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个园导游词(实用16篇)
欢迎词是展示我们对来宾的尊重和关心，为他们营造愉悦的
参观氛围。如何写一篇出色的欢迎词不仅考验我们的文采，
更需要真挚的情感。下面是一些优秀的欢迎词范文，希望能
给您一些灵感和启示。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如果夏景是以有清新柔美的曲线的太湖石表现秀
雅恬静的意境，那么秋景则以黄山石粗扩豪放的直线表现雄
伟阔大的壮观。因为黄山石既具有北方山岭之雄，又兼南方
山水之秀，因此秋山是个园最富画意的假山。整座假山，都
用悬岩峭壁的安徽黄石滩就，其石有的颜色呈储黄，有的赤
红如染。

假山主面向西，每当夕阳西下，红霞映照，色彩极为醒目。
在悬崖石隙中，又有松柏傲立，其苍绿的枝叶与褐黄色的山
石恰成对比，宛如一幅秋山图景。山巅建有四方亭，人在其
中，俯瞰四周景观，往北远眺绿杨城郭，瘦西湖，平山堂及
观音山诸景又一招入园内，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之借
景。在我国古代，向有秋日登高远望的传统。

个园黄山石是全国的制高点，又以重阳登高来渲染秋的主题。

秋山的外形高峻突兀，内部结构复杂。石洞、石台、石磴、
石梁与山中小筑交错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条扑朔迷离的山中
立体游览通道，它不仅有平面的迂回，更有立体的盘曲。游
客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因山而楼，再由楼两山，慢
慢去领略这座设计巧妙、堆叠技法高超的扬州名山秋山的风
采。

从黄石假山往南看去，在三盈小楼的西面，有一个幽静的景



区，这区域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南北敞达，东西用墙围闭的小
厅，这些建筑给人的感觉好像带了某些京味。请看这些房子，
屋角起翘较小，屋面较平缓，造型显得比较厚重，为什么会
这样呢?原来在清朝盛世，帝王南巡，都要在扬州游玩。

扬州盐商经济实力雄厚，为了所谓的迎銮，费尽心机来揣摩
皇帝的喜好，因而有不少园林建筑就仿照了北京建筑的款式，
渐渐地，扬州园林中有些建筑也带有了某些京味。这幢叫作
透风漏月的小厅也不例外。在厅的南面有一座用宣石平叠的
花台，台上倚着花园的南界墙，又有宣石堆起的小型倚壁假
山，这就是冬山。

宣石产于安徽的宣城，其色洁白如雪，人们又称它为雪石。
这一景区，原是冬日围着火炉，边赏雪边品茶的地方。为了
使假山在不下雪之时仍有雪意，便将宣石山置于南界墙北面
的墙下，从厅中望去，台上小山一色皆白，犹如积雪未消。
因为宣石中含有石英，其色虽白，但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
如将其置于向阳处，就与赏雪的主题有些相违，冬山背阴，
也可见叠山家观察的仔细了。

宣石山的东侧界墙外，便是个园的人口处。为了使冬天的意
味更足，造园家在墙上有规律地排列了24个圆洞，组成一幅
别具一格的漏窗图景。每当阵风吹过，这些洞口犹如笛萧上
的音孔，会发出不同的声响，像是冬天西北风呼叫，以声来
辅助主题意境。更为奥妙的是，通过那几排透风漏月的'圆润，
看到的是春景的翠竹、石笋。不知朋友们有没有产生冬去春
来的联想。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导游xx，很高兴今天为各位导游讲解中
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林，是清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两淮盐总黄至筠的家宅。

主人生性爱竹，在园中修竹万竿，大家可记得园门两边的楹联
“春夏秋冬山光意趣，风情雨露竹影多姿”。

由此可见竹子是个园的精魄，个园的灵魂。

同时“个”字是“竹”字的一半，而且形状酷似竹叶，故取
名个园。

1998年个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
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竹林】

进入个园，首先映入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各样的竹子。

据记载全世界竹类植物约有1300多种，我国自然分布的竹种
约500多种。

在我们扬州地区适宜散生竹种和少数比较耐寒的丛生品种。

注释：1.黄至筠(1770年-1838年)，又称黄应泰，字韵芬，又
字个园。

原籍浙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著籍扬州府甘泉县，清嘉道
年间为八大盐商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珍贵的龟甲竹、佛肚竹、孝顺竹等。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更是爱竹如命。

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对竹子十分喜爱，而园主人黄至筠也和



大多数爱竹之人一样，时常借以言志，抒发清高脱俗的精神
追求。

【竹西佳处】

走过悠长纤瘦的竹林小径，我们在前面看到了题着“竹西佳
处”的匾额。

“竹西”是出自晚唐诗人杜牧吟咏扬州的诗句，“谁知竹西
路，歌吹是扬州”。

到了宋代词人姜夔这里，又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词
句，后来人们就用“竹西佳处”来指扬州了。

“竹西佳处”的过道两边栽植的是桂花树，这里种植的主要
是花色偏白的银桂，不是因为主人是盐商，喜欢白花花的银
子才种植白色的银桂，而是“银”和“迎”的读音差不多，
表示“夹道桂花，迎接贵宾”的意思。

所以这条道也被称为是迎宾大道。

【丛书楼】

走过迎宾大道，我们眼前的这个两层楼建筑就是黄至筠书房，
叫丛书楼。

这座丛书楼是由当时马氏兄弟所建，他们收藏了大量书籍，
供文人赏读。

这个楼有两层，有楼必然有楼梯，那这丛书楼的楼梯在哪里
呢?大家不妨进去找一下，找不到不要紧，在这边我们留一个
悬念，答案到后面自然会揭晓。

注释：1.竹西佳处：取词于姜夔的《扬州慢》。



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诗：“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2.姜夔：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往来鄂、赣、皖、苏、浙间，与诗人词家杨万里、范成大、
辛弃疾等交游。

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等。

3.马氏兄弟：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侨居扬州，经营盐业，
为当地徽商巨富，捐资开扬州沟渠，筑渔亭孔道，设义渡，
造救生船，造福一方百姓，其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传播，人称
“扬州二马”。

【住宅】

往前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个园的南部住宅部分，它完全依
照坐北朝南、三纵三进的传统形式建成。

