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州导游词(实用8篇)
公益活动不仅能够给予帮助，也能够唤醒人们的善良和同情
心。公益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合理的资源调配和人员管理。公
益总结范文中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公益项目，让我们对公益事
业有更全面的认识。

苏州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苏州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苏州素有“园林之城”美誉。苏州园林源远流长，明清全盛
时200多处园林遍布古城内外，至今保存完好的尚存数十处，
分别代表了中国宋、元、明、清江南园林风格。苏州古典园
林以其古、秀、精、雅，多而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
园林甲江南”之誉，是苏州独有的旅游资源。1997年12月4日
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届全体会议批准了以拙政园、留
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为典型例证的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20xx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员会第24届会议批准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
园增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苏州的造园家运用独特的造园手法，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
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并用大量的匾额、楹
联、书画、雕刻、碑石、家具陈设和各式摆件等来反映古代
哲理观念、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从而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
文人写意山水园林，使人“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
市而得林泉之趣”，达到“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境
地。

苏州城历史悠久，私家园林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至明代建园



之风尤盛，清末时城内外有园林170多处。为苏州赢得了“园
林之城”的称号。现存名园十余处，闻名遐尔的有沧浪亭、
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网狮园、怡园等。苏州园林战地面
积小，采用变换无穷、不拘一格的艺术手法，以中国山水花
鸟的情趣，寓唐诗宋词的意境，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假山、
树木，安排亭台楼阁、池塘小桥，使苏州园林以景取胜，景
因园异，给人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拙政园享有“江南名
园精华”的盛誉。宋、元、明、清历代园林各具自然的、历
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特色。

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被人们誉为“园林之城”，其盛
名享誉海内外。苏州古典园林历史绵延20xx余年，在世界造
园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她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
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展示东方文明的造
园艺术典范。实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与“苏州园林”并
驾齐名的苏州风景名胜虎丘、天平山、石湖等风景区也是古
往今来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游览胜地。

明清时期，苏州封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阶段，造园艺术
也趋于成熟，出现了一批园林艺术家，使造园活动达到高潮。
最盛时期，苏州的私家园林和庭院达到280余处，至今保存完
好并开放的有，始建于宋代的沧浪亭、网师园，元代的狮子
林，明代的拙政园、艺圃，清代的留园、耦园、怡园、曲园、
听枫园等。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因其精
美卓绝的造园艺术和个性鲜明的艺术特点于97年底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是城市中充满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身居闹市
的人们一进入园林，便可享受到大自然的“山水林泉之乐”。
在这个浓缩的“自然界”，“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园内
的四季晨错变化和春秋草木枯荣以及山水花木的季相变化，
使人们可以“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
乐”。



苏州园林是文化意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古代的造
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诗善画，造园时多以画为本，
以诗为题，通过凿池堆山、栽花种树，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
的景观，被称为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在园林中游赏，
犹如在品诗，又如在赏画。为了表达园主的情趣、理想、追
求，园林建筑与景观又有匾额、楹联之类的诗文题刻，有以
清幽的荷香自喻人品(拙政园“远香堂”)，有以清雅的香草
自喻性情高洁(拙政园“香洲”)，有追慕古人似小船自由漂
荡怡然自得的(怡园“画舫斋”)，还有表现园主企慕恬淡的
四园生活的(网师园“真意”、留园“小桃源”)等等，不一
而足。这些充满着书卷气的诗文题刻与园内的建筑、山水、
花木自然和谐地揉和在一起，使园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均能产生出深远的意境，徜徉其中，可得到心灵的陶冶和美
的享受。

苏州园林虽小，但古代造园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
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致，在园中行游，或见“庭院深深深
几许”，或见“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见小桥流水、粉墙黛
瓦，或见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或是步移景易、变幻无穷。
至于那些形式各异、图案精致的花窗，那些如锦缎般的在脚
下迁伸不尽的铺路，那些似不经意散落在各个墙角的小
品.....更使人观之不尽，回味无穷。

“中国园林是世界造园之母，苏州园林是中国园林的杰出代
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次全体会
议对苏州古典园林的评价。近年来苏州依据《保护世界文化
和 古典园林自然遗产公约》及《苏州园林保护和管理条例》
等，积极保护园林，巩固扩展申报成果;深入挖掘园林文化内
涵，弘扬吴文化。坚持“修旧如旧”原则，按照“保护、疏
导、恢复、发展”方针，使园林之城名副其实。苏州园林和
绿化局从世界同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运用国际标
准实施对古典园林的保护、管理和规范，建立现代化的园林
管理体制：一是恢复性保护;二是挖掘性保护，如拙政园再现
明代文征明《三十一景图》，沧浪亭重现林则徐珍贵遗迹等;



