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州市锦溪古镇 苏州锦溪古镇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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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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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锦溪古镇篇一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锦溪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锦溪位于苏州市昆山市，东邻上海，西接苏州，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是江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有“中国民间博物馆
之乡”的美誉。

锦溪(旧称陈墓)，位于昆山市西南23公里处，东与上海市青
浦区接壤，西与苏州市吴中区为邻。全镇占地面积90.69平方
公里，镇区面积1.6平方公里。锦溪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北有
沪宁铁路，312国道，沪宁高速，南有318国道，沪青平高速，
昆山南北交通主干道在此过境。风景名胜锦溪桥梁星罗棋布，
桥之密度国内罕见，当地名谣素有“三十六座桥，七十二只
窑”之说，其中较著名的有十眼长桥。十眼长桥建于明代，
与古莲池、文星阁、长堤回廊和桃园构成完整的古莲景区。

桥有九柱十孔，全长52米，造型古朴别致，为远近水乡所罕
见，人称“小宝带桥”，是观湖赏月极佳之处。古董馆古董
馆系苏州薛仁生先生古玩收藏品陈列馆。在36座桥中，锦溪
最有名的有8座。它们是天水桥、太平桥、十眼桥、锦溪中和
双桥、众安桥、溥济桥、普庆桥、里和桥。天水桥俗称北观



音桥。在锦溪的砖瓦博物馆中，除了各种各样的古砖，古瓦
的陈列品也很有特色。最佳旅游时间苏州位于北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区，温暖潮湿多雨，季风明显，四季分明，冬夏季
长，春秋季短。

无霜期年平均长达233天。历史文化锦溪得名于一条古老的河
流，小溪穿过古镇，晨霞夕辉尽洒江面，满溪跃金，灿若锦
带，所以得名锦溪。志载，南宋金兵入侵，宋室南迁，孝宗
帝及宠妃陈氏途径于此，因陈妃深爱锦溪美景，恋不忍离。
后陈妃病殁，水葬于锦溪五保湖中，孝宗帝亦将锦溪改名为
陈墓，长达840年之久，1992年10月8日，经江苏省人民政府
批准，恢复锦溪原名。

锦溪，旧称陈墓，位于昆山市西南隅，距古镇周庄8公里锦溪。
东临淀山湖，西依澄湖，南靠五保湖，北有矾清湖、白莲湖，
“东迎薛淀金波远，西接陈湖玉浪平”。故锦溪历来有“金
波玉浪”之称。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生存繁衍，
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史载，南宋建都临安时，宋孝宗的
宠妃陈妃病殁水葬于此，锦溪便改名陈墓，长达830年。1993
年，恢复锦溪古名。古镇原有一溪，夹岸桃李纷披。晨霞夕
辉，尽洒江面，满溪跃金，灿烂若锦带，所以得名锦溪。如
今，拥有众多名胜古迹的锦溪，仍然以如诗如画的水乡风貌，
吸引着无数游客。若隐若现的陈妃水冢，风铃悦耳的文昌古
阁，蛟龙卧波的十眼长桥，以及“三十六座桥，七十二只
窑”的传说，全国首创的古砖瓦博物馆，都令中外游客流连
忘返。

“镇为泽国，四面环水”，“咫尺往来，皆须舟楫”是锦溪
的写照，水巷、河埠、拱桥、骑楼、廊坊、街市，二千余年
的历史文化蕴积所调集凸现的水乡神韵，宛若一幅动人心魄
的绝妙画卷。沈从文喻她“睡梦中的少女”，冯英子则称她"
淡抹浓妆总相宜"，已故大师刘海粟则赞誉她是"江南之最"。

锦溪，曾是南宋皇妃香消玉殒地。史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



(公元1162年)孝宗赵昚宠妃因病殁水葬锦溪五保湖中，为怀
念陈妃，孝宗赵昚在五保湖畔钦旨建庙，为陈妃诵经护坟，
锦溪亦因此被宋朝皇帝御旨改名“陈墓”长达800余年。