个园住宅的三路建筑各有吉祥主题，分别为“福”、“禄”、
“寿”。

大家眼前的是一个两面青砖的夹墙过道，这个过道叫“火
巷”，它是一个消防通道。

我们的左手边是东部住宅，右手边是中路建筑，再向西还有
一个西纵，每纵有三进，是三横三纵九宫格的住宅格局。

东纵最北面的一间是伙房，在伙房的前面，是楠木厅，是主
人一家团聚用餐的地方，因其梁柱取材楠木得名，厅内桌子
是圆的，凳子也是圆的，寓意团团圆圆。

楠木厅的南面是清美堂，清美即高洁，美好的意思，就是以
清为美，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要清正廉洁。



这里原来是黄家接待一般性来客和管家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

东路建筑檐口瓦头上是篆字“禄”，滴水全部是“鹿”的图
案。

这条轴线的主题是“禄”，“禄”者，俸禄也，指古代官吏
的俸给，俗话说“高官厚禄”，主人是希望它能保佑黄家世
世代代官运亨通。

进入仪门，我们就来到住宅中纵了。

这一纵的主题是“福”，檐口瓦头均是倒挂着的蝙蝠。

我们现在参观的是汉学堂，由于黄至筠二儿子黄奭推崇汉学
所以命名汉学堂。

它的接待规格要高于“清美堂”，梁柱全部取材柏木，是扬
州最大的柏木厅。

中轴的中进是黄奭夫妇的起居所，中轴的后进是黄至筠四公
子黄锡禧的起居场所，在黄家四兄弟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
个园的，可以说历经了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晚年寄居泰州。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条火巷，火巷把两边的建筑隔开，一是
为了阻止起火时火势漫延，另一点是古代等级制度比较森严，
仆人进出，宾客至后花园都不能穿堂入室，只能从火巷走。

这条火巷和刚才我们走过的那条有点不一样，这条巷子一头
宽，一头窄，这么设置不仅从视觉上让人有“庭院深深深几
许”的感觉,同时这条巷子也被称为是棺材巷，棺材棺材升官
发财的意思。

走过火巷，我们来到的是住宅的西路建筑，西纵的主题和前
面两纵不一样。



它的主题是“寿”。

大家看屋檐滴水上是寿桃图案，西纵第一边是清颂堂，因主
人晚年清誉有佳而得名。

这间厅内没有梁柱，相当于现在的吊顶天花，是黄家祭祀的
场所。

西纵第二进，第三进是当年内眷生活的场所，内眷住的地方
除了有楼房，柱子见方，还有女儿墙，是封建性很强的绣楼。

【四季假山】

看完住宅部分，最后就是个园成就最高的，最值得人称道的
后花园的“四季假山”。

我们现在从火巷走出来，正对面是一个漏窗而不是一堵墙，
我们从这里能看到半个漏窗，显得很富于变化，漏窗里的假
山造型很独特，您仔细看看您就会发现这些造型很眼熟。

没错了，您看，这是个狮子的造型。

其实，这些造型除了趣味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告诉我
们，园子里的假山是象形的，我们要从这些象形的寓意角度
去读园。

未入园门，只见小小花台之上，数杆刚竹修直挺拔，石绿班
驳的石笋插栽其中，园主人以粉墙为纸，竹石为绘,点画出一
幅生动的“雨后春笋”图，让人充分地感受到春日雨后山林
的盎然生意。

这幅别开生面的竹石图，运用惜墨如金的手法点破“春山”
主题，告诉你“一段好春不忍藏，最是含情竹”。

春景是四季假山中占地最小、用石最少的一个，一日之计在



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稍纵即逝，它巧妙地传达了传
统文化中的“惜春”理念。

此时的你一定对园门之上“个园”的横匾心存疑虑，“个”
字是建国以后才有的简体字，而建于清代的个园怎么会有此
字呢?要知道此“个”非彼“个”也。

园主人虽然爱竹，并在北园建了竹园，但是他很自谦，认为
自己只拥有了竹中一叶;而清代诗人袁牧的一句“月映竹成千
个字”更破解了此“个”之谜，竹叶被月光影映在粉墙之上，
形成了一个个的“个”字，原来这是一块极为罕见的字画一
体的匾额，一支竹叶一个园，微风飘拂,疏叶生姿,阳光下修
笙弄影之态现于粉墙之上,再抬头观看园门横匾上的“个园”
二字,不仅显示出园名与春意融合在竹石图中的微妙之机，同
时也暗示了个园的`园景特色在于竹,在于石。

如果说园门外是初春之景,那么跟着春天的脚步迈过园门你看
见的则是仲春的繁荣。

随着惊蛰的来临，万物又恢复了灵性，园主人在这里用形态
各异的太湖石刻画出了一幅生动的十二生肖闹春图。

那潜龙游蛇、勤劳的耕牛、英俊的白马、长啸山林的猛虎、
聪明的小狗、可爱的绵羊、调皮的猴子、温顺的玉兔、报晓
的雄鸡、无不惟妙惟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热闹在这里
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走过春天的路面，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的脚下出现了鹅卵
石，中国园林用鹅卵石铺设路面代表了水波纹。

其实，我们已来到了夏天，因为夏天高温多雨，地面自然一
片水意了，水上还有朵朵莲花的图案，这里用多水和夏天开
的荷花点题表示夏天。



景的主题是：夏云翻腾，苍翠欲滴。

夏景中种植的植物，都是枝叶厚重，冬天不落叶，能够营造
夏天绿荫如盖的树种，有女贞，广玉兰等。

这些植物为夏景立意打了一个铺垫，其实真正反映夏天的还
是眼前的这座假山。

主人独具匠心地运用太湖石这种外形不规则变化的线条，叠
造成暴风雨来临之前在天空翻卷堆叠的雷积云，所以，这座
假山就叫做夏云。

我们站在脚下的水波纹上，头顶蔽日浓荫，看到满眼的雷积
云时，就会感到浓浓的夏意。

当然，最精彩的是楼房前方一段，云头涌动，遮挡住楼的三
分之一，一看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把盛夏雷雨来临
之前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江南的夏日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所以
在我们左手边，也就是池西岸临水处置一“蛙石”。

池岸以湖石为点，曲折凹凸，中睡莲点点，无论是淡淡的红，
还是淡淡的紫都在以其最婀娜的身姿点缀着夏日的苍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池中那修长飘逸的湖石，自下而上
有三个近圆形的孔洞，遮去下面的孔洞，极像汉字中
的“丑”字，“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也就美到了极处”，
这石中精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家可以在这边拍照留影。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湖石，又颇像汉字中的“月”字，“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点明了扬州是个“月亮
城”。



