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佛光寺导游词讲解 佛光寺导游词介绍
(汇总8篇)

运动会将挑战极限，让你体会到团结与奋斗的力量。加大宣
传推广力度，吸引更多人参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赛
事介绍，让我们先对即将举行的各项比赛有一个初步了解。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一

各位游客，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
西商务国旅的导游员张艳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
就是能够梦回唐朝，但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
个地方可以帮您实现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
另一处就是大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第一古建筑”“亚
洲佛光”之称。他的发现者、我国着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
生将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于“四绝于
一身”。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中
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来”。作为
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毅然放
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不安的祖国，从1932年起，
开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
祖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
筑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
成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绘制的《敦煌
石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的大佛光之寺
引起了他的注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先生和
林徽因女士骑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在灿烂余晖中
的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当他们推开尘



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可以向世
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后来的回忆中，
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时，得知“卢沟桥
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伟大的建筑
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二

各位朋友：

大家好!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游览的最后一站，我们特意给大家
安排了一出压轴大戏，那就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古建筑的千年
古刹佛光寺。五台山堪称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木结构建筑史，
这里保存了我国现存几乎所有朝代的木结构建筑，不仅拥有
中国最为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大佛殿，还有宋代洪
福寺大殿、金代佛光寺文殊殿和延庆寺大殿、元代广济寺大
殿以及众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因此被称为“中国古建艺术
博物馆”,而佛光寺则无疑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

(峨谷——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佛光寺之路)

我们现在来到了豆村镇，豆村是通向佛光寺的门户，从这里
到佛光寺还有5公里。过了豆村，我们就进入了峨谷。峨谷北



起代县峨口镇，南至五台豆村镇，总长50公里，分布着白云
寺、圭峰寺、秘密寺、峨岭寺、古法华寺、古竹林寺、佛光
寺等十余座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大寺，是五台山除清水河谷外
第二条寺庙密集带。五台山古属代州，而从代州上五台山最
近的道路就是峨谷，这使得峨谷成为了历史上重要的朝台古
道，五台山四关之一的西关峨岭关就坐落在峨谷之中。当年
净土宗祖师昙鸾和花和尚鲁智深上五台山走的都是这条路，
而1937年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山鼻祖梁思成和中国第一位女
建筑家林徽因两位先生，也是沿着这条千年古道踏上了寻觅
佛光寺的最后征途。

梁思成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梁启超。《三字经》
中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梁启超教子的
成就绝对不亚于窦燕山，在他的众多子女中，有著名的考古
学家梁思永，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梁思成，他在二十年代时先后就学于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中国第一代受过正规教
育的建筑师。据说在赴美求学之前，梁思成对建筑这门科学
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建筑学的兴趣主要是受了未婚妻林徽因
的影响。林徽因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著名的女诗人。建国后她和梁思成一起主持设计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时，日本人放出话来：“要研究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到
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来!”这让梁思成感到了莫大的耻辱，泱泱
中华，东方文明的发祥地，难道就真的没有唐代以前的木结
构建筑遗存吗?而事实是，中国人向来“重文史，轻技艺”,
建筑艺术只是做为一种工艺技术在匠人手中相传，从来没有
象西方那样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艺术来对待，因此，也就从
来没有人对中国古建筑作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以致外国人
都认为中国的大地上早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

正因为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
回到了**不安的祖国，并从1932年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寻



找遗存的古建筑。间，踏遍华北、江南和西南的190个县，共
调查古建筑2738处，辽金时期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大同华
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宋代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太原
晋祠圣母殿，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被发现了，唯独
没有唐代的建筑。梁思成很苦恼。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的宋代“五台山全图”,图中
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马上查找明代镇澄法师的
《清凉山志》，得知佛光寺不在五台山寺庙群的中心区。因
为根据以往的经验，那些所谓著名的古迹由于遭受天灾人祸
和后代重建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往往不易保留古老的建筑。
于是他决定去碰一碰运气。1937年6月，他和林徽因带着莫宗
江和纪玉堂两位学生来到了五台山。在豆村，他们不得不放
弃汽车换乘骡子入山。那时的山路不象现在，十分陡峭，有
些地方，连骡子都战战兢兢不敢通过。终于，笼罩在绚烂余
晖中的佛光寺迎来了无限虔诚的造访者。那真是他们一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隐没千年的东方古建筑的圣殿终于初次展露
出了自己的雄姿，那深远的出檐、硕大的斗拱都充分说明，
这是一座唐代的古建筑!这既象一部封存已久的宝藏被突然打
开，又象一颗沉入海底千万年的明珠重新现世。

(佛光寺山门前，梦回唐朝)

