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醉翁亭记导游词 醉翁亭记的导游词
(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醉翁亭记导游词篇一

山环滁州以竞秀态，琅琊深秀渐闻水声，一片碧波环绕的醉
翁亭已化作乐趣的统一，已留下雨打风吹的痕迹，深深地刻
下了当年醉翁的足迹。

与民同乐，乐在山水，领会在心。山水相映之美，将绿水与
青山环绕。树的绿是没有边沿的，恍如在向四周分散，连空
气中都弥漫着绿的气味。水的秀不在因而怎样清澈，而是倒
映着天空与山的影子，这绿色与蓝色调和，勾画出另外一片
天地。酿泉水在山间倾注，弥漫着酒香的诗情在酿泉水中流
淌，与水一道迎面倾注而来。人醉在景中，恍如是人正在水
汽中弥漫。

与民同乐，乐在宴酣，畅爽在酒。在溪水中捕鱼，用泉水酿
酒，这是生活中最真、最醇、最清新的'滋味。野味山珍，杂
乱摆开，美酒前陈，游戏欢乐，没有拘束，撇开身份，这就
是太守的酒宴。没着名贵的酒菜，没有拘束人的礼节，有的
仅仅是一派欢乐平和的景象，一片热烈轻松的气氛。因而，
连滁州的人民都这样轻松地生活，快乐地游玩，酒气弥漫了
整座城市。

与民同乐，乐在其乐，以人为乐。朝暮变换之美，树林禽鸟
和鸣，在这一派自然之景中，太守与游人共同欢乐。人民因
视与太守同游为荣幸而快乐，而太守却以人乐而乐，将醉与



乐统一，从中便得到了精神的升华，因而便练就了醉翁与民
同乐的旷达。

四季更迭，朝暮变换，伴随着日升日落，云归云散；花开花
落，水落石出，无穷尽的变化，变化着的角度，一同演绎着
无穷的乐趣，将山水之娟秀发挥到极致。

三乐归一，便是与民同乐。

乐到极致，终归还与山水。

醉翁亭记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

大家好。这就是著名的滁州。欧阳修就是在这里写下醉翁亭
的'。你可以看到这四面都是美景，景色宜人，鸟语花香，和
小石塘比起来。每个人一到那里就可以坐在亭子里。有“其
他的山在天空下都显得矮小。”的感觉？滁河四面环山，名
不虚传。环顾四周，是不是感觉自己站在大兴？这是一个美
丽、迷人、古老的醉翁亭。

醉翁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为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所作。
宋人庆清期间，政府腐败，权贵当道。迁居朝鲜时为官员的
欧阳修主张改革时政，不避诽谤，敢于揭露官员隐私，从而
得罪了左丞相夏松等人。夏松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继续听
贪言，将欧阳修贬滁州。庆元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
滁州，与琅琊寺方丈高僧智贤相遇，不久成为知己。为了方
便欧阳修的参观，智贤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小亭子，欧阳修以
此为记。这就是著名的醉翁亭。

从此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去亭子里玩喝酒，“太守在此客喝酒，
少喝多醉，年最高，帮名叫醉翁。”醉翁亭”故名。欧阳修
不仅在这里喝酒，还经常在这里做生意。有句诗说:“为政欢



喜快乐，诸事必在亭”。如今，这个地方更加壮观和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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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记导游词篇三

游客们，大家好。这里就是著名的滁州了。当年欧阳修老先
生就是在这里写下醉翁亭记的。大家看这四面是山光水色，
风景宜人，鸟语花香，和小石潭可是有的一比啊。大家可一
到亭上去坐坐，是不是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环滁皆山，
果真名不虚传。放眼望去，是不是有在大兴按岭的感觉呢?着
就是美丽的，迷人的，古老的醉翁亭了。

醉翁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
世之作--《醉翁亭记》，记的就是此亭。宋仁守庆历年间，
朝`腐`，权贵当道。原在朝迁中做官的欧阳修主张革新时政，
且不避谤，敢于揭露官吏阴私，因而得罪了左丞相夏竦等人。
夏竦便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守听信馋言，将欧阳修贬谪滁
州。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了琅琊
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为了便于欧阳修游玩，
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亲为作记，这就是有
名的《醉翁亭记》。从此，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



