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 大足石刻导
游词介绍(优质8篇)

发言稿是会议或演讲等场合中必备的一种书面准备材料。发
言稿的语言要简练、精练，避免啰嗦和废话，力求言之有物、
简洁明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发言稿风格和语言风格，可以更
好地与听众建立共鸣。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一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游览美丽的大足石刻，让我们一起去领略
大足石刻神秘的风采吧！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共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十
万多躯，其中尤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岩石刻最为著名，是中国
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
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

北山，即古龙冈山，共有290龛窟。但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去游览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细细游览。

游客朋友们，我们即将游览宝顶山了，请大家注意脚下台阶，
以防摔跤。宝顶山石刻共有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
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大佛湾、小佛湾是由19组佛经故事
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15000多躯，设计之精巧，竟无一
像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词，主要造像有：“千手观
音”、“九龙浴太子”等等。在这些雕像中，最著名的
是“千手观音”。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尊佛像面前，大家请
仔细观看。这尊观音形体比例匀称，肌肤线条柔和，脸庞圆
润，略呈微笑形，神态动人，再加上衣带飘舞，服饰华丽，
给人飘飘欲仙之感。“千手观音”是一个非常壮观的雕像，
她的1007只手如孔雀开屏般从上、左、右三个方向伸出，手
里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大



家觉得棒不棒？哈哈，小朋友都点头了。

关于“千手观音”雕像，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呢。大家
想听吗？那好，就听我慢慢道来：从前，有一个妙庄王国，
国王叫妙庄王，他有三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妙金，二女
儿妙银，三女儿妙善。妙善从小一直信佛，妙庄王想给妙善
找一个富人做丈夫，妙善不愿意，妙庄王很愤怒，硬是把她
嫁给了富人。妙善在婚礼前一天，逃了出去，在一座庙里做
了尼姑。妙庄王无论如何劝，妙善也不回家，妙庄王一怒之
下也不管她了。几年后，妙庄王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奇痒无
比，有人告诉他，要治好此病，要用亲骨肉的一手一眼。无
奈之下，妙庄王去求妙金，妙银，但她们都不愿意。妙庄王
只得去求妙善，妙善听了之后，毅然献出了一手一眼，她的
孝心感动了佛祖，佛祖给了妙善千手千眼。从此以后，妙善
成了千手观音。

接着我们再去看看“九龙浴太子”吧。它是因地制宜建筑的
典范，此地以前是一个缺口。山水汇集于此，终年不息。工
匠们并不消极的引水而去，而是先将水积于卧佛上面的池塘，
再用石头把缺口垒起，打上九龙和释迦太子，然后通过暗道，
流水有节制地从最大的龙嘴里缓缓吐出，沐浴金盘中的释迦
太子。这里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特殊地形，解决了排水问题，
使佛像静中寓动，表现出高超的园林景观建造技艺。

大足石刻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造像精美，完好率高，
是一座难得的文化艺术宝库，更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
遗产的宝库。好了，今天的大足石刻之旅就到这儿了，希望
这次游览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朋友们，下次再见
了，bye―bye。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二

大足石刻位于中国直辖市重庆大足区境内，距重庆主城九



区167公里，有74处5万余尊宗教石刻造像。以下是专门为你
收集整理的大足石刻介绍导游词，供参考阅读！

大足石刻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观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
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现公布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
余字。于x年12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我得向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
要表现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其中，以宝顶山、北山、
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而我们今天所要参观的是其
中最具代表的宝顶石刻。

宝顶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千米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
南宋淳熙至淳年间(1174年-1252年)，历时70余年，以大佛湾、
小佛湾为中心，由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处造像逾万
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它
把中国密宗史入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
了新页。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
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
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容始之以
六趣唯心，终之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
系统完备而有特色。

说来阿，这里还有一段故事，这养鸡女阿名叫奚成凤，是一
位善良大胆的姑娘，就住在宝顶山下。一次，奚成凤的鸡跑
到山上佛堂里，被一个和尚给打死了，奚成也为她感到不平，
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得不在打造时剜了奚成凤的眼睛，却
留下了幸福的微笑凤就去找当时的住持赵智凤理论，在群众
的帮助下，赵智凤不得不把鸡钱赔给了奚成凤。可是，佛尚
且有过，何况当时的赵智凤还没有修成正果，他对这件事耿
耿于怀，一定要在修造地狱时把奚成凤放进去。而当时的工
匠刘思久平时多受奚成凤照顾。



