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山西景点的导游词 山西旅游景点导
游词(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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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一

各位朋友(领导)：

旅途辛苦了!

我是某号导游员，首先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来崆山白云洞游
览观光。

崆山白云洞发育在白云山南端的崆山上，所以叫崆山白云洞。

它是我国北方新发现的大型喀斯特溶洞。据专家考证，五亿
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环境，在海底沉积了石灰岩
地层，后来地壳运动，使海洋变成了山丘，由于地下水对石
灰岩的溶蚀作用，造就了这个北方罕见的溶洞。

大家请看，这通道的石壁上到处是离奇古怪的花纹，到处是
莫名其妙的浮雕。这并不是哪一位抽象派艺术家的杰作，而
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艺术珍品。

请看那边并排的小石柱构成的石栅栏，1988年7月当地四位农
民采石时偶然发现此洞，第一位进洞的人，就是从这里爬进
去的。

1您瞧，路边的“垂柳”，迎面的“塔松”，它们在欢迎您



到“各个洞厅”游览。好，请大家往上走。

第一洞厅

现在初步探明并对游人开放的有5个洞厅，总面积4000多平方
米，游线总长四华里，主要景观有150多处，非常罕见的绝景
有六处，洞内常年恒温170c。根据洞厅的景观造型特点，专家
们把五个洞厅起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
府”和“龙宫”。您一定对这些名称感兴趣吧?就让我们一起
做一次科学的探索，做一次美的享受吧!各位朋友，现在展现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第一个洞厅。因洞内比较宽敞明亮，又
有“小西湖”、“万家灯火”等美景，所以我们又叫它“人
间洞厅”。洞厅南北长70米，宽35米，高18米。是谁用无穷
的魔力掏空了这么大的一个洞厅呢?请抬头向上看，洞顶这条
南北向断裂破碎带十分明显，千百万年前，这里处在地下潜
水面以下，含有二氧化碳的地下水，沿着这个断裂破碎带溶
蚀，天长日久，就溶蚀成这么大的“空间”。地壳抬升，地
下水面下降，就露出了洞厅。

洞厅形成以后，洞顶含碳酸钙的滴水，发生钙华结晶沉淀，
形成众多奇妙的造型景观，装饰了洞厅。

请看，这叫石笋，如果超过三米就叫石塔。上面下垂的叫石
钟乳。上面的'石钟乳与下边的石笋对应着生长，联成一体，
就叫石柱。这是洞中最多最常见的溶洞景观。山上的水，从
洞顶裂隙中滴出，由于水中二氧化碳释放，产生钙华沉淀，
挂在洞顶的就成了乳头状的石钟乳，滴下来的含钙的水珠沉
淀，天长日久，就形成了石笋。你看那个石笋很象古代打仗
用的鞭，我们就引用楚汉战争的故事，取名叫“霸王鞭”。
这里石钟乳和石笋对接住了，2南崖宫依山而建，其门为阁楼
式，栩栩如生的彩龙盘旋于四根丹柱上，双层斗拱四挑，施
琉璃脊兽。请大家随我走入这一天然岩洞中，它宽24米，
深15米，高6米，正面塑吕祖像，两侧为罗汉众神像。沿着洞
旁的台阶，我们可以走上一座二层六角秀美玲珑的亭子，小



超一下。再往上走至新顶之巅，是风雨楼，俗称观景楼，青
石座台，共3层，上下有石阶相通，二、三层楼上前后各有大
红明柱八根，周围砌有石栏，整个建筑雕梁画栋，气势宏大。
风起云涌，松涛怒吼时，站在这里，你会真切地体会到“山
雨欲来风满楼”的境界。再看四周这石刻天成的黑虎卧岗以
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峰峰岭岭，你会觉得平日的忧郁烦
恼及尘世纷争全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透心的清爽和舒畅，仿
佛所有的意念刹那问全都融入了眼前这美不胜收的风景之中，
融入这大自然毫无雕饰的温馨之中了。

