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庐山导游词 庐山景点导游词(精选8
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填写各种条据书信，例如购物
小票、医疗收据、合同等。写作一篇较为完美的条据书信还
需要不断实践和反思，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如果您在
写条据书信时遇到困难，以下的范文可以给您一些启示和帮
助。

庐山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

大家好！

三宝树是因三株特殊的古树而得名的，两棵柳杉，一棵银杏。
因这三树在黄龙寺山门前，有“庙堂之宝”的称誉，故
名“三宝树”。

据树下巨岩上所刻“婆罗宝树，僧昙诜手杆"十字来看，已有
一千六百多年。昙诜为大林寺创始人，东林寺高僧慧远的弟
子。

柳杉原名“婆罗”，是从西域引来的树种，银杏名为“白
果”，为第四纪冰川的.遗留植物，有“活化石”之称，因为
祖辈植树，孙辈才能结果，故名“公孙果”。三树凌空，高
约四十米，粗约四人合抱。

三棵大树都是百年古树，为庐山树木之王，也被誉称镇山之
宝，因而后人又称树不无忧树。

庐山三宝树另一说法，三宝树得名于徐霞客行记，载
有：“溪上树大三人围，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指树



粗需三人合抱，由“三抱树”演化而来。前史上三宝树并非
指三棵树，据清康熙年间记载，黄龙潭邻近“一谷皆杉，大
者十余抱”。实为48棵，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被和
尚经学以整修古刹为名，采伐变卖，仅留下这两棵柳杉。一
棵银杏。

1974年8月。南京林业学院教授。叶培忠先生，带学生来此实
习，用生长锥测得杨柳树龄大约为600年。测得银杏树树龄，
大约为1500年。最大一棵直径为2.8米、高34米。

相传神宗皇帝在黄龙寺设临时行宫，想用三树桩天然贺桌举
行宴会，命百匠砍锯。百名匠怎么砍也没用，锯拉不进，皇
帝发怒下旨要杀工匠，众工匠只得转树哭泣。三宝树感动开
口教长匠如何砍锯自己，从匠为之感动，认为树有情，人岂
可无义。众匠抱着宁死不伐三树之心，皇帝获悉，赞赏树有
情人有义勇，收回圣命“三宝树”从此保存至今。

徐霞客行记记载：并非指黄寺三宝树，“还出佛手岩，由大
道东抵大林寺。寺四面峰环，前抱一溪。溪上树大三人围，
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传为宝树，来自西域。向有二株，
为风雨拔去其一矣。”又月记载清嘉庆年上大林寺着火药味，
另一株“宝树”未能幸免，一起烧毁。

全国很多的黄龙寺，皆为禅宗临济宗门下的分枝。是北宋中
期慧南在隆兴（今南昌）黄龙山开法创建。故称黄龙派，黄
龙派在前史上曾非常昌盛，有才调的弟子多达数百人，分分
创始基业，枝叶茂盛。黄龙寺还建到了日本、东南亚一带。

黄龙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柳杉。而别处没有。有一说是黄龙
寺这块寺方相传曾是朱元璋后代，在庐山设的家庙。不远处
和尚存“赐经亭”。因皇室的厚爱，威望地维护下了这些古
树。



庐山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

大家好！

0余平方米。院内林荫蔽日，花香袭人，草坪如茵，不乏珍稀
花木，如加拿大铁杉、日本金松、水杉、千头柏、云锦杜鹃
等，还有喷薄鹿泉，溅洒水花，显得清静雅然。
芦林一号别墅包括主楼和附房，主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单层平顶，是一栋具有民族风格、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平面
图像个“回”字。中央是露天内院，沿围回廊，四周的厅、
堂、房间，相配有致，宽敞的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外廊，与房
间相通，外廊的一端，连接着一个八角型小楼阁，是休息亭。
主楼外观平淡简朴，然而，墙体与房顶为钢筋水泥构建，可
抗拒五百吨炸弹;房间宽敞高大，其中的政治局会议厅高达十
米，可兼作舞厅和放映厅;房门厚重，隔音防弹;另有地下通
道，直通院外。院内的环行车道，使汽车可直达前后门。这
是一座专门为毛泽东同志设计建造的别墅，主楼配有毛泽东
同志卧室、江青卧室、书房、会客室、会议室、小厨房、餐
厅及卫士医护人员休息室等。主楼之外，还有附房多处，包
括食堂、锅炉房、警卫哨房二栋、门房，以及在芦林湖岸上
的游泳更衣室。

人谈话，粉碎了林彪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同志在庐
山的室内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在芦林一号别墅拍摄的。毛泽
东同志离开庐山后，这栋别墅由看守，并封闭起来。1985年，
这里改作庐山博物馆馆舍，正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沿
续至今。 和国家

