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湖北导游词(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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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湖北导游词篇一

“男人一路欢笑，女人一路尖叫”——中外游客如此评价九
畹溪漂流。九畹溪距三峡大坝20公里，分为两段，上段两人
一舟，闯越怪石密布、浪花四溅的激流险滩;下段坐观光艇或
冲锋舟，穿越绝壁林立、山穷水复的九畹峡谷，欣赏地缝、
仙女山、望夫石等奇观。

漂流九畹溪，体验浪遏飞舟的快感，享受战胜自我的激情，
被中外游客誉为“三峡第一漂”。

九畹溪曾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早年开坛讲学、植兰修性之地，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即指此地。从秭归新
县城至九畹溪,沿途有问天神简、神牛泉、将军岩、美女晒羞、
剪刀崖、和尚岩等十余处自然景观,有与屈原文化紧密相关的
问天简、坛包、神龟石、巨鱼坊、求字碑、砚窝台、笔峰石、
灵芝岩等近二十处人文景观,有极具科学研究价值的.古悬棺
群,有宗教特色浓郁的圣天观,有人迹罕至的干溪沟生态旅游
区，供您欣赏。

在通往九畹溪景区的路上，茶园坡遂道口，有一块巨石临江
倚石而立，高约400米，宽约80米，厚约5米。它与主岩之间
有一道裂缝，宽处约5米，窄处约半米，把它与岩体完全分离。
这块高而薄的石片，就象人工立起的一方丰碑，又象一片竹
木削刻的书简，相传楚国郢都失守之后，屈原托弟子石夫将
诗简《问天》带回家乡，焚于高山之巅，石夫不忍，将诗简



藏于此处，人们称它为“问天神简”。

巨鱼坊在九畹溪口，有个虽小却很有名的码头，叫巨鱼坊。
相传屈原投江汩罗之后，水神湘君、湘夫人派洞庭湖神鱼将
他的尸体送回故乡，交给屈原的妹妹女须。神鱼完成任务后，
再也没有回洞庭湖，它上下一年一回游，上不过泄滩，下不
过新滩，一直守在九畹溪口的江水中。清代诗人程含章作诗
歌颂它：“客言秭归山下水，中有神鱼长不死。当年屈子投
汩罗，神鱼衔送归乡里。”

湖北导游词篇二

湖北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是中国内陆重要的空港。今天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湖北热门
旅游导游词。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国家旅游胜
地四十佳。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美誉。冲决巴山群峰，
接纳潇湘云水，浩荡长江在三楚腹地与其最长支流汉水交汇，
造就了武汉隔两江而三镇互峙的伟姿。这里地处江汉平原东
缘，鄂东南丘陵余脉起伏于平野湖沼之间，龟蛇两山相夹，
江上舟辑如织黄鹤楼天造地设于斯。

黄鹤楼位于武汉市蛇山的黄鹤矶头，面对鹦鹉洲，与湖南岳
阳楼、江西滕王阁、山东蓬莱阁合称中国四大名楼。号
称“天下江山第一楼”。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历代屡毁屡
建。现楼为1981年重建，以清代“同治楼”为原型设计。楼
址仍在蛇山头。主楼高49米，共五层，攒尖顶，层层飞檐，
四望如一。底层外檐柱对径为30米，中部大厅正面墙上设大
片浮雕，表现出了历代有关黄鹤楼的神话传说;三层设夹层回
廊，陈列有关诗词书画;二、三、四层外有四面回廊，可供游
人远眺;五层为瞭望厅，可在此观赏大江景色;附属建筑有仙
枣亭、石照亭、黄鹤归来小景等.。黄鹤楼是闻名中外的名胜



古迹，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背倚万户林立的武昌城，
面临汹涌浩荡的扬子江，相对古雅清俊晴川阁，刚好位于长
江和京广线的交叉处，即东西水路与南北陆路的交汇点上。
登上黄鹤楼武汉三镇的旖旎风光历历在目，辽阔神州的锦绣
山河也遥遥在望。由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前人流传至
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岩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
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
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

黄鹤楼坐落在海拔高度61.7米得蛇山顶，以清代“同治楼”
为原型设计。楼高5层，总高度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
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恰似黄鹤
腾飞。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黄鹤楼色彩绚丽，雄奇多姿。

