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雁塔导游介绍 西安大雁塔导游词(汇
总17篇)

一篇成功的致辞致谢能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对
主讲人和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如何撰写一篇
精彩的致辞呢？以下是一些建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以
下的致辞致谢范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整理的，希望能够为
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写作素材和参考。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一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钟
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西安
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恩。
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景优美，
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大家随我
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广为
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的钟，其



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是在大慈
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比小雁
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塔晨钟铭
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0xx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会
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于
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雁
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塔
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家一定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及
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否
就是唐代这位著名和尚玄奘呢?玄奘法师俗姓陈，13岁在洛阳
出家为增，勤奋好学，在国内各地访师问学后，决意到佛教
发源地印度去探索佛教的精蕴。玄奘于唐贞观三年(公
元620xx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上天飞鸟、下
无走兽的戈壁沙漠，西行直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学成后返回长安，历时20xx年，行程5万公里，经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取回佛经657部，并在印度获得极高地位，备受尊
崇。回国后，在唐皇室的支持下，他集中各地博学高僧，组
成规模空前的佛经译物场，并亲自任译主。翻译的佛经无论
从质量或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
时期，共译著佛经75部1335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受
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应该说《西游记》是以唐代玄类西出取
经为背景而写成的，但故事里的唐僧不全指玄奘，而是一个
经过艺术化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

大雁塔位于南郊大慈恩寺内，是全国着名的古代建筑，被视
为古都西安的象征。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
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
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
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
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
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
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
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
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
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
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
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
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
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雁塔初建时只有五层。武
则天时重修，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葺。现在的塔是七层，共64
米，呈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
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雁塔
底层南门两侧，镶嵌着唐代着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
碑。一块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这
些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大慈恩
寺是唐长安城内最着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
修建的。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
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
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
刻画。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尤为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
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
陀佛铜像。

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
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
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来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是导游小吴。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级景区，虽处闹市，却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好去处。由前面的大慈恩寺、大雁塔以及南北广场、东西两
苑组成，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的唐僧可谓家喻户晓，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
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高大
铜像。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仗，迈着坚定的
步伐，好象正在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 大雁塔里 ，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

大家面前高台上的建筑就是大雄宝殿。大殿前香火兴旺，大
殿上面三座塑像是佛祖三身佛像。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
为报身卢舍那佛，东为应身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
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塑
像，均为明代雕塑，象征真理和智慧。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
玄奘和庆友在内的18 尊罗汉像。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
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 身人物。

大家如果想感受海洋的气息呢，西安还有现代化的曲江海洋
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游览。好了，各位游客，今天讲
解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二

导游词是导游用来引导游客的解说词。它们是导游与游客交
流思想、向游客传播文化知识的工具。它们也是应用写作研
究的风格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第一篇:西安大雁塔导游词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中国西北部，
美丽西安市是著名十三朝古都。有标志性建筑物钟楼、明长
城遗址、华清池等等。可最雄伟、最有盛名还要数大雁塔。
大雁塔自唐朝以来，由玄奘法师修建，用来存放经书佛塔。
它建在大慈恩寺内，从古至今，保存完好，现在供游人参观、
游览，是我国著名旅游景点，更是著名古城西安象征。西安
市市徽中央就印着大雁塔，由此可见，大雁塔是当之无愧西



安标志。

雁塔由来神奇玄秘。相传，在印度摩伽陀国，一个寺庙内和
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犊肉)。一天，空中
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都没
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一只
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都认
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仪式
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玄奘便以这个典故，修建了大雁塔。
大雁塔最早因财力不足，只是一座五层建筑，后来因武则天
信奉佛教，将它修建到了十层。可不幸是，五代战乱又降至
七层，才有今天七层青砖塔。塔高64。5米，地面各有一个门
洞，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不可多得
杰作。

从远处望去，你会发现大雁塔略有倾斜，这可是有来头。过
去，西安有过数次地震，将塔震得像一边微有倾斜，后来，
塔下身部分为土质，地下水不均匀，使大雁塔加速了沉降倾
斜，现在逐渐收回地下水，使大雁塔“改邪归正”。大雁塔
是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经过一次次整修，这个七层青
砖塔变得坚固结实，大雁塔在日后文物保护、社会建设中，
不减昔日古典美丽，笼罩这一层迷人、神秘面纱!吸引着世人
探寻佛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明。

第二篇:西安大雁塔导游词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
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
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最
初五层，后加盖至九层，再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变更，最
后固定为今天所看到的七层塔身，通高64.517米，底层边
长25.5米。

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是



佛塔这种古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融
入华夏文化的典型物证，是凝聚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
晶的标志性建筑。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大雁塔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雁塔作为中国、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
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像、舍
利和梵文经典，在长安慈恩寺的西塔院建造了一座五层砖塔。
和宝鸡的法门寺因塔建寺相反，大雁塔是因寺建塔。

北魏道武帝时在此建净觉寺，隋文帝在净觉寺故址修建无漏
寺，后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
文德皇后(即长孙氏)祈求冥福，报答慈母恩德，奏请太宗敕
建佛寺，赐名“慈恩寺”。寺建成之初，迎请高僧玄奘担任
上座法师，玄奘于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因剖析一切事
物(法)的相对真实(相)和绝对真实(性)而得我，又因强调不
许有心外独立之境，亦称唯识宗。由于创始者玄奘及其弟子
窥基常住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此寺遂成中国大乘佛教的
圣地。唐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御书《大慈恩寺碑记》，
从此寺名为“大慈恩寺”。大雁塔坐落在慈恩寺内，故又
名“慈恩寺塔”。

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是玄奘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玄
奘法师在慈恩寺主持寺务，以“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
防火难”希望妥善安置经像舍利为由，拟在慈恩寺正门外造
石塔一座，于唐永徽三年(652年)三月附图表上奏。由于玄奘
所规划浮屠(佛塔)总高三十丈，唐高宗以工程浩大难以成就，
又不愿法师辛劳为由，恩准朝廷资助在寺西院建五层砖塔。



新建佛塔名雁塔，由于后来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
的雁塔，因此慈恩寺塔又被称为叫作大雁塔，荐福寺塔称为
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最初的大雁塔仿西域窣堵坡形制，
砖面土心，不可攀登，每层皆存舍利。玄奘法师亲自主持建
塔，历时两年建成。

除了保存从天竺取回的贝多罗树叶梵文经，大雁塔内还存有
舍利子万余颗。

第三篇:西安大雁塔导游词

“要看中国的五百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五千年，请到西
安”，看到这就应该知道西安历史的悠久，西安曾是十三个
朝代的首都，也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更与雅典、开罗、罗
马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古称长安。遍
布西安的帝王陵墓、宫殿遗址、古刹名寺和园林名胜，是西
安成为了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数不胜数的文物古迹都向人
们彰显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魅力。就
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变
化，以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20-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授牌仪式上，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成功晋升国家5a级景区，成
为我省继兵马俑、华清池和黄帝陵之后，第四家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是西安市属第一家5a级景区，是全国首个区域性、
多景点整体打包晋级的国家5a级景区。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位于西安曲江新区核心区域，
总面积3.8平方公里，是中国唯一的唐文化主题景区。这里有
唐都长安玄奘译经之地、佛教祖庭-大慈恩寺;西安地标、千
年古迹-大雁塔;构架山水、师法自然，保存唐大慈恩寺大雄
宝殿殿基遗址的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
盛唐风貌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以唐代曲江池遗址为摹本，
因循山水格局的开放式文化体验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在历



经1400多年风雨的唐城墙遗址之上，恢复再现的以唐诗人物
和唐诗意境为主题的唐城墙遗址公园;还有亚洲最大矩阵式音
乐水舞广场、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炫美盛唐天街以及大唐
不夜城。

景区文化历史资源厚重，景色宜人环境优美，处处体现着环
保理念与人文关怀，已成为西安城市新名片，古都旅游新品
牌。游客步入景区之中，每一个脚印都行走在遗址之上，每
一次游历都在完成着与历史的对话。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三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
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5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
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
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
雁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



塔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家一定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及
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否
就是唐代这位著名和尚玄奘呢?玄奘法师俗姓陈，13岁在洛阳
出家为增，勤奋好学，在国内各地访师问学后，决意到佛教
发源地印度去探索佛教的精蕴。玄奘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上天飞鸟、下无走兽的
戈壁沙漠，西行直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学成后返
回长安，历时17年，行程5万公里，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取回佛经657部，并在印度获得极高地位，备受尊崇。回国后，
在唐皇室的支持下，他集中各地博学高僧，组成规模空前的
佛经译物场，并亲自任译主。翻译的佛经无论从质量或数量
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时期，共译著
佛经75部1335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受到各国学者的
重视。应该说《西游记》是以唐代玄类西出取经为背景而写
成的，但故事里的唐僧不全指玄奘，而是一个经过艺术化的
文学作品里的人物。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
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的
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
登塔时引起共鸣。