好了，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些后也许还兴犹未尽，但是我不得
不和朋友们说再见啦。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
有缘的话我们定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再次重逢。最后，
希望大家一路顺风。朋友们，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足石刻，我是你们的导游 。我将带大家
一起游览大足石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首先，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在宝顶山石刻的千手观音。千手观
音形体匀称，色彩鲜艳。 它有1007只手，它身上都贴有金光
闪闪的金薄。它的背后上上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伸出
了上千只纤美的手，有的手里拿着斧头，有的手拿着宝剑、
还有的手拿着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无一雷同， 如孔雀开
屏般的美丽。

据了解，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说她是妙庄王的
三公主，因献一手一眼为父王合药治病，佛感其孝行，赏还
她千手千眼。因此，千手象征其法力无边，能拯救众生;千眼
象征其智慧无穷，能明察秋毫。

其次，是宝顶卧佛是宝顶大佛湾最大的一尊造像，也是大足
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叫释迦涅盘圣迹图。“涅盘”实际上
就是死了的意思，但它和一般人所说的死又不一样。涅盘是
佛教的最高境界。释迦头北脚南，背东面西，右侧而卧。两
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安祥，平静。在释迦面前从地里涌
出18弟子，或内向，或外向，或合掌而立，或手捧香花水果，
或手持如意，或侧首伫望，皆作悲恸状。表现了弟子对逝者
崇敬厚爱而依依眷恋之情。

今天时间有限，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见，注意安全，保护环境
卫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合作，希望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
时光。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带着你们去去游。它是重庆目前唯一的世



界文化遗产，现存唐宋摩岩造像万余尊，与敦煌、云岗、龙
门、麦积山四大着名石刻相对，大足石刻不仅保存完好，艺
术精湛，而且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

在参观前，我们先认识大足这个地方。四川的大足是石刻之
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它规模宏大，内容
丰富，造像集中，技艺精湛，表现“神的人化，人的神化”
的特点，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其中最着名、规模最大的
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

据说，北山的石刻造像近万。这些石刻像的特点是刻工精细，
形象生动，其中最精彩的是几座观音、文殊和普贤的造像。
可惜，时间太短，我们没有前往。

大家跟我往前走，去参观宝顶山的石刻。看，这就是宝顶山
的石刻。它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罕见的。在风格上和北山很不
相同。这里的刻像，大都是用一组一组的雕像来连续表达一
个或几个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

行先让我们看看充满农村生活情趣的牧歌式的石刻《牧牛道
场》。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所表现的是牧童驯牛的全过
程。你一幅一幅看，一看就明白意思的。牛的犟劲和牧童在
驯服牛后的悠然自得的神情都刻画得非常真切、生动。

下面，我们再看看另一组。这叫《父母恩重经变像》的石刻。
它把父母养育儿女的过程，从怀孕、临产、哺乳到儿女长大
成人，婚嫁、离别等，分别用十一组雕像来表现。每一组表
现一个主题，人物形象和思想感情都刻画得相当生动、细腻，
并都刻有文字说明。我们观看这里的石刻，仿佛在欣赏古代
的连环图画。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哈哈，小朋友都点头了!

此外，里面还有的故事也很有教益，如：酗酒有罪，劝酒更
有罪;会做事的人听大事，不听小事，看大事不看小事等等。



你们看了一定收益匪浅的!我就讲解到这里了，请大家自由参
观，也请大家注意保护文物和保持环境卫生。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三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足石刻，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将带大家一
齐游览大足石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景内，始建于唐末、宋初。大足
石刻群拥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多驱。其中以宝顶山
和北山石刻最为著名。是中国晚期石窟像艺术的典范，是一
座难得的文化艺术宝库。

首先，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在宝顶山石刻的千手观音。千手观
音形体匀称，色彩鲜艳。它有1007只手，它身上都贴有金光
闪闪的金薄。它的背后上上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伸出
了上千只纤美的手，有的手里拿着斧头，有的手拿着宝剑、
还有的手拿着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如孔雀开
屏般的美丽。

据了解，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说她是妙庄王的
三公主，因献一手一眼为父王合药治病，佛感其孝行，赏还
她千手千眼。所以，千手象征其法力无边，能拯救众生;千眼
象征其智慧无穷，能明察秋毫。

