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桂林象鼻山导游词(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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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象鼻山导游词篇一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你们就叫我黄阿姨吧。”黄阿
姨绽放开了笑容：“大家早以知道桂林山水了吧!我们游玩的
这条漓江中有许多石灰岩，这些 石灰岩地形遍布，使得桂林
诸山奇峰林立，例如叠彩山、象鼻山、伏波山。它们犹如巨
象、玉笋，形态各异。从远处望去，桂林的山处处是景，处
处是画，那画中的山锋利的少，秀美圆润的多。今天我们要
游的是象鼻山，这座山因酷似巨象伸鼻吸水而得名。”

“这里原来真有一只巨象吗?”一个小女孩嫩声嫩气地问
到。“这我可不知道。”黄阿姨笑的更开心了。“不过我知
道几个关于象鼻山的传说呢!”“快告诉我们!”大家齐声喊
到。“我这就说。”阿姨娓娓道来。“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这头象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一位大将。一天，它悄悄来到人
间，看到了美丽的桂林，玩得忘掉了吃饭、睡觉。后来，它
病倒了，当地人们细心照顾喂饭喂药。大象病好后知恩图报，
帮助桂林人疏通水利，灌溉良田并想留在人间。玉皇大帝得
知勃然大怒，立即派托塔李天王前去捉拿。当大象正在漓江
喝水时，不幸被李天王用箭射死，化为象鼻山。”

“这将它刺死。那只大象便化作了象鼻山，从此静静的屹立
在了漓江边，长长的鼻子伸于江水之中好似正在从江里汲水。
”“ 看来巨象也被桂林的美丽景色吸引住啦。”小女孩再次
说到。



黄阿姨接着为我们介绍桂林。她说，象鼻山的山下是水月洞，
是由象身及象鼻自然形成的圆洞，清清的江水贯流，悠悠的
小船荡过。站在象鼻山脚，看青山耸翠，秀竹翩跹，江面小
船儿悠悠，岸边烟雾缭绕。

“还有许多诗人题过诗呢!”她突然话锋一转：“宋蓟北处士
《和水月洞韵》诗: “水底有明月， 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
去， 月去水还流。”就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景致;明代孔镛有
诗赞道： 象鼻分明饮玉河， 西风一吸水应波， 青山自是饶
奇骨， 百日相看不厌多。”“ 看来桂林名气好大哩!”坐在
我后面的小男孩叫起来。”

漓江像蜿蜒的玉带，缠绕在苍翠的奇峰中，乘舟游漓江，可
观山形、倒影、碧水、青山、牧童，还有远古的传说、古朴
的田园人家、清新的呼吸，难怪学者百姓，无不为之倾倒。
山石垂入水中又如象鼻饮水漓江， 景致极佳，让人不由得感
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桂林象鼻山导游词篇二

欢迎来到这里！我是你的导游，我姓x，你可以叫我小x。为了
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象鼻山也叫象山。明代诗人孔勇写道:象鼻清饮玉河，西风吸
水应波。青山是饶奇骨，白天不厌其烦地看着对方。这一百
个不厌其烦的象鼻山位于城南漓江和桃花江的河流交汇处。
这座山看起来像一头巨大的大象。它伸展鼻子，在河边吸水，
因此得名。

象鼻与象身之间的大洞是著名的水月洞。范成大说它“其形
正圆，望之端整如月轮”。水月洞里的河水流通，可以划船。
明月之夜，它的倒影构成了水底有明月，水上有明月浮的象
山水月奇观，让历代诗人吟诵不止。洞内外崖有50多件古代
石刻文物，其中以宋代爱国诗人张孝祥、范成大、陆游著称。



陆游虽然没去过桂林，但对这里的奇山秀水却很着迷。他把
诗和信寄给了当时任昭州(今广西桂林市平乐县)太守的朋友
杜思恭。杜思恭则命工刻与崖石，与世人共同。

象鼻山的山脚下有一条通往山顶的石头小路。山顶平坦，树
树成荫。当时，太平军袭击了这座城市。山顶东端有明代实
心砖塔，因镶嵌普贤菩萨雕像而得名普贤塔。这座塔就像一
个圆形的瓶子和剑柄。有些人称之为瓶塔或剑柄塔。

近年来，象鼻山南麓与唐代云峰寺重建，寺内展示了太平天
国的历史文物。寺西面有一座舍利塔，原来有一座开元寺。
唐代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漂浮到海南岛。北归
途中，他经过桂林时住在开元寺，主持仪式，讲法传经。遗
憾的是，古寺早废，只留下这座佛塔叙述当年的盛事。象鼻
山，景色优美，是桂林山水的'象征和桂林城的标志，最令中
外游人喜爱。

桂林象鼻山导游词篇三

桂林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以象鼻山和漓江闻名于世。国庆黄
金周期间，我来到风景如画的桂林，去看了桂林的会徽——
象鼻山。

10月2日，我一大早起床，我们来到象鼻山公园。首先，我们
慢慢爬山。刚刚爬到半山腰，爸妈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而
我却充满了活力，迫不及待地想爬到山顶，看看桂林市的美
景，看看缠绕在城市周围的漓江的倩影。突然，在我们的山
坡转角处，天空下起了“大雨”，周围的游客急忙撑起雨伞，
调皮的孩子们跳进雨里欢呼。我一抬头，雨就不停地倾盆而
下。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路边密密麻麻的花里射出来的水。
事实上，这是一种自动喷花设备。水喷到天上飘下来，就像
下雨一样。我们撑起伞走过去，发现在雨中行走颇有艺术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登，我们终于站在了山顶上。在观景台上，
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桂林的整个城市，远处桂林的美景令人目



眩神迷，这也让我相信四天之内是不可能游览桂林的。然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桂林的美丽身影。