在那丑石之后有一石鱼，张口摆尾，生动逼真，和池中金鱼
相映成趣，另有一番景象。

现在我们就一起登夏山，夏山从外面看是一朵云的形状，所
以我们游夏景还有“平步青云”的意思。

登上夏山，我们看到上面种着石榴、竹子、枇杷，还有一些
灌木，尽管长着很多植物，减一种多一种没什么本质差异，
但这个紫藤却是不能少的，所以想要平步青云，就要在山上
对云进行一次改良，上面种了一株紫藤，云顶上有紫气，那
叫紫气东来，是老子出函谷关的景象，这就是植物与建筑的
一种契合关系。

夏云顶上置一鹤亭，传说为养鹤之地，寓以“鹤舞云霄，神
仙福地”之意，对联“立如依岸雪，飞似向池泉”描写的正
是仙鹤。

松柏常青，仙鹤长寿，组合起来又寓意为“松鹤延年”。

个园的游览是按顺针按时序变化游览的，连接夏秋两景的建
筑叫抱山楼，是一幢七开间的楼房，它是主人宴请宾客的地
方。

我们脚下的这条长廊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长的长廊。

您可能有点疑惑，人们这么说是因为从长廊这头走到尽头是
从夏天走到秋天，从夏到秋得三个月，可不是世界上最长的
长廊!下面我们就看看眼前的这座秋山。

秋山又称为小黄山，造园者把黄山的景色在此做了高度的浓
缩，当然，浓缩的都是精华。

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曾说过：秋山气势有如徽之黄山，
试想一下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能堆出黄山的气势，叠石水



平是多么的高超。

这位叠石高手是谁呢?相传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涛和尚。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三

个园坐落于江苏省扬州市郊的东关街，前身是清初的寿芝园。
嘉庆、道光年间，两淮盐商黄至筠购得此园并加以改建，因
种竹多，得名“个园”，其意有挺直不弯，虚心向上之
意。“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个园是以竹石为主
体，以分峰用石为特色的城市山林，相传出于康熙年间著名
画家石涛之手。前人谓“掇山由绘事而来”，是园掇山颇饶
画理，在似与不似之间，引人无限遐想。园内山峰挺拔，气
势磅礴，给人以假山真味之感。园中有宜雨轩、抱山楼、拂
云亭、住秋阁、透月轩等建筑，与假山水池交相辉映，配以
古树名木，更显古朴典雅。

此园南为入口，中部有二池：东池以小桥划水域为二，池南
桂花厅，面阔三间，单檐歇山，是园中主要建筑，池北有六
角亭一处；西池较小，北岸砌有湖石假山，南岸为竹林。园
北有长达十一间的二层园林建筑。

个园以“四季假山”闻名。春景在桂花厅南的近入口处，沿
花墙布置石笋，似春竹出土，又竹林呼应，增加了春天的气
息。夏景在园的西北，湖面假山临池，涧谷幽邃，秀木紫荫，
水声潺潺，清幽无比。秋景是黄石假山，拔地数仞，悬崖峭
壁，洞中设置登道，盘旋而上，步异景变，引人入胜。山顶
置亭，形成全园的最高景点。冬季假山在东南小庭院中，倚
墙叠置色洁白、体圆浑的宣石（雪石），犹如白雪皑皑未消，
又在南墙上开四行圆孔，利用狭巷高墙的气流变化所产生的
北风呼啸的效果，成为冬天大风雪的气氛。而就在小庭院的
西墙上又开一圆洞空窗，可以看到春山景处的翠竹、茶花，
又如严冬已过，美好的春天已经来临。这种构思设想，使园
林空间的变化极具新意。



四季假山各具特色，表达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
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和“春山宜游，
夏山宜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诗情画意。个园旨趣新
颖，结构严密，是中国园林的孤例，也是扬州最富盛名的园
景之一。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四

各位游客：

在个园景区规划时，园主人按照主要游览路线顺时针方向布
置了春、夏、秋、冬四处假山石景，立意新颖，用材精细，
配景融洽，结构严密。在这些以假山为主题的风景序列中，
时令特征是创作的命题，春山是启示部，夏山是展开部，秋
山是，冬山是尾声，就像音乐的创作或写文章那样，有着严
密的章法。

个园的假山概括了所谓“春山谈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
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与“春山宜游，夏山宜
看，秋山宜登，冬山宜居”的画理。园内还有“宜雨
轩”、“抱山楼”、“拂云亭”、“住秋阁”、“漏风透月
轩”等古建筑。四季假山在这些楼台亭阁的映衬下，加之古
树名木点缀其间，更显古朴典雅、幽深雄奇。有人说景石四
标准：“皱、瘦、透、漏”，似乎已成定论，这不过是一般
的叠石技巧，像个园这样分峰造石，构成四季假山，游园一
周，似游一年，足见构园者的不同殊俗;更可贵者，这春夏秋
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截然分开，而是浑然天成。冬景虽给人
以积雪未消的凛冽之感。但靠春景的西墙却开了两个圆形的
漏窗，只见枝枝翠竹过墙来，又给人们“严冬过尽绽春蕾”
的深远意境，整个园景犹如一幅构制巨大的画卷，构成美的
和谐。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五

穿堂而过可至中路后进，同样是三间两厢的格局，但陈设却
大为不同，非常简朴，毫无富商大贾的豪华气派。这是黄至
筠五子黄锡禧的居住场所。黄锡禧是黄家最小的孩子，也是
黄家最后一个离开祖屋的人，他就好像《红楼梦》的作者曹
雪芹一样，历经家业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晚年寓居泰州。从
少时的锦衣玉食到晚年的寄居他乡，其心路历程怕是旁人难
以想像的。黄锡禧是清代词人，著有《栖云山馆词存》。正
室内迎面悬山水中堂，楹联所写为：“云中辨江树；花里听
鸣禽。”就是集黄锡禧的诗句而成，云中江树、花里鸣禽都
很难细辩，极具朦胧美，一静一动也更见意境悠远。黄锡禧
其文清丽婉约，淡然天成，究其成因也是境遇所至。

火巷是房屋之间，为防止火灾蔓延而预留的狭长通道。这条
火巷南宽北窄，俗称“船巷”。园主人是盐商，主要的生意
都通过水路运输，在此主人希望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都能够一
帆风顺。火巷由南至北渐行渐窄，强化了透视感，延伸了空
间，更觉“庭院深深深几许”。