锦溪，亦自古为文人骚客荟萃之地。南宋名人卫径、诗人梦
窗、特别是明人沈周、高启、文征明、祝允明、唐伯虎等辈
都为之留下了诵景思物的千古诗文。锦溪，因溪得名，湖荡
密布，古桥联袂。有着“36座桥，72只窑”美丽传说的古镇，
桥梁密度，举世罕见，不足1平方公里的老镇区就有古桥36座，
而且大多数古桥保存完好，桥柱、楹联、碑刻保存俱全，形
成了锦溪独特的“桥文化”。

这些年，锦溪古镇又坚持走“旅游兴镇”之路，定位于“文
化旅游”，在挖掘古镇自然景观与传承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旅
游建设中，努力打造“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旅游品牌。如
今，古镇众多的民间收藏的博物馆已经在周边水乡古镇中真
正脱颖而出。“中国古砖瓦博物馆”因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极高的功史文物价值而堪称“国内之最”，“紫砂馆”精集
了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的提梁壶，清代蜚声海内外的“曼生
十八壶”以及当代世界工艺大师顾景舟的紫砂器。还有古镇的
“古董馆”、“张省美术馆”、“锦溪杰出人物馆”、“柿
园”、“金石人家”、“马若特泥禅坊”、“中国锦溪宣卷
艺术馆”等都深受了各地旅游界人士的喜爱和高度赞誉。

家居中原，相对江南人来说，我就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北
方人对江南的想象，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坐在
旅游大巴上，看到沿途一晃而过的南国景色：满眼的河湖交
错、水网纵横、鱼塘遍布，给人一个总体印象就是水，水!
水!!

遥想今日目的地——锦溪。她此刻就象一个披着面纱的女郎
俏立于烟雨蒙蒙的白石桥边在对着我们这群从未谋面的北人
遥遥招手。进入古镇，远远就见一条长长的仿古长廊横亘于
湖面上，大红的灯笼一路悬于廊檐，给水乡涂抹了一缕鲜活



的色彩。特有的江南园林风味一下子抓着了游客的心，人们
纷纷拍照留影。我们沿着弯曲的石桥一路向她走进。她很安
静，依然沉浸在一千多年的静谧中，没有一丝那种过度开发
的风尘味。掀开她的历史面纱。

据志载，这里“一溪穿镇而过，夹岸桃李纷披，晨霞夕晖尽
撒江面，灿若锦带，故名锦溪……”相传南宋孝宗宠妃陈妃
为避战乱，来到这个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这里，她就再也
舍不得离开了，死后她就永远地留在了此地，在五保湖中的
小岛有她安息的地方——陈墓。锦溪长期以来也被当地百姓
称为陈墓，一直到九十年代古镇开发后，才正名为锦溪。我
们弯腰入坐于水乡特有的乌蓬船，伴随着船娘手中摇撸的吱
嘎声，我们居然也象游鱼般穿行在有着四千余母水面的五保
湖上了。只不过走的是旅游线路，先围着湖中岛——陈墓转
了一圈，然后向着水巷深处驶去。

古镇的老街很窄。我站在古道上，与南来北往的游客摩肩而
过。为着梦中的水乡，今天，大家汇集在了这里，共同领略
这旖旎的水乡风光。“守侯千年，只为今生与你檫肩而过”
这种机缘是多么难得啊，而着一切皆因水乡才有的，她是如
此的宝贵，要好好珍惜啊。两旁的老铺一家挨着一家，中间
间或也有民居。导游说这里住着原住民，看来不假。小小的
铺面展示着民间的收藏：奇石、根雕、古董、钱币、古砖瓦。

更多的则是糕点铺、茶馆，摆着土特产：五香毛豆、袜底饼、
酱汁肉、各式南点。

刺激着游人的购买欲、食欲。我吃着酥酥的热热的袜底饼前
行，眼光在两旁的铺面上忙乱的游移。在街角，看到一衣着
简朴的老人在卖刚从湖中打捞出的水红菱，禁不住停下来问
价，一问才1.5元/斤，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景区里
的物价大家也都知道，这里并未象别的热点景区那样商业化。
我装了一袋让老人给我称2斤，他提着称一再的添加，常与菜
场小贩打交道的同伴一眼看出，老人是不会缺称的。有几个