这是佛光寺的平面示意图，在这里，我把佛光寺给大家做一
个概括性介绍：佛光寺位于五台山南台西南海拔1320米的佛
光山麓，距台怀镇47公里，寺院坐东向西，北、东、南三面
环山，西面是开阔的泗阳河谷地，寺周松柏苍翠、环境幽古。
全寺占地34000平方米，现存唐代、金代、清代殿堂楼房120
多间，唐代经幢3座，金代经幢1座，唐代和明代牌匾4幅，北
魏、唐代和金代古塔8座，其中有1座北魏塔、6座唐塔、1座
金代塔，还有12通石碑和330余尊唐、金、明三代彩塑，以及
数百平米唐、宋、明时期的珍贵壁画，真可谓是中国古代文
物的大观园。因此，早在1961年，佛光寺就做为我国木结构



建筑的第一号文物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提醒
大家注意的是，既然佛光寺是举世无双的国宝，所以我们进
入寺中一是坚决禁止吸烟，二是悉心保护环境，寺中建筑物
上坚决禁止刻划，寺中花草也是绝对不可以采摘的。

在进入寺院之前，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这株唐代的卧龙松，
它又象一棵迎客松，正在张开臂膀欢迎我们的到来。好!那就
让我们怀着最虔诚的心情，穿越千年时空，梦回大唐盛世，
享受佛光的沐浴吧!

(唐乾符四年经幢前细说佛光寺的建筑布局、历史背景和文物
价值)

这是一座唐代乾符四年的经幢(877)，在这里，我把佛光寺的
布局特色、历史背景和文物价值给大家做一个大致的汇报。

首先来看看寺院的布局：进入佛光寺，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虽然寺院面积多达34000平方米，但几乎站在院内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将寺院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
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风格，和其它寺院的“庭院深
深深几许”、“小园香径独徘徊”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
大唐文化的性格。那时的中国文化胸怀坦荡、自信十足，有
包容天地的气魄，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呈现出
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佛光寺的布局正是体
现了这种开放、包容、质朴、大气的盛唐气象。我们看：佛
光山从三面环绕全寺，寺院前方是豁然开朗的山川河谷，作
为全寺的主殿，东大殿建在高高的山腰上，以一种君临万邦
的气势威压着全寺。相对于东大殿，寺院中轴线上另一端的
建筑——清代重建的山门，则显得平淡而局促，与东大殿的
雄伟壮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轴线的两端原先有两座配殿，
形成了和中轴线十字交叉的副轴线，但北侧的普贤殿在清代
一场火灾中被毁，只留下了南侧这座文殊殿，这座配殿几乎
和东大殿一样宏大壮丽。全寺整体布局构成了全国现存寺院
中独一无二的十字轴线，轴线上层次座落着上、中、下三层



庭院，整座寺院显得和谐大气、疏朗开阔。

再来说历史背景：关于佛光寺的始创年代，宋代的《广清凉
传》中有记载，说是北魏孝文帝(一说是孝文帝册封的羌族领
袖宕昌王)朝拜五台山，在返回首都平城的途中路过这里见到
了佛光，因此建寺纪念，并赐额佛光寺。到了唐代，佛光寺
已经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寺了，当时东大殿的位置上，是一座
恢宏壮丽的三层九间弥勒大阁，阁中塑着七十二圣贤和八大
龙王。但是在紧接着的唐武宗灭法时，这座大阁和全国众多
寺院一起毁于一旦。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分
别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和后周世
宗灭佛。这四次灭佛，其它三次都发生在国家分裂的时期，
而只有唐武宗灭佛是在大一统的年代，所以灭法的规模要远
大于其它三次，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受到最大的一次打击，
史称“会昌法难”.这次灭法起因于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争端。
唐朝皇帝姓李，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也姓李，所以道教理所
当然成为了唐朝的国教，因此在唐代佛教和道教的竞争过程
中，佛教往往处于劣势。而到了唐中期以后，佛教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全国境内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良田、庄园，
在寺院荫庇下的人口又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特权，这就极大
地影响了国家的收入。而唐武宗时期平定藩镇叛乱的军事行
动，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国家财政越发捉襟见肘，这就促使
他不得不从寺院手中夺取大量人口和土地，来缓解国家财政
困难。使武宗最终下定决心全面灭佛的原因有三：一是会昌
三年九月，长安城中有传言说泽潞藩镇的奸细隐藏在寺院中;
二是道士们编造谶语向武宗恶毒构陷佛教，声称有人说“李
氏十八子昌运未尽，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国”,并揭示“十八
子”即唐朝国姓——“李”,“黑衣人”便是僧人;三是武宗
一直想成仙，但是没有进展，于是道士们说这是佛教的黑气
阻碍了成仙的道路。武宗于是在会昌五年(845)正式下达了灭
佛诏书，到年底时，全国共销毁寺院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
十多万，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没收土地十万顷，收缴的佛教
供器全部铸成钱币和农用工具。可是仅仅一年后，武宗就因
为服食仙丹中毒而亡，年仅33岁。武宗驾崩后，他的儿子唐