黄鹤楼得名，有“因山”、“因仙”两说。唐《元和郡县图
志》称，“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
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而唐《图经》则有“昔费祎
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因以名楼典故。与此相类似的还流
传着仙人子安乘鹤、吕洞宾“跨鹤登仙”等故事。昔之论者
曾为二说聚讼不决。余以为，就得名时序言之，实证性
的“因山”名楼说似在前头，三国东吴于黄鹄矶初建戍楼之
际，“鹄”、“鹤”音转，成“黄鹤楼”之名;而“因仙”说
大约兴起于道教仙话盛行的南朝时期，至唐代则因文人题咏
而播扬广远。“因山”说为黄鹤楼得名奠定了地理学基
石,“因仙”说却令赏楼者插上纵横八极的想象翅膀，满足了
人们的求美情志和精神超越需求。两说各具功能，以往并行
不悖，相得益彰，今后也必将彼此映照，共存于永远。

黄鹤楼历来是“临高台而极目”的绝佳去处，所谓“登临送
远，游必于是，宴必于是”，这种地望特色，吸引古今骚人
墨客来此，对景兴怀，或体味清风明月，叹江山永在，人生
易老之慨;或遥领园野壮阔，抒请缨报国、澄清天下之志，因
之佳篇迭出。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咏楼诗词千余首，楹联近



千副，文赋过百篇，匾额无算，而尤享盛誉者，莫过被推
为“唐人七律第一的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成咏楼绝唱。崔诗与王勃的《滕王阁
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并称名楼题咏三杰作。吟踪遍
天下的李白，也留下歌咏黄鹤楼的不朽诗篇，“黄鹤楼中吹
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极尽此楼飘逸神态，也令武汉三
镇从此获得“江城”雅号。诗以楼名世，楼以诗行远，胜景
与美文相依互存，彼此激发，并辉千秋。诚如清人楹联所云：
崔唱李酬，双绝二诗传世上;云空鹤去，一楼千载峙江边。这
里所谓“一楼千载峙江边”，若指人们心中的黄鹤楼倚江永
存，则十分恰当;若就物化建筑而论，实情却“谓是今楼异昔
楼，一楼毁绝一楼修”。自吴黄武二年(公元220xx年)黄鹄矶
头筑军事了望台以降，千余年间，黄鹤楼多数时段作为登临
游憩、宴客送远的胜地,其楼木制，故屡造屡毁，最后一座木
结构古楼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被焚，直至一个世纪后
的1985年，方重建形制空前宏丽的新楼，此为今人交相赞叹的
“黄鹤百年归”。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位于湖北十堰市南，武当山最早的寺观
为唐代所建，明永乐年间，明成祖在京建完故宫后，由工部
侍郎郭瑾率原班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武当山，共建造7宫，2
观，36庵和72崖庙等建筑群。

武当山以宏伟的建筑规模著称于世。现有古建筑群均采取皇
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规模的大小，间距的疏密都
恰到好处，达到时隐时现、若明若暗、欲扬先抑、前呼后应、
玄妙超然的艺术效果。国务院于1982年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
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
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
览。北宋大书画家米芾将之誉为“天下第一山”。

玄岳门：武当山的玄岳门是三间四柱五楼式仿木石结构建筑，
高十二米，宽十二点四米。它代表着道教所信仰的“五城十
二楼”，即这个地方是等侯和相遇神仙的场所。而道家又以



人的喉管为“十二重楼”穴道，故又寓意此地是阴阳交界处，
为武当山第一道神门，被称为仙界第一关。在武当山有“进
了玄岳门，性命交给神”的说法，意思是说，凡人进了这神
门仙界后，是生是死，是福是祸，就由不得自己了。

复真观：又名“太子坡”，相传是净乐国王太子—也就是后
来的玄武大帝—十五岁入武当山-时最初居住的地方，又因其
意志不坚在返回家的途中，被紫气元君用“铁杵磨针”点化，
复又上山-，因而得名复真观的。

坐落在武当山主峰一天峰柱上的金殿，是我国最大的铜铸鎏
金大殿，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20xx年)。殿高5.5米，宽5.8
米，进深4.2米。殿内栋梁和藻井都有精细的花纹图案。藻井
上悬挂一颗鎏金明珠，人称“避风仙珠”。传说这颗宝珠能
镇住山风，不能吹进殿门，以保证殿内神灯长明不灭。其实
山风吹不进是因为殿壁及殿门的各个铸件，非常严密、精确。