那么，我们今天的参观游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四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参观大雁塔。

我是导游员何雅胜，很高兴认识大家。

大雁塔景区是一处佛教圣地，是国家aaaa级景区，与唐代高
僧玄奘法师有密切的关系，唐僧取经译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

所有佛教寺院，都是僧众供佛、礼佛、诵经的道场，而大慈
恩寺、大雁塔与其他寺院相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今中
外和尚如云、高僧无数，那么唐僧玄奘何许人也?唐僧取经的
故事为什么广为流传，今天大家参观过这个景区后，就会找
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相信大家都知道《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吧? 然而在这个
景区却没有《西游记》神话中“唐僧师父”，也找不到降妖



除魔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但你会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故事。

要说玄奘何许人?我们说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是一个
具有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

他又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唐太宗尊称他是“法门之领袖”。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大雁塔南广场。

本景区由主景区即大慈恩寺、大雁塔和南北广场、东西两苑
组成，占地约500亩。

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高大铜像。

只见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杖，迈着坚定的步伐，
好象正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

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

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学经典，
穷尽各家学说。

玄奘在对佛经研习中，对佛经的质疑之处多达百余条。

他决意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国，也就是现今的印度，去探求
佛教的精蕴，以解众疑，弘扬佛法。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寺院的正门称为山门，也叫三门，
分别称为空门、无作门、无相门，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之门。

大家看，门上的牌匾是江同志亲自题写的“大慈恩寺”几个
金光闪闪的大字。



慈恩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初名“无漏寺”.公元648年，唐
高宗李治作太子时，为其母文德皇后而重修建寺院，后改
名“大慈恩寺”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钟、鼓二楼，东侧为钟楼内悬挂有一
口铁铸的“雁塔晨钟”。

西侧为鼓楼。

今天我主要讲解钟楼，该钟铸造于嘉靖是十七年，钟上铸
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的大字。

雁塔晨钟为关中八景之一。

这口雁塔晨钟自造成启用至今天，一直作为大慈恩寺行仪规
范，是本寺佛教活动和众僧生活的组成部分。

晨钟作为佛教大型法器，是召集众僧进行法事之用。

寺院僧人们每天闻钟而起，闻鼓而眠。

当拂晓时分，晨钟那洪亮的阵阵钟声划破晨曦朝霞，回绕在
西安城南上空，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
尘世人生108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现在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参观。

高台上的大雄宝殿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大雄宝殿的匾额金光
闪闪，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书。

”大雄“是对佛祖释迦牟尼的尊称。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雁塔题名碑”它始于唐代，指得是在长
安考中的状元和进士，齐集大雁塔题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公
元800年考中进士后赋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



少年。

”一时成为佳话，人称“寒酸孟夫子”的孟郊，在46岁才中
进士，他赋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登科后“春风得意”的著名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美谈。

大殿北面为两层高的法堂藏经楼，上层藏有玄奘曾翻译的经
卷，下为法堂。

所谓法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课堂。

法堂供奉着一尊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
据说只要一心念佛死后就就能被接引到西方极乐“净土”世
界去。

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作接引佛。

我们大家可以拜拜阿弥陀佛，祈求、祈求好的运气。

法堂还陈列、玄奘负笈图及窥基、圆测碑拓画像等。

圆测市新罗国王孙，由年出家来到中国后，从学于玄奘门下;
窥基是玄奘嫡传弟子，本是开国元勋尉迟恭的侄子，每当出
门有三车厢随，故有“三车和尚”的绰号。

由此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名声与地位。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脚下。

玄奘法师为了妥善保存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利，
上奏朝廷希望佛塔，经朝廷批准，在本寺西院，建造5层佛塔。



玄奘法师亲自参加建塔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才建成。

塔处设计依照印度形式高5层，砖表土心的实心塔。

后因风雨剥蚀多年后、草木丛生逐渐毁坏。

武则天长安年间改建为是10层可攀登的塔但此塔也在风雨中
颓败。

唐后将大雁塔改建为七层砖塔，人们常说得：“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图”，大概由此而来。

现在塔高64.7米 塔体成方锥形。

至于“雁塔”的名称由来，有数种说法。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大雁塔的故事。

佛教在早期分大乘和小乘两宗，大乘不食肉，小乘佛食肉。

一天，中午将过，众僧饥肠辘辘，午饭尚未着落，甚为埋怨。

有一和尚忽见空中群雁飞过，随口出戏言：我等诸僧多日没
有吃肉了，若菩萨有灵，应知我们的困境呀!话音刚落，一只
大雁便折断翅膀掉了下来。

众僧人大惊，明白是如来佛祖设法教育他们，众僧急忙跪拜，
并将那只雁葬于院中。

上建一塔，取名雁塔，从此归信大乘，不再吃肉。

这就是雁塔名称的由来。

雁塔”一词前加一“大”字，一是因塔的建筑宏伟壮丽，二
是后建的荐福寺塔也随着称为雁塔，为了区别，遂分别称为



大雁塔、小雁塔。

雁塔底层南门有书法瑰宝石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参观。

接下来我们将参观玄奘三藏院。

现在，大家来到玄奘三藏院的门口。

玄奘三藏院是一组仿唐风格建筑群，由中院大遍觉堂、东院
般若(bo re)堂、西院光明堂三院组成。

游客朋友，如果要问：西安大遍觉堂的镇宝是什么?那就是玄
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和佛骨舍利，因为玄奘顶骨舍利与佛舍利
都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

大遍觉堂，供奉着玄奘坐像和玄奘大师的一份顶骨舍利。

与此同时，玄奘其他灵骨舍利已广布在世世界多座寺院。

现在我们参观光明堂。

光明堂主要讲述了玄奘法师出生到曲女的故事。

今天我们主要讲述这幅图，玄奘爬穿越茫茫穿戈壁沙漠爬过
独自经过火焰山历经风雨磨终于到达了印度最高佛教学
府——那烂陀寺。

这幅画讲述了玄奘法师在印度辉煌的一刻——曲女城大会，
印度的国王以及各国高的大森都来参加。

，在连续十八日的辩论会上，没有人可以辩论过玄奘法师，
玄奘取得了无可正义的胜利。

会后各国国王赠送宝物，玄奘一再辞谢。



只遵照印度的传统规矩，乘坐象巡游。

现在请随我继续参观版若堂，版若堂讲述了玄奘荣贵长安后，
翻译经书直到圆寂的故事。

这幅画描绘了玄奘翻译经书场面，最后这幅描绘了玄奘圆寂
后彩虹贯日，莲花多多，众风天弥勒来迎接的故事。

我们想象玄奘圆寂后就是上升于大遍觉堂中所描绘的弥勒净
土吧。

大雁塔魏巍屹，玄奘法师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功绩和非凡
精神将万古长存。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大雁塔景区。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由前面的大慈恩寺、大雁塔
以及南北广场和东西两苑组成，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的唐僧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原型就是我国唐代
著名高僧玄奘，玄奘与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

今天参观完这里，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十分清晰的了解了。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
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高大铜像。

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仗，步伐坚定，好象正
在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

玄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



他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超群，勤奋好学。

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

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学经典，
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伟器和佛门千里
驹”。

贞观三年，为解决佛教中的疑难问题前去佛教的发源地天竺，
即今印度取经，著《大唐西域记》一书，是我国取经者中成
就最卓著之人。

公元645年在被授予佛教界最高称号“三藏法师”后，返回长
安，潜心翻译佛教经典19年。

唐太宗尊称他是“法门之领袖”，唐高宗称他是“真如之冠
冕”。

在玄奘铜像的身后，就是大慈恩寺，即玄奘开创的慈恩宗的
祖庭。

慈恩寺，又名无漏寺，是公元648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
亲文德皇后而建，具有其他寺院望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
规模。

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
积的7倍。

其建筑富丽堂皇，装饰华丽富贵。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的门口，大家看，门匾上“大慈恩
寺”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江同志亲自题写的。

寺院的正门又称为山门，也叫三门。



中间的是空门，东边的是无相门，西边的是无作门，象征入
门三解脱。

所以人们常将出家作各尚叫作坠入空门。

我们现在就从这里进入寺院吧，而是继续我们的参观。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各有一楼。