领导

人在庐山图片展、



党

和国家

领导

人对庐山的题词陈列等，还专辟一室，将蒋介石、宋美龄留
在美庐别墅内的文物、礼品精品和民国时期其他名人在庐山
的文物进行陈列展览，其中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
宋美龄的象牙柄扇，以及蒋介石五十岁辰时，官僚们赠送的
佩剑和铜砚。因此，参观芦林一号别墅不仅能对毛泽东同志
在庐山的活动有个详细的`了解，同时还能较深刻的认识民国
时期，所谓民国政府“夏都”的历史实物。

除此之外，庐山博物馆还陈列了当地出土的和从外地搜集的
古代陶器、玉器、青铜器、金石篆刻、历代钱币、水晶珠宝、
工艺珍品和其他玩具。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一百周年

，在芦林一号别墅外侧，芦林湖北端依坡修建了庐山毛泽东
同志诗碑园，整个诗碑园置于青峰秀峦之中，典雅明快。诗
碑园于1993年6月底竣工，占地面积为4400平方米，由主碑亭、
副碑亭、东西厢廊组构而成，均为石结构，显得庄重稳健。
碑上镌刻着毛泽东的手迹《登庐山》、《题仙人洞》和多首
古诗。
和国家

领导

人都曾先后来此参观并题词。



庐山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

誉满海内外的仙人洞，位于庐山天池山西麓。是一个由砂崖
构成的岩石洞。由于大自然的不断风化和山水长期冲刷，慢
慢形成天然洞窟。因其形似佛手，故名佛手岩。这里的飞岩
可栖身，清泉可以洗心，俯视山外，白云茫茫，江流苍苍，
颇有远离尘世的感觉。这里不仅是历来最为游人所喜爱的胜
景，而且是道教的福地洞天。

千百年不倒，充分显示了庐山松特有的坚强不屈的性格，堪
称庐山匡山一奇景。松下石面镌刻有“纵览云飞”四个大字，
传为清末民初诗人陈三立所书。顺石径小道逶迤而下，苍翠
崖壁间一岩洞豁然中开，洞高达7米，深逾14米。洞壁冰岩麻
皱，横斜错落，清晰地记载着它那漫长的岁月，这就是仙人
洞。洞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吕纯阳(洞宾)身
背宝剑石的雕像。两旁有两副对联：“称师亦称祖，是道仍
是儒”、“古洞千年灵异，岳阳三醉神仙”。洞穴最深处，
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滴入天然石窖中，叮咚有声，悦耳动
听。这便是《后汉书》上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石
窖外用石板石柱构成护栏。石柱上镌刻“山高水滴千秋不断，
石上清泉万古长流”的对联。泉水清澈晶莹，其味甘美。水
中含有多种矿物质，比重大，凸出碗口不溢，镍币平置不沉。
此处青峰与奇岩竞秀，碧泉与幽洞争妍。绕洞的云雾，时而
浓如泼墨，时而淡似青烟，变幻多姿。洞旁苍色的`山岩下，
依山临壑建有一栋斗拱彩绘、飞檐凌空的殿阁，名老君殿。
殿为歇山式单层建筑，整个建筑显得庄重而又轻巧。内供太
上老君臣李xx骑牛雕像。

从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说明自
己是“天子”，有神助，编撰了很多这方面的神话，而这些



神话大多与仙人洞有关。相传朱元璋称帝后，突患热病濒于
死亡，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忽报庐山仙人洞的赤脚僧持天眼
尊者和周颠仙人赠送温良药至，朱元璋服后，立即病愈，太
祖龙心大悦，让使者到庐山寻找仙人。当使者来到仙人洞小
道上寻找时，不见寺庙，只见苍岩巨石上刻的“竹隐寺”三
字。使者称奇，回京城复命。朱元璋便下旨在刻处旁建“访
仙亭”。亭侧小道也因此称为“仙路”。

过“访仙亭”沿“仙路”前行，便到“新访仙亭”。据传民
国时，在一个月明星朗、风微气清的夜晚，蒋介石、宋美龄、
马歇尔曾到此亭赏月品茶，闲坐亭中看奇峰吞月，星斗闪烁，
悠然自得，惬意非常。

洞周围的峭崖悬壁上，古刻峥嵘，有“云根”、“佛手岩”、
“同舟共济”、“周道复兴”、“贤者乐此”、“仙源无
二”、“总览群真”、“常乐我净”等十数通，琳琅满目，
颇堪玩味。这些雄强俊快飘逸宏肆的摩岩石刻为青峰秀峦平
增了几分妩媚和情意，并将后人的眼光引向历史的纵深。

