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湖南官方导游词(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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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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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官方导游词篇一

各位朋友，你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共游美好的崀山。相
传舜帝南巡时徐经新宁，见地方山水特别奇秀、美丽，不由
摇头赞曰：“此山良好，可谓崀山。”崀山由此得名。崀山
风景名胜区位于湘桂边境的新宁县境内，南与桂林山水相连，
北同武陵源风光呼应，距桂林、邵东机场各140公里，水陆交
通便利，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又一颗风景明珠。数百万年前，
崀山是一片内陆湖。由于地壳变动，内陆湖底突起，形成了
红色沙粒岩结构的峰峦--丹霞地貌。景区占地108平方公里，
辖紫霞仙境，骆驼群峰，八角胜景，半山奇观，夷江秀色五
大景区，18个风景小区，已发现和命名的477个景点。紫霞峒
紫霞峒景区包括万景槽，玉泉山，象鼻石、乌云寨、刘华轩
墓等景点，主要以幽为主。

在我们左侧的一是玉泉山，面积0.5平方公里，山顶高程301
米，密集7个景点。山上有一古寺，称玉泉寺，始建于康熙42年
(17)。旧庵毁于水，雍正年间(1723年)重修，清人傅向高、
马罗藩、李延年均为之作记。今存镇墓塔和碑记及玉泉寺始
祖第一代禅师古墓，几经修复香火旺盛，为天下七十佛教胜
地。迎面而来的这座大石山，活像一个高高跷起的大拇指。
当地人称为“拇指石”，也叫“ok”石，它风雨无阻的屹立于
此，似是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表示欢迎，以似对崀山的山水表
示赞叹，或许两者都有。现在我们来到紫霞峒的正进口，紫
霞峒并没有洞，峒者冲也，它是少数民族村、寨的意思。



在紫霞峒有许多只能在云南才能生长的植物品种和热带雨林
景观。可感受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
思。这里不仅能激起诗人的灵感，还是佛教和道教的必争之
地。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来此弘扬他们
的教义。所以整座山以游路为界，左为道教之地，还可见紫
霞道人的自然石像。前面一石凌空突出，活象一只硕大无比
的青蛙正蹲在那里，这就是青蛙石。沿着石阶往上走，我们
来到了紫霞宫，紫霞宫自明代嘉靖年间修建以来。香火不断，
暮鼓晨钟，梵声缭绕，成为名闻遐迩的洞天福地。宫内有一
座湖南省内最为高大的观音菩萨，高达6米，最独特的还是观
音菩萨手中的玉净瓶，所有的瓶子都是竖立的，而这个观音
菩萨的玉净瓶是倾斜的，意在把甘露尽情洒向人间。

左侧有一块长700余米，高100米赤红色的铜墙铁壁称红瓦山，
就是紫霞道人放置袈裟的地方，是一处绝纱的回音壁。骆驼
峰过崀山街往右走，便见一典雅雄伟的牌楼，上有原湖南省
省长，原省政协主席刘正同志亲手题写的“崀山天然公园”
六个大字。骆驼峰景区距县城14公里，从崀山老街到石田，
沿途奇峰异石拔地而起，一条溪水奔突穿石，如琴似瑟。主
要景点有“遇仙桥”、“十八罗汉”、“燕子寨”、“斗笠
寨”、“蜡烛峰”、“骆驼峰”、“幽魂谷”等。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右侧的仙人桥，此桥建于清乾年间，石砌单拱，
长6.8米，宽5.1米，拱方9米麻石砌成，桥身玲珑精致，青藤
攀附，1983年电视《风雨潇湘》曾在此拍摄外景。前行右侧
十八石峰如“十八罗汉”一字列成威武雄壮的欢迎游客光临的
“仪仗队”，在最右侧有情深义生的“夫妻石”，丈夫准备
远行正和妻子依依惜别。转过弯，前面豁然开朗。一片农田、
几幢农舍、挺拔的蜡烛峰，栩栩如生的骆驼峰，这是骆驼峰
景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整个崀山最早开发的地方。

湖南官方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欢迎来桃花源旅游观光!