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一口铁钟，铸于公元1548年，重15
吨，钟上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大字。

钟自铸成一直沿用至今。

每天寺院僧人闻钟而起，闻鼓而眠。

晨钟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尘世人生108
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关中八景之一“雁塔晨钟”由此而来。

西边是鼓楼，楼里悬挂一面大鼓。

钟鼓皆为寺院大型法器。

众所周知，大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

大家面前高台上的建筑就是大雄宝殿。

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佛祖三身佛像。

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为报身卢舍那佛，东为应身释迦牟
尼佛。

佛像两侧是佛的弟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



菩萨和文殊菩萨塑像，均为明代雕塑，象征真理和智慧。

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和庆友在内的18尊罗汉像。

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萨、龙女、
木叉等150身人物。

好了，我们现在穿过大雄宝殿，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藏经楼，
在这里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

楼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
尊，系明代铜铸鎏金佛像。

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玄奘负笈图及窥基、
圆测碑拓画像等。

继续往北面走，我们可以看到坐落于寺院内的大雁塔。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五

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
征。今天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西安大雁塔导游词范文，希望
对你有所帮助。

各位游客：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来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是导游小吴。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级景区，虽处闹市，却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好去处。由前面的大慈恩寺、大雁塔以及南北广场、东西两
苑组成，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的唐僧可谓家喻户晓，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
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高大



铜像。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仗，迈着坚定的
步伐，好象正在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 大雁塔里 ，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大家面前高台上的建筑就是大雄
宝殿。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佛祖三身佛像。
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为报身卢舍那佛，东为应身释迦牟
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旁还
有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塑像，均为明代雕塑，象征真理和智
慧。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和庆友在内的18 尊罗汉像。在
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萨、龙女、木
叉等150 身人物。

大家如果想感受海洋的气息呢，西安还有现代化的曲江海洋
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游览。好了，各位游客，今天讲
解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大雁塔南广场。本景区由主景区
即大慈恩寺、大雁塔和南北广场、东西两苑组成，占地约500
亩。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高大铜像。
只见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杖，迈着坚定的步伐，
好象正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身后就是他开创的慈恩祖
庭，是他主持的译经道场大慈恩寺，以及他所修建的大雁塔。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超群，
勤奋好学。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
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学经典，
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伟器和佛门千里驹。
” 在全国各地游学后，他回顾佛教传入中国620xx年以来、
佛经残缺不全，教义分歧，派别纷争的状况。玄奘在对佛经
研习中，对佛经的质疑之处多达百余条。他决意到佛教发源
地---天竺国，也就是现今的印度，去探求佛教的精蕴，以解
众疑，弘扬佛法。公元620xx年他结伴上表奏请，申请赴印求
法，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所动，
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之前3年时间，从佛经研究、语言梵
文及物质精神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遂违禁出关，即违法偷



渡出境，昼伏夜行，只身前往，开始了他西天取经的艰难历
程和传奇故事。现在请大家继续参观。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寺院的正门称为山门，也叫三门，
分别称为空门、无作门、无相门，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之门。
大家看，门上的牌匾是亲自题写的“大慈恩寺”几个金光闪
闪的大字。慈恩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初名“无
漏寺”。公元648年，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为其母以追荐冥
福修建寺院，故得名“慈恩寺”。寺院虽系太子李治为其母
追福而建，也表达了其父唐太宗怀念文德皇后的心愿。唐太
宗和文德皇后从小结发，情深意长，13岁即“嫔于太宗”，
当时太宗李世民才17岁。太宗即位时，立其为皇后。文德皇
后为人贤良正直，顾全大局，严于律已，她为了大唐社稷，
力避裙带之嫌，她坚持不愿自己兄弟子侄担任朝廷要职。而
对于魏征、房玄龄等忠勇良臣，却全力保谏爱护。皇后的申
明大义，正直贤慧，成为大唐贞观盛世的良佐栋梁。在临终
遗言时还强调“不可厚葬，俭薄送终”。如此贤淑开朗，确
不愧为一位有胆识、有胸怀的女政治家。对文德皇后的去世，
太宗十分悲恸，向近臣表白：“朕非不知天命而无益之悲，
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所以大
慈恩寺的创建，实际是唐太宗父子两代为文德皇后祈福之举，
也是唐王朝对一代贤后的纪念。

唐代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城南晋昌坊东半部，约398亩，总
共1897间，僧众300，为长安规模宏伟之佛教寺院之一。在慈
恩寺建成之初，朝廷特地迎请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正在弘
福寺译经的玄奘担任寺院的上座住持，大慈恩寺遂成为当时
中国佛教界的最高学府而辉煌一时。唐末以后因战事不断，
寺院逐渐荒芜，经历代多次维修，至公元1446年，才奠定了
今日寺院规模。

现在寺院的范围东西阔160米左右，南北长318米左右，共
计93亩，该寺院主要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山门、钟鼓
楼、东西配殿、法堂藏经楼，大雁塔及玄奘三藏院。东西两



侧分别为方丈院、僧院、寺管院、文管院等。

我们大家走进山门，可以看到钟、鼓二楼对峙，东侧钟楼内
悬挂有一口铁铸的“雁塔晨钟”。该钟铸造于公元l548年，
钟上铸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的大字，这口雁塔晨钟自造成
启用至今天，一直作为大慈恩寺行仪规范，是本寺佛教活动
和众僧生活的组成部分。晨钟作为佛教大型法器，是召集众
僧进行法事之用。寺院僧人们每天闻钟而起，闻鼓而眠。当
拂晓时分，晨钟那洪亮的阵阵钟声划破晨曦朝霞，回绕在西
安城南上空，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尘
世人生108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西侧鼓楼悬挂一面大鼓，寺院称为暮鼓，为横置座鼓形式，
钟、鼓均为寺院大型法器。东西配殿原为东观音殿，现为客
堂，西为地藏殿。

现在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参观。高台上的大雄宝殿为寺院的中
心建筑，大雄宝殿的匾额金光闪闪，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赵朴初先生所书。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内供奉有佛祖三
身佛像，中为法身佛毗卢遮那佛，西为法身佛卢舍那佛，东
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子，东为迦叶，西
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塑像和文殊菩萨像，均为明代雕
塑，分别象征真理和智慧。另外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在
内的18尊罗汉像，此种排列是将佛的16位声闻尊者与其说者
庆友、译者玄奘共列为18罗汉，为我国18罗汉较早的排列形
式，以后还有其它排列形式。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境
界，指已消除一切烦恼进入涅槃，不再生死轮回，应受天人
供养者。罗汉的三义即为：杀界，就是断绝贪、嗔、痴等一
切烦恼;应供。应受外人供养;不生，永远进入涅槃，不再进
入生死轮回。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立于大海鳌头之上
的南海观音菩萨像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身人物，还有
善财童子53参求法学道故事，生动有趣，生动展示出南海之
中普陀洛伽山观音菩萨说法道场的蓬莱仙境。



在大雄宝殿西侧墙壁上镶嵌着几通“雁塔题名记”碑，象这
样的雁塔题名碑在我景区有几十通。“雁塔题名”始于唐代，
指得是在长安考中的状元和进士，齐集大雁塔题名，以及武
举在小雁塔题名的文化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乡
试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
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公元820xx年考中进士后赋诗
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一时成为佳话。
人称“寒酸孟夫子”的孟郊，在46岁才中进士，他赋诗
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他登科后“春风得意”的著名诗句，成
为脍炙人口的美谈。

在古都长安雁塔题名活动虽延续一千多年，而进士题名仅仅
延续到唐末。因为自唐末以后各朝各代，长安城不再是国都
京城，陕甘两省乡试举人仿效唐进士雅举在雁塔进行题名活
动。在大慈恩寺院内和大雁塔上，至今尚存的明清两朝乡试
举人题名碑有73通。另外在荐福寺小雁塔院内至今也保存有
明清武举题名碑17通，也称“雁塔题名”。因为在大小雁塔
仿效唐人题名于塔壁、颇具唐风遗韵，后来逐渐形成为文题
大雁塔、武题小雁塔。这些都是研究我国科学制度的历史资
料。