立足仙人洞，从谷口向远方眺望，一派朴实无饰、恬静秀丽
的大自然风光。林云程在《佛手岩分韵》诗中写道：“洞杳
琼浆冷，秋深林叶纷。霜钟流夜壑，雨刹挂青云”，他诗中
写的是草木摇落，白露为霜的深秋季节。在这种季节里置身
仙人洞，更宜作飘飘欲仙的神仙梦。

庐山导游词篇四

各位游客：

大家好！

庐山博物馆位于庐山风景区内牯岭芦林湖旁，原为1960
至1961年期间为毛主席居住庐山修建的别墅，人称芦林别墅。
别墅由中南设计院设计，采用四合院外观，四边内走廊中心



修建矩形天井，以大玻璃窗覆盖，院内还有斗拱、八角亭等
建筑，中西结合，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院内种植多种珍贵的
乔木、灌木、花卉，有些已成长为大树，环境优美。别墅总
占地2700平方米，1984年改为庐山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

进入博物馆领略了独特的别墅建筑风格后便可开始对博物馆
内部进行探索，其中

领导

人曾经生活在此留下的印记无疑是博物馆的重点之一。大门
西侧即为毛主席卧室，这里仍然陈列主席当年使用过的床、
沙发、躺椅、衣柜等物品。隔着一个卫生间便是他的办公室，
也有当年的办公桌等设施在此陈列。别墅西北位置则是当年
的中共中央会议室，布置低调典雅，内部有两个直径1.5米的
紫铜吊灯，并有12盏玉兰花灯围绕，造型既有苏联风格，又
结合了

中国

特色。置身于当年

领导

人们所在的房间，参观内部布置，感受这里的历史感。

除此之外，庐山博物馆中馆藏的历史文物也是参观此处的`重
点，馆内藏品主要是解放前庐山别墅群各栋主人收藏的精品
及有价值的生活用具、历史文物。其中就有蒋介石使用过的
印有“蒋”字的瓷盘，宋美龄的象牙柄扇，还有官僚们送给
蒋介石的寿礼-佩剑与铜砚。还有从历代的精美瓷器、青铜器、
陶器、工艺品收藏，其中不乏珍品。另有清代著名画家许从
龙历经六年绘制的巨作《五百罗汉图》，十分引人注目，值
得欣赏。



庐山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庐山如琴湖！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
以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
下。

从牯岭街的`街心公园出发沿大林路西行，便到如琴湖，因湖
形如琴而得名。湖中有曲桥、亭榭、花径，花径又称“白司
马花径”，以白居易曾循径赏花而得名。是一个山中公园，
园门有楹联：“花开山寺，咏留诗人”，门上为“花径”二
字。园内有花径亭，亭中有“花径”二字刻石，相传为白居
易所书。还有“景白亭”、“紫莉亭”、“花径人工
湖”、“花展室”、“动物园”等诸景。园中遍植桃花和各
种名花，白居易的名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就指此地。湖东大林路旁，有著名的冰川遗迹：“飞来石”。

如琴湖座落西谷，峰岭围抱，森林蓊蔚，环境幽雅。湖心立
岛，岛内有许多人工饲养的孔雀，所以名为孔雀岛，曲桥连
接，上缀水榭，形成绿水青山，相映成趣，临立岛上纵览四
周妙处横生。

庐山导游词篇六

人们称庐山为"天下第一山"，今天，我们乘汽车来到江西省
九江市庐山区，来观赏庐山的美景。

俗话说"黄山的景色只是庐山一角"。庐山真高啊!一座座拔地
而起，各不相连，直插云霄。庐山真绿啊!各种各样的植物遍
布全山，让人感觉置身在绿色的海洋之中。



走过蜿蜒曲折的公路，进入庐山，人们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
书上描绘的那云雾迷蒙的景——五老峰。五老峰，因为五座
山峰像五个老人相互遥望，所以叫五老峰。虽然那里山石险
峻，但是枫树、松树遍布全山，像一个个哨兵，守护着这五
座大山。五座山连续不断，像是在用热情的怀抱迎接着我们
的到来。日出时，五老峰悬崖之间云雾缭绕，出现一片云海，
流连其间，仿佛徜徉在仙境之中。

离开五老峰，进入石门涧。石门涧被称为"庐山第一景"。它
置身于悬崖之中，沿阶梯下去，传说中的庐山大瀑布就在这
路上。下到山脚，就来到石门涧。那里有石有水，石缝中出
现一条条瀑布，唱着激昂的歌曲飞流直下。瀑布旁的大石头
上刻着"喷雪奔雷"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加上山间涓涓细流，
山上小小凉亭，眼前仿佛出现了宋代诗人苏轼畅游庐山蔚然
长叹："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离开庐山时，我不禁频频回首：秀丽而又壮观的庐山，不愧
是"天下第一山"!