火巷的南面有一口水井，寓意船行水上。旁边墙上砌成拱形，
运用力的分散原理，防止长期取水导致墙体下沉。由此可见
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

西路住宅遗存主房前后三进，是黄家内眷集中生活的场所。
前进为正式接待礼仪场所，中进与后进为二层楼宅。檐口瓦
头滴水是寿桃图案，门窗阁扇，采用的是仙鹤图案。寓
意“寿”。正厅三楹，旁设套房，套房前置小天井。廊墙上
有两对磨砖大花窗，是典型的扬州风格。此厅堂不但是黄氏
三路住宅中最高敞的厅堂，也是扬州古民居中遗存最高的厅
堂。

此厅从建筑形式上称方厅，俗称“花厅”，为杉木构架，但
极为考究。是园主人举行黄氏宗族聚会、议事、祭祀等盛大



活动的场所。也是时而排戏唱“堂会”的地方，主人家里上
百人的家庭戏班就经常在此演戏。

因黄至筠晚年“清誉有佳”而名清颂堂。请看清颂堂抱柱上
的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
书”。“积善”、“读书”，可以说是立家的根本。这是中
华传统，更是教化子孙后代的需要。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六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们到达的是个园，我是朱姸羽。你们
可以叫我“朱导”，希望在我的陪同下，与你们度过一段快
乐的时光。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
林。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
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园。全园占地30余亩，整体布局采用了古典园林前宅后园的
传统形式。

你们知道吗?个园的营造可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两淮盐商
商总黄至筠。黄至筠祖籍浙江杭州，他凭着卓著的经商才能，
被嘉庆皇帝钦赐“盐运使司盐运使”的荣誉称号，曾两次进
京为皇帝祝寿。可以说黄至筠和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都是钦
赐正二品。个园园主在位40多年，建造个园就花了20年时间，
耗银600万两，相当于江苏省一年的赋税呢!

你们听了这些，可能会想：为什么黄至筠家的园子不叫黄园?
偏叫“个园”呢?哈哈，你们不知道了吧，因为“个园”得名
缘于黄至筠生性好竹子;而竹叶三片形似中国汉字的“个”
字;中国汉字“竹”字的一半就是“个”。清代大才子袁枚就有
“月映竹成千个字”的/诗句，凭着诗句，我们可以想象，繁
茂的竹林在月光的映照下，地上仿佛出现了成千的“个”字。
这一奇思妙想，就可以看成是“个园”名称的形象化图解。



个园的“万竹园”可是扬州城内最佳赏竹处呢!“万竹园”现
有竹60余种，近2万竿，可有不少稀有品种，如龟甲竹、方竹
等等。看!这是黄金间碧玉竹，此竹色彩美丽，竹竿呈金黄色，
节间带有绿色条纹似黄金间碧玉，因此得名黄金间碧玉竹。
瞧!这是孝顺竹，也叫慈孝竹，这种竹竿呈碧绿色，老时变黄
色，梢稍弯曲。枝条多数簇生于一节，每小枝着叶5-10片，
叶片线状披针形或披针形，顶端渐尖，叶表面深绿色，叶背
粉白色，叶质薄，为优良的观赏竹种。孝顺竹丛生竹种，笋
期在夏季，新笋围着老竹生长，像是遵从古训“父母在，不
远游”呢!

你们听了这些，肯定忍不住想赶紧去亲眼目睹一下个园的风
采了吧!在自由活动之前，我要提醒大家：美丽的景色虽然是
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可是也离不开我们后天的保护，所以，
我们要爱护环境哦!好了，不多说了，请大家3：30再到这里
集合，大家不要忘记，一定要做一位文明的游客哦!再见!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七

分峰造石当为扬州叠石的一大特色。个园是这方面的代表。
该园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淮盐总黄至筠于明寿芝
园旧址重建。清时为马曰璐兄弟二人别墅，小玲珑山馆，二
马是安徽祁门人，虽经营盐业，但雅好书画，尤其不惜重金
收藏典籍，家中藏书百橱，积十余万卷，《清史列传.儒林传》
谓其“藏书甲大江南北”。家中有丛书楼，觅句廊、看山楼、
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至今旧制尚存，故名仍袭。全祖
望曾写《丛书楼记》，称：“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
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
几过之。”可见其藏书之丰。可贵者马氏并非将典籍深藏秘
阁，宁饱蠹虫，不轻易借人，而是编成《丛书楼目录》，方
便文友查阅，使书尽其用。诗人卢雅雨，学者惠栋，藏书家
赵昱都曾借抄马氏秘籍，而全祖望、厉鹗都曾长期寓此写成
了学术专著。如惠栋所赞：“玲珑山馆群疆俦，邱索搜较苦



未休。”

黄虽为巨商，但也喜爱文化，人称主人“**竹”，自号“个
园”，以号作为园名。

该园据说出自石涛的手笔，他一生多游历名山大川，“搜尽
奇峰打草稿”，使之在个园设计中取材自然，却又敢破常格，
因而以四季假山汇于一园的独特叠石艺术闻名遐迩。

未入园门，只见修石依门，筱竹劲挺，两旁花台上石笋如春
笋破土，缕缕阳光把稀疏竹影映射在园门的墙上，形
成“个”字形的花纹图案，烘托着园门正中的“个园”匾额，
微风乍起，枝叶摇曳，只见墙上“个”字形的花饰不断移动
变换，“月映竹成千个字”（袁枚），你会不自觉地叹
出“活了”！

过春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夏山，全是用太湖石叠成，秀石
剔透，夭矫玲珑。步入曲桥，两旁奇石有的如玉鹤独立，形
态自若；有的似犀牛望月，憨态可掬。抬头看，谷口上飞石
外挑，恰如喜雀登梅，笑迎远客；远处眺，山顶上群猴戏闹，
乐不可支。佳景俏石，使人目不暇接。过曲桥入洞谷，洞谷
如屋，深邃幽静，左登右攀，境界各殊。山涧石缝中，广玉
兰盘根错节；窗前阶下，雨打芭蕉玉立亭亭。人行其间，只
见浓荫披洒，绿影丛丛，真是眉须皆碧了。

秋山最富画意，山由悬岩峭壁的安徽黄石堆就，其石有的颜
色赭黄，有的赤红如染，其势如刀劈斧削，险峻摩空，山隙
间丹枫斜伸，曲干虬枝与嶙峋山势浑然天成；山顶翼然飞亭，
登峰远眺，群峰低昂脚下，烟岚飘隐其中，虽是咫尺之图却
有百千里之景的磅礴气势。