其次，是宝顶卧佛是宝顶大佛湾最大的一尊造像，也是大足
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叫释迦涅盘圣迹图。“涅盘”实际上
就是死了的意思，但它和一般人所说的死又不一样。涅盘是
佛教的最高境界。释迦头北脚南，背东面西，右侧而卧。两
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安祥，平静。在释迦面前从地里涌
出18弟子，或内向，或外向，或合掌而立，或手捧香花水果，
或手持如意，或侧首伫望，皆作悲恸状。表现了弟子对逝者
崇敬厚爱而依依眷恋之情。



今日时间有限，下头请大家自由参见，注意安全，保护环境
卫生，多谢大家的支持，与合作，期望大家度过这个完美的
时光。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四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足参观我们闻名中外的大足石刻，很荣
幸能成为大家的导游，请跟随我一起欣赏这华美的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主要以北山摩崖石刻和宝顶摩崖石刻而出名。你们
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面积最大，佛像最多的宝顶山摩崖石刻。
它始建于晚唐，兴于两宋。大足石刻于12月1日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目》。

从正门出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千手观音佛像前。大家都知
道，只要有10只手以上的观音，就可以叫千手观音。而大足
的千手观音，才叫真正的千手观音。她一共有1007只手眼，
分布在88平方米的石窟上。

关于千手观音还有一个传说呢！在南北朝时，妙庄王有三个
公主，长女叫妙金，此女叫妙银，小女叫妙善。妙金和妙银
都常年在宫中，只有妙善出家为尼。妙庄王命妙善回宫，但
妙善不愿回家，妙庄王一怒之下赶走了僧尼，可这惊动了天
神。他们让妙庄王身上长满了脓包。

有一位大夫说，要用亲身女儿的手眼方可治好。于是，妙庄
王求助于妙金和妙银，但两位公主都拒绝了。妙善知道后，
便献出了手眼，治好了妙庄王的病。这件事让佛主知道了，
便送给了妙善一千只手眼。所以，她就成了千手千眼的`观世
音菩萨。

据说千手观音刻好以后，七仙女正好下凡，看见了千手观音。
便在原来的手眼中又加上了7只手和眼。能找出这七只手和眼
的人，便可长命百岁！本次参观圆满结束了，谢谢你们的光



临，祝你们一路顺风！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五

尊敬的游客们：

您们好！我很荣幸能当您们的导游，我姓黄，叫黄雨峰，大
家可以叫我小黄人。今天我要带大家去观赏大足时刻，请大
家准备相机。

这们司机叫朱世冰，一九九六年曾获得最佳司机的荣誉牌。
他开车您们大大放心。

接下来，我给您们讲一下大足石刻：大足石刻主要的景点是
千手观音和石窟。石窟中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
道同在一窟中的三教造像。

不远处有个休息地，如果觉得疲劳，不用给我说，直接去休
息就是了。下面，我要给大家叙述宝顶山；宝顶山海
拔527.83米，山的四周2.5千米内山岩上遍刻石像，包括以圣
寿寺为心的大佛湾，小佛湾；以大佛湾为主体，分布在东、
南、北三面，巨型雕刻三百六十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
阁楼、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

跟着往前走，我们去大佛湾。大佛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
到25米。东、南、北三面岩壁上刻释迦涅盘圣迹图、九龙浴
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
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等。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大家向我的右边看，那里就是小佛湾，小佛湾主要建筑为一
座石砌的坛台，高2.31米、东西宽16.5米、进深7.9米。坛台
石壁上遍刻佛、菩萨像，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七佛龛壁、
报恩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及十恶罪报图等。



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再为您们叙述大足时刻了，敬请谅解！
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给大家
讲解，十六点半准时在大佛湾集合。

最后，我送您们几句祝福；祝您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如
果有机会，欢迎您们再次到大足石刻来游玩噢！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六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带着你们去去游。它是重庆目前唯一的
世界文化遗产，现存唐宋摩岩造像万余尊，与敦煌、云岗、
龙门、麦积山四大着名石刻相对，大足石刻不仅保存完好，
艺术精湛，而且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