大殿北面为两层高的法堂藏经楼，上层藏有玄奘曾翻译的经
卷，下为法堂，供奉着一尊阿弥陀佛像，系明代铜铸鎏金佛
像。法堂还陈列着玄奘供奉的佛座、玄奘负笈图及窥基、圆
测碑拓画像等。圆测市新罗国王孙，由年出家来到中国后，
从学于玄奘门下;窥基是玄奘嫡传弟子，本是开国元勋尉迟恭
的侄子，每当出门有三车厢随，故有“三车和尚”的绰号。
由此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名声与地位。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脚下，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玄奘
法师为了妥善保存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利，于
公元652年附图表上奏，经朝廷批准，在本寺西院，建造5层
佛塔。每层皆存舍利，共一万余粒。玄奘法师亲自参加建塔



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才建成。

至于“雁塔”的名称由来，有数种说法。而玄奘自己编撰的
《大唐西域记》中所述的佛教故事最为可信。据玄奘的《大
唐西域记》记载，佛教在早期分大乘和小乘两宗，大乘戒食
肉，小乘不戒。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帝释山
上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一天，中午将过，众僧
饥肠辘辘，午饭尚未着落，甚为埋怨。有一和尚忽见空中群
雁飞过，随口出戏言：我等诸僧多日没有吃肉了，若菩萨有
灵，应知我们的困境呀!话音刚落，即见头雁退着飞，到了这
个僧人前便折断翅膀掉了下来，众僧人大惊，明白是如来设
法教育他们，众僧急忙跪拜，并将那只雁葬于院中。上建一
塔，取名雁塔，从此归信大乘，不再吃肉。这就是雁塔名称
的由来。“雁塔”一词前加一“大”字，一是因塔的建筑宏
伟壮丽，二是后建的荐福寺塔也随着称为雁塔，为了区别，
遂分别称为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在印度求法时，还专程前
往参礼了这座有名的雁塔。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 “ 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
晨钟在城南 ” 的诗句。 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
立在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 4 公里，是我国的佛教
名塔之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 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
母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 “
慈恩 ” 。 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 26570 平方米，
周边风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 下
面，请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 这座寺院当年由 13 座庭院
组成，面积达 34o 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 7 倍。 其建筑富
丽堂皇，装饰华丽富贵。 慈恩寺现有面积 32314 平方米，
约合 48.5 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 15 吨。 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
大鼓。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 “ 雁塔晨钟 ’ 作为关中八景
之一，广为流传。 但以往人们都以为 “ 雁塔晨钟 ” 是指
西安小雁塔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
钟重 3 万斤，是在 大慈恩寺 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年)十月铸造的，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
100 多年，上面还铸有 “ 雁塔晨钟 ” 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 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 1466 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曾予大修。 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 中间
的叫法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 释迎牟尼
为佛教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
565 年，死于公元前 486 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 三身佛
东侧立有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
他待从释迦牟尼 25 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 两侧是十八罗
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 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 1 米多。 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
青响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 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
锵锵有声，清脆悦耳。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六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
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5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七

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佳句。下
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大雁塔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
家。

大雁塔自唐朝以来，由玄奘法师修建，用来存放经书的佛塔。
它建在大慈恩寺内，从古至今，保存完好，现在供游人参观、
游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著名的古城西安的象征。
西安市的市徽中央就印着大雁塔，由此可见，大雁塔是当之
无愧的西安的标志。

雁塔的由来神奇玄秘。相传，在印度摩伽陀国，一个寺庙内
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犊肉)。一天，
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
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
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
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
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玄奘便以这个典故，修建了
大雁塔。



大雁塔最早因财力不足，只是一座五层的建筑，后来因武则
天信奉佛教，将它修建到了十层。可不幸的是，五代战乱又
降至七层，才有今天的七层青砖塔。塔高64.5米，地面各有
一个门洞，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的
不可多得的杰作。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
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的
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
登塔时引起共鸣。

公元664年，玄奘在铜川玉华寺圆寂，唐高宗得知噩耗后，罢
朝三日，失声痛哭说：“朕失国宝也，国失栋梁也!”玄藏灵
柩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京城道俗哀号动地，奔
赴吊唁。在举行玄奘法师葬礼时，送葬者多达百万之众，当
晚有3万多人露宿在墓旁，为玄奘守灵。人们对这位舍命求法，
呕心沥血译经，生前辉煌一世，死后苇席裹尸的一代高僧表



示了崇高的敬仰和悼念。这里已成为永远瞻仰玄奘、纪念玄
奘的佛教圣地。

游客朋友们，大雁塔主景区参观就到这里。下来我们到北广
场和东苑、西苑去参观。北广场是全亚洲最大的水景喷泉和
唐代文化广场，东西两苑有别具特色的陕西民俗文化公园。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八

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是
佛塔这种古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融
入华夏文化的典型物证，是凝聚了汉族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
标志性建筑。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大雁塔导游词，
希望能够帮到您!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
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5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
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
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



雁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
塔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家一定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及
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否
就是唐代这位著名和尚玄奘呢?玄奘法师俗姓陈，13岁在洛阳
出家为增，勤奋好学，在国内各地访师问学后，决意到佛教
发源地印度去探索佛教的精蕴。玄奘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上天飞鸟、下无走兽的
戈壁沙漠，西行直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学成后返
回长安，历时2019年，行程5万公里，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取回佛经657部，并在印度获得极高地位，备受尊崇。回国后，
在唐皇室的支持下，他集中各地博学高僧，组成规模空前的
佛经译物场，并亲自任译主。翻译的佛经无论从质量或数量
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时期，共译著
佛经75部1335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受到各国学者的
重视。应该说《西游记》是以唐代玄类西出取经为背景而写
成的，但故事里的唐僧不全指玄奘，而是一个经过艺术化的
文学作品里的人物。

西安大雁塔导游词-本站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
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的
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
登塔时引起共鸣。

那么，我们今天的参观游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九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来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是导游小吴。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级景区，虽处闹市，却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好去处。由前面的大慈恩寺、大雁塔以及南北广场、东西两
苑组成，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的唐僧可谓家喻户晓，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
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高大
铜像。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仗，迈着坚定的
步伐，好象正在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大雁塔里，大雄
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

大家面前高台上的建筑就是大雄宝殿。大殿前香火兴旺，大
殿上面三座塑像是佛祖三身佛像。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



为报身卢舍那佛，东为应身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
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塑
像，均为明代雕塑，象征真理和智慧。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
玄奘和庆友在内的18尊罗汉像。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
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身人物。

大家如果想感受海洋的气息呢，西安还有现代化的曲江海洋
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游览。好了，各位游客，今天讲
解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参与，再见。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

在美丽的西安市有标志性建筑物钟楼、明长城遗址、华清池
等等。然而，最雄伟、最有盛名的还要数大雁塔。

大雁塔自唐朝以来，由玄奘法师修建，用来存放经书的佛塔。
它建在大慈恩寺内，从古至今，保存完好，现在供游人参观、
游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著名的古城西安的象征。
西安市的市徽中央就印着大雁塔，由此可见，大雁塔是当之
无愧的西安的标志。

雁塔的由来神奇玄秘。相传，在印度摩伽陀国，一个寺庙内
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犊肉）。一天，
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
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
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
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
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玄奘便以这个典故，修建了
大雁塔。

大雁塔最早因财力不足，只是一座五层的建筑，后来因武则
天信奉佛教，将它修建到了十层。可不幸的是，五代战乱又
降至七层，才有今天的七层青砖塔。塔高64.5米，地面各有
一个门洞，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的



不可多得的杰作。从远处望去，你会发现大雁塔略有倾斜，
这可是有来头的。

过去，西安有过数次的地震，将塔震得像一边微有倾斜，后
来，塔下身部分为土质，地下水不均匀，使大雁塔加速了沉
降倾斜，现在逐渐收回地下水，使大雁塔“改邪归正”。

大雁塔是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经过一次次整修，这个
七层的青砖塔变得坚固结实，大雁塔在日后的文物保护、社
会建设中，不减昔日古典的美丽，笼罩这一层迷人、神秘的
面纱！吸引着世人探寻佛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明。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一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内，是一座历史比较
悠久的古塔，又名"慈恩寺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西
安大雁塔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中国的西北部，美丽的西安市是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有标
志性建筑物钟楼、明长城遗址、华清池等等。可最雄伟、最
有盛名的还要数大雁塔。

大雁塔自唐朝以来，由玄奘法师修建，用来存放经书的佛塔。
它建在大慈恩寺内，从古至今，保存完好，现在供游人参观、
游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著名的古城西安的象征。
西安市的市徽中央就印着大雁塔，由此可见，大雁塔是当之
无愧的西安的标志。

雁塔的由来神奇玄秘。相传，在印度摩伽陀国，一个寺庙内
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犊肉）。一天，
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
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
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