三是建设性保护;四是接轨性保护，拙政园被评为全国首批4a
级景点，并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留园、狮子林、网师
园也被评为4a级景点。苏州园林不断推出一系列特色旅游活
动，如虎丘艺术花会、金秋庙会，拙政园杜鹃花节、荷花节，
留园吴文化活动，网师园特色夜游及怡园水仙展，狮子林时
令花展，天平红枫节，石湖串月，沧浪亭兰花、菊花展，耦
园水乡特色游等;苏州园林还抓住“保护、开发、管理、服
务”四个环节，使古典园林成为体现苏州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的一个重要窗口。20xx年被中央文明委命名为全国创建文明行
业工作先进单位。

20多年来，苏州园林艺术自1980年首次出口美国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明式庭院“明轩”后，“品牌”效应凸现，先后设计、
建造并获多项荣誉：日本池田“齐芳亭”、加拿大“逸园”、
新加坡“蕴秀园”、日本金泽“金兰亭”、美国佛罗里
达“锦绣中华”微缩景区、香港九龙寨城公园、雀鸟公园、
美国纽约斯坦顿岛“寄兴园”、99昆明世博会“东吴小
筑”(获综合大奖)、美国波特兰“兰苏园”等，使苏州品牌
的园林在五湖四海安家落户，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吸引
了欧、亚、美等专家学者来苏州考察古典园林。

苏州导游词篇二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认识大家，并由我陪同大家去我国的著
名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观赏园林，到人间天堂
去享受一天。

在车到景点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苏州园林的基本情
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美誉。当然，也请大家注意环境卫生，
做一个文明游客。

我们马上到了今日黄金游的第一站——留园。好，留园到了。



留园位于苏州市园林路。它应用了分合，明暗等对比手法。
大家好好观赏吧！

留园不留我们，那我们就去狮子林吧！狮子林到了，你们跟
我来，狮子林变幻莫测，值得一览。

穿过狮子林，出去约5千米，可见寒山寺，要不现在大家休息
一会儿吧。说到寒山寺，大家自然会想起“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吧！因唐初有个叫寒山的和尚未在
这里住过而得名。现在寺内存碑一方，上刻张继写的《枫桥
夜泊》一诗。

告别寒山寺，大家还恋恋不舍。希望它能给你们留下一个美
好的回忆。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人间天堂——苏州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谢谢各位！愿大家旅途平安愉快，再见！

苏州导游词篇三

苏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是一座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苏州不但为中华
民族创造了丰富富的物质财富，也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苏州的戏曲艺术尤令人瞩目，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苏州是昆剧和苏剧的故乡。中国首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
剧，兴起于元末明初时的昆山太仓一带，自明代隆庆、万历
之交，至清代康熙、嘉庆年问，昆剧由于得到革新而迅速兴
盛，其时在苏州城镇、乡村，人们对昆剧迷恋到了如醉如狂
地步，组织业余班社，举行唱曲活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
几至“倾城阖户”，“唱者千百”。在昆剧鼎盛时期，以苏
州为中心，其流布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独霸剧坋二
百余年。昆剧的繁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也出现了



一批著名的作家，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传奇剧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的戏曲事业，在党的“推陈出
新”、“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了抢救和继承昆剧、发展苏剧，早在五十年代初，中共苏
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苏、昆剧工作就十分重视。全国重大
昆剧活动，也都在苏州举行，这对苏州的戏曲艺术起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一些新剧目的创作和演出，如昆剧《牡丹亭》、
《窦娥冤》，其中《牡丹亭》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于20xx
年4月重新主持制作，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的“青春版”
昆曲《牡丹亭》至今已经在世界各地巡演一百多场，场场爆
满，并且登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为昆剧的复兴，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苏剧《醉归》、《窦公送子》，京剧《李慧
娘》，滑稽戏《满意勿满意》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同
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近半个世纪来，苏州地区的戏曲
艺术有了可喜的发展。

苏州戏曲源远流长。历史上无数剧作家、曲家、演员对戏曲
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以往的地方史志中很少记载。
如不少演员的演剧事迹和艺术成就已湮没无传，或仅在一些
笔记中见到他们的名字和一些片段记述;不少剧目，仅留存其
名或残曲。又如近代的“薪尽火传”的昆剧传习所的某些史
实，因往事已久，即使当事者回忆，已尽难一致;当年曾演出
过名剧的舞台，不少已遗迹难寻。由此可见，编纂戏曲志是
带有一定程度的开创性和抢救性。