桃花源位于常德市西南部，东晋诗人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
记》使桃花源名扬天下。千百年来，桃花源以其幽静秀美的
独特风貌，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曾令多少游人迷恋，
陶醉!她以红树、青山、斜阳古道闻名，山中幽谷深深，曲涧
潺潺，藏凤聚气，泻灵溢韵，“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
当大家沉浸在“偶闻黄发石中语，时有白云衣上生”之意境
时，自会有一种幽深恬静之感。

传说武陵渔郎所逢桃花林，正是这片林子。每当桃花盛开，
红云飘浮，赤霞腾飞，与沿溪松涛、竹风映照，瑰丽多彩。
可谓“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现在登上的这座桥，叫“穷林桥”，以《桃花源记》“欲穷
其林”而命名。桥下流水潺潺，桥畔桃花灼灼。传说当年武
陵渔郎沿溪而行，置身于一片桃花林中，十分惊讶。历经沧
海桑田，桃花溪虽已没当年那么宽、广，但“桃花依旧笑春
风”。

前面那座精美的建筑物就是菊圃，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渊
明祠，因陶渊明爱菊，遂改名菊圃，门口有副对联：“却怪
武陵渔，自洞口归采，把今古游人忙煞;欲寻彭泽令，问囵园
安在，惟桃花流水依然。”是说当年武陵渔人，从世外桃源
出来以后，把人间仙境透露出去，引采了古往今来的游人想
找陶渊明先生问良田美景究竟在哪里，只有桃花流水千古不
变。

走进菊圃大门，仔细观赏一下菊圃的建筑，菊圃四周环以垣
墙，数处开窗，分前后两进，前进人门为鱼池，池旁绕以回
廊。两旁随地形高下，雕栏疏棂，修竹垂影，兰桂飘香。池
上石桥纵跨，狮象猴麟，分蹲左右;池后为花圃，金菊竞放。
正中是一块渊明东篱采菊石刻，后镌《饮酒》诗，“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栋古朴典雅、雕梁画栋、耀碧流丹



的建筑，就是渊明祠。

正门廊柱上，挂着一副概括了陶公秉性的楹联：“心爱菊，
睥睨荣华，难为斗米折腰，辞去彭泽县令;性嗜酒，不汲富贵，
甘愿南山种豆，归来五柳先生。”写出了陶渊明心爱菊花，
厌恶荣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县令;他特别喜欢喝
酒，从不追求富贵，心甘情愿归隐回园，种豆南山，好个五
柳先生啊!渊明祠正中，供有汉白玉雕刻的渊明像，右边是他
自传体铭文《五柳先生传》。这30多幅画，以历代名家所写
陶渊明为依据，介绍陶渊明这个伟大诗人61个春秋的人生旅
途，他五次出仕为官，五次归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41
岁辞去彭泽县令后，乐道清贫，安居田园，终老一生。

这里有他自己的《挽歌诗》的一部分：“亲戚或余悲，他人
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
陶渊明先生以极为淡泊的心态，视生如死，视死如生，超凡
脱俗的高风亮节。

历代文人贤达颜延之、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
朱熹、辛弃疾、顾炎武、王夫之、龚自珍、梁启超、鲁迅等
对之予以高度评价，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陶渊明先生的敬仰
之情。颜延之的“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就道出了陶渊明
高洁的人品。游览菊圃，就像阅读了一本有关陶渊明的书。
穿过圆门，来到碑廊。千百年来，游桃花源者，骚人墨客多
览物兴怀，写景抒情，碑碣传世颇多，惜为风雨剥蚀。现存
唐代诗人杜牧、胡曾、李群玉以及明代袁宏道、江盈科等名
家石刻，虽历经沧桑，尚可摩读，弥足珍贵。

