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的导游词(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陕西的导游词篇一

骊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她是唐华清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森林景观独具特色，有千亩侧柏林、骊山拧拧柏、八戒显形
树等。其山势峻峭断层地貌别具一格。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
在骊山均留下烙印，古迹遗址星罗棋布、历史文化博大精深、
离宫别墅皇家风范、地热温泉极具魅力。“骊山云树郁苍苍，
历尽周秦与汉唐。一脉温汤流日夜，几个荒冢掩皇王。”郭
沫若先生的这两句诗恰到好处地向人们诉说着骊山的历史。
这里已构成了一处殊堪神往的旅游胜地。

上山有台阶路3200多米，先来到骊山半山腰“斑虎石”处，
便见兵谏亭，是为纪念西安事变而建。过后，可往西直上山
峰至“晚照亭”。站在亭的北侧，整个华清池近在眼前，一
目了然。再往前便到西绣岭第三峰上的老君殿。老君即老子，
为骊山著名道教官观。相传，唐玄宗两次在此见到老君降临
阁内，故此称之为降圣阁，也叫朝元阁。殿内原供奉白玉老
君像，“安史之乱”时，像的正身被烧裂，双手也被盗，现
玉像保存在陕西博物馆内。由老君殿转往东，就到西绣岭第
二峰上的“老母殿”。此殿是为历史传说中的女蜗而建的。
再往东便到西绣岭第一峰上的烽火台。历史上“烽火戏诸侯，
一笑失天下”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相传，周幽王为博取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弄诸
侯。当犬戎攻入骊山，幽王再下令点燃烽火，各诸侯却无人
来救，幽王被杀，褒姒被掳，西周灭亡。过了烽火台后往东



即到东绣岭上的“石瓮寺”。因寺的西面岩石受流水冲击而
形似瓮，故得名“石瓮寺”。据传，该寺建于唐开元年间，
用造华清宫所剩的材料予以修建的。接着来到位于东西绣岭
之间的石翁谷中的“遇仙桥”。据说，此桥为唐代所建，是
一座长5 米，宽2.4米，高5米的单孔石拱桥。相传，古代有
一考生，赴京赶考行至此桥，得仙人指教，幸运考中，此桥
由此名“遇仙桥”。

骊山风景秀丽，相传周幽王在此建骊宫，秦始皇时改为“骊
山汤”，汉武帝时扩建为离宫，

唐太宗营建宫殿取名“汤泉宫”，唐玄宗再次扩建取名华清
宫，因以温泉为特征，又称华清池。1982年4月基建开挖地基
时发现唐华清宫御汤建筑遗址。经考古专家发掘整理，
在4200平方米面积内发现5个汤池遗址，并确认它们分别是莲
花汤、海棠汤、太子汤、尚食汤和星辰汤，分别为皇帝、贵
妃、太子、大臣的御用浴池遗址。在这些遗址上建成“唐华
清宫御汤遗址博物馆”，于1990年10月正式开放。华清池内
的五间厅是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住地。

骊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近年来本着“遵循骊山景区文脉，打造
观景读史精品，以优质服务争创骊山再度辉煌”的原则，加
大了对骊山的开发包装力度，各项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堪称
一流，景观内涵让您叹为观止，她以其秀美深遂，成为赏景
抒怀展示中华历史的大舞台。

国内外朋友们，“骊山人”真诚欢迎您，我们将以“游客为
上帝”的宗旨，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优美的环境，最
佳的旅游秩序，让您尽兴而来，满意而归.