宣宗一即位就开始大兴佛教，并开创了大唐历史上最后一个
辉煌时期，人称“小贞观”.大中九年，唐宣宗特许修葺佛光
寺，由长安的宁公遇夫人和三次主持皇帝废立的大宦官王守
澄等人捐资出钱，愿诚和尚主持修建，大中十一年(857)(一
说大中十年)建成了这座东大殿。唐代以后，金代天会年间又
修建了文殊殿、普贤殿和山门，清代又重修了被毁的山门并
新建伽蓝殿和香风花雨楼等建筑，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最后来说说佛光寺的文物价值：佛光寺号称“亚洲第一古建
筑”、“亚洲佛光”,是中国最重要的唐代古迹，它是一个创
造纪录的地方，择其要点：第一、全寺建筑文物纵跨北魏、
北齐、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9个朝代，其年代跨
度之全，在中国的古建筑中绝无仅有;第二、东大殿是我国最
大、最重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第三、东大殿中的35尊唐代彩
塑占到了全国80余尊唐代彩塑的近半壁江山，殿中保存着我
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第四、佛光寺塔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
塔林;第五、大文殊殿是我国最大的佛寺配殿，也是我国古建
筑中“减柱法”应用最为成功的范例。正因为如此，梁思成
教授称赞佛光寺“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
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诚中华第一国宝
也”.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登上前面的72级台阶，去欣赏
这些光耀中国古建筑史册的奇迹吧!

(登上东大殿，看檐拱间喷薄扑面的盛唐气象)

我们眼前这座大殿是中国木结构建筑成熟时期最完美的代表
作。中国的古建筑，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风格，宋代的建筑
优美华丽，元代的建筑粗犷自然，明代的建筑庄严规整，清
代的建筑精巧细腻，而唐代的建筑则体现了张扬大气、质朴
厚重的特点。虽然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发现佛光寺之后，山西
境内又发现了五台县南禅寺、芮城县广仁王庙和平顺县天台
庵这三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其中南禅寺的建筑年代甚至比东
大殿还要早75年，但它们都是一些小规模的民间木构建筑，
不能体现唐代建筑文化的精髓，因为，中国古建筑的精髓是



宫廷建筑，只有宫廷式的大木作才能真正展现中国古建筑的
最高水平，而佛光寺东大殿恰恰就是唐代保存至今的唯一一
座宫廷式建筑，完全体现了大唐建筑的精髓。和其它朝代的
建筑相比，这座大殿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台基低矮，檐柱粗
短，斗拱硕大，屋顶平缓，色彩单纯。这些特点使这座大殿
给人以台基部分脚踏实地、平和稳重，主体部分个性张扬、
雄壮有力，屋顶部分舒缓宽广，犹如大鹏展翅搏击长空的印
象，使本来显得有些压抑的建筑产生了一种轻灵舒展的态势。

其实，说到唐代建筑和后代建筑的区别，最突出的还要说是
斗拱。大家看!柱子之上、房檐之下，这种象花朵一样盛开着
的就是中国古建筑最独特、最神奇的构建——斗拱。常言
说“立木顶千斤”,在中国古建筑中，立木所承托起来的千斤
之力就是通过斗拱传送到屋檐下的每一个点，最终将沉重的
屋顶托举起来，并将宽大的屋檐挑出很远的。我们看：东大
殿的斗拱分两大类，一类是用以承托屋檐的檐柱斗拱;一类是
大殿内部用来承托梁架的梁架斗拱。我们眼前看到的是檐柱
斗拱，这类斗拱根据位置不同又分为三种：位于柱子上的这
种是柱头斗拱，位于两根柱子之间的这种是补间斗拱，而位
于大殿四角的那种叫转角斗拱。斗拱结构看似复杂，实则条
理。我们来看：这种方形的木块就象中国古代的量具“斗”
一样，所以叫“斗”,斗的作用是承托上面这种就象弯曲的胳
膊肘一样的弓形短木，也就是“拱”.我们说立木顶千斤，而
立木的千斤之力就是通过斗，斗再通过拱，最终传散到屋檐
下每一个需要支撑的点上，一层不够再加一层，层层叠加，
层层挑出，直到把屋檐挑到殿身之外足够远的距离。我们看：
东大殿的斗拱四层叠加，层层挑出，使屋檐伸出墙体外达4米
之远，整座斗拱的高度也达到了2米，几乎有柱子一般的高度。
在这里，中国现存木结构古建筑中层数最多、最为雄壮的斗
拱，承托出了中国现存古建筑中最为深远的出檐。著名古建
筑学家史建在他的《大地之灵》一书中赞叹：“斗拱是东大
殿绝对的主角，它虽然只有檐柱的一半高，却有着威压之势，
他纵横恣肆，是美木的精魂。在这里，是斗拱而不是屋顶塑
造了建筑的形象，中国古典建筑中的斗拱艺术在佛光寺发挥