湖南官方导游词篇三

(白羊古刹)我们现在要参观的景点叫普光禅寺。请大家抬头
看，这座大门上方的匾额为何写着“白羊古刹”呢?相传500
多年前，这一带森林繁茂，古木参天，小地名叫白羊山。早
在宋代，道家便在此建高贞观，但规模很小，不成气候。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的一天，驻永定卫指挥使雍简在这山坡上
看见一群白羊，便骑马追赶，不料白羊一下钻入土中，他感
到十分奇怪，便命人挖掘，竟挖出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他
把这件事奏明当时的永乐皇帝，皇帝大悦，敕命就地取材建
寺，并赐名普光禅寺。后来，一些官宦豪绅借此风水宝地，
纷纷仿效，先后在这一带建起了嵩梁书院、城隍庙和文庙等
古建筑，统称为白羊古刹。“刹”是梵文音译，指佛塔、佛
寺。普光禅寺属于白羊古刹建筑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普光禅寺古建筑群在1959年被省人民政府颁布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普光禅寺)普光禅寺始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据考证，
该寺比北京故宫早建7年，比武当山金顶早建3年。普光禅寺
属佛门五宗之临济宗，原管辖本境80余座佛寺200余僧侣，常
住僧侣达50多人。1919-1943年，曾先后六次在这里举行龙华
大会，湘、鄂、川、黔数省近千名教徒在这里摩顶受戒，故
有江南名刹之誉。全寺占地面积11000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33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传统斗拱和藻井结构，设计
精巧、宏伟壮观，由大门山、二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
罗汉殿、观音殿、玉皇阁、高贞观、武庙、牌坊等组成一个
庞大的古建筑群。具有宋、元、明、清各朝的建筑风格和特
点。同时，集结构学、力学、文学、美学、风水术、建筑学
之大成，融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于一体，是古代
劳动人民超凡智慧的结晶，在建筑和宗教方面都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

(大山门)这大山门上有四个烫金大字“普光禅寺”，据说是
乾隆皇帝的御笔，左右两边耳门分别题着“慈云普
护”、“觉路光明”，按佛教的理解是佛法无边，庇护众生;
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一旦觉悟便前途光明。寺门为什么又
叫山门呢?历代名寺古刹，大都藏于深山之中，“天下名山僧
占多”，进了山就等于进了寺，所以寺门又叫山门。这大山
门里面站立着两个守门神，称为哼、哈二将，闭口者为哼，



张口者为哈。

(二山门)在二山门里供奉着四大天王，是佛祖释迦弁尼的外
将，又称四大金刚。手持琵琶者是东方持国天王，持剑者是
南方增长天王，手缠蛟龙者是西方广目天王，手持宝伞者为
北方多闻天王。四员护法神将，威风凛凛，恪尽职守。请大
家仔细瞧瞧，值得称奇的是四大天王的法宝，琵琶无弦，宝
剑无鞘，蛟龙无鳞，宝伞无骨，是什么原因呢?按照佛经解释，
琵琶上弦会地动山摇，宝剑入鞘会盗贼四起，蛟龙有鳞会兴
风作浪，宝伞上骨会天昏地暗。反之，则可安享太平盛世。
又有一种说法是宝剑有锋、琵琶有调、伞能遮雨、龙蛇有鳞，
隐喻“风调雨调”，国泰民安。

女士们、先生们，有了哼哈二将门，四在天王把关，我们就
可以高枕无忧地信步在这佛门净地，去感受渐离尘世的超脱
了。

(大雄宝殿)正殿大门上有楣有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
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大雄宝殿”金字巨匾。“大雄”
是佛祖的德号和尊称。殿前檐柱上雕有两条金色盘龙，张牙
舞爪，叱咤风云。据《永定乡土志》载，清雍正年间，寺内
一僧人被派往对面的天门山执事，两地路途较远，且崎岖难
走，可他很快办完事回来了，众僧都觉得奇怪，问其原因，
他说是骑这条龙往返的。传说信不信由你，这两条龙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却是不假。大家再仔细看这门扇上刻着许多人
物故事，是佛教里的一些典故，如唐僧取经、鉴真东渡、顺
治皇帝出家、李自成爱将野佛到天门山修行、怀素写蕉等。
还有门上的浮雕把释迦弁尼从出生到成佛的全过程描绘得淋
漓尽致，是其它寺院能比拟的。大雄宝殿供奉着三尊金佛像，
叫三世佛。正中间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弁尼，又称佛祖;东侧
药师佛，西侧阿弥陀佛。