如果夏景是以清新柔美的.曲线的太湖石表现秀雅恬静的意境，
那么秋景则以黄山石粗犷豪放的的直线表现雄伟阔大的壮观。
一具北方山岭之雄，一兼南方山水之秀，峻美、秀美风格迥



异，却又在咫尺之内巧以楼前立体长廊相连，浑然一体而不
突兀，和谐统一极富画意诗情。

从黄石东峰步石而下，过“透风漏月”厅，是用宣石堆起的
冬景。宣石中含有石英，迎光闪闪发亮，背光皑皑露白，无
论近看远观，假山上似覆盖一层未消的残雪，散发着逼人的
寒气。山畔池旁，冬梅点点，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霜高
梅孕一身花”（袁枚），真是“春夏秋冬山光异趣，风晴雨
露竹影多姿”。有人说景石四标准：“透、漏、险、瘦”，
似乎已成定论。不！这不过是一般的叠石技巧，像个园这样
分峰造石，构成四季假山，游园一周，似游一年，已见构园
者的不同殊俗；更可贵者，这春夏秋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截
然分开，而是浑然天成。你看冬景虽给人以积雪未消的凛冽
之感，但靠春景的西墙却开了两个圆形漏窗，只见枝枝翠竹
过墙来，又给人们“严冬过尽绽春蕾”的深远意境。整个园
景犹如一幅构制巨大的画卷，路随景转，景随路换，叠山之
外，园中又因势散散落落布置一些厅馆楼台、石桥小院，配
上联对匾额，更有鸟啭莺啼、蜂舞蝶恋，恰到好处，点到人
心，构成美的和谐。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八

大家看到楼在眼前却找不到上楼的楼梯，我们一起进屋看看，
那么楼梯到底在哪呢？先留个悬念给大家，游园快结束时我
为大家揭示谜底。楼前有一小小院落，植梧桐一株，主干已
斜出屋檐，颇有些“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意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南部住宅部分。依照坐北朝南、前宅后园
的传统，个园南部是主人的起居区，正门开在东关街上。住
宅分别以“禄、福、寿”为主题，由东、中、西三条轴线组
成，每条轴线分为前、中、后三进，由两条火巷分隔。是中
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九宫格布局”。



“民以食为天”我们首先来看看黄家的厨房，内设大锅灶、
置食盒、酒坛、条凳等厨房用具，黄家大灶为五眼灶，从大
到小一字排开，各有各的用途，借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户
人家厨子下人为准备美味佳肴的繁忙场景。灶台边沿悬挂隔
板，起到了隔离油污，颇有现代围裙的用途。大灶旁我们可
以看到的是小灶，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开小灶”，同样是五
眼灶，用来煲汤再好不过了。

个园主人的饮食很讲究，据说吃的鸡蛋，是专门用人参、白
术等名贵的中药材喂大的鸡生的，每个蛋的成本价要“一两
纹银”。当时一石大米的售价才一两多“纹银”，园主人每
天早上要吃“两枚”鸡蛋，相当于普通百姓大半年口粮的费
用。厨师每天早上还要为主人蒸出十几种点心来招待客人，
荤素营养搭配，南北风味俱全。淮扬菜之所以能把中国普通
的菜肴发扬到极致，扬州众多的盐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们所到达的就是黄家的餐厅了，餐厅的横梁上采用的
是金丝楠木，所以又称楠木厅，楠木千年不朽，万年不腐。
采用如此粗大的楠木作为大梁完全是主人家丰厚家资的真实
写照。我们再来看看正前方条案上摆放的物件，东边是一只
花瓶，西边是座插镜，东瓶西镜，我们这里取其谐音“平平
静静”的意思。中间这张圆桌是由两个半圆的桌子拼起来的，
当时男主人不在家，桌子两边分开靠墙摆放，男主人在家拼
成圆形，寓意“团团圆圆”。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九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林，南临
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东关街，是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两淮盐商商总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颐和
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全园
占地30余亩，整体布局采用古典园林前宅后园的传统形式。



个园的营造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即个园园主、两淮盐商商
总黄至筠。黄至筠祖籍浙江杭州，他凭着卓著的经商才能，
积聚起万贯家财，被嘉庆皇帝钦赐“盐运使司盐运使”，曾
两次进京为皇帝祝寿，入圆明园听戏。可以说，黄至筠与晚
清著名徽商胡雪岩一样同为“红顶商人”，都是钦赐正二品
顶戴。园主人在位40余年，建造个园就花了20年时间，耗
银600万两，相当于江苏省一年的赋税。

为什么黄家的园子不叫黄园？偏叫“个园”。“个园”得名
缘于园主人生性好竹子；而竹叶三片形似中国汉字“个”字；
中国汉字“竹”字一半亦为“个”。清代大才子袁枚就
有“月映竹成千个字”的诗句，我们可以想象，繁茂的竹林
在月光的映照下，地上仿佛出现了成千的“个”字。这一奇
思妙想，可以看成是“个园”名称的形象化图解。

“竹”历来为中国文人所爱，不仅是因为竹子姿态清雅，色
如碧玉，更主要的因为它“正直，虚心，有气节”的品格。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
人瘦，无竹使人俗”。

个园的“万竹园”是扬州城内最佳赏竹处。现有竹60余种，
近2万竿，不乏稀有品种，如龟甲竹、方竹等。这是黄金间碧
玉，此竹色彩美丽，竹秆金黄色，节间带有绿色条纹是黄金
间碧玉；竹秆碧绿色，节间是黄色条纹者即碧玉间黄金，为
优良的观赏竹种。这是孝顺竹，也叫慈孝竹，丛生竹种，笋
期在夏季，新笋围着老竹生长，像是遵从古训“父母在，不
远游”。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们到达的是个园，我是朱姸羽。你们可以叫我“朱导”，
希望在我的陪同下，与你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
林。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
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
园。全园占地30余亩，整体布局采用了古典园林前宅后园的
传统形式。

你们知道吗？个园的营造可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两淮盐
商商总黄至筠。黄至筠祖籍浙江杭州，他凭着卓著的经商才
能，被嘉庆皇帝钦赐“盐运使司盐运使”的荣誉称号，曾两
次进京为皇帝祝寿。可以说黄至筠和晚清著名徽商胡雪岩都
是钦赐正二品。个园园主在位40多年，建造个园就花了20年
时间，耗银600万两，相当于江苏省一年的赋税呢！