庐山导游词篇七

朋友们，你们到过庐山吗?也许到过，去过庐山的朋友们，庐
山秀丽的风景一定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去过庐山的朋友，
终们最喜欢的也许是“险峰”，也许是“花径”，也许
是“云雾”，而我最喜欢的却是庐山的“仙人洞”，又
名“佛手”。

我随爸爸、妈妈驾车从九江市来到庐山脚下，抬头向上仰望，
啊，多美呀!一座座山峰好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绿衣仙女，手
拉着手站在那儿，笑着向游人致意。我们驾着汽车，在银蛇
般蜿蜓盘旋的山间公路上奔驰着。车才行到半山腰，天忽然
变得阴沉沉的，细如牛毛的蒙蒙细雨飘下来了。庐山的公路
很陡，有三百九十六个变道，八十多个陡直的坡，很难上，
这个数据据说是毛主席上庐山的时候拿了六盒火柴，大家都



知道每盒火柴里有一百根，毛主席坐在汽车上，每过一个变
道就擦着一根，最后擦着了四盒余四根，所以是三百九十六
个弯道。这时，山上起了雾，到处变得迷迷蒙蒙，整个庐山
好像披上了一层层薄薄的白纱，真给人一种“不识庐山真面
目”的神秘感觉。为什么庐山的夏天很凉爽呢?因为庐山的道
路两旁有很多沙松树笼罩着。听导游说，这些沙松树是蒋介
石派直升飞机从空中播下来的树种，所以庐山的夏天很凉爽。

雾越来越大，天地像被一张巨大的纱帐笼罩着。浓雾之中，
游人虽然近在咫尺，也只能听到声音，而不见身影。山谷中
的小溪在我们脚下流淌，“叮咚”，小溪悦耳的歌声在山中
间回荡着。我向前张望，寻找它的去向，它却钻进了雾里，
消失了身影，浓雾使空气变得湿润而清凉。

我们来到山顶，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我们
来到“佛手”。听导游介绍我才知道“佛手”的来历，当年
吕洞宾在这里修道成仙时，险些被妖魔把手打断，吕洞宾的
这只手变成一块石头在洞顶的上方，所以又名“仙人洞”，
仙人洞长二十几米，高十几米，是一天然形成的洞穴，洞非
常小，可洞里的景色非常美，洞里有一些石穹笋，在灯光的
照耀下显得格外美丽，洞里有一个吕洞宾修炼的坐台，还有
一个小池子，水很浅很浅，里面是天然的泉水。洞外有一块
写着“佛手”的石刻，我们在那里合影留念。

庐山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我喜爱庐山，更喜欢上庐山看
到的第一个景点——仙人洞。

庐山导游词篇八

各位游客：

大家好！

庐山老别墅主要集中在东谷，而娱乐则在西谷。西谷最繁华



的地方是牯岭街，整街自东向西略带弧形蜿蜒于山的西麓。
走在这天上的街市中，一侧是五彩缤纷的特色小店，另一侧
则是三面环山，一面临谷的奇丽景观。找间小店，慢饮庐山
特有的云雾茶，品尝石鱼、石耳，在雨雾天的庐山是最为惬
意的消遣。

在庐山的这些名人别墅中，有一幢美式别墅占地面积5500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均为民国时期之最。

这就是位于庐山东谷中8路上的359号别墅。别墅现在仍旧保
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格局和陈设，等待着有缘的客人。在别墅
院子的进口处，汉白玉的石碑仿佛在介绍它的身世——1902
年建造，百年间熊式辉，朱德等名人纷纷在此下榻。别墅位
于高坡，背山面向长冲河。院子进口处有两根雕刻着精美莲
花图案的石门阙，精致却不失古朴。进入院内，高大的杉树、
金钱树、梧桐树等遍布庭院。游泳池、防空洞等附属建筑则
环绕于主建筑的旁边。一条蜿蜒的石阶小径在各种植物的衬
托下通向别墅的`大门。

走到这座两层的石彻建筑物前，房屋正面显现出典型的美国
建筑符号——一个通透的石质大回廊。不同于四合院典型封
闭式中国建筑，美式风格的通透回廊，更重视建筑与自然的
融合。

推门进入别墅内，光线一下柔和了许多。环视屋内，木质的
老地板、老窗格、老木格门，典型的十九世纪美式风格。整
幢别墅由九个房间和一廊连接一、二层的木楼梯组成。在一
楼的休息室内，挂着许多曾在此生活过的名人老照片。会客
厅中，绿色的金丝绒沙发则是中国近代高档家具的标志。会
客厅内正面墙上是景德镇制白瓷屏风手绘的“题西林壁”全
景图，庐山的全景在诗人和画家的想象中，让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