陕西的导游词篇二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小雁塔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是唐代京师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
重要地标。小雁塔在唐、宋朝时期一直叫“荐福寺
塔”，“小雁塔”之名和“大雁塔”有关。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资助在长安大慈恩寺西院建
造用于安置玄奘由印度带回经籍的佛塔，此塔名雁塔。唐中
宗景龙元年（707年），由皇宫中的宫人集资、著名的道岸律
师在荐福寺主持营造了一座较小的佛塔。后来，为了区别两
塔，慈恩寺塔名为“大雁塔”，而荐福寺塔外形似雁塔又小
于大雁塔，故名“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

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是为了存放唐
代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佛图等而建。小雁塔
所在塔院是荐福寺的一部分，不过塔院并不在当时的荐福寺
内，而是与寺门相对。塔院位于安仁坊，与位于开化坊的荐
福寺门隔街相望。唐末战乱，荐福寺屡遭破坏，寺院毁废，
只有小雁塔得以保存。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的文献记载，当时的荐福
寺已从最初的开化坊迁入了安仁坊的塔院内，与小雁塔成为
整体。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一位自称“山谷迂叟”
的信士发愿修缮小雁塔，将风化严重的塔檐、塔角修好，以
白土粉饰，至今塔身可见白土粉刷的痕迹。

明、清两朝对荐福寺和小雁塔进行过多次修缮。明代曾有五
次大规模的整修，基本上保留先有的格局。明宣宗宣德元年
（1426年），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勺思吉蒙钦锡度牒，到
荐福寺住坐，见这里殿堂荒废，遂发愿重修。明英宗正统十
四年（1449年）大修竣工后，向朝廷乞赐寺名。“敕赐荐福
寺”匾额就是明英宗的御笔。明宪宗成化末年（1487年），
西安地区发生地震，小雁塔的塔身震裂。后来重修时在塔的
底部砌了一层包砖，但没有修复塔身的裂缝（至1965年经过



一次整修，才修复了地震震裂的裂缝）。小雁塔原有15层，
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遇到华县大地震时塔顶两
层被震毁，现存13层。

清朝时荐福寺又多次修缮，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整
修规模最大。晚清时期还建造了藏经楼和南山门等。

辛亥革命以后，1926年—1949年5月荐福寺长期被占驻。小雁
塔还曾成为军事指挥部。到国民党撤离西安后，小雁塔的地
宫已填满了垃圾。

陕西的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来参观，我叫凯凯，是各
位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的导游员，能为大家服务我感到非
常高兴。

陕西历史博物馆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国家
级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6月20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它占地
面积6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600平方米，用于展览的面积
为11000平方米，馆舍为“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
四隅崇楼”的仿唐园林建筑群，参差错落，典雅凝重，既表
现了陕西的悠久历史，又突出了盛唐长安的古老文化。是由
中国建筑学界泰斗梁思成先生的关门弟子、著名设计师张锦
秋女士设计的。馆内藏有文物37.5万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8
件，国家一级文物859件，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大家看，博物馆门前的喷水池上方有“陕西历史博物馆”七
个金字，这是集郭沫若先生的字而制造的。作为一座现代划
的大型历史博物馆，它有可控制温、湿度的全封闭中央空调;
有多功能照明和自动放火、防盗报警系统;有文物修复保护科
技中心和先进的化验测试技术;有独步海外的唐墓壁画库;有



电脑控制、自动检索的图书馆;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还建有
六种语言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报告厅。博物馆的陈列分为基
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陈列。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基本陈列的序言大厅。序言大厅不书一个
文字，以昂首挺立的巨型石狮，奔腾咆哮的黄河壶口瀑布和
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来昭示主题，构成独特的无言之序。这
头巨型石狮是按唐顺陵前的石狮以1：1比例原大复制的。顺
陵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陵墓，我们可
看到它雕刻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展厅“史前时代”。时间范围是距今
约11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这一时期从旧石器时代的蓝田
猿人开始，经中石器时期的大荔人，再到母系氏族社会的仰
韶文化、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直到传说中的三黄五帝，
揭示了人类早期的起源和发展。

这个时期中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
代。

这边走，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是于1964
年在蓝田县发现的，我们叫它为“蓝田人”。这里是一个复
制品，只有770毫升的脑容量，是我们现在正常人的一半。蓝
田人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我们看到背景的
照片就是当时发现头盖骨的地方。在展柜下面，我们看到了
一组出自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它们看起来非常的粗糙，所以
它的用途非常简单，只用于采集和狩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是距今7000~5020xx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它反映了当时繁盛
的母系氏族社会。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定居，并从事耕
作和饲养动物，例如，狗、猪等，并且群居于村庄当中。经
过精致打磨的石质工具已经被广泛使用。半坡遗址就是这一
文明的典型代表。这里我们看到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于半坡，
包括这些精美的陶器。