下山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闻到一股浓郁的葡萄酒香气。
熟悉桂林的父亲马上回应说是三花酒的味道。但是，我不习
惯闻这种味道，太浓了。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这符合我
妈的心意。她想早点看到象鼻山的美景，我的心情变得更加
焦虑和激动。

我们走过一座连接海峡两岸的大桥，象鼻山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惊呼，激起了妈妈的共鸣。走完路边种满垂柳的小路，象
鼻山离我们越来越近，旁边的人也开始增多。我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突然，一头大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哇！那是象鼻山。”我
欢呼。象鼻山，像一只憨厚的大象，在清澈见底的漓江边，
缓缓吮吸着漓江的水。它斜着身子，憨厚的`样子真的很讨人
喜欢。我不禁在想:大自然像一个能工巧匠，雕刻出了这只栩
栩如生的大象，把桂林变美了！我立马抢到位置，把这张好
看的美图设置在我的照片里。我只听到摄像机不停地咔嗒作
响。过了一会儿，好看的照片发布了。“好美！”我不擅长
打电话给我爸爸。

拍了照片后，我们去了象鼻山的纪念品商店，我们要在那里
找到一些最喜欢的宝藏。我一进商店，就被里面种类繁多的
商品吸引住了。最显眼的位置有一个商品柜台。我立马跑过
来看，嚷嚷着要买个漂亮的小商品。你猜到是什么了吗？他
们是可爱的小猫，每只猫身上都刻着不同的字。你可以找刻
有你名字的猫，然后用漂亮的珠子和红绳串起来做一个手机
链，这样会给你心爱的手机增添不少色彩。我立马就找到了。
我开心的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很喜欢，也加入了找猫的人
群。我玩得特别用心。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被找到了，
我就开始帮妈妈找。很快，我妈也发现了。热情的老板娘喊
着帮我们穿，我却快疯了。我帮几个亲戚朋友找猫，等着老



板娘串个手机链。看着奇怪可爱的小猫，爸爸赶紧带我们走
了。

快乐的一天过去了，我们带着淘出来的财宝一路往回走。在
夕阳的余晖中，我们今天结束了旅程。

桂林象鼻山导游词篇四

象鼻山又称象山。明代诗人孔镛写道：“象鼻分明饮玉河，
西风一吸水应波。青山自是饶奇骨，白日相看不厌多。”这
一百看不厌的象鼻山位于城南漓江和桃花江的江流汇合处。
山形酷似一头巨象，伸长鼻子临江吸水，因而得名。

象鼻与象身之间的大洞，便是著名的水月洞。范成大说
它“其形正圆，望之端整如月轮”。水月洞里江水通流，可
泛小舟，在明月之夜，它的倒影则构成“水底有明月，水上
明月浮”的“象山水月”奇观，使历代诗人吟咏不止。洞内
外崖有古代石刻文物五十余件，其中以宋代爱国诗人张孝祥、
范成大和陆游的作品最为有名。陆游虽然没有到过桂林，但
对这里的奇山秀水神往不已。他把诗和信札寄给当时任昭州
（今广西桂林市平乐县）太守的朋友杜思恭。杜思恭则“命
工刻与崖石，与世人共之”。

象鼻山的山脚有石级小路通上山顶。山顶平展，绿树成荫，
当年太平军在此架炮攻城。在山顶的东端有明代的实心砖塔，
因嵌有普贤菩萨像而得名普贤塔。塔身好似圆形宝瓶，又像
剑柄，又有人称之为瓶塔或剑柄塔。

象鼻山的南麓有近年改建的始创与唐代的`云峰寺，寺内陈列
着太平天国的历史文物。在寺的西面是一座舍利塔，这里原
来还有个开元寺。唐代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漂
到海南岛，在北归的途中，经过桂林时，居住于开元寺，在
此主持大典，讲法传经。可惜古寺早废，只留下这座佛塔叙



说当年盛事。象鼻山，景色优美，是桂林山水的象征和桂林
城的标志，最令中外游人喜爱。

桂林象鼻山导游词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

象鼻山又称象山。明代诗人孔镛写道：象鼻分明饮玉河，西
风一吸水应波。青山自是饶奇骨，白日相看不厌多。这一百
看不厌的象鼻山位于城南漓江和桃花江的江流汇合处。山形
酷似一头巨象，伸长鼻子临江吸水，因而得名。

象鼻与象身之间的大洞，便是著名的水月洞。范成大说它其
形正圆，望之端整如月轮。水月洞里江水通流，可泛小舟，
在明月之夜，它的倒影则构成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象
山水月奇观，使历代诗人吟咏不止。洞内外崖有古代石刻文
物五十余件，其中以宋代爱国诗人张孝祥、范成大和陆游的
作品最为有名。陆游虽然没有到过桂林，但对这里的奇山秀
水神往不已。他把诗和信札寄给当时任昭州（今广西桂林市
平乐县）太守的朋友杜思恭。杜思恭则命工刻与崖石，与世
人共之。

象鼻山的山脚有石级小路通上山顶。山顶平展，绿树成荫，
当年太平军在此架炮攻城。在山顶的东端有明代的实心砖塔，
因嵌有普贤菩萨像而得名普贤塔。塔身好似圆形宝瓶，又像
剑柄，又有人称之为瓶塔或剑柄塔。

象鼻山的南麓有近年改建的始创与唐代的云峰寺，寺内陈列
着太平天国的历史文物。在寺的西面是一座舍利塔，这里原
来还有个开元寺。唐代的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漂
到海南岛，在北归的途中，经过桂林时，居住于开元寺，在
此主持大典，讲法传经。可惜古寺早废，只留下这座佛塔叙
说当年盛事。象鼻山，景色优美，是桂林山水的象征和桂林



城的标志，最令中外游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