得登峰造极。”

除斗拱外，大屋顶是中国古建筑的另外一大特征。中国古建
筑的屋顶虽然庞大沉重，但我们并不觉得这种大屋顶有多少
压抑的感觉，这是因为整座屋顶从屋面、屋脊到屋檐没有一
处不是曲线，找不出一处僵硬的直线。我们看：东大殿四角
的柱子都微微向内倾斜，这叫做“侧角”,而且这四根柱子比
其它柱子还要略微高一些，这叫“升起”.侧角和升起使得建
筑在结构上更加稳固，在视觉上也更加庄重，并为大殿的屋
檐营造出了优美流畅的曲线。庞大的屋顶，经过曲面、曲线
的处理，显得不再沉重和笨拙，再加上一些鸱吻、瓦当的装
饰，笨重的屋顶变得舒展轻巧起来。

站在东大殿前，身前是唐代的大殿，身后是唐代的古松，身
旁是唐代的经幢，那盛开的斗拱，似李白醉酒豪气干云，似
张旭泼墨恣意纵横，似韩愈伏案沉雄稳健，有着压抑不住的
生命力，它不象明清以来的建筑那么含蓄、柔顺、艳丽，而
是张扬、灵动、古朴，率性而为，无拘无束，这正是大唐文
化的性格。我们不是总在怀想着大唐盛世，总在幻想着梦回
唐朝吗?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指东大殿之斗拱)——
这，就是唐朝!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大殿，走进大唐
文化的辉煌圣殿吧!

(进入东大殿，走进大唐艺术的辉煌圣殿)

进入东大殿，我们眼前是一座宽达五间、深达一间的大佛坛，
佛坛上坐的、站的、跪的、骑狮的、牵象的、供养的、护法
的，前后左右全是高大的唐代塑象，共35尊，构成了我国独
一无二的唐代大型雕塑群，如此浩大的场面和惊人的气势恐
怕只有在盛世唐朝才会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全国现存唐代
彩塑仅有80余尊，而这座佛坛就占去了将近半壁江山!由于佛
坛只有1米高，所以这些佛象虽然高大庄严，却又近在咫尺、
可触可及，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盛唐之风扑面而来。



东大殿的塑象布局和我们在其它寺院见到的都不太一样：佛
坛的正中的三尊主佛，中间是释迦牟尼，左边是弥勒佛，右
边是阿弥陀佛，反映了唐代弥勒信仰的流行。这尊弥勒佛虽
然和宋代以后出现的大肚弥勒佛不太一样，但在体形上还是
要比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明显粗壮一些，尤其腹部比较突
出。他的坐姿也比较特殊，是垂腿而坐，俗称“弥勒下坐”.
这三尊塑象，都面颊丰满，眉毛弧弯，嘴唇端正，具有极为
显著的唐风。佛坛的两侧是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白象的普
贤菩萨，一般寺院都是文殊在左、普贤在右，而东大殿则正
好相反，这当然不是工匠师傅搞错了，而是唐代塑象的通行
惯例，因为佛光寺前院的文殊殿和普贤殿也是文殊殿在右、
普贤殿在左，而在后来发现的南禅寺大佛殿以及太原天龙山
的石窟中，也是文殊骑狮在右、普贤骑象在左。在五尊主象
的前面，塑满了协侍菩萨和供养人。释迦牟尼的两侧是迦叶
和阿难两大弟子，他们的前面是两尊站着的协侍菩萨和两尊
半蹲着的供养人;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的前面各站着四尊协侍菩
萨和两尊供养人;普贤菩萨的前面除了两尊协侍菩萨外，还有
牵象的童子和护法的韦陀;文殊菩萨的前面除了两尊协侍菩萨
外，又有牵狮人和于阗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站立的协侍
菩萨身体都都向前倾斜，腰部微微弯曲，腹部略微突起，丰
腴富态，雍容自信，穿着唐代流行的“袒胸装”,呈现出一
派“胸前如雪脸如花”的动人风情，这是唐代中叶以后菩萨
塑象的特性，与甘肃敦煌的塑象如出一辙;而这些蹲着的供养
菩萨都半蹲半跪在高高的莲座上，她们手托瓜果梨桃等供品，
身披缨络，仪态安详，这种塑象除了甘肃敦煌石窟和大同华
严寺以外，在国内很少见到。佛坛两侧还站着两尊形体魁伟
的护法金刚，它们遥对而立，身披甲胄，手持宝剑，怒目而
视，与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唐墓出土的武俑十分相似，只
是比那些出土的武俑高大多了。