在碧霞峰以西的山场，建有滴谷寺，也称神农庙，始建于东
晋，明、清时期多次重修。寺周围原有5座寺院，后被毁，院
内散存宋、明、清柱基、经幢等。今天，这里已成为老顶山
林场办公之所。在办公楼西墙下，有一景点为古寒泉。石砌
券洞护住泉眼，额嵌楷书“古寒泉”三字，泉水从雕刻的石
龙嘴中流出，下有圆形石凿小井。相传，在建造寺院时，石
龙嘴里昼夜不停地往外滴谷，更为奇妙的是，龙嘴里流出的
谷子随寺院人员的增减而增减。在快要竣工时，每天在龙嘴
旁接谷的小和尚，嫌谷子的流速太慢，就拿起木棒在龙嘴里
捅了几下，谁知这一捅捅出了麻烦，龙嘴里钻出一对白鸽向
远方飞去，龙嘴里也不再滴谷，而流成泉水了。这泉水富含
矿物质，清凉甘醇，舒肺爽口，您不想尝尝吗?最后，我们到
百谷山的主峰玉皇顶参观炎帝铜像。相传，我们中华民族的
祖先之一炎帝神农氏曾在这里“尝百谷、制耒耜，教民耕
种”，首先在这里完成了人类由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
的重大变革。老顶山有关炎帝的传说及炎帝活动的遗迹很多，
以炎帝为中心的开发，使者顶山成为始祖之山，其文化源远
流长，吸引了海外侨胞前来寻根祭祖，可与山西洪洞大槐树
相媲美。为纪念炎帝，文物管理部门投资500多万元，塑造了
炎帝铜像，总重量100吨，由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设计，
1990年9月1日奠基，1995年10月安装完成。

请看铜像左侧这一巨型石碑，它长6米，高3米，携刻着关于
炎帝在此创立光辉业绩的碑文。放置铜像的平台用汉白玉栏



杆围绕，四周砌有护坡。铜像总高39米，其中，像高25米，
基座高14米，宽24米，长29米。基座又分两大部3分，第一部
分为三层，每层高2米，表面为白色花岗岩贴面，有台阶相
通;第二部分为展厅，外高8米，红色花岗岩贴面，正面镶着
长8米，高5米的铜板敷设的牛头浮雕。您知道为什么要刻牛
头吗?因为炎帝氏族是以牛作为他们的“图腾”，也就是他们
的氏族保护神的，这里也隐含着炎帝驯养家畜，开创农业的
不朽贡献。基座上的炎帝铜像为全身站立像，披发、赤臂，
上身着兽皮，下身以树叶相遮，微微抬起的双手捧着一捆谷
穗，其面部神态庄严肃穆，气度非凡，是以一个神化了的人
的形象设计，突出体现了对先祖的崇拜和敬仰。铜像面向着
长治市区的方向，仿佛我们的祖先炎帝仍在关切地注视着他
的子孙后代。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二

假日里爸爸妈妈带我去山西玩，我们是坐旅行大巴去的，一
路上我晕车难受极了，当时我真想回家不去玩了。

抖擞。只见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地涌来，到了壶
口这里汇到一起冲下悬崖，注入深潭形成极为壮观的壶口瀑
布。壶口瀑布落差约三十米，水波急溅，激起百丈水柱，形
成雾气，真有惊涛拍岸，浊浪排空，倒卷半天烟云之势!站在
这里真正体会到诗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的.意境。

离开壶口瀑布我们又去看了世界一绝的悬空寺、古老的平遥
古城、壮观的云冈石窟、灵险的五台山、纯木结构的应县木
塔等等。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三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
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



导游词，我们来看看。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导游词(一)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
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
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1100多个小龛，大
小造像51000余尊，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
界闻名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云冈石窟是在北魏中期齐凿的。北魏经历了“太武灭
佛”、“文成复法”.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云冈石窟
开始大规模营造，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建成，前后计60多
年。初由著名的高僧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
壁，开窟五所”.现第16至20窟就是“昙曜五窟”.现存洞窟
大部分凿于太和十八年(494)迁洛前。据《水经注》记载，当时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
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

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
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
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
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
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
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
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友好往
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洛前
约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
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
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
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
重装。



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
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6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
顶的二层方形塔往，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
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
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窟顶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令
人目不暇接。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
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
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
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
检阅。

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
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七窟前现存的木构建筑，是清
顺治八年(1651)修建。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
上下分层，左右分段。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
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
为二胁侍菩萨。

内容仍为三世佛，且出现了造像组合。下龛为释迦、多宝二
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
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
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
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
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上、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
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
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
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

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
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
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
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
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
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



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
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
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

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而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
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
咄逼人。

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
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
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20窟为露天
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5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
面都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
型雄伟，气势浑厚。

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9——13窟。这五窟因请代
施泥彩绘而得名。第9、10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
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
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
壁上部雕出三间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

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10窟主像是弥
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
化。第11——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12窟为中心
窟。11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
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483)造
像题记，是研究云冈开凿史的重要资料。