苏州20xx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4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增长11.0%，经济总量退居中国大陆第6位(仅次于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华东地区第二位(仅次于上海)、
中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45.18亿元，
比上年增长11.4%。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增强，财政支出结构进
一步优化。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支出681.04亿元，比上年增
长9.9%，其中用于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245.34亿元，比上年



增长12.7%。

苏州被称为人间天堂，富庶是其基础、文化是其表征、和谐
是其本质。纵观中国城市史，历朝历代都有富庶的城市，也
不乏文化昌盛之地，苏州向来具有崇教尚文的文化传统，是
著名的状元之乡，历史上曾出过50名状元，在中国是出状元
最多的城市。1500多名进士，现存的状元府第有10座。吴地
名贤，不胜枚举。沧浪亭内有“五百名贤祠”，著名的代表
人物有：春秋时期吴地始祖泰伯，仲雍，孔子唯一的南方弟
子言偃，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政治家伍子胥、军事家
孙武;铸剑大师干将，莫邪;西楚霸王项羽;汉宫皇后绝代美女
赵飞燕;汉代文学家严忌、吴国大将陆逊及其子陆抗，书画家
张僧繇，文学家陆机，唐代诗人陆龟蒙，唐代诗人、画家、
鉴赏家顾况，“草圣”张旭、孙过庭，后晋商业家窦禹钧(五
子登科典故)，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及范成大、军事家
许洞，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明代画家
沈周、唐伯虎、文征明、仇英，政治家姚广孝、况钟、朱纨，
文学家高启、冯梦龙、李玉，建筑家、明故宫设计者蒯祥;明
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出版家毛晋，散文家归有光，文学批
评家毛宗岗，金圣叹，清代帝师、政治家翁同和，外交家洪
钧，中国资本主义改良代表人物王韬，近代民主人士柳亚子、
苏州七君子(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
器、邹韬奋)，经学大师章太炎，史学家顾颉刚，现代文学家
和教育家叶圣陶，刺绣大师沈寿，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当
代作家陆文夫、苏童、何建明、金曾豪、王一梅，香港金像
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萧芳芳，影视明星潘迎紫、刘嘉玲，韩雪，
孔祥，著名独立电影导演糜熙昭，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
朱棣文，两弹元勋王淦昌等，另外，两院院士中，苏州籍院
士有近百位。

明清两代状元为全国之首，苏州向来具有崇教尚文的文化传
统，在中国是出状元最多的城市，现存的状元府第有10座。
以下为明清苏州状元：



王世琛 张书勋 陈初哲 石韫玉 吴信中 缪彤 徐陶璋 孙承恩
彭定求 潘世恩 吴廷琛 申时行 顾鼎臣 徐元文 韩菼 毕沅
彭启丰(祖孙状元) 归允肃 陆肯堂 汪绎 文震孟 陆增祥 吴
钟骏 翁曾源 洪钧(名妓赛金花之夫) 陆润庠 沈坤 毛澄 吴
宽 朱希周 钱棨(中国历史上唯一连中“六元”者。28岁以县、
府、院试三个第一考上秀才，人称“小三元”。乾隆四十四
年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进京会试，
得中第一名会元;同年紧接着在殿试中，又摘得状元桂冠，从
而成为清代第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唯一
夺得六个第一的状元(考秀才夺得的“小三元”加上考进士夺
得的“三元”，共计六个第一，合称“六元”)。翁同龢为清
末政治家、常熟籍状元，今常熟在其故居建有翁同龢博物馆。

绣女沈寿沈寿( 1874——1921)初名云芝，号雪宦。她生长于
江苏吴县，从小学绣，16岁时已颇有绣名。1920xx年沈寿绣
了佛像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慈禧极为满
意，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同年，沈寿受清朝政
府委派远赴日本进行考察，交流和研究日本的刺绣和绘画艺
术。回国后被任命为清宫绣工科总教习，自创“仿真绣”，
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一代新风。

刘嘉玲：1965年12月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香港著名演员，出
演过《新扎师兄》、《后生可畏》、《铁面包公》、《我爱
伊人》、《流氓大亨》、《杨家将》、《杜心王》、《黄金
十年》、《柠檬太夫》、《香港之夜》、《扭汁杂牌军》、《a
计划》、《群莺乱舞》、《城市战士》、《英雄好汉》、
《三号皇庭》、《阿飞正伟》等多部影视作品。

贝聿铭：(聿：yu)美籍华人建筑师，1920xx年4月26日生于广
州，他的祖辈是苏州望族，他曾在家族拥有的苏州园林狮子
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时光。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贝
祖怡。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
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
休。苏州博物馆为贝老关门作品。