你们听了这些，可能会想：为什么黄至筠家的园子不叫黄园？
偏叫“个园”呢？哈哈，你们不知道了吧，因为“个园”得
名缘于黄至筠生性好竹子；而竹叶三片形似中国汉字
的“个”字；中国汉字“竹”字的一半就是“个”。清代大
才子袁枚就有“月映竹成千个字”的/诗句，凭着诗句，我们
可以想象，繁茂的竹林在月光的映照下，地上仿佛出现了成
千的“个”字。这一奇思妙想，就可以看成是“个园”名称
的形象化图解。个园的`“万竹园”可是扬州城内最佳赏竹处
呢！“万竹园”现有竹60余种，近2万竿，可有不少稀有品种，
如龟甲竹、方竹等等。看！这是黄金间碧玉竹，此竹色彩美
丽，竹竿呈金黄色，节间带有绿色条纹似黄金间碧玉，因此
得名黄金间碧玉竹。瞧！这是孝顺竹，也叫慈孝竹，这种竹
竿呈碧绿色，老时变黄色，梢稍弯曲。枝条多数簇生于一节，
每小枝着叶5~10片，叶片线状披针形或披针形，顶端渐尖，
叶表面深绿色，叶背粉白色，叶质薄，为优良的观赏竹种。
孝顺竹丛生竹种，笋期在夏季，新笋围着老竹生长，像是遵
从古训“父母在，不远游”呢！



你们听了这些，肯定忍不住想赶紧去亲眼目睹一下个园的风
采了吧！在自由活动之前，我要提醒大家：美丽的景色虽然
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可是也离不开我们后天的保护，所以，
我们要爱护环境哦！好了，不多说了，请大家3：30再到这里
集合，大家不要忘记，一定要做一位文明的游客哦！再见！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一

现在由我来介绍个园吧，它是一处典型的私家住宅园林。从
住宅进入园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月洞形园门。门上石额书
写个园二字，个者，竹叶之形，主人名至筠，筠亦借指竹，
以为名个园，点明主题。园门两侧各种竹子枝叶扶疏，月映
竹成千个字，与门额相辉映；白果峰穿插其间，如一根根茁
壮的春笋。主人以春景作为游园的开篇，想是有一年之计在
于春的含意吧！透过春景后的园门和两旁典雅的一排漏窗，
又可瞥见园内景色，楼台、花树映现其间，引人入胜。进入
园门向西拐，是与春景相接的一大片竹林。

竹林茂密、幽深，呈现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湖石假山：在
园中西北角，选用玲珑剔透的湖石叠成。山前有池水，山下
有洞室，水上有曲梁。山上葱郁，秀媚婀娜，巧夺天工。洞
室可以穿行，拾级登山，数转而达山顶。山顶建一亭，傍依
老松虬曲，凌云欲去。山上磴道，东接长楼，与黄石山相连。
黄石假山：在园中东北角，用粗犷的黄石叠成，拔地而起，
险峻摩空。山顶建四方亭，山隙古柏斜伸，与嶙峋山石构成
苍古奇拙的画面。

山上有三条磴道，一条两折之后仍回原地，一条可行两转，
逢绝壁而返。惟有中间一路，可以深入群峰之间或下至山腹
的幽室。在山洞中左登右攀，境界各殊，有石室、石凳、石
桌、山顶洞、一线天，还有石桥飞梁，深谷绝涧，有平面的
迂回，有立体的盘曲，山上山下，又与楼阁相通，在有限的
天地里给人以无尽之感，其堆叠之精，构筑之妙，可以说是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今江南园林中成为仅存孤例。



宣石假山：在园内南部，宣石又称雪石，内含石英，迎光则
闪闪发亮，背光则耀耀放白。

此地是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所以无论是近观或远看，都似
覆盖着一层未消的残雪，隐隐散出逼人的寒光。个园假山，
对祖国南方山水之秀、北方山水之雄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中可以看出南北两宗山水画家不同的气派和手法。有人说
个园以四季假山，是以门景的竹石为春，以湖石山子为夏，
以黄石山子为秋，以宣石山子为冬。园林专家认为，这并不
是造园叠石时的原意，但游人用这种眼光去玩赏和遐想，也
能产生无穷兴味。它的四季景色各有不同：

春景

春景听罢万箫吟见，前面就是个园门，门外两边修竹劲挺，
高出墙垣，作冲霄凌云之姿。竹丛中，插植着石绿斑驳的石
笋，以寸石生情之态，状出雨后春笋之意。这幅别开生面的
竹石图，运用惜墨如金的手法，点破春山主题，即一段好春
不忍藏，最是含情带雨竹。同时还巧妙地传达了传统文化中
的惜春理念，提醒游园的人们，春景虽好，短暂易逝，需要
用心品赏加倍珍惜，才能获得大自然的妙理真趣。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二

汉学堂的楹联文字，所彰显的不是高踞盐商总商之位40年之
久的黄氏家族的权势与财富，而是一个地道书香门第才有的
文化形象。

中堂为郑板桥旧联;“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杆新
生竹直似儿孙”。意思是：读到一本好书可以叫人废寝忘食，
栽种几根新竹看上去就像儿孙一样讨喜。此联原为板桥的自
画像，以生动风趣的笔触，传神刻画了一介书生甘苦自尝的
简单生活和不同流俗的精神追求。被用来挂在汉学堂内便有
了更多的含义，为黄氏耕读传家、好学重教的文化内涵注入



了鲜活成分。

厅堂是一个家庭的脸面，堂名以汉学标榜，高古的建筑格调
和渊雅的文风相映成趣，彰显出古朴雄浑的台阁气象。不以
富贵骄人，反觉书香袭人。

太师壁两边是木刻落地罩阁，走进罩阁可见两个扇面拓片，
一是工笔花鸟，一是仿宋人小品有人物山水，作者均为黄至
筠。

现在大家看到一个三间两厢的院落，是为中路中进。这里是
黄至筠次子黄奭夫妇的居所。中堂是《四时读书歌》，配以
篆书对联：“漫研竹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晋书”。用竹林的
露珠磨墨，专心圈点着唐诗，细品着梅花之清香，静心研读着
《晋书》。竹露、梅花，让寒窗苦读多了份静逸与从容。用
漫研竹露、细嚼梅花来形容读书，有滋有味。