除了这些神象外，东大殿还有两尊非常珍贵的唐代写真象，
大家请跟我到这边来(佛坛左侧)。我们看这尊金刚的脚下有
一尊面颊丰满、袖手趺坐，大约40多岁的中年妇女塑象，她
就是重修东大殿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宁公遇塑象安详



静谧的神态，沉厚洗炼的塑工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林徽因，她
甚至动情地说：“我真想陪着这位唐代妇女再静静地坐上它
一千年”.我们再来看这面的愿诚法师写生象(大殿左侧窗下)。
比起宁公遇的雍容富贵来，当时主持重修东大殿的愿诚法师
前额隆起，颧骨高突，就显得冷寂清苦、从容恬淡多了，梁
思成先生称赞它是写实人象中的优秀作品，它还是中国现存
最早的高僧写真象。

除了这35尊举世无双的唐代彩塑，我们看到东大殿的两侧山
墙下还有五百罗汉塑象，这些塑象是明代宣德五年塑造的，
现存只留下了290多尊。

梁思成教授将东大殿的唐代建筑、塑象、壁画、题字誉
为“四绝”,我们已经欣赏了其中的建筑和塑象，下面请大家
和我一起来观赏壁画和题字。先来看壁画。东大殿的壁画共
有30平方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释迦牟尼佛座后的
唐代壁画，画面的内容是天王降伏妖魔鬼怪，我们看不到;另
一部分是内柱额枋上总长450厘米，高66厘米的八幅拱眼壁画，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这幅唐代壁画(右次间内柱前额上的横幅)。
画面内容十分丰富，有佛、菩萨、胁侍菩萨、天王、飞天、
供养人、僧人、文官等，画象的衣纹姿态都极其流畅，与敦
煌画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两样，具有十足的唐代风韵。其余几
幅壁画色泽较为鲜亮，画面以佛、菩萨为主，是宋代遗物。

再来看题字。题字就位于大殿前槽的这四根大梁下。当年，
梁思成一行发现佛光寺后，虽然认定这是一座唐代建筑，但
却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他们开始了艰苦的`寻找。一开始，
他们爬到了天花板的上面，梁思成在他的《记五台山佛光寺
的建筑》中写道：“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象棉
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
群地聚集在上面。……照相的时候，蝙蝠惊飞，秽气难闻，
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
苦。”就这样艰苦卓绝地搜寻了几天，才由林徽因的远视眼
看到了大梁下面隐隐约约有“功德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



遇”的字迹。为了获得题字的全文，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搭
起梯子，然后拿着蘸了水的布单爬上梯子去擦梁下的题字，
字迹一着水就马上显现，但水一干，字迹就又看不见了，就
这样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把梁下的字全部看清楚。这些字
迹不但为东大殿的建筑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实了东大
殿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唐代
建筑，而且字迹本身兼有欧阳询和虞世南的风格，是不可多
得的唐人墨宝。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经过了整整6年
的寻找，中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唐代经典木构建筑，梁思
成后来说，这是他十余年野外考察中最快乐的一天。

另外，大家看，东大殿这些门板上还保留着一些唐、宋、金、
明历代僧人和游人的题记。

其实，在佛光寺，我们能够观赏到的唐代艺术何止这些，除
了东大殿的四绝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的牌匾、唐代的经
幢、唐代的松树和唐代的佛塔，足可以称得上“八绝”了;佛
光寺的古老也远不止于唐代，东大殿的左侧就有一座建于北
魏的中国第二古塔——祖师塔。

(中国古塔的鼻祖——祖师塔)

这就是祖师塔，是一座六角两层的砖塔。在中国的古塔中，
它的建筑年代仅晚于嵩山嵩岳寺塔，排行老二，可以说是中
国宝塔中的祖师爷了。祖师塔的建筑特色非常鲜明：它的层
数是两层，两层的门洞都做成拱券式，门上是火焰式的门楣;
内室为六角形洞窟结构;上、中、下三层叠涩都做成了莲花瓣
式，二层转角处雕刻三层仰莲相叠的角柱，塔顶为两层仰莲
上托宝珠。这些都保留了印度早期佛塔的特征。通观整座佛
塔，下部简洁明快，上部华丽大方，形制非常奇特，体现了
明显的北魏风格，是我国古塔中的孤例。