窟东北有太和二十年(496)铭龛和七佛立像。第12窟前正室和
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
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
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13窟本尊是交脚弥勒
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
又兼具装饰效果。



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
东壁佛龛形制各异。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
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为云
冈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1——4,均为塔洞。第1、2窟
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
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
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
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
层雕三世佛。

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
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
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
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
丰满、农纹流畅的一佛三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
高6.2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

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
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
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以后的作品。
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
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纹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
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
十分接近。其中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是研究北魏
杂伎的形象资料。

第39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
承托出檐，天平座，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
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40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
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



窟艺术的格调。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四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___旅行社欢迎您参加本次旅游活动。
希望我的讲解能陪伴您度过这次美好时光。

呵呵，这位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好，接下来，就让我把
晋祠介绍给大家!

晋祠是具几十座古建筑的中国古典园林游览胜地。环境幽雅
舒适，风景优美秀丽，素以雄伟的建筑群、高超的塑像艺术
闻名于世,从大门入，自水镜台起，经会仙桥、金人台、对越
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到圣母殿,这是晋祠的主体，建
筑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部从文昌宫起，有东
岳祠、关帝庙、三清祠、唐叔祠、朝阳洞、待风轩、三台阁、
读书台和吕祖阁。南部从胜瀛楼起，有白鹤亭、三圣祠、真
趣亭、难老泉亭、水母楼和公输子祠。这里是舍利生生塔的
所在地，它初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间重
建，为七级八角形，高30余米，每层四面有门，饰以琉璃勾
栏。登塔远眺，晋祠全景历历在目。现在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噢，太好啦，姐姐我们一起上吧。

这里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
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
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含后
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
贵，凤冠霞披，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
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姐姐，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后一处景
点——————鱼沼飞梁，它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
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
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好啦，景点介绍完啦，大家可以自由参观。欢迎下次再来。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五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
交通、信息中心，是一座具有25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因其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而闻名天下。

平遥双林寺，内有数千尊彩塑是我国罕有的五代原作;阳泉平
定的娘子关，是唐平阳公主挂帅驻防的知名关隘;昔阳的大寨，
曾在现代农村发展史上名重一时;汾阳的杏花村汾酒厂，是知
名的汾酒之乡;祁县乔家堡民俗博物馆，把往昔晋商的豪宅变
为展示晋中民俗特色风情的胜地。

山西景点的导游词篇六

大家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怀仁县境，11前，晋王李克用和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这里会盟，两朝太祖易袍换马、义结金
兰。后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辽太祖取“怀
想仁人”之意，将这里命名为怀仁县。您如果进入怀仁县城，
就可以看到晋王李克用和辽太祖把臂盟誓的雕像。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
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
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朋友们，我们现在正行驶在
辽阔的金沙滩古战场上，只不过历史上苍凉雄浑的景象已经
换成了眼前绿色的新装。透过车窗，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树
林和茂盛的庄稼。

不过，当我们来到金沙滩，仍然会在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悲
凉，当我们的视线穿越1000年的历史时空，一幕印刻在中华
民族记忆深处的大战就会历历出现在眼前，那隆隆的战鼓声
将杨家将的慷慨悲歌演绎了整整一千年。其实，血战金沙滩
的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从小到大我们从老人嘴里听、戏



台上看、收音机里听、电视机里看、电影院里看、书本上面
读，杨家七郎八虎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出家、有的被
害，老令公血溅李陵碑，只有六郎一人大难不死，却仍然镇
守雁门、为国尽忠，乃至连杨门女将也个个巾帼不让须眉，
临危时刻披挂上阵、血染疆场，真可谓是满门忠烈、气壮山
河。

金沙滩——是杨家将赋予了这三个普通汉字以忠勇爱国、慷
慨激昂、凛然正气的文化内涵;金沙滩，从历史走到今天，血
染的沙场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家园，然而当我们走过这片热土，
会感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那样的肃穆，正象诗人白
桦说的那样：“鲜血洒在战场，公道自在人心，思念留在民
间，一千年的悲歌从古唱到今”。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金沙滩大战的本来面貌本来并不是这
样的，杨老令公也不是撞李陵碑而死，而是由于作为三军统
帅的潘美和王侁没有按照原先约定好的计划协同作战，导致
战略失利，在金沙滩以南100多里的神池县陈家谷被俘后绝食
三日而亡。好，前面要到应县了，除了赫赫有名的大木塔，
应县还是杨家将的生死冤家——辽国萧太后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