金殿内有“真武”铜像，重达10吨。殿外是白玉石栏杆台，
台下是长约1500米的紫金城。城墙由巨大的长方形条石依山
势垒砌而成。这座金殿建在武当山群峰中最雄奇险峻的天柱
峰上，具有“天上瑶台金阙“的效果。紫霄宫建于明永乐十
一年(1420xx年)，是武当山的主要宫殿，也是保存最完整的
建筑之一。共有殿宇、楼阁、廊庑860间，规模宏伟，气派非
凡。

神农顶景区位于神农架西南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a级景
区，是湖北省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该旅游区以自然保护区
保存完好的生态环境为核心，以三峡双神线为依托，以森林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特色，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主
题的自然生态旅游区。神农顶风景区为国家级自然核心保护
区，区内华中第一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区内以原始洪荒
特点着称，高山草甸绵延千里，箭竹林遮天蔽日，高山石林
突兀阴森，冷杉刺破苍天，杜鹃争艳夺目，更有众多珍禽猛
兽出没其间，自然造化之地形迷宫，光怪陆离，给这一方天



空披上浓厚的神秘之纱。面积105.7万亩，内有海拔3000米以
上的六座山峰共同构成了华中屋脊，成为长江和汉水在湖北
境内的分水岭，起着保护环境、净化空气、水土保持等重要
作用。神农顶终年雾霭茫茫，岩石裸露，长有苔藓和蕨类植
物，山腰上则分布着箭竹林带、冷杉林带和高山杜鹃林带。
植物垂直分布特征明显。 它的主要景点：华中第一峰―神农
顶、金丝猴活动区―金猴岭原始森林、“野人”梦苑、神农
第一景―风景垭石林、野人寻踪地―板壁岩石林、猴子石、
太子垭、保护区瞭望塔等。主要景观有高山草甸、高山杜鹃
林、原始冷杉林、珍贵草药等。这里又是地质博物馆，不仅
有喀斯特地貌和古冰川侵蚀遗迹，还能在崇山峻岭中找到地
球历次造山运动的痕迹：有元古纪、震旦纪的标准地质剖面，
有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各地质时期的动植物石化群。境
内的山峰、峡谷高低悬殊，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4米，为
华中第一峰：最低点的石柱河谷海拔仅398米，高差竟达2700
余米，是最具特点的地质地貌景观汇集地。

湖北导游词篇三

各位旅客朋友：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游览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故都纪南
城遗址。

要想深入了解这座古代都城，就必须首先对整个楚国历史及
它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有所了解。

按《史记-;楚世家》和《国语-;郑语》的说法，楚人是祝融
的后裔。祝融是火神兼雷神，“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时
为高辛氏的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祝融部落在夏朝时就
已发展成为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集团，号称祝融八姓。殷商
时期，祝融部落集团分布于上商之南境，因其生长牡荆，被
商人称之为“荆”。西周时期，荆人的首领鬻熊，审时度势，



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
后来，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
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熊绎建都于丹阳，即今襄樊市南漳县境内。熊绎的第四代孙
熊渠，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心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
着中原**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春秋战国时期，楚
地之主熊通，继续了熊渠的开疆拓土历程。熊通自称“楚武
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后文王
即位，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楚成王时，楚国在
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
了。

楚庄王励精图治，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治，楚国出
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时期。共王继位后，楚国开
始走向衰弱。康王，灵王，平王，昭王之时，进一步衰落。
公元前506年冬，吴，蔡，唐三国合兵攻楚，并陷落郢都，后
秦楚联军击败吴军，昭王回到破败不堪的郢都，感伤满怀，
与臣僚商议后，迁都长江北岸的今湖北荆州，都名仍为郢。

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变法，并取得了成效，
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初露称雄之势。威王后
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楚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但怀王未能把握好
合纵连横的`机遇，致使楚国在战国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楚国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12年春，秦大败楚于丹阳，并夺
取了楚汉中郢。公元前278年，秦军对楚国国都发起总攻势，
很快占领了郢。顷襄王东逃至今河南淮阳，建立新都陈郢，
后考烈王时，迁都寿郢，即今天安徽寿县。公元前246年，秦
王赢政即位，开始统一全国的进程。公元前223年，秦军攻陷
寿郢，绵延800年的楚国就此灭亡。

纵观整部楚国历史，楚子受封，昭王南征，楚子问鼎，吴起
变法，宣威盛世，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北历史，从某种



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楚国的兴衰史，其都城变迁丹阳，荆州
纪郢，淮阳陈郢，安徽寿郢，纪南城见证了楚国的兴衰。