“太守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帮自号曰醉
翁也。”醉翁亭“因此得名。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
此办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醉翁亭落成后，吸引了不少游人。当时的太常博士沈遵便慕
名而来，观赏之余，创作了琴曲《醉翁吟》,欧阳修亲为配词。
现在冯公祠前面的一副对联”泉声如听太守操，海日已照琅
琊山“，便是说的这件事。事隔数年之年，欧阳修和沈遵重
逢，”夜阑酒半“，沈遵操琴弹《醉翁吟》，”宫声在
迭“，”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

琴声勾起了欧公对当年在亭是游饮往事的追忆，即作诗以赠。
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北宋末年，知州唐属在其旁建
同醉。到了明代，开始兴盛起来。相传当时房屋已建到”数
百柱“，可惜后来多次遭到破坏。清代咸丰年间，不止个庭
园成为一片瓦砾。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
薛时雨主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醉翁亭一带的建
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总
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却有九处互不雷同的建筑、景致。
醉翁亭、宋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
览余台，风格各异，人称”醉翁九景“。醉翁亭前有让泉，
泉旁是小溪，终年水声潺潺，清澈风底。亭中有宋代文学家、
书法家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称为”欧文苏字“。
亭后最高处有一高台，曰”玄帝宫“，登台环视，但见亭前
群山涌翠，横叶眼底;亭后林涛起伏，飞传耳际，犹如置身画
中。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
虽然多次遭动，但终不为人所忘，曾有人撰写了一副对
联：”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丹“解
放后，人`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
整修。如今，此处千载胜境，更加壮观诱人。

醉翁亭记导游词篇四

醉翁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



世之作--《醉翁亭记》，记的就是此亭，导游会用丰富的导
游知识介绍给游客了解。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醉翁亭记
的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亲爱的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本次的导游小宋。今天我作为大家进行讲解，
我感到十分荣幸。正值五一黄金周，借着假期出来游玩，放
松身心，饱览美景，愉悦身心，能够一睹千古明楼醉翁亭，
览湖光山色，大伙儿肯定会不虚此行。

环绕滁州四周全是高山，西南方的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优
美。远远望去，树木郁郁葱葱，景色幽深秀丽的事琅琊山。
沿着山我们现在大概上了六七里，前面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看前面两峰之间飞泻而下的水流就是酿泉。前面山路崎岖，
因此要多走几个之字形的回路，虽然多走几步也是值得的。
大家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一个四角翘起，像鸟张开
翅膀一样的亭子，就是著名的醉翁亭。大家想知道谁设计了
这个亭子，又是谁命名的?是山上的庙里的一个和尚设计并建
造了这个亭子。

这个醉翁就有点意思。醉翁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欧阳修先
生。他当时任太守期间，与客人一起来这里设宴，酒不醉人
人自醉，太守年纪最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醉翁”，这
个亭子也就叫“醉翁亭”了。大家看，这个醉翁亭子，全是
用木头精雕而成。看，太守这把椅子用了好多年了，但还完
好如新。整个亭子看上去古香古色，你一定要坐在当年太守
常坐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轻轻触摸这木椅，一定能体味到
当年太守赏尽美景、开怀而饮那种惬意吧!

游客们，大家好。这里就是著名的滁州了。当年欧阳修老先
生就是在这里写下醉翁亭记的。大家看这四面是山光水色，
风景宜人，鸟语花香，和小石潭可是有的一比啊。大家可一
到亭上去坐坐，是不是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环滁皆山，



果真名不虚传。放眼望去，是不是有在大兴按岭的感觉呢?着
就是美丽的，迷人的，古老的醉翁亭了。

醉翁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
世之作--《醉翁亭记》，记的就是此亭。 宋仁守庆历年间，
朝政腐败，权贵当道。原在朝迁中做官的欧阳修主张革新时
政，且不避谤，敢于揭露官吏阴私，因而得罪了左丞相夏竦
等人。夏竦便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守听信馋言，将欧阳修
贬谪滁州。 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
了琅琊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为了 便于欧阳
修游玩，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 阳修亲为作记，
这就是有名的《醉翁亭记》。