参观完“史前时期”，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奴隶社会的周代，
而周朝是陕西历史第一个朝代，陕西的文字历史也从此开始。
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组青铜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在西周达到
了鼎盛。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称周朝为青铜时代。这件青
铜牛尊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巧妙的利用了牛身的各个部位：
牛身为器，牛尾为柄，牛舌为流，四足站立，可以直接从底
下为酒加热，整个酒器生动地展示了周青铜铸造业的高超水
平。

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秦朝。秦朝距今公元前220~220xx年，实
际上秦朝只辉煌了20xx年，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
王朝。下面我们将在展柜看到大量的秦国文物，这里陈列
了10个石鼓，顶圆底平，四面刻有四言诗句，内容多为歌颂
秦人耕织作农的生活，称为“石鼓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石刻文字。

接着我们来到汉代展厅。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
期，对以后各朝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的是
汉代的一件国宝—皇后之玺，这个洁白莹润的玉制印章
是1968年在咸阳狼家沟汉高祖和吕后墓东侧出土的，印章上
刻有“皇后之玺”四字，似“螭虎”形，它那精美的工艺和
造型至今仍然叫人叹服。

我们看到的下一个部分是魏、晋、南北朝，它是中国历史上
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大家看这枚多面体煤精组印，
是1981年在陕西旬阳城东门外出土的。印章共有二十四面，
其中十六个正方形，八个三角形，印章的主人是鲜卑族上层
人物独孤信。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胤，隋
文帝杨坚和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日丙，被尊称为中国
第一老丈人。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将走进第三展室，首先看到的是隋朝和唐
朝。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公元581~620xx
年存在的隋朝，虽然是个短暂的王朝，但是伟大的唐朝却恰



恰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是唐都长安
城，它占地面积83.1平方公里，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宫城、
皇城和外廓城。当时的长安城是现在西安城的9.3倍，人口超
过100万。下面看到的是文明于世的唐三彩，而所谓的“三”
不仅仅是三种颜色，而“三”在古代是多的意思。唐三彩以
黄、褐、绿三种颜色为主，因为流行的时间较短，烧制的地
区较少，所以遗物不多非常珍贵，是当之无愧的国宝。接下
来看到一套唐代金银器—“鸳鸯莲瓣纹金碗”。

它于1970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代表着唐代手工业的高超水平。
它充分体现出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奢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
是一组临摹的唐墓壁画，真品被收藏在壁画库里。我们看到
的第一幅是“马球图”，共有20位骑马的球手，在队伍最前
面的5位球手正在追击马球。马球运动是在唐代的波斯传入中
国的，在唐代广泛流行，甚至女性也都很喜欢打马球。唐代
一共有21位皇帝，其中的15位皇帝都很擅长打马球。但遗憾
的是，这项运动在明代以后逐渐消失。我们看到的另一幅壁画
“迎宾图”，是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这幅壁画形象地再现
了唐代官员接持外国使臣的场面。其中三位外来使者，第一
位来自于罗马，第二位来自于韩国或朝鲜，而最后一位是来
自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这副壁画反映了唐王朝活跃的外
交事务。

各位游客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博物馆独一无二的镇馆之
宝—“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是由天然的整块玛瑙
制作而成，以牛头为首，并雕刻了兽角。玛瑙的质地很硬，
比我们知道的玉石都要硬，从这点来看，它的制作工艺的难
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它也是中国仅存的一件。

随着历史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宋元明清展室。而从宋朝开始
西安就不再是首都了，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对于封建王朝
来说，它仍然是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最后一件国
宝—“青袖提梁倒注壶”，我叫它“奇妙的壶”。产自中国
北方八大民窑之一的耀州窑。当我们仔细观看时会发现这件