游客乘机尝而不买，老人也默不做声。我对锦溪的印象因淳
朴的老人而一下子改观，再也不抱怨导游未把我们领到声明
远播的水乡周庄了。可惜我们是跟团游，不象自助游那么自
在，未能在那临水民居小客栈慢慢领会“人家尽枕河”的江
南风韵。中午我们品尝到了在老街买的据说是沈万三家传的
酱汁肉，那红烧的肘子、猪蹄与北方的最大区别是甜，甜香
中除尽了肉类的别味。而此时，我不禁又怀念起那甜香不腻
的酱汁肉来。想起了回味悠长的酱汁肉，想起了卖菱老人，
想起了碧波荡漾、莲叶田田的湖水，还有那种细腻的水乡特
有的静瑟。

苏州市锦溪古镇篇二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锦溪古镇，东与上海近邻，西与苏州
接壤，距上海虹桥机场60公里，距古镇周庄8公里。

古镇锦溪，因镇内一条彩若锦带的小溪而得名，泽浸环市，
街巷依水，古桥联袂，素有"36座桥，72只窑"之美誉。

锦溪自古为文人骚客荟萃之地，西汉名将马援在此练兵;三国
辅吴将军张昭墓葬于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此隐息;唐朝文
学家陆龟蒙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此居住;宋代诗人吴文英，状
元卫径，元人马致远，以及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祝允明、
文征明、沈周等辈相继在此步酬吟唱，为之留下了大量的诗
歌文章。

锦溪又为南宋皇妃的香肖玉殒之地。史载，南宋绍兴末年，
孝宗赵昚宠妃陈妃病殁，水葬锦溪五保湖上，锦溪因此亦被
赵昚皇帝御旨改名长达800余年。

锦溪，2500余年的成名史，诸多的人文胜迹，无数独具明清
特色的古建筑群，以及以"中国古砖瓦博物馆"为代表的13家
各具特色的民间收藏品博物馆，无不为长三角旅行社团和国
内外旅游专家学者推崇备至，而成为了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



游客喜欢的探幽、怀古、寻宝和休闲和旅游观光地。

苏州市锦溪古镇篇三

家居中原，相对江南人来说，我就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北
方人对江南的想象，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坐在
旅游大巴上，看到沿途一晃而过的南国景色：满眼的河湖交
错、水网纵横、鱼塘遍布，给人一个总体印象就是水，水!
水!!

遥想今日目的地——锦溪。她此刻就象一个披着面纱的女郎
俏立于烟雨蒙蒙的白石桥边在对着我们这群从未谋面的北人
遥遥招手。进入古镇，远远就见一条长长的仿古长廊横亘于
湖面上，大红的灯笼一路悬于廊檐，给水乡涂抹了一缕鲜活
的色彩。特有的江南园林风味一下子抓着了游客的心，人们
纷纷拍照留影。我们沿着弯曲的石桥一路向她走进。她很安
静，依然沉浸在一千多年的静谧中，没有一丝那种过度开发
的风尘味。掀开她的历史面纱。

据志载，这里“一溪穿镇而过，夹岸桃李纷披，晨霞夕晖尽
撒江面，灿若锦带，故名锦溪。。。。。。”相传南宋孝宗
宠妃陈妃为避战乱，来到这个美丽的江南水乡。来到这里，
她就再也舍不得离开了，死后她就永远地留在了此地，在五
保湖中的小岛有她安息的地方——陈墓。锦溪长期以来也被
当地百姓称为陈墓，一直到九十年代古镇开发后，才正名为
锦溪。我们弯腰入坐于水乡特有的乌蓬船，伴随着船娘手中
摇撸的吱嘎声，我们居然也象游鱼般穿行在有着四千余母水
面的五保湖上了。只不过走的是旅游线路，先围着湖中
岛——陈墓转了一圈，然后向着水巷深处驶去。

一个充满感伤与忧郁的地方。

古镇的老街很窄。我站在古道上，与南来北往的游客摩肩而
过。为着梦中的水乡，今天，大家汇集在了这里，共同领略



这旖旎的水乡风光。“守侯千年，只为今生与你檫肩而过”
这种机缘是多么难得啊，而着一切皆因水乡才有的，她是如
此的宝贵，要好好珍惜啊。两旁的老铺一家挨着一家，中间
间或也有民居。导游说这里住着原住民，看来不假。小小的
铺面展示着民间的收藏：奇石、根雕、古董、钱币、古砖瓦。