从此， 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于客来饮于
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帮自号曰醉翁也。"醉 翁亭"因
此得名。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 公。有诗赞
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如今，此处千载
胜境，更加壮观诱人。

加快了脚步，寻水声。可谁知，水却在“百里之外”，走得
越快，心中那激动的情绪也就越加猛烈。终于在一片森林的
尽头，从岩石间找到了它——酿泉。

置身于水边，不仅有吞吐长江的气势，也有“叮叮咚咚”如
同少女抚琴一般温柔与调皮。寻声向上望去，在岩石顶上，
一个亭子翼然立在上面。仿佛一只仙鹤，在闭幕展翅一动不
动在欣赏着脱俗的天籁之声;又如同一只白鹭，停下翅膀在这
里小憩与景色浑然一体。趁着绿色的背景，醉翁亭红色的柱
子与顶，仿佛花一般点缀在其中。绿中有红，绿中带白……
既有色彩上的层次感而又不显得单调。而在晨雾的衬托下醉
翁亭更显得清新、脱俗。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醉翁亭记导游词篇五

今天我们在安徽滁州玩，见到了著名的四大名亭之首醉翁亭。
醉翁亭是琅琊山半山腰的一座亭，他因为有欧阳修写文章，
苏东坡题字而有名。醉翁亭建于北宋。已经有九百多年历史
了。它是当时琅琊寺住持智仙和尚专门为欧阳修而建的。当
时欧阳修被贬滁州在滁州当太守，经常在此饮酒赋文。欧阳
修自称醉翁，并给亭取名为醉翁亭。而且还写了一篇很著名
的散文叫《醉翁亭记》醉翁亭，因此举世闻名。

天气虽然是阴雨，但是我们还是玩得很开心。我们停好车后
就沿着山上的古道进入了醉翁亭。我们一路上看到了非常茂
盛的树木，很美丽。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几条小溪呢。一路上
树荫森森，小溪里的水丁丁冬冬，我看到满眼绿色，感觉非
常美妙。我们打听别人说到醉翁亭要走十五分钟，我们就迈
开大步沿着青石山路往上走，不久我们就到了醉翁亭。

我们到了半山腰。首先看到了一座石桥，经过石桥有一个长
方形的门，门上写着“醉翁亭”三个字。进去之后还有一个
砖砌成的圆门，上面写着，有亭翼然。拐进去之后我们就见
到了举世闻名的醉翁亭。它真像欧阳修写的那样“有亭翼
然”---醉翁亭的屋檐翘起来，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鸟。他是我
木头结构的，下面有雕着花纹的木头栏杆。身上一圈都是绿
色的围栏，还可以坐。中间的四个柱子上都刻着对联。外面
还有八根柱子，上面都有五颜六色精美的木雕。亭子旁边还
有两块石头，石头上面分别刻着醉翁亭和二贤堂。

醉翁亭后面就有一个二闲堂，里面有王宇博欧阳修的雕像。
雕的非常逼真，栩栩如生。

我们从二闲堂出来之后，又往旁边的一个门走，出现了一块
草坪。上面放着四个石桌，十六个石凳子。让我感觉非常雅
致，古意盎然。我们从旁边的台阶上了上去，上面还有一层
平台。也放着好多石桌子凳子。这可能以前是欧阳修喝酒和



朋友们聚会喝酒的地方。没准太守宴就在这里吃的哟。

我们下去之后来到了另一个院子。进入眼眶的是一树参天古
梅，是欧阳修自己栽的。有一千年的历史，是千年古树，也
叫欧梅!我们在旁边还看到了苏轼题的醉翁亭记石刻，书法写
得苍劲有力，非常美妙，非常工整。

之后我们经过了养金鱼的水池，水池中间还有一座亭呢。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出来之后，我们上到了琅琊古道到了琅琊寺玩。那里面有一
座无梁殿是在东晋时候建造的，它都是用砖结构的很精美!之
后我们就下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