在大雄宝殿东西墙壁原有两块水磨石碑，磨制精细，光滑如
镜，每当明月当宝，石碑反射月光照影，大殿一片银辉，故有



“月点灯”之说。又因设计诡奇，常有清风拂地，一年四季
大殿地面吹得干干净净，“风扫地”由此得名。“月点灯”与
“风扫地”是普光禅寺引人入胜的奇景之一，它体现了古代
工匠对光学、建筑学的深刻领悟和科学应用。可惜“月点
灯”因石碑丢失而不复存在。大雄宝殿是普光禅寺的核心建
筑，单檐歇山顶，通宽26.5米，进12米，高9米，全殿5间
共365平方米。不知大家是否已经注意到大殿内外为何这般宽
敞明亮，这多亏头上的六架梁和斗拱。斗拱是我国建筑传统
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它有逐层挑出支承荷载的作用，可使
屋檐出挑较大，既易于采光，又有装饰功能。在大雄宝殿背
面有三个菩萨，中间有观音菩萨男身像，在过亭两侧有水、
火二池。无论大旱干渴，水池四时不涸;火池虽大雨滂沱，池
中滴水无存，与水池相得益彰，成为普光禅寺又一奇观。

(罗汉殿)大家看，殿两侧十八罗汉有的满脸慈祥，有的呲牙
裂嘴，有的张口大笑，有的双目怒视，各具形态，栩栩如生。
罗汉是古印度语，指已灭一切烦恼应受天人的供养者，永远
不再轮回，并弘扬佛法，他是佛教修行的一种低于菩萨的果
位，佛、菩萨、罗汉三者之间的果位虽有区别，但同是修成
正果的众生。

罗汉殿的建筑有其独到之处，它保存的一斗三升贰斗拱为明
代原始风格的斗拱，特点是“曲柱弯梁屋不斜”。传说这是
白羊入土化身的地方，建正殿的木材取自这里，而时隔43年
之后建此罗汉殿的时候，白羊山已无粗大直木，工匠们本着
就地取材的原则，以歪就斜，殿堂的立柱、横梁等43个主要
构件全用歪材。在工艺上斗拱全由木铆衔接，不用一颗铁钉，
而且牢固非常，天衣无缝，实为建筑中一大奇观。罗汉殿的
上层是“圆音楼”，正北面塑有韦驮菩萨像，手持金刚杵，
气势威仪。圆音楼曾经是存放经书的地方，并供有佛像。楼
中藻井与罗汉殿相通，信徒在殿内焚香烧纸的烟气袅袅上升，
飘散楼上，既防虫蛀又防潮气。保护经书真是别出心裁。圆
音楼实为罗汉殿向北凸出的一座抱厦，纯木结构，其造型精
美，结构复杂，与罗汉殿构成两层重檐歇山顶，正视一顶，



斜看则出现三层飞檐。上层瓦面水汇流二层山尖，在交接处
各设计一个开口木龙头，龙口置吊珠。雨水排注时，吊珠前
后自然弹动，如同真龙戏水，既调节了注水流连，起一定缓
冲作用，又避免山尖受到冲洗，其欣赏价值与实用价值兼备，
堪称一绝。《湖南省建筑志》曾把这里的歪材、斗拱、梁柱、
驼峰、工艺等作为古代建筑成就的范例进行了介绍;著名古建
筑学家陈从周教授称赞普光禅寺是中国古代流的建筑。

(观音殿)观音殿是普光寺内佛教建筑中轴线上后的一幢建筑。
殿内供奉着女身观音。她端坐莲台，左胁侍是善才童子，右
胁侍是龙女菩萨，据说观音慈悲为怀，随缘而化，可变男变
女，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化身。