黄奭是清代的辑佚大家，他十分推崇汉学，治学严谨，著名
学者阮元称其“勤博”。《清史列传》说他：小时候很聪明，
虽然出身在商人家庭，但喜爱读书学习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
完全不同于其他盐商子弟的崇尚奢华，不学无术。黄奭十余
年足不出户，潜心钻研，治学态度十分严谨，重实证而轻议
论。主要著作有《清颂堂丛书》、《汉学堂丛书》等等，共
计数百卷。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黄家主厅汉学堂的陈设布置
为什么尽显儒雅之风了。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三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个园建于清代中叶。因园主爱竹，园内遍植竹子，因竹叶的
形状象“个”字，故以“个园”名之。竹是中国古代文人喜
欢歌颂和表现的题材，认为它是清高、有节气的象征。苏东
坡曾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



俗”之语。

个园面积约30亩，但由于布局巧妙，显得曲折幽深，引人入
胜。扬州园林，素以叠石为胜。个园就是一个以假山堆叠精
巧而著名的园林。造园工匠们选用褐黄石、太湖石、雪石和
状如竹笋的石笋，叠成四组假山，表现春夏秋冬四季景色，
称为四季假山。

春景,在竹丛中选用石笋插于其间，取雨后春笋之意。夏景，
是在浓荫环抱的荷花池畔，叠以湖石，使人感到仲夏的气息。
人们称赞这一组假山叠得好，说它是“夏山苍翠而如滴”。
表现秋景的是坐西朝东的黄山石，这座假山叠得最好，也最
高大，长达五十米，峰峦起伏，山热雄伟，登山四望，使人
有秋高气爽之感。冬景是用白色的雪石堆砌，象征隆冬白雪。
游园一周，如经历春夏秋冬四季。

另外个园中楼台厅馆巴各俱特色，园的'正前方为“宜雨轩”，
四面虚窗，可一览园中全景，园的后方为抱山楼，楼上下各
有七楹，西联夏山，东接秋山，东边是通黄石假山的复道廊，
楼下走廊南墙上嵌着刘凤浩撰《竹园记》刻石。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四

分峰造石当为扬州叠石的一大特色。个园是这方面的代表。
该园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两淮盐总黄xx于明寿芝园
旧址重建。清时为马曰璐兄弟二人别墅，小玲珑山馆，二马
是安徽祁门人，虽经营盐业，但雅好书画，尤其不惜重金收
藏典籍，家中藏书百橱，积十余万卷，《清史列传。儒林传》
谓其“藏书甲大江南北”。家中有丛书楼，觅句廊、看山楼、
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至今旧制尚存，故名仍袭。全祖
望曾写《丛书楼记》，称：“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
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
几过之。”可见其藏书之丰。可贵者马氏并非将典籍深藏秘
阁，宁饱蠹虫，不轻易借人，而是编成《丛书楼目录》，方



便文友查阅，使书尽其用。诗人卢雅雨，学者惠栋，藏书家
赵昱都曾借抄马氏秘籍，而全祖望、厉鹗都曾长期寓此写成
了学术专著。如惠栋所赞：“玲珑山馆群疆俦，邱索搜较苦
未休。”

黄虽为巨商，但也喜爱文化，人称主人“生态竹”，自
号“个园”，以号作为园名。

该园据说出自石涛的手笔，他一生多游历名山大川，“搜尽
奇峰打草稿”，使之在个园设计中取材自然，却又敢破常格，
因而以四季假山汇于一园的独特叠石艺术闻名遐迩。

未入园门，只见修石依门，筱竹劲挺，两旁花台上石笋如春
笋破土，缕缕阳光把稀疏竹影映射在园门的墙上，形
成“个”字形的花纹图案，烘托着园门正中的“个园”匾额，
微风乍起，枝叶摇曳，只见墙上“个”字形的花饰不断移动
变换，“月映竹成千个字”（袁枚），你会不自觉地叹
出“活了”！

过春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夏山，全是用太湖石叠成，秀石
剔透，夭矫玲珑。步入曲桥，两旁奇石有的如玉鹤独立，形
态自若；有的似犀牛望月，憨态可掬。抬头看，谷口上飞石
外挑，恰如喜雀登梅，笑迎远客；远处眺，山顶上群猴戏闹，
乐不可支。佳景俏石，使人目不暇接。过曲桥入洞谷，洞谷
如屋，深邃幽静，左登右攀，境界各殊。山涧石缝中，广玉
兰盘根错节；窗前阶下，雨打芭蕉玉立亭亭。人行其间，只
见浓荫披洒，绿影丛丛，真是眉须皆碧了。

秋山最富画意，山由悬岩峭壁的安徽黄石堆就，其石有的颜
色赭黄，有的赤红如染，其势如刀劈斧削，险峻摩空，山隙
间丹枫斜伸，曲干虬枝与嶙峋山势浑然天成；山顶翼然飞亭，
登峰远眺，群峰低昂脚下，烟岚飘隐其中，虽是咫尺之图却
有百千里之景的磅礴气势。



如果夏景是以清新柔美的曲线的`太湖石表现秀雅恬静的意境，
那么秋景则以黄山石粗犷豪放的的直线表现雄伟阔大的壮观。
一具北方山岭之雄，一兼南方山水之秀，峻美、秀美风格迥
异，却又在咫尺之内巧以楼前立体长廊相连，浑然一体而不
突兀，和谐统一极富画意诗情。

从黄石东峰步石而下，过“透风漏月”厅，是用宣石堆起的
冬景。宣石中含有石英，迎光闪闪发亮，背光皑皑露白，无
论近看远观，假山上似覆盖一层未消的残雪，散发着逼人的
寒气。山畔池旁，冬梅点点，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霜高
梅孕一身花”（袁枚），真是“春夏秋冬山光异趣，风晴雨
露竹影多姿”。有人说景石四标准：“透、漏、险、瘦”，
似乎已成定论。不！这不过是一般的叠石技巧，像个园这样
分峰造石，构成四季假山，游园一周，似游一年，已见构园
者的不同殊俗；更可贵者，这春夏秋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截
然分开，而是浑然天成。你看冬景虽给人以积雪未消的凛冽
之感，但靠春景的西墙却开了两个圆形漏窗，只见枝枝翠竹
过墙来，又给人们“严冬过尽绽春蕾”的深远意境。整个园
景犹如一幅构制巨大的画卷，路随景转，景随路换，叠山之
外，园中又因势散散落落布置一些厅馆楼台、石桥小院，配
上联对匾额，更有鸟啭莺啼、蜂舞蝶恋，恰到好处，点到人
心，构成美的和谐。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五