在参观前，我们先认识大足这个地方。四川的大足是石刻之
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它规模宏大，内容
丰富，造像集中，技艺精湛，表现“神的人化，人的神化”
的特点，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其中最着名、规模最大的
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

据说，北山的石刻造像近万。这些石刻像的特点是刻工精细，
形象生动，其中最精彩的是几座观音、文殊和普贤的造像。
可惜，时间太短，我们没有前往。

大家跟我往前走，去参观宝顶山的石刻。看，这就是宝顶山
的石刻。它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罕见的。在风格上和北山很不
相同。这里的刻像，大都是用一组一组的雕像来连续表达一
个或几个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

行先让我们看看充满农村生活情趣的牧歌式的石刻《牧牛道
场》。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所表现的是牧童驯牛的全过
程。你一幅一幅看，一看就明白意思的。牛的.犟劲和牧童在
驯服牛后的悠然自得的神情都刻画得非常真切、生动。



下面，我们再看看另一组。这叫《父母恩重经变像》的石刻。
它把父母养育儿女的过程，从怀孕、临产、哺乳到儿女长大
成人，婚嫁、离别等，分别用十一组雕像来表现。每一组表
现一个主题，人物形象和思想感情都刻画得相当生动、细腻，
并都刻有文字说明。我们观看这里的石刻，仿佛在欣赏古代
的连环图画。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哈哈，小朋友都点头了！

大家慢走，要上台阶了，注意安全。大家再看看这组啊！这
《释迦降生图》是颇有趣味的。释迦降生后，半身端坐于石
盆内，旁边有两个力士手扶石盆。上面雕有九条龙的龙头，
正中的龙头口中吐水洗濯太子，名为“九龙浴太子”。水从
何来？原来在这片崖壁上有一水池，根据这种地形是不适于
崖刻的，因为日久天长会把崖壁浸蚀。但是精明的古代石匠，
巧妙地利用雕刻把水池积水从龙头排走，变不利条件为有利
条件，这种匠心独运，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吧？此外，里面
还有的故事也很有教益，如：酗酒有罪，劝酒更有罪；会做
事的人听大事，不听小事，看大事不看小事等等。你们看了
一定受益匪浅的！我就讲解到这里了，请大家自由参观，也
请大家注意保护文物和保持环境卫生。

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七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蒋xx，欢迎来到重庆市大足县，我
将带你们去参观世界闻名，有着悠久历史的大足石刻。

在来到大足石刻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足石刻：大足石
刻位于重庆市西北的大足县，也就是我们这时所处的位置。
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10多处，总计呢？有10万多躯，其中
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的
典范。石刻规模之大，资料之丰富，艺术之精湛，可与敦煌
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相提并论。我们旁边这座山
是北山，也就是古龙岗山，一共有290龛窟，我们的`车正向
宝顶山方向行驶，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



朋友们，宝顶山到了，请随我下车，我会便走边给大家讲解。
宝顶山石刻共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佛湾和小佛湾
规模最大，是由19组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
达15000多躯，设计之精湛，竟无一雷同，破了“千佛一面”
之说。

我们立刻就会到著名的千手观音的塑像前，请大家跟紧，留
意路滑，大家注意了，在我们前方就是“千手观音”的塑像
了。这位观音比例均匀，肌肤线条柔和，脸部的雕刻尤其精
细，脸庞圆润，略呈微笑状，神态动人；再加上服饰华丽，
衣带飘舞，看到那里你是否有飘飘欲仙之感。

大家明白吗，“千手观音”有多少条手呢？你们先数数吧！
算了吧，我告诉大家，“千手观音”有1007只手，这么多手
从上、左、右三个方向伸出，每只手都雕得纤美细柔，手里
分别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无一雷同，
十分壮观。此刻请大家自由参观，十分钟，我在那儿等你们。

朋友们，看看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的石刻，想起浮想联
翩的画面和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想到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
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次旅行画上了
圆满说完句号，期望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欣赏。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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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大足石刻的导游词篇八

尊敬的游客们：

我是你们的导游肖祖洋，你们可以叫我肖导。欢迎参观大足
石刻。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
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
的总称。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



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
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宝顶山摩崖造像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千米处，历时70余年，
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
处造像逾万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大型佛教密
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
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
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好了，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些后也许还兴犹未尽，但是我不得
不和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不得不和朋友们说再见啦。俗话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有缘。

一路顺风。朋友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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