韩雪：影视歌三栖明星。1983月1月11日生于苏州。20xx年毕
业于苏州一中，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内地歌手、演员，
签约于上海新索音乐有限公司(sony music)。

中国有“苏、鲁、粤、川”四大菜系，口味各不相同，人
称“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苏菜属于“南甜”风味。
苏菜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做工精细，因材施艺，四季有别，
在烹饪上擅长炖、焖、蒸、烧、炒，并重视调汤，保持原汁
风味。口味清淡趋甜，配色和谐。乾隆帝南巡苏州的时候，
称苏州为“天下第一食府”。

苏州是东部饮食文化中心，是三大饮食文化之一(京式、苏式、
广式)--苏式饮食文化的发扬地。

著名的苏式招牌菜有：松鼠桂鱼、清汤鱼翅、响油鳝糊、西
瓜鸡、母油整鸡、太湖莼菜汤、翡翠虾斗、荷花集锦炖等。

苏州小吃亦闻名天下，蜜汁豆腐干，松子糖，玫瑰瓜子，虾
籽鲞鱼，枣泥麻饼，猪油年糕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美食，不
可不尝。苏州小吃是中国四大小吃之一(南京夫子庙秦淮小吃
与上海城隍庙小吃、苏州玄妙观小吃和湖南长沙火宫殿小吃
并称为中国四大小吃)。

“得月楼”和“松鹤楼”是老字号的苏式餐馆;“老苏州茶酒
楼”以传统苏帮菜而闻名;“朱鸿兴面馆”和“绿扬馄饨”等
物美价廉，比较适合大众消费。

苏州的主要美食街有：太监弄、十全街、学士街、嘉馀坊、
凤凰街、干将路和石路金门商市美食街等。

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
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顾辟疆所建的辟疆园。
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
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16-18世纪全盛时期，苏州



有园林200余处，现在保存尚好的有数十处，苏州因此素
有“人间天堂 ”的美誉。苏州是有效资料显示现存至今的最
古老的城市，苏州在春秋时期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西汉武帝时
为江南政治、经济中心，司马迁称之为“江东一都会 ”(司
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陆游
称“苏常(州)熟，天下足”(陆游《奔牛水闸记》)，宋人进
而美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而苏州则“风物雄丽为
东南冠”;明清时期又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誉称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
贵风流之地 ”。

“苏州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是建筑、山水、花木、雕刻、
书画的综合艺术品，集自然美和艺术美于一体，构成了曲折
迂回、步移景换的画面。全市现有园林60多个，其中拙政园
和留园列入中国四大名园，并同网师园、环秀山庄与沧浪亭、
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等9个古典园林，分别于97年12
月和20xx年11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古镇同里、周庄、甪直正在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既有园林之美，又有山水之胜。寺观名刹，遍布城乡;文
物古迹，交相辉映。加以文人墨客题咏铭记，作画书联，更
使之名扬中外。灵岩、天平、洞庭东山西山、邓尉、虞山、
玉山等处，都是天然的风景胜地。古镇周庄和苏州乐园、太
湖乐园等现代旅游设施业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

拙政园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我国
四大古典名园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沧浪亭与狮子林、拙政园、留园并列为苏州宋、元、明、清
四大园林，是现存苏州园林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园林。全国景
色简洁古朴，落落大方，不以工巧取胜，而以自然为美。

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既
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之人文景



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邃而享誉盛名，素有“假山王
国”之美誉。

留园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园中分四个风景区，以建筑空间
处理得当而居苏州园林之冠。

苏州的桥：

(京杭大运河上的桥)枫桥、何山桥、狮山桥、索山桥、晋源
桥、石湖桥、鹤溪大桥

苏州最佳旅游时间：

苏州最美的季节当然是温暖宜人的春天，无论是春光灿烂还
是春雨缠绵，苏州园林都是一幅动人画卷。苏州属北亚热带
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 随着季节变换，苏州
园林或繁花似锦，或碧树浓荫，或银装素裹，展现出万千美
态。

而且各种时令美食如杨梅、枇杷、糖藕、大闸蟹、腌笃鲜轮
番上市，大饱眼福之余还能大饱口福。

碧螺春茶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俗名“吓煞人香”。康熙南巡路过苏州，
品茶后大加赞赏。因此茶采自清明、谷雨时节，被赐名
为“碧螺春”，并列为贡品。

泡茶方法：取茶叶少许，撒入温水中，其白毫会慢慢溶掉，
茶叶沉下，这时杯底一片碧绿，但水尚无味，将水倒掉三分
之二左右，再冲以沸水，茶叶全部展开，此时水色淡绿如玉，
茶香味醇。