(龙眼井)这口井叫“龙眼井”，它与东200米处原城隍庙里的
另一口井，并称龙的两只眼睛。据说两井相通，一井打水，
另一井里水波荡漾。

朋友们，刚才游览了普光寺里的佛教建筑，顶礼膜拜了如来
佛祖和观音菩萨，相信您一定得到了一份超脱和升华，现在
让我们一起走进相邻的道教场所。道教是我国汉民族固有的
宗教，尊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为教祖，以《道德经》为
主要经典，认为“道”是“万物之母”，是无所不在的力量，
“神异之的，实而有性”，可以“因修而得”，人若得道，
可长生不老，成仙归正果。自金元以为至今，全国道教形成
全真道与正一道两大教派。

请大家随我上玉皇阁一同参拜玉皇大帝吧。

(玉皇阁)玉皇阁建于明朝晚期，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
重修。三层重檐歇山顶，高14.6米。下层供奉的是五岳神和
道德祖师，上层是玉皇大帝及金童玉女。你看那玉帝老儿，
正襟危坐，一副道貌岸然、我独尊的模样。过去曾有文人登
楼远眺，面对脚下的古城和天门山的雄姿，即兴吟诵出“万
千户尽收眼底，十六峰宛并肩头”的佳句，不知您此刻的感



觉如何。

(高贞观)高贞观是普光禅寺早的建筑，建于宋末元初，它的
特点是单檐歇山顶，全用大斗拱托梁，枋下垫特大雕花角背，
殿内有两根象征方土方术的全栓;殿后两根檐柱与柱础之间承
垫了一块厚约3公分的饼状木质，它可以散发上升的潮气，降
低木桩直接受潮的系数，沿袭了唐宋建筑的特征，有较高的
科学价值。

高贞观很早以前就没有道士，香火由和尚代管，这是因为道
教中分全真道和正一道两个主要派别。全真道以观为家，不
能结婚，常炼丹习武，而正一道平时在家，常操民间祈祷、
禳解、葬仪之事，可以婚配，不必长住道观，高贞观属正一
道。所以道者不必出家，只逢神圣节日，集中到观礼拜一次，
平日里佛门弟子不忍道观殿堂冷落，便“一视同神”拜敬香
火，久而久之，佛门僧众相沿成习。普光禅寺是江南名刹，
香火十分旺盛，佛道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成了一大特色。

(武庙)武庙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又叫关庙，它主
要由寝殿、正殿、前殿、佛殿、前门构成。正殿端坐着被称为
“武圣”的关公，两边站立的是关平和周仓，威武肃穆。四
周封火高墙，形成四合院格局。前门内有戏台，正殿前四合
院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按八角攒尖设计，巧妙地附角于墙。
乍看像完整的楼，其实只有半边，这种破中见整，虚实结合
突出正殿的设计造型，与普光寺内的钟鼓楼有异曲同工之妙。
殿外空坪是过去习武、看戏、祭祀的场所。空地两边的偏殿
陈列着永定区的部分出土文物和民间收藏的古代家具以及木
雕花板。

(石牌坊)这里有两座牌坊，分别为嘉庆道光年间建造。牌坊
上刻着“朱买臣负薪读书”、“李密牛角挂书”、“匡衡凿
壁偷光”、“车胤囊萤奋读”等我国古代圣贤勤奋攻读的故
事，时隔80多年后宣统元年修文昌祠，这个道教建筑又巧妙
地将牌坊空隙作大门，牌坊空门填石后作前墙，于是整个普



光寺形成了集寺、观、祠、坊、阁为一体和格局，这在国内
实不多见。1990年，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李锐参观普光寺后即
兴题写了一幅对联：“寺、观、阁、祠、坊一体，儒、释、
道、文、武合流”。十几个字对普光寺的个性特点作了的。

湖南官方导游词篇四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因区域的大部分在洞庭湖以南，而
称湖南，又因省内最大河流湘江贯穿南北，而简称湘。