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
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玄奘便以这个典故，修建了
大雁塔。

大雁塔最早因财力不足，只是一座五层的建筑，后来因武则
天信奉佛教，将它修建到了十层。可不幸的是，五代战乱又
降至七层，才有今天的七层青砖塔。塔高64.5米，地面各有
一个门洞，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的
不可多得的杰作。

从远处望去，你会发现大雁塔略有倾斜，这可是有来头的。
过去，西安有过数次的地震，将塔震得像一边微有倾斜，后
来，塔下身部分为土质，地下水不均匀，使大雁塔加速了沉
降倾斜，现在逐渐收回地下水，使大雁塔“改邪归正”。

大雁塔是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经过一次次整修，这个
七层的青砖塔变得坚固结实，大雁塔在日后的文物保护、社
会建设中，不减昔日古典的美丽，笼罩这一层迷人、神秘的
面纱！吸引着世人探寻佛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明。

“要看中国的五百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五千年，请到西
安”，看到这就应该知道西安历史的悠久，西安曾是十三个
朝代的首都，也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更与雅典、开罗、罗
马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古称长安。遍
布西安的帝王陵墓、宫殿遗址、古刹名寺和园林名胜，是西
安成为了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数不胜数的文物古迹都向人
们彰显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魅力。就
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变
化，以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20xx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授牌仪式上，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成功晋升国家5a级景区，
成为我省继兵马俑、华清池和黄帝陵之后，第四家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是西安市属第一家5a级景区，是全国首个区域性、



多景点整体打包晋级的国家5a级景区。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位于西安曲江新区核心区
域，总面积3.8平方公里，是中国唯一的唐文化主题景区。这
里有唐都长安玄奘译经之地、佛教祖庭—大慈恩寺；西安地
标、千年古迹—大雁塔；构架山水、师法自然，保存唐大慈
恩寺大雄宝殿殿基遗址的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中国第一个
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以唐代曲江池
遗址为摹本，因循山水格局的开放式文化体验公园—曲江池
遗址公园；在历经1400多年风雨的唐城墙遗址之上，恢复再
现的以唐诗人物和唐诗意境为主题的唐城墙遗址公园；还有
亚洲最大矩阵式音乐水舞广场、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炫美
盛唐天街以及大唐不夜城。

景区文化历史资源厚重，景色宜人环境优美，处处体现着环
保理念与人文关怀，已成为西安城市新名片，古都旅游新品
牌。游客步入景区之中，每一个脚印都行走在遗址之上，每
一次游历都在完成着与历史的对话。

大雁塔景区是一处佛教圣地，是国家aaaa级景区，与唐代高
僧玄奘法师有密切的关系，唐僧取经译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所有佛教寺院，都是僧众供佛、礼佛、诵经的道场，而
大慈恩寺、大雁塔与其他寺院相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古今中外和尚如云、高僧无数，那么唐僧玄奘何许人也？唐
僧取经的故事为什么广为流传，今天大家参观过这个景区后，
就会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相信大家都知道《西游记》唐僧
取经的故事吧？然而在这个景区却没有《西游记》神话
中“唐僧师父”，也找不到降妖除魔的“孙悟空、猪八戒和
沙和尚”。但你会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唐僧玄奘西
天取经故事。要说玄奘何许人？我们说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中国人，是一个具有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中国人。他
又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唐太宗尊称他是“法门之领袖”，唐
高宗称他是“真如之冠冕”。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大雁塔南广场。本景区由主景区
即大慈恩寺、大雁塔和南北广场、东西两苑组成，占地约500
亩。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高大铜像。
只见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杖，迈着坚定的步伐，
好象正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身后就是他开创的慈恩祖
庭，是他主持的译经道场大慈恩寺，以及他所修建的大雁塔。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
超群，勤奋好学。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
为僧。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
学经典，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伟器和佛
门千里驹。”在全国各地游学后，他回顾佛教传入中国600年
以来、佛经残缺不全，教义分歧，派别纷争的状况。玄奘在
对佛经研习中，对佛经的质疑之处多达百余条。他决意到佛
教发源地——天竺国，也就是现今的印度，去探求佛教的精
蕴，以解众疑，弘扬佛法。公元627年他结伴上表奏请，申请
赴印求法，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
所动，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之前3年时间，从佛经研究、
语言梵文及物质精神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遂违禁出关，即
违法偷渡出境，昼伏夜行，只身前往，开始了他西天取经的
艰难历程和传奇故事。现在请大家继续参观。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寺院的正门称为山门，也叫三门，
分别称为空门、无作门、无相门，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之门。
公元648年，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为其母以追荐冥福修建寺
院，故得名“慈恩寺”。寺院虽系太子李治为其母追福而建，
也表达了其父唐太宗怀念文德皇后的心愿。唐太宗和文德皇
后从小结发，情深意长，13岁即“嫔于太宗”，当时太宗李
世民才17岁。太宗即位时，立其为皇后。文德皇后为人贤良
正直，顾全大局，严于律已，她为了大唐社稷，力避裙带之
嫌，她坚持不愿自己兄弟子侄担任朝廷要职。而对于魏征、
房玄龄等忠勇良臣，却全力保谏爱护。皇后的申明大义，正
直贤慧，成为大唐贞观盛世的良佐栋梁。在临终遗言时还强调
“不可厚葬，俭薄送终”。如此贤淑开朗，确不愧为一位有



胆识、有胸怀的女政治家。对文德皇后的去世，太宗十分悲
恸，向近臣表白：“朕非不知天命而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
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所以大慈恩寺的
创建，实际是唐太宗父子两代为文德皇后祈福之举，也是唐
王朝对一代贤后的纪念。

唐代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城南晋昌坊东半部，约398亩，总
共1897间，僧众300，为长安规模宏伟之佛教寺院之一。在慈
恩寺建成之初，朝廷特地迎请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正在弘
福寺译经的玄奘担任寺院的上座住持，大慈恩寺遂成为当时
中国佛教界的最高学府而辉煌一时。唐末以后因战事不断，
寺院逐渐荒芜，经历代多次维修，至公元1446年，才奠定了
今日寺院规模。

现在寺院的范围东西阔160米左右，南北长318米左右，共
计93亩，该寺院主要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山门、钟鼓
楼、东西配殿、法堂藏经楼，大雁塔及玄奘三藏院。东西两
侧分别为方丈院、僧院、寺管院、文管院等。

我们大家走进山门，可以看到钟、鼓二楼对峙，东侧钟楼内
悬挂有一口铁铸的“雁塔晨钟”。该钟铸造于公元l548年，
钟上铸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的大字，这口雁塔晨钟自造成
启用至今天，一直作为大慈恩寺行仪规范，是本寺佛教活动
和众僧生活的组成部分。晨钟作为佛教大型法器，是召集众
僧进行法事之用。寺院僧人们每天闻钟而起，闻鼓而眠。当
拂晓时分，晨钟那洪亮的阵阵钟声划破晨曦朝霞，回绕在西
安城南上空，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尘
世人生108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西侧鼓楼悬挂一面大鼓，寺院称为暮鼓，为横置座鼓形式，
钟、鼓均为寺院大型法器。东西配殿原为东观音殿，现为客
堂，西为地藏殿。

现在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参观。高台上的大雄宝殿为寺院的中



心建筑，大雄宝殿的匾额金光闪闪，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赵朴初先生所书。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内供奉有佛祖三
身佛像，中为法身佛毗卢遮那佛，西为法身佛卢舍那佛，东
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子，东为迦叶，西
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塑像和文殊菩萨像，均为明代雕
塑，分别象征真理和智慧。另外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在
内的18尊罗汉像，此种排列是将佛的16位声闻尊者与其说者
庆友、译者玄奘共列为18罗汉，为我国18罗汉较早的排列形
式，以后还有其它排列形式。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境
界，指已消除一切烦恼进入涅槃，不再生死轮回，应受天人
供养者。罗汉的三义即为：杀界，就是断绝贪、嗔、痴等一
切烦恼；应供。应受外人供养；不生，永远进入涅槃，不再
进入生死轮回。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立于大海鳌头之
上的南海观音菩萨像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身人物，还
有善财童子53参求法学道故事，生动有趣，生动展示出南海
之中普陀洛伽山观音菩萨说法道场的蓬莱仙境。