纪南城，位于荆州城北5公里。荆州为我国历史上的名城重镇，
农商兴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三国时诸葛亮称它“据汉沔，
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因在纪山之南，故名纪南。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最大
最繁华的城市，楚国的国都，因楚国人将作过都城的地方
叫“郢”，因此，纪南城又被称为“纪郢”。

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至公元
前278年，秦国“白起拔郢”，楚顷襄王迁都陈郢，楚国共有
二十个王在此建都，长达411年之久。

纪南城西有沮河自北向南流入长江，城东有夏水，扬水与江
水交汇，城北有大道直通中原，水陆交通方便。在军事上，
它可锁巴蜀，控吴越，争衡中原。在经济上，江汉平原沃野
千里，物产丰富，是一个少有的富庶之地。

使楚国成为霸主的杰出人物是楚庄王。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
还颇有些传奇色彩呢!据《史迹》记载，他即位后的三年中，
日夜作乐，不出号令，而且不准大臣讽谏。有位叫伍举的大
臣，见庄王左抱郑姬，又抱越女，终日坐在钟声鼓乐之中，
再也看不下去了，便采用寓言的形式讽谏说：“有鸟在于阜，
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充满自信地说：“三年不
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遂罢乐听政。他任用
贤能，开疆拓土，争夺中原，先后统一了五十多个诸侯国，
被各诸侯国推为“盟主”。楚国的疆域在全盛时期，北至黄
河，东到海滨，西至云南，南到湖南南部，包括长江，汉水，
淮河流域最重要的地区。

在此基础上，楚国孕育了辉煌灿烂、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
孕育了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和他的《楚辞》。楚文化因楚国楚
人而得名，是兴于周而对中华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区域



文化，绵延800多年，与周朝相始终。随着楚国一步步走向繁
荣强盛，楚文化脱颖而出，进而与中原文化分庭抗礼，共同
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流。在以后的岁月中，南北两支华夏
文化相互融合、转变、更新，一起铸就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
明。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可以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
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四个阶段。楚人建都丹阳至周平王
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春秋时期是
楚文化的勃兴期;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秦汉之际是楚
文化的转变期。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
开放融合，革新鼎故和致死不屈。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
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主浪漫，与中原文化尚
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在
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
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
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

文档为doc格式

湖北导游词篇四

大家好!我是导游小杰。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武当山古建
筑群的九宫之首————净乐宫。路上呢，大家如果有问题
或者建议，可以尽量的提出来，我会在合理和可能的情况下，
尽力满足大家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在这次旅途中，做一
个文明的游客，不要在文物上文物上乱刻乱画，不要乱扔果
皮纸屑，保持净乐宫的干净。预祝大家玩的开心，下面，我
们就开始游览了。

武当山净乐宫素有“小故宫”之称，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永乐十一年敕建，为武
当山九宫之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保护价值。一九五六年
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八



年，因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净乐宫同均州古城一并淹
没于丹江口水库之中。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由湖北省文化局、省博物馆，长
江委联合成立了“均县文物搬迁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
领导和负责文物搬迁事宜，对库中文物进行调查，于一九五
七年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国务院拨专款33万元用于文物搬迁
工作。

由此，古均州城内净乐宫大小石牌坊，驮御碑等一大批石刻
文物由均州城搬迁至丹江口市新城区东部净乐胡北坡的净乐
宫复原地集中保护管理。

我们今天看到的净乐宫是个复建工程，占地面积达12万多平
方米，位于丹江口市的东郊，与原来的净乐宫地貌相似，它
修旧如旧，新址北靠孟家岭主峰，东西两侧为其余脉，南临
金岗水库(即静乐湖)，符合古人“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
北玄武”的风水理论。继承了明代建筑的特点，完整地体现
了原来净乐宫的建筑艺术和道教文化的内涵。

来到净乐宫，首先映入眼前的是净乐宫的第一个大门，为石
凿榫卯式棂星门，俗称大石牌坊，建于明永乐十一年至十六
年间，牌坊顶端饰六根华表冲天住，华表是皇家庙观的特殊
标志，皇室的象征，代表皇权至高无上，华表冲天住的顶端
饰朝天吼，形态逼真，这个瑞应之兽喻上达民情，下达天意。
中部屏风式的墙上饰孔雀和牡丹花卉;仔细看，牡丹花盛开的
有七朵，未开的有五朵，代表一年的七个大月五个小月，牡
丹是富贵的象征，孔雀代表吉祥，寓意一年的十二个月吉祥
如意和平富贵的意思。