湖南地处东经108°47’一114°15’，北纬24°39-30°8'。
毗邻七个省市：东邻江西，西连重庆、四川、贵州，南按广
东、广西，北界湖北。全省土地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2%，其中耕地面积4900万亩，丘岗山
地2.56亿亩，水画20___万亩，幅员在全国居第11位。全省
辖14个地市州，136个县市区，2350个乡镇，6465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535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3.8%。

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
地带。东南西三面环山，东有罗霄山脉，南有南岭，西有武
陵、雪峰山脉;北部为洞庭湖平原;中部多为丘陵、盆地。整
个地势南高北低，为西南东三面向中部北部倾斜、朝北开口
的不对称马蹄形。全省地貌以山池、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
全省面积的51.25%，丘陵盆地占29.3%，平原占13.1%，水面
占6.4%，大致构成“七山一水二田土”的格局。

湖南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气侯温和、四季分明、雨
量充沛、热量富足、冬寒期短、无霉期长等气候特征。全省
年平均气温在16一18摄氏度之间，年较差大;全年无霜期261
一313天，日照1300一1800小时，年总辐射量38.5一48.8万焦
耳/平方厘米，10摄氏度以上活动积温5000一5800摄氏寅，持
续238一256天，能满足作物生长耐热量的需求。湖南是我国
多雨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在1200一1700毫米，雨水集中，其
降水分布呈明显阶段性。由于光、热、水基本同季，对农、



林业空产极为有利。

湖南水利资源蕴藏量大。全省境内多年平均水资源量2539亿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08.8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2756立方
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倍。湖南是一个河流比较稠密的
省区，水系主要力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全流域面
积25万平方公里，本省流域面积占92%左右。全省有流长5公
里以上的河流5341条，总长度8.6万公里，流域面积大于5000
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7条，其中湘、资、沅、澧、潇、耒、洣、
(左氵右舞)、酉等水的流域面积均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全
省总径流量1623亿立方米，加上客水，总量达2082.8亿立方
米。湖南诸水不仅水流量大，而且水能丰富，水质良好，含
沙量少，冬季不结冰。全省5341条河流的水能蕴藏量
达1532.5万千瓦，年发电量1342.4亿度。全省可能开发的总
装机容量可占水能蕴藏总量的70%和发电量的36.4%左右。

湖南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生物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
高等植物约有5000种，占全国总数的1/6，其中木本植物种数
占全国的1/4;有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66种，莫中一级保护植
物3种，即银杉、水杉、珙(左王右同)。全省林业用
地18244.9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7.4%;森林覆盖率
为51.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7.2个百分点，林木蓄积
量2.51亿立方米，在全国位居前列。杉、松、竹等用材林和
木本油料等经济林，更是闻名全国的中心产区。其中，杉木
林、楠竹的画积占全国的1/3，油茶面积占全国的40%，油桐
是全国4个重点省区之一。全省已建立森林保护区23个，张家
界森林公园属国家级森林公园。湖南草场资源也很丰富，现
有可利用草场8499万亩，载畜量可达704万个黄牛单位。丰富
的植物资源为动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
湖南动物种类繁多，分布较广。

共有野生哺乳类66种、鸟类500多种、爬行类71种、两栖类40
种、昆虫类1000多种、水生动物200多种。其中有华南虎、云
豹、金猫、白鹤、白鳍豚等1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湖南是



全国著名的淡水产区，天然鱼类共160多种。湖南物产特别是
农产品非常丰富，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目前，全省
粮食产量占全国粮总产的6%左右，稻谷占全国总产1/10，稻
谷和苎麻、茶油产量居全国第1位;生猪、茶叶、柑桔居第2
位;棉花、烤烟、甘蔗、油料和淡水产品的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湖南矿产资源种类繁多，是全国有名的“有色金属矿之乡”和
“非金属矿之乡”。湖南矿藏不仅品种多，而且品位优，共
生、伴生的矿产多。现已发现的矿种达134种，探明储量的
有91种，是全国矿产品种较多的省份之一。其中锑、钨的储
置居世界首位，铋、铷、石煤、雄黄、萤石、海泡石、重晶
石、独居石等居全国首位，锰、钒、铼、芒硝、高岭土及锰
矿石工业储量居全国第2位;锌、铅、钽、石墨、金刚石、水
泥配料等储量居全国第3位。