在大雄宝殿西侧墙壁上镶嵌着几通“雁塔题名记”碑，象这
样的雁塔题名碑在我景区有几十通。“雁塔题名”始于唐代，
指得是在长安考中的状元和进士，齐集大雁塔题名，以及武
举在小雁塔题名的文化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
乡试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后赋诗道：“慈恩塔
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一时成为佳话。人称“寒酸
孟夫子”的孟郊，在46岁才中进士，他赋诗曰：“昔日龌龊
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他登科后“春风得意”的著名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
美谈。

在古都长安雁塔题名活动虽延续一千多年，而进士题名仅仅
延续到唐末。因为自唐末以后各朝各代，长安城不再是国都
京城，陕甘两省乡试举人仿效唐进士雅举在雁塔进行题名活
动。在大慈恩寺院内和大雁塔上，至今尚存的明清两朝乡试
举人题名碑有73通。另外在荐福寺小雁塔院内至今也保存有



明清武举题名碑17通，也称“雁塔题名”。因为在大小雁塔
仿效唐人题名于塔壁、颇具唐风遗韵，后来逐渐形成为文题
大雁塔、武题小雁塔。这些都是研究我国科学制度的历史资
料。

大殿北面为两层高的法堂藏经楼，上层藏有玄奘曾翻译的经
卷，下为法堂，供奉着一尊阿弥陀佛像，系明代铜铸鎏金佛
像。法堂还陈列着玄奘供奉的佛座、玄奘负笈图及窥基、圆
测碑拓画像等。圆测市新罗国王孙，由年出家来到中国后，
从学于玄奘门下；窥基是玄奘嫡传弟子，本是开国元勋尉迟
恭的侄子，每当出门有三车厢随，故有“三车和尚”的绰号。
由此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名声与地位。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脚下，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玄奘
法师为了妥善保存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利，于
公元652年附图表上奏，经朝廷批准，在本寺西院，建造5层
佛塔。每层皆存舍利，共一万余粒。玄奘法师亲自参加建塔
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才建成。

至于“雁塔”的名称由来，有数种说法。而玄奘自己编撰的
《大唐西域记》中所述的佛教故事最为可信。据玄奘的《大
唐西域记》记载，佛教在早期分大乘和小乘两宗，大乘戒食
肉，小乘不戒。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帝释山
上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一天，中午将过，众僧
饥肠辘辘，午饭尚未着落，甚为埋怨。有一和尚忽见空中群
雁飞过，随口出戏言：我等诸僧多日没有吃肉了，若菩萨有
灵，应知我们的困境呀！话音刚落，即见头雁退着飞，到了
这个僧人前便折断翅膀掉了下来，众僧人大惊，明白是如来
设法教育他们，众僧急忙跪拜，并将那只雁葬于院中。上建
一塔，取名雁塔，从此归信大乘，不再吃肉。这就是雁塔名
称的由来。“雁塔”一词前加一“大”字，一是因塔的建筑
宏伟壮丽，二是后建的荐福寺塔也随着称为雁塔，为了区别，
遂分别称为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在印度求法时，还专程前
往参礼了这座有名的雁塔。



玄奘法师亲自组织建造的这座佛塔，因砖表土心，风雨剥蚀，
40多年后逐渐毁坏。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
女皇武则天和王公贵戚施钱重建。遂将大雁塔改建为七层宝
塔，人称七级浮图，较前更加庄严雄伟。人们常说得：“救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概由此而来。

千百年来，大雁塔一直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高
耸入云的大雁塔，象征着玄奘法师崇高的人格品质和伟大精
神。

大雁塔是典型的仿木构楼阁式砖塔，更以“唐僧取经”故事
驰名中外。大雁塔由塔座、塔身、塔刹组成，通高为64.7米，
门楣门框上雕刻有唐代线刻画。四门楣分别以流畅生动的阴
刻线雕有佛、菩萨、金刚力士画像。特别是西门楣线刻画中，
那讲经说法的佛祖，神情端庄慈祥，30尊各路菩萨神态自若、
栩栩如生。是今天我们研究唐代建筑、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
的珍贵资料。

在雄伟的大雁塔底层南门洞两侧嵌置着唐太宗所撰“大唐三
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作太子时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
记”碑，两通“二圣”丰碑，均由当时的中书令（宰相职）
褚遂良所书。像这样两碑碑文和碑额都相对排列，左右对称。
镶嵌于佛塔，这是绝无仅有的。碑文下方又雕刻有衣带飘逸，
舞姿飞动的舞乐天人，细看“序”碑乐师所执乐器为管乐，而
“记”碑乐器为弦乐。如此天乐舞姿，犹如佛国仙境。

有人称雁塔圣教序碑为“二圣三绝碑”。一是二圣御撰——
太宗李世民撰《序》，太子李治撰《记》之威名，二是玄奘
取经——赞扬玄奘西天取经宣扬佛法之内容，三是大家书
法——褚遂良之书法名作，四是立于皇都——长安城内佛门
大慈恩寺的庄严神圣之地。所以此碑为国宝中之瑰宝，名碑
中更享盛名。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的一层。首先请看两侧墙壁上这两通



石碑，一是玄奘负笈图，一是玄奘译经图。这两碑的画面是
玄奘法师光辉人生的生动写照。

再看塔柱上悬挂的四幅长联，是由唐太宗、唐高宗和玄奘法
师的原话编制而成。

第一幅：摘自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大意是：玄奘
法师称得上是佛教的领袖，他冒着朝廷禁令和生命危险，克
服种种艰难险阻而单身独骑远征求法，遍访高师，探询和研
究佛经，将这些佛教真理广为弘扬，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
同在。

第二幅：摘自唐高宗御制大慈恩寺碑，大意是：玄奘法师可
称得上是佛教的冠冕人物，在取经路途，风餐露宿，他使佛
灯高照，使佛教得以弘扬，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他超越了西
域的佛图澄、鸠摩罗什、竺道生和慧远这样的高僧，玄奘法
师的功绩和精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三幅的意思是：奉敕创建大慈恩寺，又奉旨翻译佛经，我
真诚地希望佛法慧流弘扬光大，定能够保佑国运长久，圣教
得以弘扬，光照中华史册，智慧的情怀天下可鉴，永远映照
在弘扬佛法的福田之上。

第四幅的意思是：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修建这一佛塔，以
安置从西天带回的佛教三藏经典，雄伟的佛塔愿千佛保佑，
同来关注；我们还要树立丰碑，镌刻两位圣上所撰写的珍贵
碑文，佛塔圣迹将与天地同在，永远矗立在长安胜地。

现在我们开始向上攀登参观。请大家轻步登塔、注意安全。
在各层都有丰富的陈列，分别供奉有明代鎏金佛像、印度佛
教高僧赠送的佛祖舍利，陈列有佛足迹碑石，系玄奘晚年刻
制供奉的佛足石的复制品，以及玄奘诗词、于右任、齐白石
诗词书法作品等。其中第六层悬挂有唐代几位大诗人的诗词
书法作品。



公元752年秋天，正值大雁塔创建100周年，诗圣杜甫会同岑
参、高适、薛据、储光羲5位大诗人，同登大雁塔，举行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雁塔诗会。他们凭栏远望，看到古塔巍巍，秋
景如画的情景，激发了每个诗人的情怀和诗兴。著名的边塞
诗人岑参兴致勃勃呤唱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
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
高鸟，俯听闻惊风。”大家请杜甫赋诗，只见他情怀澎湃，
诗句如潮，一开口就语出惊人，气概不凡，他吟唱道：“高
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七星在
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
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些诗作都是难
得的千古绝唱。

大家登上了佛塔的最高层，真有一种“登临出世界”的出神
入化的美妙感受，向四面凭栏远眺，古城的壮丽景色尽收眼
底，让人留连忘返。

游客朋友，现在让我们缓步下塔，注意安全。到后面玄奘三
藏院继续参观。

现在，大家来到玄奘三藏院的门口。玄奘三藏院是一组仿唐
风格建筑群，由中院大遍觉堂、东院般若堂、西院光明堂三
院组成，其面积为3224平方米。

如果要问：西安大慈恩寺的镇寺之宝是什么？那就是玄奘法
师的顶骨舍利和佛骨舍利，因为玄奘舍利与佛舍利都是极为
珍贵的佛教文物。

游客朋友，在玄奘三藏院的大遍觉堂，供奉着玄奘坐像和玄
奘大师的一份顶骨舍利。与此同时，玄奘其他灵骨舍利已广
布在世界各地，象征着和传播着玄奘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与天地同在。