壶没有盖子，所以很多朋友会问我怎样注水。在左手我们将
会看到一个注水的示意图。按照图示，首先将壶倒转过来，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梅花状的小孔，成u形管，所以水就是从底
部的小孔注进去的。另外，牡丹、一只凤凰、一只狮子被装
饰在壶身上。其中，牡丹花被视为花中之王，凤凰在中国被
视为鸟中之王，狮子在中国被视为兽中之王。这三王争霸的
倒流壶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手工艺品。

走到这，我们就结束了对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的参观，可以
说我们用了15分钟时间走过了陕西115万年的历史。从中我们
领略了中国古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了解了我们的祖先所
创造的古代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历史多了一分了，大家
是否在心中也生起了一分爱国情绪呢?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
请大家对我的讲解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陕西的导游词篇四

华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约120公里的华阴县城南，是秦岭
的一个小支脉，因其西临少华山，古称太华。华山北濒黄河、
渭水，南连秦岭，共有五峰，即南峰落雁、东峰朝阳、西峰
莲花、北峰云台、中峰玉女，其海拔都在20_米以上。古书
《山海经》道“太华之山，高五千仞，削成四方，远望若华
然”;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华山“远而望之若花
状”，故名华山，因为古时候，“华”与“花”两字是相通
的。也有人说，华山起名于山顶的莲花池。

华山在五岳之中以雄险著称，向有“华山天下雄”的盛誉。
华山属断层山，由抗风化能力特别强的花岗岩组成。大约在
距今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秦岭一带发生强烈的地壳运动，
形成一个巨大的花岗岩体的侵入“岩株”，其东西长15公里，
南北宽10公里，面积约150平方公里。至新生代，由于华山北
麓渭河地堑不断陷落，秦岭山地几经抬升，使形成华山主体
的花岗岩侵人体出露地表，并在第三纪新构造运动中大幅上
升，加上大自然的风雨雕琢，形成险拔峻秀的山势。



“自古华山一条路”。登华山只有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峪道可
行，山路逶迤曲折，艰险崎岖。玉泉院是游人登山的必经之
地，相传在宋朝，道士贾得升为其师陈传(号稀夷)建的祠。
因院中泉水与华山上的玉井潜通而命名，亦名希夷祠。院内
长廊回合，殿宇、亭台、秀石别致，溪流环绕，茂林修竹，
环境幽雅，泉水清冽甘美。康有为曾写道：“谷口清泉引曲
流，长廊回合树无忧，泉声岳色可忘世，让与希夷睡万
秋。”

从玉泉院进山，南行2500米，有石门挡路，这就是五里关，
人称“第一关”。不远处希夷峡谷，又有一道石门，仅容只
身通过，号称“华铁门”，俗称“第二关”。经沙萝坪、毛
女洞、过云门，就到了青柯坪，路程恰为一半。前面西峰拔
地而起，气势磅礴，北跳秦川，渭河如带，黄河隐约可
见。“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坪东有块“回
心石”，石前万丈陡崖直耸云端，令人望而生畏。游人至此，
上则畏险，退则不舍，有徘徊犹豫之感。

从回心石挽索拾阶而行就是华山第一天险——“千尺”。危
崖峭壁、突兀凌空，高约20米，凿有370多个石阶，左右垂有
铁索，宽仅容身。仰望直岩崭立，一线天开，俯视如临深井，
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与“千尺”紧邻的“百
尺峡”，其陡险之状更甚于“千尺”，现在几经修整，已化
险为夷。“老君犁沟”也是登山必经险路，依山傍壑，陡坡
直上，铺有570多个石阶。相传是当年太上老君在华山修炼，
看到人们开山凿道，十分艰辛，便以自己的青牛挽铁犁，辟
出这条山路，故名“老君犁沟”。当地有民谣曰：“千尺、
百尺峡、老君犁沟往上爬。”在“老君犁沟”的尽头是“猢
狲愁”，顾名思义，崖壁太陡峭了，连猴子都发愁。