湖南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境内有10大旅游区和100多处旅游景
点。“东边一线”，有南岳衡山有古城长沙、革命圣地韶山
以及岳阳楼、炎帝陵等。“西边一片”，有被联合国列为世
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和桃花源、夹山寺、猛
洞河等名风景区，是全国有名的旅游胜地。

湖南官方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参观。

我馆是1964年建成开放的。初的馆名为“韶山毛泽东同志旧
居陈列馆”，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题写了馆名。1982
年11月，中央批准改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在的
馆牌是198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的邓
小平题写的。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是序厅。这尊毛泽东汉白
玉雕像是序厅的主体，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雕塑家刘
林创作。选择的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以前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的形象。

这幅巨型油画《日出东方》，由军事博物馆青年画家李如创
作。

序厅顶部采用浅拱造型和弧形灯带，寓意毛泽东思想光照千
秋;两边红色花岗岩斜柱形似红旗，寓意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
不褪色。

纪念馆现有12个展室，有《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基本陈列和
《毛泽东遗物展》、《毛泽东一家六烈士》两个专题陈列。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要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业绩，采用声、
光、电、场景制作和多媒体等高科技和现代化陈列手段，使
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系统、生动地反映了毛
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毛泽东遗物展》主要介绍毛泽
东1949年6月15日入住中南海到1976年9月9日逝世，27年零3
个月中留下的部分遗物，反映毛泽东崇高的人格精神和丰富
的生活情趣;《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展，介绍的是毛泽民、
毛泽覃、杨开慧、毛泽建、毛岸英、毛楚雄6位烈士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舍家为国、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

现在请大家随我到展室参观。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民歌，唱出了亿
万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敬与怀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
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的一生，
是奋斗的一生，探索的一生。他集政治家的睿智，理论家的
谋略，诗人的豪情于一身，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和世



界。他为中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为维护世界
和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
他的品格，将永远鼓舞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中
国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部分立志救国追求真理

毛泽东诞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韶山度过了童年和少
年时代。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通过孜孜不倦地学习、
思考和探索，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终确立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840年中英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签
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文)。

面对内外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这组浮雕
反映的战争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景(浮雕)。

地处湖南省中部的湘潭县韶山冲，偏僻闭塞，但也同样无法
远离近代中国深重的苦难。

组走出乡关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冲上屋场(油画)一个农
民家庭。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农民。他早
年因为家贫当过兵，回乡后，一边种田一边做些小生意。到
毛泽东出生时，家境渐渐富裕起来。这是1911月毛泽东与父
亲在一起(照)。

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是湘乡县凤音乡唐家坨人，在家排行第
七，因此，大家都叫她文七妹。文氏心地善良，终生信佛，



对穷苦的乡亲充满同情，时常提供帮助。这是1919年春毛泽
东与母亲在一起(照)。

毛泽东8岁开始在南岸私塾读书。他在韶山读了6年书，换了7
处私塾。这是他读过的《诗经》、《论语》、《中等适用算
术教科书》(书)。他常常偷偷地读被称为“杂书”的《水浒
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

19到19春，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这是他耕种过的稻田(照)
和大雨来临之际，毛泽东在帮邻居家抢收谷子(画照)。

辍学期间，毛泽东白天劳动，晚上帮父亲记帐。夜深人静时，
就在桐油灯下如饥似渴地看书，经常通宵达旦。他读遍了韶
山冲所有能借到的书。

1909年春到第二年春，毛泽东到乌龟井、东茅塘私塾继续求
学，拜毛简臣、毛麓钟为师。

19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
前他改写了日本人月性的这首诗留给父亲(文)，表示自己发
愤求学的志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第二组上下求索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除传统的经史子籍外，
还新设了自然科学、英语等课程(照)。在这里，毛泽东接触
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是他读
过的《新民丛报》(文)。

19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为了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



裂，他带头剪掉了辫子。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毛
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在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营左
队当了一名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