玄奘三藏院内有近400平米精美的大型壁画，反映了佛界圣景



和玄奘的生平故事。从玄奘出生、出家、出国求法开始了他
辉煌的一生。

玄奘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游学西域。经兰州、敦煌、高
昌等地，取道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阿富汗、
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沿着“丝绸之路”，以惊人的毅力，
闯“万死之地”，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前往佛国印度。
漫漫西行取经路上，充满着险恶和无数的艰难险阻。但在玄
奘面前，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过不了的通天河。在人
迹罕至的沙漠孑然孤行。当水囊倾覆，五天四夜滴水未进，
几度昏厥于沙丘，在这危险绝境面前，玄奘靠着“不至西天，
不东归一步”的誓言和信念，绝处逢生，脱离险境。

经过整整3年的艰难跋涉和5万余里孤征，玄奘终于到达佛国
圣地——天竺印度，如愿以偿地就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公
元645年，玄奘西行取经归来，携带大量佛舍利、8尊佛像
及657部佛经，载誉回国，受到唐太宗朝野及国人的隆重欢迎。
抵达长安时，僧俗百万之众倾城出迎，盛况空前。公元648年，
大慈恩寺初建落成，玄奘奉受太宗敕请，到大慈恩寺担任首
任住持，继续翻经。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
铜川玉华宫等译场组织翻译历时19年，直到圆寂。

概括玄奘的翻译，有数量多、质量高、内容全和路子新4个显
著特点。首先，玄奘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
人。仅玄奘一人就译出1335卷佛经。由于玄奘译本准确可靠，
而他所依据的原印度梵本散失很多，因之玄奘译本被视
为“准梵本”。由此才有了唐代佛教的鼎盛时期，以及许多
海外高僧入唐求法的新局面。

我国的翻译从佛经翻译开始，而玄奘开创了我国佛教翻译史
上的“新译”先河。玄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家、翻译
家、旅行家，同时又是一位对祖国无限忠贞的伟大爱国者。
他还把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老子》等翻译成梵文传入
印度，促进了中印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奠定了两国人民的友



好情谊。有一首诗高度概括了玄奘精神，并寄语今天的留学
生和青少年。其诗曰：“雁塔曾将贝叶藏，千秋盛誉赞玄奘。
不辞艰辛游天竺，取得真经返大唐。留学只缘图利国，求知
理应做腾骧。诸君勿被香风醉，莫把他邦当故乡”。为继承
和弘扬玄奘的爱国主义精神，大雁塔已被选定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公元664年，玄奘在铜川玉华寺圆寂，唐高宗得知噩耗后，罢
朝三日，失声痛哭说：“朕失国宝也，国失栋梁也！”玄藏
灵柩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京城道俗哀号动地，
奔赴吊唁。在举行玄奘法师葬礼时，送葬者多达百万之众，
当晚有3万多人露宿在墓旁，为玄奘守灵。人们对这位舍命求
法，呕心沥血译经，生前辉煌一世，死后苇席裹尸的一代高
僧表示了崇高的敬仰和悼念。这里已成为永远瞻仰玄奘、纪
念玄奘的佛教圣地。

游客朋友们，大雁塔主景区参观就到这里。下来我们到北广
场和东苑、西苑去参观。北广场是全亚洲最大的水景喷泉和
唐代文化广场，东西两苑有别具特色的陕西民俗文化公园。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二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是你当地的导游。我们到了大
雁塔。这是曲江新区的文化坐标，是古城中的地标性建筑，
是一个典型的建筑。景点包括大雁塔、大慈恩寺和南、北广
场。

在南广场中心的monkxuanzang铜像，身穿袈裟，手持杖，
呈现气宇轩昂，我们可以简单的想象，玄奘法师是一个艰难
的旅程，坚定地追求真理。它的背后是大慈恩寺和大雁塔。
玄奘铜像始建于隋代，寺庙叫午楼寺。然后，李志王储的唐
代，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发起一个寺庙的维修项目并将其命
名为大慈恩寺。



向北走，有两座小建筑。东边的那座房子有一个钟，西边的
那个房子有一个鼓。钟鼓楼是寺庙的标志性建筑。他们被用
来纪念寺庙里的僧人。电话铃响在上午和鼓击钟鼓楼黄昏。

大殿是殿的中心。里面有三尊释迦牟尼佛。

我们参观大厅后，我们来到另一个核心建筑——论室(法堂)
在阿弥陀佛崇拜。据说，在阿弥陀佛的话，会导致在他死后
的天堂。这种摩擦被称为“玄奘在返回常的路上”。(负芨
图)与卷经文在他的背上，他的脚上的卷着一盏油灯，一双草
鞋，玄奘是使他的方式回到首都。

好的，各位，今天这么多。我们还有一些空闲时间。我们二
点出发，所以请不要迟到!我会留在这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问我。顺便说一句，请注意你的脚步!好吧，轮到你了。
你可以四处看看，享受自己。谢谢。

更多相关热门文章推荐阅读：

1.最新西安导游词【推荐】

2.西安兵马俑导游词

3.21017最新关于西安兵马俑导游词

4.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导游词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三

中央矗立着一尊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高大铜像。只见他气宇
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杖，迈着坚定的步伐，好象正奔波
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身后就是他开创的慈恩祖庭，是他主
持的译经道场大慈恩寺，以及他所修建的大雁塔。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
超群，勤奋好学。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
为僧。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
学经典，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伟器和佛
门千里驹。”在全国各地游学后，他回顾佛教传入中国600年
以来、佛经残缺不全，教义分歧，派别纷争的状况。玄奘在
对佛经研习中，对佛经的质疑之处多达百余条。他决意到佛
教发源地——天竺国，也就是现今的印度，去探求佛教的精
蕴，以解众疑，弘扬佛法。公元627年他结伴上表奏请，申请
赴印求法，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
所动，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之前3年时间，从佛经研究、
语言梵文及物质精神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遂违禁出关，即
违法偷渡出境，昼伏夜行，只身前往，开始了他西天取经的
艰难历程和传奇故事。现在请大家继续参观。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寺院的正门称为山门，也叫三门，
分别称为空门、无作门、无相门，象征着佛教的三解脱之门。
慈恩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初名“无漏寺”。公元648年，唐
高宗李治作太子时，为其母以追荐冥福修建寺院，故得
名“慈恩寺”。寺院虽系太子李治为其母追福而建，也表达
了其父唐太宗怀念文德皇后的心愿。唐太宗和文德皇后从小
结发，情深意长，13岁即“嫔于太宗”，当时太宗李世民
才17岁。太宗即位时，立其为皇后。文德皇后为人贤良正直，
顾全大局，严于律已，她为了大唐社稷，力避裙带之嫌，她
坚持不愿自己兄弟子侄担任朝廷要职。而对于魏征、房玄龄
等忠勇良臣，却全力保谏爱护。皇后的申明大义，正直贤慧，
成为大唐贞观盛世的良佐栋梁。在临终遗言时还强调“不可
厚葬，俭薄送终”。如此贤淑开朗，确不愧为一位有胆识、
有胸怀的女政治家。对文德皇后的去世，太宗十分悲恸，向
近臣表白：“朕非不知天命而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
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所以大慈恩寺的创建，
实际是唐太宗父子两代为文德皇后祈福之举，也是唐王朝对
一代贤后的纪念。



唐代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城南晋昌坊东半部，约398亩，总
共1897间，僧众300，为长安规模宏伟之佛教寺院之一。在慈
恩寺建成之初，朝廷特地迎请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正在弘
福寺译经的玄奘担任寺院的上座住持，大慈恩寺遂成为当时
中国佛教界的最高学府而辉煌一时。唐末以后因战事不断，
寺院逐渐荒芜，经历代多次维修，至公元1446年，才奠定了
今日寺院规模。

现在寺院的范围东西阔160米左右，南北长318米左右，共
计93亩，该寺院主要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山门、钟鼓
楼、东西配殿、法堂藏经楼，大雁塔及玄奘三藏院。东西两
侧分别为方丈院、僧院、寺管院、文管院等。

我们大家走进山门，可以看到钟、鼓二楼对峙，东侧钟楼内
悬挂有一口铁铸的“雁塔晨钟”。该钟铸造于公元l548年，
钟上铸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的大字，这口雁塔晨钟自造成
启用至今天，一直作为大慈恩寺行仪规范，是本寺佛教活动
和众僧生活的组成部分。晨钟作为佛教大型法器，是召集众
僧进行法事之用。寺院僧人们每天闻钟而起，闻鼓而眠。当
拂晓时分，晨钟那洪亮的阵阵钟声划破晨曦朝霞，回绕在西
安城南上空，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尘
世人生108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西侧鼓楼悬挂一面大鼓，寺院称为暮鼓，为横置座鼓形式，
钟、鼓均为寺院大型法器。东西配殿原为东观音殿，现为客
堂，西为地藏殿。