从北峰南上，要经擦耳崖、上天梯和苍龙峰等险道。在岩陡
路窄的擦耳崖，人面壁挽索贴身而进，有时候岩石会擦着耳
朵;至其尽头壁立60°，登30级“石”，手足并用，称之“天
上梯”。过此不远，就到了苍龙岭下，一道黑色的山脊，似



苍龙横在空中，首尾各搭一山，上下长达1500米，登山道就
开凿在岭脊上，径宽不过1米，中突旁杀，两侧深壑千仞不辨
水石，游人出没于浮云游丝之中，令人无不惊叹。

“过了金锁关，另是一重天”。金锁关形势险要，是华山东
峰、西峰和南峰的咽喉。在三峰之间是一片洼地，西面有镇
岳宫，它依山岩而建，松林笼罩，有名的“玉井”就在院中。
每当雨季，玉井的水溢流出来，经过“二十八宿潭”奔注东
西两峰之间，变成瀑布飞流直下，成为华山名胜。

西峰也叫莲花峰，笔立千仞，悬绝异常，峰顶一巨石，上覆
石叶，形如莲花瓣，故称莲花峰。峰顶另有一大石，中部大
凹，状似刀削，名“斧劈石”，为“沉香劈山处”。神
话“宝莲灯”中，华山女神三圣母的儿子沉香劈山救母的故
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东峰朝阳峰，山势壮丽，古松参天，峰顶朝阳台是观日出的
绝妙之处。每当破晓，火团冉冉升起，水光相映，霞光万道，
身临其境颇有“江山如此多娇”之感。峰东北有巨崖直垂，
黄白相间，远望五指分明，形如巨掌，因名“仙掌崖”。传
说是古代河神巨灵劈山开河之处。过去华山和中条山是连在
一起的，挡住了黄河的去路，河神巨灵手托华山，足踏中条，
劈山开河，使黄河东流大海。唐代大诗人李白赞颂道：“巨
灵咆哮辟两山，洪波奔流射东海。”峰东侧有险径“鹞子翻
身”通往博台，为汉武帝时卫叔卿下棋遗址，相传宋代的开
国皇帝赵匡胤与陈抟在山上下过棋，宋王输了华山，亦名下
棋亭。

南峰是华山主峰，峰有二顶，分称“落雁”与“松桧”，其
中落雁峰海拔2200米，是华山最高峰。在绝顶之处“仰天
池”旁的石壁上，镶刻着“太华绝顶”、“登峰造
极”、“儿视诸峰”、“洗手摩天”等明清和近代诗人题词。

近年来，华山游客与日俱增，为缓解上山道路拥挤阻塞，建



了华山黄甫峪旅游公路暨“智取华山”登山路，结束了自唐
代以来“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历史。

陕西的导游词篇五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皇家园林——华清池，

这里山清水秀，风景迷人，历史悠久。华清池作为历代帝王
的离宫别苑和游览胜地，已经有近30的历史了。相传周幽王
曾在这里建造骊宫;秦始皇时砌石起宇，改名为“骊山汤”;
盛唐时期的唐玄宗李隆基又加宫殿大加扩建，起名为“冬
宫”。每年冬天十月李隆基带杨玉环来华清宫避寒，直到第
二年春天才回到都城长安。目前，华清宫占地面积 130亩，
仅相当于唐代的核心部分。按它的区域划分，大致可分为三
个区：东边是沐浴区，西边的风景名胜区，南边是文物保护
区。

大家现在所处的就是华清宫的风景名胜区。眼前的湖叫
做“九龙湖”，为什么叫它九龙湖呢?大家看远处的长堤下有
八条小龙，再往上看，还有一条老龙，关于这九条龙有一个
传说，据说在大禹治水时期，关中发生了大旱，玉帝便派八
条小龙为人间普降甘露。当旱情刚刚缓解后，众小龙贪玩，
导致旱情再度加剧。玉帝一怒之下将八条小龙压在长堤之下，
长堤两边各压晨旭亭和晚霞亭;将老龙压在龙吟榭下，让他监
视着八条小龙终日口吐清泉，为民灌田。我们都知道“骊山
晚照”是关中八景之一，每当夕阳西下，晚霞亭上的琉璃瓦
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异常美丽。由于九龙湖的面积比
较小，所以皇帝不可能在上面划船，因此他修建了一个石船
停靠在岸边，叫做“石龙舫”，在上面举行歌舞表演和宴饮
活动。

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华清宫里整整呆了13个冬天，他们居住的.