采芝斋糖果



苏式糖果享誉中华，有明货、炒货、软糖、特味4大类150多
个品种，如松子糖、粽子糖、花生糖、三色松子软糖、脆松
糖、松子南枣糖等，其中以采芝斋独家生产的粽子糖最为有
名。

苏式蜜饯

苏州制作蜜饯的历史可上溯到三国时代，清代是苏式蜜饯的
鼎盛时期，其中以“张祥丰”最为著名，历来是“宫廷食
品”。苏式蜜饯现有160多个品种，以金丝蜜枣、奶油话梅、
金丝金桔、白糖杨梅、九制陈皮最为著名。 苏式话梅的风味
是甜中带酸，口含一粒，爽口生津，而且回味久，最受旅游
者喜爱。 用洞庭柑桔制作而成的苏桔饼和金桔饼，桔香浓郁，
味甜爽口，具有开胃通气功能。

苏绣

苏绣的历史可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苏绣与湖南的
湘绣、四川的蜀绣、广东的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并为四大名绣之首。

苏绣的题材以人物、山水、花鸟、动物为主，有绣片、册面、
屏条、屏风等。新中国成立后，苏州艺人成功地创造了双面
绣，其代表作是“双面猫”。

太湖银鱼

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就盛产银鱼。清康熙年间，银鱼被列为
贡品，与梅鲚、白虾并称为太湖三宝。银鱼形似玉簪，色如
象牙，软骨无鳞，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含有蛋
白质、脂肪、铁、核黄素、钙、磷等多种成分。日本人称其为
“鱼参”。银鱼可炒、可炸、可蒸、可做汤。银鱼炒蛋、银
鱼氽汤、银鱼丸子、芙蓉银鱼等都是苏式菜肴中的名菜。



桃花坞木刻年画

苏州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天津杨柳青木刻年画和山东潍坊杨
家埠的年画并称“中国三大木刻年画”。

桃花坞年画始于明末，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作坊
在苏州桃花坞街上，因而得名。清雍正、乾隆年间盛极一时，
与杨柳青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年画形式内容多反映民间生活，富有装饰性。其浓郁的民族
风格也受到了外国人的青睐，如日本浮世绘就受到了桃花坞
年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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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导游词篇四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园林是我慕名已久的。
很荣幸，“三八”妇女节那天跟随妈妈去苏州旅游，那里有
很多园林，如拙政园、留园等，我们主要游览观赏了严家花
园。

来到严家花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古色古香的亭台楼
阁，飞檐峭壁，错落有致，富于变化，体现出造园者精湛的
艺术。花园由春夏秋冬四个各具特色的小景区组成。首先，
我们游览的是春天花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古广玉兰，每
逢春夏，千葩万蕊，满园春光。中央有条小溪，溪上架着几
座石桥，桥边的几棵杨柳依依多情，有的像羞涩的姑娘，有
的像手舞足蹈的小女孩，有的像喝醉了酒的老爷爷，到处碧
柳成荫，桃花盛开，相映成趣，好一幅春景图呀！我们依依



不舍地出了春景区，进入绵延假山的洞穴中，清风徐来，还
夹杂着淡淡的荷香，告诉我们已来到了夏天花园，花园前面
是一个人工湖，湖的对面是戏台，主人常常在夏天的夜晚出
来边看戏边乘凉，真是悠然自得，幽雅自在呀！随着曲廊向
北延伸，过池塘，我们进入了秋天花园，这里有许多假山和
翠绿的竹子，更多的是桂花，中秋月夜，丹桂飘香，芬芳馥
郁，闻之让人心旷神怡。

不远处，一座亭子高高地建在假山上，那座亭子金砖碧瓦，
飞檐流角，精巧别致，你猜，它是干什么用的？对了，是在
一年一度的月圆之际，主人们坐在亭内边吃月饼边赏月，别
有一番风味！经东北角一侧门右折不觉别有洞天，此处已是
冬天花园了，这里的房檐特别低，知道是为什么吗？告诉你，
这样的话，一到冬天，天气一冷，屋檐就会垂下一条条晶莹
剔透的冰檐，所以，房檐造低，就可以欣赏到这美丽的景致。
真是独具匠心啊！

严家花园真是美不胜收！春可赏花，夏可避暑，秋可赏月，
冬可赏雪，可谓是人间仙境！“苏州园林甲天下”，果然名
不虚传！

苏州导游词篇五

苏州园林以山水秀丽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
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拙政园，它是我
国四大名园之一，下面是本站带来的介绍苏州园林的导游词，
欢迎大家阅读。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认识大家，并由我陪同大家去我国的著
名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观赏园林，到人间天堂
去享受一天。



在车到景点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苏州园林的基本情
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美誉。当然，也请大家注意环境卫生，
做一个文明游客。

我们马上到了今日黄金游的第一站——留园。好，留园到了。
留园位于苏州市园林路。它应用了分合，明暗等对比手法。
大家好好观赏吧!