现在由我来介绍个园吧，它是一处典型的私家住宅园林。 从
住宅进入园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月洞形园门。门上石额书
写个园二字，个者，竹叶之形，主人名至筠，筠亦借指竹，
以为名个园，点明主题。园门两侧各种竹子枝叶扶疏，月映
竹成千个字，与门额相辉映;白果峰穿插其间，如一根根茁壮
的春笋。主人以春景作为游园的开篇，想是有一年之计在于
春的含意吧!透过春景后的园门和两旁典雅的一排漏窗，又可
瞥见园内景色，楼台、花树映现其间，引人入胜。进入园门
向西拐，是与春景相接的一大片竹林。



竹林茂密、幽深，呈现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湖石假山：在
园中西北角，选用玲珑剔透的湖石叠成。山前有池水，山下
有洞室，水上有曲梁。山上葱郁，秀媚婀娜，巧夺天工。洞
室可以穿行，拾级登山，数转而达山顶。山顶建一亭，傍依
老松虬曲，凌云欲去。山上磴道，东接长楼，与黄石山相连。
黄石假山：在园中东北角，用粗犷的黄石叠成，拔地而起，
险峻摩空。山顶建四方亭，山隙古柏斜伸，与嶙峋山石构成
苍古奇拙的画面。

山上有三条磴道，一条两折之后仍回原地，一条可行两转，
逢绝壁而返。惟有中间一路，可以深入群峰之间或下至山腹
的幽室。在山洞中左登右攀，境界各殊，有石室、石凳、石
桌、山顶洞、一线天，还有石桥飞梁，深谷绝涧，有平面的
迂回，有立体的盘曲，山上山下，又与楼阁相通，在有限的
天地里给人以无尽之感，其堆叠之精，构筑之妙，可以说是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今江南园林中成为仅存孤例。
宣石假山： 在园内南部，宣石又称雪石，内含石英，迎光则
闪闪发亮，背光则耀耀放白。

此地是阳光直射不到的地方，所以无论是近观或远看，都似
覆盖着一层未消的残雪，隐隐散出逼人的寒光。个园假山，
对祖国南方山水之秀、北方山水之雄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中可以看出南北两宗山水画家不同的气派和手法。有人说
个园以四季假山，是以门景的竹石为春，以湖石山子为夏，
以黄石山子为秋，以宣石山子为冬。园林专家认为，这并不
是造园叠石时的原意，但游人用这种眼光去玩赏和遐想，也
能产生无穷兴味。 它的四季景色各有不同：

春景

春景听罢万箫吟见，前面就是个园门，门外两边修竹劲挺，
高出墙垣，作冲霄凌云之姿。竹丛中，插植着石绿斑驳的石
笋，以寸石生情之态，状出雨后春笋之意。这幅别开生面的
竹石图，运用惜墨如金的手法，点破春山主题，即一段好春



不忍藏，最是含情带雨竹。同时还巧妙地传达了传统文化中
的惜春理念，提醒游园的人们，春景虽好，短暂易逝，需要
用心品赏加倍珍惜，才能获得大自然的妙理真趣。

夏景

夏景夏景位于园之西北，东与抱山楼相接。夏景叠石以青灰
色太湖石为主，叠石似云翻雾卷之态，造园者利用太湖石的
凹凸不平和瘦、透、漏、皱的特性，叠石多而不乱，远观舒
卷流畅，巧如云、如奇峰;近视则玲珑剔透，似峰峦、似洞穴。
山上古柏，枝叶葱郁，颇具苍翠之感;山下有池塘;深入山腹，
碧绿的池水将整座山体衬映得格外灵秀。北阴处有一涓细流
直落池塘，叮咚作响，池中游鱼嬉戏穿梭于睡莲之间，静中
有动，极富情趣。池塘右侧有一曲桥直达夏山的洞穴，洞之
幽深，颇具寒意，即使炎热的夏天，人们步入洞中，顿觉清
爽。盘旋石阶而上，登至山顶，一株紫藤迎面而立，游人悠
游其间忘却了无尽的烦忧。

秋景

经过抱山楼的一字长廊，园之东部便是气势雄伟的秋景，相
传出自清代大画家石涛之手笔。秋景用黄山石堆叠而成，山
势较高，面积也较大。整个山体分中、西、南三座，有江南
园林之最的美誉。黄山石呈棕黄色，棱角分明，如刀劈斧砍。
整座山体峻峭凌云，显得壮丽雄伟。进入山腹，如入大山之
中，险奇之处随时可见。中峰高耸奇险，下有石屋，可容十
几人，内设石桌、石凳、石床，通风良好，四季干燥，颇具
生活意趣。沿腹道攀援而上，至山顶拂云亭，顿觉心胸开朗，
满园佳境，尽收眼底，正所谓秋山宜登者也。尤其是夕阳西
照，使整座山体洒上一层黄金，这时你才能领略造园者将此
山面西的道理。

冬景



冬景造园者将冬景安排在南墙之下，背靠高墙几乎终年不见
阳光，远远望去似积雪未消，地面用白石铺成。冬山用宣
石(石英石)堆叠，石质晶莹雪白，每块石头几乎看不到棱角，
给人浑然而有起伏之感。造园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假山
堆叠得如一群狮子，远观似一头头雪狮欢腾跳跃，憨态可掬。
南面高墙上有二十四个风音洞，后面的巷风袭来，时而发出
呼啸之声。造园者不光利用雪色来表现冬天，还巧妙地将风
声也融合到表现手法中去，令人拍案叫绝。山侧的几株腊梅
烘托出冬天的严寒。正当人们面对端庄、静穆的冬景，感叹
一年终了之时，蓦然回首，发现西墙上有一洞窗，露出了春
景一角，似乎在向人们招手，暗示春天又将来临。 游客们：
个园的主要景观已经游赏完毕了。在游罢个园后，也许您会
与我同样发出由衷的感叹：扬州个园，的确是园林中的精华
之园。

扬州个园导游词篇十六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导游xx，很高兴今天为各位导游讲解中
国四大名园之一——个园。

个园是扬州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盐商园林，是清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两淮盐总黄至筠的家宅。

主人生性爱竹，在园中修竹万竿，大家可记得园门两边的楹联
“春夏秋冬山光意趣，风情雨露竹影多姿”。

由此可见竹子是个园的精魄，个园的灵魂。

同时“个”字是“竹”字的一半，而且形状酷似竹叶，故取
名个园。

1998年个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
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