地方就是我们身后这座非常雄伟的仿唐建筑飞霜殿。为什么
叫飞霜殿呢?因为每年冬天的时候，雪花漫天飞舞，银装素裹，
唯有飞霜殿前落的是白霜，这是因为殿前的九龙湖整日热气
腾腾，气温较高;又因为天子的寝室里有御寒设施，使室内的
温度较高，不积雪，只化为白霜。现在飞霜殿里唐代的遗物
已荡然无存，已经改为接待外国元首和重要领导的接待室了。

人们为了纪念她，专门修了老母殿，把她工蜂在里面;第三峰，
是朝元阁遗址，也就是老君殿。当年就是在老君殿中出土了
珍贵的道教雕塑老子像。唐代的时候道教非常兴盛，原因是
道教的始祖是老子，俗姓李，唐代的皇帝都姓李，他们认为
老子是他们的远祖，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因此在第三峰修建
了老子庙，便于供奉和祭祀。

“悠悠弯汤六千年，周秦汉唐多骊宫，李堂天宝称鼎盛，五
代宋元紧替更。”御汤遗址是于1982年在温泉水源北侧施工
的时候而发觉的一处大型遗址。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1990
年正式对外开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仿唐建筑是为了保护御
汤池遗址专门修建的。它的主要设计者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
张锦秋女士。主施单位是西安市第三建筑公司。它的建筑工
期只用了116天，因此也是建筑速度史上的一个典型。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当年杨贵妃沐浴的海棠汤。大家看它的
样子就像是一多盛开的海棠花，所以得名“海棠汤”。它是
李隆基送给杨玉环的爱情信物，也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长恨歌》中所描绘的“春寒赐予华清宫池，温泉水滑洗凝
脂”的好地方。贵妃池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池深1.2
米，小巧别致。池身用24块青石砌筑，精雕细刻。池底正中
有一个直径为10厘米的原形进水孔，大家仔细观察进水孔的
周围残留与直径0.3毫米的圆砌凿线，它是安装莲花喷头的位
置。池的边缘是弯曲弧形，池面恰似一朵盛开的海棠花，池
正中的莲花喷头恰海棠花蕊。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池中的水
花四溅，飞珠走鱼，蒸汽袅袅，人仿佛置身于半云半雾之中，
确有飘飘欲仙之快。大家从海棠汤的断墙遗址可以看出，唐



代的海棠池是砖和土垒起来的，并不是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大
殿，而且规模也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另一个汤池要比这个大的多，这就是供应
唐玄宗基李隆基沐浴的汤池——莲花汤。这个汤池是杨贵妃
的干儿子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皇帝而专门为他修建的。这个
池子是由38 块青石砌成，两层台式，东西长10.2米，容水量
达100立方米，是海棠汤的六倍。这个汤池当时雕刻好后非常
的漂亮和豪华，它是用北京运来的汉白玉雕刻而成，主要是
一些花鸟虫鱼的形象。池子修好后，皇帝急于下池沐浴，当
脚刚刚伸入池中，由于水波的荡漾，池中的动物就像活了一
般，张开大嘴要把皇帝吞掉。唐玄宗李隆基一怒之下，下令
工匠把它们全部打磨掉了，只留了两个圆形的并蒂莲花。为
什么要留这两朵并蒂莲花呢?因为据说杂器七敲节时，有就是
牛郎与织女相会的七月七，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骊山半山腰的
长生殿内山盟海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
枝。”所以只留了两朵并蒂莲花，以表示李隆基对杨玉环爱
情的忠贞。莲花汤中的水为骊山温泉水，岁为骊山温泉却不
冒热气。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温泉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