更多的则是糕点铺、茶馆，摆着土特产：五香毛豆、袜底饼、
酱汁肉、各式南点。

刺激着游人的购买欲、食欲。我吃着酥酥的热热的袜底饼前
行，眼光在两旁的铺面上忙乱的游移。在街角，看到一衣着
简朴的老人在卖刚从湖中打捞出的水红菱，禁不住停下来问
价，一问才1。5元/斤，我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景区里
的物价大家也都知道，这里并未象别的热点景区那样商业化。
我装了一袋让老人给我称2斤，他提着称一再的添加，常与菜
场小贩打交道的同伴一眼看出，老人是不会缺称的。有几个
游客乘机尝而不买，老人也默不做声。我对锦溪的印象因淳
朴的老人而一下子改观，再也不抱怨导游未把我们领到声明
远播的水乡周庄了。可惜我们是跟团游，不象自助游那么自
在，未能在那临水民居小客栈慢慢领会“人家尽枕河”的江
南风韵。中午我们品尝到了在老街买的据说是沈万三家传的
酱汁肉，那红烧的肘子、猪蹄与北方的最大区别是甜，甜香
中除尽了肉类的别味。而此时，我不禁又怀念起那甜香不腻
的酱汁肉来。想起了回味悠长的酱汁肉，想起了卖菱老人，
想起了碧波荡漾、莲叶田田的湖水，还有那种细腻的水乡特
有的静瑟。

苏州市锦溪古镇篇四

陈妃水冢在锦溪镇南五保湖中。宋隆兴元年(1163年)，金兵
入侵，孝宗携眷南迁临安，途中陈妃病殁，立水冢而
葬。1992年重修。1997年公布为昆山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姑苏志》云陈妃为宋光宗之妃，《昆县志》云陈妃为
宋孝宗之妃，而乾隆《陈墓镇志》则认为：“合观两志，陈



墓有道院，宋南渡时驻跸焉，御书亲题三字曰‘通神庵’。
则孝宗实临幸斯地，为孝宗之妃无疑。”

陈妃水葬后，宋孝宗下旨在五保湖畔构建了莲池禅院，并命
僧守之。锦溪因此更名为“陈墓”，有明代文徴明诗为证：

谁见金凫水底坟，空怀香玉闭佳人。

君王情爱随流水，赢得寒溪尚姓陈。

“陈墓”之名沿用了将近800年。

古董馆

古董馆系苏州薛仁生先生古玩收藏品陈列馆。薛仁生，号苦
胆老人，绿缘堂堂主。原籍无锡，世居苏州。青年时代薛先
生即投身于收藏事业，半个世纪来，积聚各类古玩藏器3000
余件。仅自春秋战国至今2500年间的历代水盂精品就达800件。

鸳鸯滩

天成奇峡自然环境特别好，是鸳鸯越冬的地方，每年秋季后，
溪流中能看到成群的鸳鸯，而平时只能看到一两对。

水上一线天

是锦溪漂流最精华的地段，两岸赤壁高耸，岩生白像，佳境
天成。概括起来为：谷幽、水秀、滩险、峡奇四大特点，可
感受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堪称华东第一奇峡。“处处
听说都第一，难得此地不过及，人行峭壁夹缝里，脑想奇妙
心在提”。

海归石

传是一只已经修炼成仙的千年海龟从龙宫里爬上来准备



到“圆石寨”朝拜“福、禄、寿”三仙，经过这儿，发现这
儿景色很美，便再也不想走了，三仙为了成全它，便将它点
化在这，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道千年奇观。

观音潭

原本帮观音娘娘看守甘露瓶的有一只可爱的小白鼠，有一次
来锦溪水畔玩耍时，被一条毒蛇咬到了，是我们本地的一位
农夫救了它，为此它一直感恩在心。有一年，这儿大旱，整
年无雨，眼看粮食颗粒无收，小白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为了挽救这儿的老百姓，它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把观音
娘娘的甘露水倒在了锦溪两岸。据说这就是当年甘露水倒下
来的地方。

