘉峪关关
楼，也就是说，嘉峪关关楼是关城建成一百多年之后方修建



的，史书上记载说："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又
过了11年，也就是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八月至次年二
月，李端澄又按照先年所建关的样式、规格修建了内城光化
楼和柔远楼，同时，还修建了官厅、仓库等附属建筑物。嘉
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尚书翟銮视察河西防务，认为这
里必须加强防务，于是大兴土木加固关城，在关城上增修敌
楼、角楼等，并在关南关北修筑两翼长城和烽火台等。至此，
一座规模浩大，建筑宏伟的古雄关挺立在戈壁岩岗之上，它
像一队威武雄壮的战士，屹立在两山之间、伸出双臂，牢牢
地守卫着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公元1873年当时的陕西直隶
总督左宗堂在收复新疆伊犁时速经嘉峪关，面对雄伟壮观、
气势磅榜的关城，提笔写下"天下第一雄关"的巨匾悬挂于嘉
峪关楼上，为雄关又添了几分威严、几分雄壮。清末因禁烟
而被贬赴伊犁的爱国将领林则徐于1842年10月11日途经嘉峪
关时，面对巍巍雄关和大漠风光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出嘉峪
关感赋》其中一首写道：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入驻马蹄。

飞阁造连秦树直，综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峭摩肩立，瀚海苍茫人望迷。

谁道堵函千古险，目看只见一九泥。

一生酷爱古诗词和书法艺术的毛泽东同志曾手书过这首著名
的诗篇。

雄关关城布局十分合理，建筑也很得法，适合战争防御的需
要，关城有三重城廊，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
成重城并守之势，如果敌兵来犯，可确保万无一夫。

嘉峪关建关六百多年以来，由于风雨侵蚀，曾进行过大规模
的修缮。尤其是在1986年，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响应_"爱我



中华、修我长城"的伟大号召，倡导各界人士捐款集资，恢复
关城。当时，嘉峪关按照国家文物局杨烈等同志指示"修旧如
旧、恢复原貌"，经过多方努力，嘉峪关楼终于又屹立于雄伟
的关城之上，站在嘉峪关楼上看着关外，由于岁月侵蚀而变
的沧桑的丝路古道，诸多感慨涌上。回头，曾有这样一幅对
联记载关楼的沧桑历史：

历明清经民国毁于风雨岁月空留遗址、静观世事沧桑：

爱中华修长城建在升平年代恢复原貌、再睹华夏春色。

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学专家罗哲文老先生也诗兴大发；口占
七绝一首：

嘉峪山前起煤城，墙台高峙气萧森

雄关天下今谁主，游客登楼话古今。

是的，雄关本身的防御意义早已成为了过去，而今登上这座
气宇轩昂的关城，人们不仅为它的气势、它的雄壮、为祖辈
们的智慧所折服，更多的是在思索和寻找。在改革开放，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这座关城焕发出无比的
生命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谁说春风不度玉
门关？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己吹绿了关城内外。大开发的春风
为关城的建设推波助澜。使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我们面前。
是固守着祖辈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而满足于现状，还是积极
探索、寻找差距、开拓进取？事实是最好的口答；关城作为
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当之无愧地被授予甘肃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一九九六年被授予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今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中，雄关又在争创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的活动中找差距、定措施，这些都意味着关城人
正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赋予关城以新的意义。

嘉峪关人更是信心百倍，在市委、市政府的超常发展战略指



引下，为关城未来的发展设计了新的蓝图，在这个新的定位
中，创新是灵魂、墨守成规意味着被淘汰，关城深厚的文化
底蕴是吸引海内外人士的磁石，要让这颗磁石闪烁出耀眼的
光芒，让关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更加雄伟的风姿，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巍巍雄关耀中华。登临长城，凭吊
嘉峪关曾经的繁华，我们将继承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向
上的优秀传统，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开拓未来，创造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