祖师塔所纪念的祖师究竟是谁?据专家估计，可能是北魏高僧
昙鸾。昙鸾出生在雁门，也就是现在的代县，距离五台山尤



其是佛光寺非常近。十五岁时，他登上五台山，并在佛光寺
出家，这是五台山有文字记载第一位出家的僧人。昙鸾在中
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都有极高的地位的，他所创立的“持名
念佛”法门被后代高僧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为流行的宗
派——净土宗，不仅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而且盛行于日本、
韩国。因此，昙鸾大师不仅中国净土宗公认的祖师，也被日
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推崇为“三国七祖”之一，当然也是佛
光寺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了。除祖师塔外，佛光寺后的山坡
和寺前的塔坪上还保存着七座古塔，其中六座建于唐代，一
座建于金代，这八座古塔不仅建筑奇特，是研究我国古塔艺
术的珍贵实物，也组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塔林。祖师塔旁的这
座经幢是金代遗物，金代是佛光寺历史上继北魏、唐代之后
第三个鼎盛时期，而文殊殿则是这一时期幸存下来的代表性
建筑。

(文殊殿——无以复加的减柱营造)

文殊殿建于金天会15年(1137)，占地610平方米，规模和东大
殿基本相等，是我国佛寺中最大的配殿。和东大殿一样，文
殊殿也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的经典。从外部看，文殊殿最引人
注目的是在殿檐的补间使用了庞大的斜拱，大家来看这朵斗
拱，在水平交叉的十字拱之间斜伸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斜拱。
斜拱的运用是辽金时期建筑的显著特征，而文殊殿则是中国
古建筑中运用斜拱最早的实例;从内部看，文殊殿最大的特点
则在于它将“减柱营造法”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好，
让我们进殿参观。

(进入殿中)大家是不是觉得文殊殿内实在是太空旷了，从来
没有一座中国古代殿宇让我们感觉这样空旷宽敞过，这就是
减柱法成就的效果。文殊殿的减柱法运用到了让人瞠目结舌
的地步，我们看，这座面宽七间、进深四间的大型建筑里面，
仅仅用了4根内柱，而建筑面积基本相同的东大殿则用了整
整12根内柱，真可以说将我国古代的减柱法运用到了极致，
是我国古建筑中建筑法运用最成功、最彻底的范例。由于内



柱大量减少，殿内不得不采用了巨大的内额。我们看，这根
前内额长达14米，直径80多厘米，在中国古建筑中是极其罕
见的。我们再来看，由于跨度太大，为了使长大的内额不至
于弯曲变形，古人又采用垂木与斜木勾连拉拽，以减轻内额
的负重，构成了这种奇特的“人字柁架”,这是中国古建筑史
上的一大创举。

文殊殿的正中还供奉着中国最早的文殊七尊象。这是骑狮的
文殊菩萨，这是善财童子，这是牵狮子的于阗王，这是正在
对谈的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加上这两尊协侍菩萨，正好七
尊。

文殊殿的四壁上还保存着明代宣德五年(1430)的五百罗汉图，
现在保存完好的还有245尊，我们来环绕殿内看一看。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西商务国旅
的导游员张艳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
回唐朝，但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帮您
实现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是大
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公布为全国
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第一古建筑”“*佛光”之称。
他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将佛光寺的唐
代建筑、*塑、壁画、题字誉为于“四绝于一身”。称赞佛光
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人
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来”。作为一名
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毅然放弃了



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不安的祖国，从1932年起，开始了
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祖国的
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
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成先生在
*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
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
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骑
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在灿烂余晖中的大唐建筑迎
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当他们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
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可以向世界宣布，*有属
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后来的回忆中，梁思成说，这一
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在他们考察完
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伟大的建筑学家开始了漫长
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殿
**单纯。”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欲
展翅高飞的样子。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种胸
怀坦荡、自信十足、包容天地的大气魄。是那种“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若赶上夏雨
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或坐在大大



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檐，再大的
雨也不会溅到身上。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清凉气
息，真的和唐朝无二致啊。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回到了
久远的大唐王朝。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四

各位游客：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西商务国旅
的导游员张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回
唐朝，但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帮
您实现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是
大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的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第一古建
筑”“亚洲佛光”之称。他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先生将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
于“四绝于一身”。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
到，“中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
来”。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
女士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动乱不安的祖国，
从1932年起，开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
里，他们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
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
然的机会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
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
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骑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
在灿烂余晖中的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
当他们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



终于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
后来的回忆中，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
中最幸福的一天。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
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
这位伟大的建筑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
殿色彩单纯。”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
鸟欲展翅高飞的样子。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
一种胸怀坦荡、自信十足、包容天地的大气魄。是那种“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若
赶上夏雨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或
坐在大大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檐，
再大的雨也不会溅到身上。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
清凉气息，真的和唐朝无二致啊。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
回到了久远的大唐王朝。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五

大家好，我是导游xx，欢迎来到浙江大佛寺，一起去看看这里
的美景吧!