留园不留我们，那我们就去狮子林吧!狮子林到了，你们跟我
来，狮子林变幻莫测，值得一览。

穿过狮子林，出去约5千米，可见寒山寺，要不现在大家休息
一会儿吧。说到寒山寺，大家自然会想起“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吧!因唐初有个叫寒山的和尚未在这
里住过而得名。现在寺内存碑一方，上刻张继写的《枫桥夜
泊》一诗。

告别寒山寺，大家还恋恋不舍。希望它能给你们留下一个美
好的回忆。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人间天堂——苏州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谢谢各位!愿大家旅途平安愉快，再见!

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
林!

大家好，我是你们这次旅游的导游晁子凯，平常大家都叫
我“晁操”。在去游览之前，我要提醒你们：不能乱丢垃圾，
因为这里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尤其是不能把垃圾扔进水里。
你们想：要是每个人都乱仍垃圾，那咱们苏州园林不就变成
垃圾堆了，而且很快会变成世界最大的垃圾池。

游客们，我们现在到了园林的拙政园!你们别小看它，它可是



与首都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四大名园。
拙政园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后来明代监察御史王成归
隐之地，取“拙者之为政”的语意为名。拙政园分东、中、
西住宅三部份。住宅是典型的苏州民居，现在布置为园林的
博物馆展厅。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拙政园，接下来
就到了狮子林。狮子林有六百多上的历史，元代至正二年，
名僧天如禅师维则和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
师”。因园为“林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狮子”因而得名。
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
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遂而享有盛名，素有假
山王国之美誉。

怎么样，我讲得好吧!要是讲得好，就推荐你们的亲戚来旅游
吧，我愿意为他们当导游。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许阁芳是你们的导游，你们
可以称呼我小许或许导。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参观人间的天堂——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以山水秀丽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
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拙政园，它是我
国四大名园之一，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留园，并称为
中国的四大名园，也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佳作。其布局设计、
建筑造型、书画雕刻、花木园艺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被誉为
“天下园林之母”。拙政园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也就是公
元1520xx年，占地78亩，分为东、中、西和住宅四个部分。
中部分是以水为中心，池水面积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各种
亭台轩榭多临水而筑。你们看，它的布局是不是错落有致、
构思巧妙呢?现在你们可以拍照留个纪念哟!

现在我们到达了留园，请大家注意看，我右边这个大屏风，
上面绘有留园的平面图，它是用2500块玉石镶嵌而成的。那
么为什么要用2500块玉石呢?因为这幅图是苏州2500岁生日的
时候，由扬州艺人所雕，每一块玉石代表了苏州一年的历史。



让我们一起进去边走边看吧!留园的主要建筑有涵碧山房、明
瑟楼、清风池馆等。刚刚我们参加的拙政园代表的是明代的
建筑风格，留园则代表的是清代江南园林风格。这些都充分
体现了我国古代园林艺人的高超技艺，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
慧结晶。

愉快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其实苏州园林的美景是看这完、也
说不完的，你们要真正了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感谢大家对
我的支持与陪伴，期待我们再次相会，再见!

篇四：介绍苏州园林的导游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邓蕊竺，为了方便，
大家叫我小邓就可以了，希望能与大家相处愉快!谢谢!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苏州园林，那里是世界著名遗产，请大家
注意，不要随地吐痰，制造垃圾，还有一点就是进去时必须
脚步轻轻哟!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苏州园林和要去的园子：苏州古典园林建
于16世纪至18世纪，房子都是精雕细琢而成的，大家待会儿
去细细游览。

苏州园林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
据记载，苏州园林是文化意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相信大家对苏州园林已经了解了一些吧!
我们现在书归正传讲正题了。我们要去的园林是世界四大名
园中的两个园子，知道是哪两个吗?嘻嘻!就是沧浪亭，建于
宋朝，狮子林，建于元朝。听了这些，大家也不妨跟我去玩
玩吧，走!我们出发。我们先去沧浪亭吧，去沧浪亭不会太远，
一两分钟就到了。

好了，这就是沧浪亭，怎么样?不错吧!沧浪亭建于北宋时
期(公元1041至1048年)，是苏舜钦所筑，可以说是苏州最最



古老的园林。南宋初期曾为名将韩世忠住宅。沧浪亭造园艺
术与众不同，不信你们看!前面有一泓绿包围着园子，下前面
有一座桥，大家可以从桥内进入沧浪亭。各位请跟我一起进
入沧浪亭。大家都进来了吗?好!大家向正前面远眺，有一座
土山，隆然高耸。山上幽竹纤纤、古木森森，山顶上有个宝
贝叫沧浪石。大家可以上山，看一看这个在山顶上奇特的宝
贝。

游客朋友们，集合了!集合了!我们要去狮子林了，我来说一
下狮子林，待会儿，大家可以去狮子林玩，还可以去宾馆休
息，现在我来说说狮子林吧!