往前走是净乐宫的正门，俗称山门。门开三孔，歇山式建筑。
山门西侧是琉璃八字墙，墙中饰有椭圆形琉璃双凤和牡丹。
中间“元天净乐宫”的匾额是永乐皇帝亲笔题词的。道教书
籍中记载：相传在皇帝时期净乐国的太子真武，15岁辞去父



母到武当山去修炼，修练了42年，得道成仙，玉皇大帝御赐
座镇南方武当金顶，永乐皇帝朱棣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安排的
武当山的建筑线，在净乐国的原址古均州城修建了这样的净
乐宫，以净乐国命名净乐宫，净乐宫远离了武当山的建筑线，
取清净安乐之意而命名的净乐宫的。

请大家沿着台阶往上走，我们马上便可看到东西离岸边的龟
驮碑。这两座龟驮碑各重一百零二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
不是龟，它的名字叫赑屃。传说，赑屃是龙的大儿子，他力
大无穷，时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里兴风作浪。

后来，大禹治水时，把它制服了。大禹怕它再来造反，就用
一块顶天立地的石碑压在赑屃的身上，并在上面刻着他治水
的功劳。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赑屃上面的.碑文，不是
记载大禹治水的碑文，而是明代修建净乐宫时皇帝的圣旨。

参观完了龟驮碑，我们就来到了龙虎殿，殿内左边供奉的是
青龙神，右边是白虎神。在道教文化中，他们都是守卫宫观
山门的神。

我们过了龙虎殿，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玄武殿，这里供奉
的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现存宫观中最大的铜铸真武大帝的端坐
神像，也代表着净乐宫的地位。

看完玄武殿，我们就来到了圣父母殿，尊老敬老自古以来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父母的
神像。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八角亭叫紫云亭。相传，紫云亭是真
武大帝母亲净乐国善胜皇后生他的地方，在武当山古建筑群
中是独一无二的。



湖北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你们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旅行社的全体员工对大
家前来厦门观光旅游表示热忱的欢迎!

厦门市地处中国东南部、台湾海峡两岸，背靠漳州、泉州平
原，面对金门诸岛，是一个风姿绰约的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全市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内陆九龙江北岸沿海部分地区组成，
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下辖开元、思明、湖里、鼓浪屿、集
美、杏林、同安7个区，人口为131万人。，全市国内生产总
值达501亿元，财政总收入达91.5亿元。厦门的地方方言是我
国八大方言之一的闽南话。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厦门城市的总体风格是“城在海上，海
在城中”。厦门拥有34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海岸线长234公
里，其中深水岸线28公里。面积为1.91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和
面积为133.54平方公里的厦门岛均为海水环绕。厦门岛通过
厦门大桥、海沧大桥、集美海堤与岛外大陆相连。厦门与台
湾仅一水之隔。厦门角屿距台湾金门岛为1.31海里，厦门港
距离台湾高雄港为165海里。

游客们：厦门历史悠久，但作为港口城市崛起才几百年时间。
厦门的历史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古同安今厦
门”。同安首次设县是在公元282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
史。同安第二次设县是在公元933年。从行政区划来看，从同
安第二次设县到19厦门岛及周边诸岛从同安县分出另设思明
县为止，厦门岛及周边诸岛都是同安县的组成部分。1935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思明县改为厦门市，厦门市成为福建省设
立的第一个市，比省会福州建市早了。新中国成立后，厦门
市行政区域逐步扩大、升级，同安县被并入厦门市。目前，
厦门市是经济特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

第二句话是“扼台湾之要，为东南之门户”。这句话点出了
厦门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军事、交通一上的战略地位。作为



福建沿海的重要军事据点，明朝政府于1394年在厦门岛修筑
了厦门城，并驻兵防守。16世纪下半叶起，厦门不仅成为福
建华侨最重要的进出港口，还逐渐代替了泉州的刺桐港和漳
州的月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17世纪中叶，民
族英雄郑成功以厦门作为?抗清驱荷复明”的基地，并积极发
展海上对外贸易，并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不久，清朝政府
又以厦门为基地，出兵统一台湾。随后，清朝政府在厦门设
置台厦兵备道，管理厦门和台湾两地事务，并再厦门设立海
关。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
岸之一。对外经济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