浙江大佛寺坐落在浙江省新昌县西南的南明山，大佛寺创建
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原名石城寺，宋初改名宝相寺，
清初又称南明寺，民国十四年(1925)始称大佛寺。南朝齐永
明三年(485)，开窟凿小石佛千余尊，次年(486)扩开凿大石
佛像，至梁天监十五年(516)石弥勒大像方始完工。隋开皇十
七年(579)，智者大师圆寂于大石佛像前。

大佛寺因石雕弥勒大佛像而名扬中外，民间称其为弥勒道场。
大佛寺自明万历年间起，以临济为宗，大佛寺主要建筑有天
王殿、千佛院、大雄宝殿、大佛殿、地藏殿、西方殿、方丈
殿、“智者大师纪念法塔”、两个放生池以及东西厢房等。

大佛寺与日本佛教天台宗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日本比睿山
天台宗开祖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到此参学。
大中七年(853)，最澄的弟子义真之徒园珍、园载入唐历访名
刹，于公元885年到石城寺。此后，日本佛教界凡到天台国清
寺朝拜者，必到新昌大佛寺朝礼大佛和智者大师塔。

1983年，大佛寺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前来游玩的
游客也越来越多。

好了，各位亲爱的团友，今天的游览在这结束了，感谢大家
的配合与支持!希望下次还能一起到这里来游玩。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六

各位游客：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西商务国旅的导游员
张艳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回唐朝，
但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帮您实现
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是大家现
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第一古建筑”“亚
洲佛光”之称。他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
生将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于“四绝于
一身”。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中
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来”。作为
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毅然放
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动乱不安的祖国，从1932年起，
开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
祖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
筑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
成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绘制的《敦煌
石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的大佛光之寺
引起了他的注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先生和
林徽因女士骑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在灿烂余晖中
的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当他们推开尘
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可以向世
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后来的回忆中，
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时，得知“卢沟桥
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伟大的建筑
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
殿色彩单纯。”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
鸟欲展翅高飞的样子。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
种胸怀坦荡、自信十足、包容天地的大气魄。是那种“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若赶
上夏雨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或坐
在大大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檐，
再大的雨也不会溅到身上。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
清凉气息，真的和唐朝无二致啊。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
回到了久远的大唐王朝。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七

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从早晨开始，阳光便灿烂地铺满校园，
洁白的刺槐花，静静地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与纯净的蓝天互
相映衬着。在宣泄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老友毕竟还是能
解得其中滋味的。“走，外边玩去！”自然是一拍即合。欢
呼雀跃的心，与这春天和风唱和着。

带上几个年轻人，让这旅途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小路在山里穿行，延伸。太行山在永年境内没有什么崇山峻
岭，只是一些光光的小山包，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与武安交界
处的新安村，当地人称为“山沟”的地方。

一路向西，道路也渐变得狭窄，有的地方仅容一辆车通过。
道旁的绿杨成荫，小路也给罩住了。靠在座椅上，透过天窗
仰望天空，有说不出的惬意……。

寺院坐落在一个山坳里，背靠大山，坦然地面对我们挑剔的
目光。静静的，若无其事，只是漫不经心地精致着。就像寺
院入门处的弥勒，宽容大度祥和喜悦均在沉静的中自然地流



露出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没有刻意地去深沉古板，
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崇高和巍峨。一幅跳出三界外不在
五行中的洒脱和超然，远离了世俗的纷杂扰攘，闲闲的，远
远的。这份超然竟将我的心神摄住了，寺庙也曾见过几座，
似这般清净之处，实在不多。往往是几个一知半解的人，假
借佛祖的名讳，用些似是而非的佛理装点门面，眼睛却是紧
盯世人的钱包，在那里，信仰都变成一种交易，“功德”可
以用金钱兑换，更有甚者干脆利用世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换
取敬重。像是在搞恐怖主义了。

佛光寺谈不上香火鼎盛，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清，寺院里没有
善男信女烧香还愿，磕头祈福，烟雾缭绕的场面，空气明澈
清新。庙宇的斗拱飞檐在蔚蓝的天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悬
挂在廊檐下的铜铃声音清脆，在寂静的寺院里回荡，和着鸟
鸣声在春风中混成一曲天籁。