狮子林占地十五亩，东南多山，西北多水。狮子湖是水景观
的主要景点，那里的石假山别有特色，相当的精美。狮子林
的建筑以燕誉堂为主，堂后有一个精美的小方厅。像燕誉堂
之类的建筑在狮子林几乎随处可见，有名的有立雪堂。现在
各回各家吧!

大家再见了，以后请你们的亲朋好友来苏州古典园林，不过，
可别忘了我——小邓哟!

苏州导游词篇六

海涌峰为何被称为虎丘？这还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说起。
3000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让王
位，离开陕西岐山，来到太湖之滨，建立了勾吴部落，经过
十几代人的开拓和积聚，建立了吴国。泰伯的二十一世孙吴
王阖闾为了争霸事业，重用孙武和伍子胥，"设守备，实仓廪，
治兵库"，于公元前520xx年始建阖闾大城，成为东南的一大
都会，使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乘越
王允常去世的机会，亲自率兵攻打越国。由于阖闾骄傲轻敌，
中了越王勾践的埋伏，在槜李地区受伤，回师途中在嘉兴去
世，归葬海涌山。这段历史，在唐代陆广微先生撰写的《吴



地记》上是这样记载的："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阖
闾葬此山中。发五郡之人作坟，铜椁三重，水银灌体，金银
为坑。

《史记》云：’阖闾坟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坟，取土
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越春秋》
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
其上，因号虎山。"’自此以后，虎丘就成了苏州的一大名胜。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文人雅士凭借着虎丘这个舞台，
演出了许多威武壮丽的史剧，从而留下了无数的宝贵遗迹，
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可以说，虎丘是苏州2500百年历史
的一部百科全书。

吴王夫差为报仇雪恨，率兵攻打越国，在太湖中的夫椒山大
败越军，拘捕越王勾践夫妇到虎丘，令其在阖闾墓前守坟养
马。

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曾登山游览，并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求
吴王宝剑，而终无所得。秦未，项羽组织江东八千子弟兵，
在虎丘揭竿起义，转战南北，在巨鹿之战中击败秦军主力，
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基础，成为风云一时的西楚霸王。

东汉末年，孙权以苏州作为根据地发展争雄事业，为巩固和
发展孙吴政权，曾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找地下宝藏，也一无
所获。

唐代宝历年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一年多时间(820xx年5月
至820xx年9月)里，开通了自阊门至虎丘的山塘河，沿河边筑
了一条七里长堤，堤上夹种桃李，水中栽植莲荷，使苏州增
添了不少秀色。

宋代苏东坡多次游览虎丘，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认为："游苏
州者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明代唐伯虎曾经发现剑池干涸后暴露出来的阖闾墓的甬道口，
几乎差一点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明代末年，以张溥为首的复社曾经在虎丘千人石聚会，有来
自全国的复社成员共上千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清代康熙、乾隆曾多次出巡苏州，在虎丘留下了许多墨宝，
在苏州民间传为佳话。

清代末年，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苏州发起组织了近代第一
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20xx年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举行
第一次雅集，宣告正式成立。这个团体宣传资产阶级革命，
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影响很大。陈去病于1933年去世后，
葬在虎丘山南麓。

虎丘也是江南有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讲到虎丘的佛教文化的
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东晋司徒王珣和司空王珉
兄弟，在虎丘营造馆舍作为别墅。咸和二年(320xx年)舍宅为
东西两寺，以剑池为界，后两寺合二为一。唐代因避唐太祖
讳，改虎丘为武丘，寺庙称为武丘寺。北宋时改称云岩禅寺。
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虎丘云岩寺始建佛塔，于北宋建隆
二年(961年)竣工。寺庙几经兴废，于清康熙年间重建，改名
为"虎阜禅寺"。虽然现在这里的寺庙建筑遗存已不再是宗教
活动场所，但从其规模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佛寺的盛况。

除了虎丘的人文景观声名远扬外，虎丘的自然风光也使人流
连忘返。正所谓"虎丘吴小山，东南称奇观。"这里有天然的
巨大石砥--千人石；有罕见的悬崖峭壁--剑池石壁；有茂密
的森林和候鸟景观--苍鹭夕归；有著名的盆景展览--万景山
庄。