赏桥观石

锦溪以“三十六座桥，七十二只窑”著称，位于苏沪交界处，
东南与上海市青浦区接壤。在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古桥36
座，密度远远超过了水城苏州的桥梁密度。这些建造于明清
时期的桥梁，历经岁月风霜，依然保存完整。桥上的碑记、
柱联、花纹等镌刻精巧细致。一座又一座苍颜斑驳、风格各
异的古桥梁，形成了锦溪独特的桥文化，成为古桥镇不可多
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36座桥中，锦溪最有名的有8座。它们是天水桥、太平桥、
十眼桥、锦溪中和双桥、众安桥、溥济桥、普庆桥、里和桥。
天水桥俗称北观音桥。明代永乐5年由郭子敬捐资修建。历
经600多年的风霜雪雨，仍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抬眼望去，恬
静幽雅，古意盎然。天水桥连同其他古桥一同构筑着锦溪镇
的古朴与典雅。

在锦溪的砖瓦博物馆中，除了各种各样的古砖，古瓦的陈列
品也很有特色。在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瓦当，是中国建材
的一大组成部分。它安放在瓦楞下面，兼有护檐和装饰的功



能，是一种特殊的瓦片。安放时弧型朝上的，称为滴水;安放
时弧形朝下的，称为檐头。这块灰色的长方形(形似城砖)砖
用136道工序、在窑中烧了120天、然后又在桐油中浸泡了100
天，取出后还要进行风干。轻轻叩之，声音清脆。抚摸上去，
坚实而滑润。江南的锦溪与周庄同属昆山市，它的水巷街市、
它的躬身石桥、它的水边人家都是周庄所具有的，所以人
称“第二个周庄”。

苏州市锦溪古镇篇五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苏州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我们
都知道苏州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风景旅游城
市，也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
东邻中国最大的工业、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南接浙江，西
抱太湖，北依长江。今天我们将要去的是素有“中国民间博
物馆之乡”的美誉的锦溪古镇。

锦溪古镇境内湖荡密布，河巷纵横。南有五保湖，淀山湖，
西北有陈湖。古镇的内河道长达6公里，形成了锦溪河湖相通、
泽浸环镇、街巷依水，桥巷相连的典型江南水乡风貌。锦溪
古镇现存的民居大部分是明清和民国时期建造的，大多数居
民因水而筑，临水而建，房屋多为一、二层的砖木结构，青
瓦白墙，临水开门窗或建筑水埠码头。两条沿河的街道形成
了古镇的主要商业街。

古镇锦溪，因镇内一条彩若锦带的小溪而得名，泽浸环市，
街巷依水，古桥联袂，素有“36座桥，72只窑”之美誉。

锦溪自古为文人骚客荟萃之地，西汉名将马援在此练兵;三国
辅吴将军张昭墓葬于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在此隐息;唐朝文
学家陆龟蒙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此居住;宋代诗人吴文英，状
元卫径，元人马致远，以及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祝允



明、文征明、沈周等辈相继在此步酬吟唱，为之留下了大量
的诗歌文章。

锦溪又为南宋皇妃的香肖玉殒之地。史载，南宋绍兴末年，
孝宗赵昚宠妃陈妃病殁，水葬锦溪五保湖上，锦溪因此亦被
赵昚皇帝御旨改名长达800余年。锦溪，2500余年的成名史，
诸多的人文胜迹，无数独具明清特色的古建筑群，以及
以“中国古砖瓦博物馆”为代表的13家各具特色的民间收藏
品博物馆，无不为长三角旅行社团和国内外旅游专家学者推
崇备至，而成为了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游客喜欢的探幽、怀
古、寻宝和休闲和旅游观光地。

据史志记载，南宋孝宗帝赵昚抗击金兵携宠妃陈妃途经此，
后陈妃为保护赵昚不幸中箭病死于此，水葬于锦溪五保湖，
孝宗因此将锦溪改名陈墓长达800多年，据说几百年来，这水
墓无论怎样的汛期大洪、水漫全镇，墓从来没被淹没过，堪
称一奇。

锦溪的房屋多为一两层的砖木结构，青瓦屋顶，为了适应温
和而湿润的气候，民居一般为天井、后院、穿堂、陪弄，成
院落式、堂式的布局结构，房屋大小、高低不同，具有江南
典型的小桥流水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