让我的心为之沉静，头脑也变得清醒了许多。入春以来，身
体欠佳，竟至卧床，每自夤夜不寐，辗转反侧，总觉得自己
是个失败者，年已不惑，却一无所成，曾经的理想变得如此
茫远。迷惘，失落，不平像一团乱麻在在头脑中纠缠不清，
整日里在众人面前还要强作欢颜，简直不堪回首！

今日里，所有的不快竟在这无边的宁静之中冰释了。可能是
受山门那句“放下自在”的偈语启发，也许是对那句“平常
心是道”点醒了我这迷途中羔羊吧。

猛然间想起，佛经中的一段话：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
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
身，痛其骨……原来近些天的种。种不快，究其原因是
我“心动”了。

出了韦陀庙，转过汉白玉观音菩萨塑像，到达第二层平台，
一颗树彻底将我震撼了。



一棵合欢树。绿荫如伞，红花成簇。满树的繁华锦绣，与这
清净庄严的寺院竟有些格格不入。佛家讲究一切皆为虚幻，
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树却就在佛祖殿前，灿灿烂烂，香气馥
郁。分明是要迷惑前来寺院拜佛的世人，考验他们能否看
透“物相”。这棵合欢树就被砌在道旁的石墙内，想来当初
建寺时，一定很让工匠们费了一番心思。到底还是不能让它
就范，砍掉又有悖佛理。只好任由它散散漫漫地在这里招摇。
老干嶙峋，根须裸露，斜斜地树立在暖暖的春风中，树枝随
性恣肆，任意东西。在这山寺中，不因常年聆听佛经吟咏而
变得驯服，也不因独处空寺饱受寂寞而性情乖张，一副满足
充实的样子，蓊蓊郁郁，亭亭如盖。我站在树下想：如果这
树有灵性，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应该不会羡慕那多水的江南
吧；这里偏僻闭塞，它应该不会嫉妒山外的白杨见多识广吧。
你看它羽状的叶片上没有一丝的不安沮丧，丝状花朵中流淌
出恬适安详。

人有时真该像一棵树。不管身处何处、何境，心安意定，专
心经营自己枝条、根基，在适当的时候，开出自己的花朵。
不刻意追求树外的虚荣，自然不会失意怅恨。这样看来，这
树之所以得以保全，并不是我猜想的那样。我最初的想法有
点幼稚可笑了。当初佛光寺的住持必是参透了其中的禅机，
特意留这棵树在此供世人参悟吧。

人就是容易执迷，执迷于名利，沉湎于私欲，“乱哄哄你方
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繁华逝去之后，尘埃落定
之时，独自面对自己时，手里空空如也。当年佛祖在菩提树
下禅定，冥思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洞悉困难之源
和生命真相，创立了佛教。自此佛门弟子心怀天下苍生，济
世渡人，为解救红尘困苦而祈祷，传至今天已历经3000年之
久。抛开宗教的神秘光环，单看他抛却太子优裕的生活，为
解开缠绕心头的疑惑，毅然踏上修行的道路的勇气，就让平
凡如草芥的我凭生无限敬仰。此番佛光寺之行，更是解开我
萦绕我行头的诸般困苦使我心境澄明，自然对佛祖多了几分
感激。离开合欢树，向西踏上青石台阶，拾阶而上，就到第



三层平台了，上面便是大雄宝殿，供奉佛祖如来的地方了。
我且双手合十，道声：“阿弥陀佛！”。

出寺门时，我问门房：“仁秀法师今天在吗？”回答说，出
远门了。

看来是缘分未到啊。我回头看看同行的几个人，大家哈哈一
笑。

佛光寺导游词讲解篇八

各位游客：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西商务国旅
的导游员张艳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
回唐朝，但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
帮您实现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
是大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第一古建筑”“亚
洲佛光”之称。他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
生将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于“四绝于
一身”.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中
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来”.作为一
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毅然放弃
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不安的祖国，从1932年起，开
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祖
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筑
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成
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绘制的《敦煌石
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的大佛光之寺引



起了他的注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先生和林
徽因女士骑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在灿烂余晖中的
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当他们推开尘
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终于可以向世
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后来的回忆中，
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时，得知“卢沟桥
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伟大的建筑
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
殿色彩单纯。”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
鸟欲展翅高飞的样子。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
种胸怀坦荡、自信十足、包容天地的大气魄。是那种“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若赶
上夏雨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或坐
在大大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檐，
再大的雨也不会溅到身上。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
清凉气息，真的和唐朝无二致啊。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
回到了久远的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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