自古以来，虎丘也是繁华的商贾之地。尤其是明清时期，这
里商贩聚集，酒肆林立。到了清明踏青和山塘庙会时节，虎
丘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清代大文豪曹雪芹先生在《红楼



梦》中写道："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与薛幡毫无相
差。""薛宝钗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她哥哥，不禁笑了
起来。"这一段对虎丘捏像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勾划出了当年
虎丘集市的热闹情景。正是由于虎丘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
浓郁的文化氛围，秀丽的自然风光，使她成了苏州的首选游
览胜地。明代李流芳把它归纳为"虎丘有九宜"，就是宜月、
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直落木、宜夕
阳。也就是说，游览虎匠，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
都有其独特的风味，成为吴中第一名山、吴中第一名胜。

苏州导游词篇七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苏州留园是中外旅游胜地，里面的三绝是赫赫有名的冠云峰、
楠木殿和鱼化石。留园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石众多而知
名，它是5a级旅游风景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准备
去留园“探宝”。

这天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蝉在树上大声地
嘶喊着。我迈着轻快而喜悦的步伐走进了留园。一进园，我
发现这里空气清新，室内阴凉无比，墙壁的每一扇漏窗镶嵌
着各种各样的花纹。走着走着，我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大池
塘边，这里游人如织，荷叶像一个个小娃娃挤在一起，拼命
争夺着自己的空间。小鱼儿在荷叶间游过，似乎在玩着捉迷
藏的游戏。我还发现一只千年老龟，它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
着，悠哉悠哉，好快活啊！每一条鱼都不敢侵犯它。

我沿着池塘里的回廊曲折前进，忽然，看见草丛中竖着一块
大石头，原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名石冠云峰。果真，它具备
“瘦、漏、皱、透”的太湖石特色。它就像一尊雅典娜的雕
像，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并注视着我。据说这块太湖石是宋



代遗留下来的呢！

全园用建筑来划分空间，可分中、东、西、北四个景区：中
部以山水见长，池水明洁清幽，峰峦环抱，古木参天；东部
以建筑为主，重檐迭楼，曲院回廊，疏密相宜，奇峰秀石，
引人入胜；西部环境僻静，富有山林野趣；北部竹篱小屋，
有乡村田园风味。

苏州导游词篇八

水浒好汉城位于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占地面积600余亩，有36院落、72景观、108个景点，是
集忠义楼、郓城县衙、晁家庄等原汁原味的古代建筑群和宋
江武校的武术教学与交流，以及狗娃艺术团的。武术、舞蹈
及水浒情景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景观。是山东省十大
旅游目的地品牌之一“水浒故里”的核心景区之一。它还是
中华古民居博物馆、央视推荐钻石旅游线路、水浒故事的源
头景区。

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郓城是全国武术之乡、
中国好汉之乡。郓城水浒好汉城景区位于山东省郓城县水浒
路西段，是一处集忠义楼、郓城县衙、晁家庄等原汁原味的
古代建筑群和宋江武校的武术教学与交流，以及狗娃艺术团
的武术舞蹈、水浒情景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景观。景
区包括忠义楼、郓城县衙、晁家庄、宋江武馆、郓城文庙、
郓城酒楼、及时雨茶楼、孙二娘客栈、古筝坊、大刀馆、乌
龙院、寅宾馆、明伦堂、明清戏楼等十几个景点。其中，北
方传统四合院和浙派、徽派的古代建筑荟萃，雕梁画栋勾心
斗角，令人赏心悦目；狗娃的精彩表演和重二百多斤的状元
大刀绝技，使人倍感震撼；而深藏在每一栋房屋里的水浒英
雄的传奇故事，则令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郓城水浒好汉
城预计总投资10.2亿元，整个工程分为四期。

近年来，该景区采用整体搬迁的方式，按照古建筑修复“不



改变原貌”的原则，将散落在山西、陕西、浙江、安徽等地
民间具有水浒文化特色的元、明、清建筑征集到郓城。现已
建成了古城墙、忠义楼、乌龙院、宋江武馆、朱贵酒店、晁
氏庄园和狗娃大剧场等一批景点，此外对郓城古县衙、文庙
等进行了恢复，景区水浒风格已经显现。另外，水浒好汉城
四期工程已经开工，将建设水浒文化中心、水浒客栈、水浒
美食街、水浒市井荟、中华武志馆、六艺学堂、枕水人家精
品民宿、勾栏瓦肆水浒戏社、水岸闾里-餐饮文娱街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