现在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参观。高台上的大雄宝殿为寺院的中
心建筑，大雄宝殿的匾额金光闪闪，系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赵朴初先生所书。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内供奉有佛祖三
身佛像，中为法身佛毗卢遮那佛，西为法身佛卢舍那佛，东
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子，东为迦叶，西
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塑像和文殊菩萨像，均为明代雕
塑，分别象征真理和智慧。另外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在



内的18尊罗汉像，此种排列是将佛的16位声闻尊者与其说者
庆友、译者玄奘共列为18罗汉，为我国18罗汉较早的排列形
式，以后还有其它排列形式。罗汉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境
界，指已消除一切烦恼进入涅槃，不再生死轮回，应受天人
供养者。罗汉的三义即为：杀界，就是断绝贪、嗔、痴等一
切烦恼；应供。应受外人供养；不生，永远进入涅槃，不再
进入生死轮回。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立于大海鳌头之
上的南海观音菩萨像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身人物，还
有善财童子53参求法学道故事，生动有趣，生动展示出南海
之中普陀洛伽山观音菩萨说法道场的蓬莱仙境。

在大雄宝殿西侧墙壁上镶嵌着几通“雁塔题名记”碑，象这
样的雁塔题名碑在我景区有几十通。“雁塔题名”始于唐代，
指得是在长安考中的状元和进士，齐集大雁塔题名，以及武
举在小雁塔题名的文化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陕西
乡试题名碑文就有：“名题雁塔天地间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后赋诗道：“慈恩塔
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一时成为佳话。人称“寒酸
孟夫子”的孟郊，在46岁才中进士，他赋诗曰：“昔日龌龊
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他登科后“春风得意”的著名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
美谈。

在古都长安雁塔题名活动虽延续一千多年，而进士题名仅仅
延续到唐末。因为自唐末以后各朝各代，长安城不再是国都
京城，陕甘两省乡试举人仿效唐进士雅举在雁塔进行题名活
动。在大慈恩寺院内和大雁塔上，至今尚存的明清两朝乡试
举人题名碑有73通。另外在荐福寺小雁塔院内至今也保存有
明清武举题名碑17通，也称“雁塔题名”。因为在大小雁塔
仿效唐人题名于塔壁、颇具唐风遗韵，后来逐渐形成为文题
大雁塔、武题小雁塔。这些都是研究我国科学制度的历史资
料。

大殿北面为两层高的法堂藏经楼，上层藏有玄奘曾翻译的经



卷，下为法堂，供奉着一尊阿弥陀佛像，系明代铜铸鎏金佛
像。法堂还陈列着玄奘供奉的佛座、玄奘负笈图及窥基、圆
测碑拓画像等。圆测市新罗国王孙，由年出家来到中国后，
从学于玄奘门下；窥基是玄奘嫡传弟子，本是开国元勋尉迟
恭的侄子，每当出门有三车厢随，故有“三车和尚”的绰号。
由此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名声与地位。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脚下，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玄奘
法师为了妥善保存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利，于
公元652年附图表上奏，经朝廷批准，在本寺西院，建造5层
佛塔。每层皆存舍利，共一万余粒。玄奘法师亲自参加建塔
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才建成。

至于“雁塔”的名称由来，有数种说法。而玄奘自己编撰的
《大唐西域记》中所述的佛教故事最为可信。据玄奘的《大
唐西域记》记载，佛教在早期分大乘和小乘两宗，大乘戒食
肉，小乘不戒。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帝释山
上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一天，中午将过，众僧
饥肠辘辘，午饭尚未着落，甚为埋怨。有一和尚忽见空中群
雁飞过，随口出戏言：我等诸僧多日没有吃肉了，若菩萨有
灵，应知我们的困境呀！话音刚落，即见头雁退着飞，到了
这个僧人前便折断翅膀掉了下来，众僧人大惊，明白是如来
设法教育他们，众僧急忙跪拜，并将那只雁葬于院中。上建
一塔，取名雁塔，从此归信大乘，不再吃肉。这就是雁塔名
称的由来。“雁塔”一词前加一“大”字，一是因塔的建筑
宏伟壮丽，二是后建的荐福寺塔也随着称为雁塔，为了区别，
遂分别称为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在印度求法时，还专程前
往参礼了这座有名的雁塔。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四

各位旅客朋友，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
梯。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
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



高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旅客朋友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伟人都留下了传诵千
古的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
参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的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惊叹，常常在人
们登塔时引起共鸣。

那么，咱们今天的参观游览就到这里，谢谢你们!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五

大雁塔大雁塔简介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唐高宗永徽三年
（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
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高180尺的五层砖塔，后
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改建为七层。

大雁塔塔通高64.5米，塔体为方形锥体，造型简洁，气势雄
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唐代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
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



大雁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是全国著名的古代
建筑，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
这座气势恢宏、古朴雄伟的唐代著名古塔。此塔是玄奘大师
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
因仿印度雁塔样式修建，故名雁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
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以示区别，人们把慈恩寺塔叫
作大雁塔，荐福寺塔叫作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
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
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
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
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将长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
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西门楣为
阿弥陀佛说法图，图中刻有富丽堂皇的殿堂。画面布局严谨，
线条遒劲流畅，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是研究中国
古代建筑的重要资料。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
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
教序记》两块石碑，字体清秀潇洒。唐末以后，寺院屡道兵
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西安大雁塔导游词（三）

陕西大雁塔导游词。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
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
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
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
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
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
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
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
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
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
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
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
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
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雁塔初建时只有五层。武
则天时重修，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葺。现在的塔是七层，共64
米，呈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
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雁塔
底层南门两侧，镶嵌着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
碑。一块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这
些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大慈恩
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
修建的。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
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
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唐代学子，考中进士后到慈恩塔下题名，谓之“雁塔题名”，
后沿袭成习。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曾为慈恩寺作过不少
壁画，惜早已湮没。但在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
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尤为
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
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
陀佛铜像。

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
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
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专门从事译经和藏



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塔。由于后来又在
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了区别，人们就把
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大
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约5米的台基上。塔
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米。塔身用砖砌成，
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
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尽收眼底。塔
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为唐
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
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
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屡道兵火，殿宇焚毁，
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
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雁塔初建时只有五层。武
则天时重修，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葺。现在的塔是七层，共64
米，呈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
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雁塔
底层南门两侧，镶嵌着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
碑。一块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这
些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大慈恩
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
修建的。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
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
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寺门内，钟、鼓楼东西对峙。钟、鼓是寺院的号令，俗
有“晨钟暮鼓”之说。东侧钟楼内悬吊明代铁钟一口，重三
万斤，高三米多。唐代学子，考中进士后到慈恩塔下题名，



谓之“雁塔题名”，后沿袭成习。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
曾为慈恩寺作过不少壁画，惜早已湮没。但在大雁塔下四门
洞的石门楣、门框上，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西石门
楣上的线刻殿堂图尤为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
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
陀佛铜像。

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
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
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六

大雁塔位于南郊大慈恩寺内，是全国着名的古代建筑，被视
为古都西安的象征。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
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
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
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
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
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
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
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
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
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
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
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
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
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雁塔初建时只有五层。武
则天时重修，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葺。现在的塔是七层，共64
米，呈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
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雁塔
底层南门两侧，镶嵌着唐代着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
碑。一块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这
些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大慈恩
寺是唐长安城内最着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
修建的。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
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
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
刻画。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尤为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
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
陀佛铜像。

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
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
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来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是导游小吴。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级景区，虽处闹市，却是一个放松休闲的
好去处。由前面的大慈恩寺、大雁塔以及南北广场、东西两
苑组成，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的唐僧可谓家喻户晓，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



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高大
铜像。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手执锡仗，迈着坚定的
步伐，好象正在奔波在西行取经的路途上。 大雁塔里 ，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

大家面前高台上的建筑就是大雄宝殿。大殿前香火兴旺，大
殿上面三座塑像是佛祖三身佛像。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
为报身卢舍那佛，东为应身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的弟
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塑
像，均为明代雕塑，象征真理和智慧。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
玄奘和庆友在内的18 尊罗汉像。在大殿供奉的主尊背后塑有
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萨、龙女、木叉等150 身人物。

大家如果想感受海洋的气息呢，西安还有现代化的曲江海洋
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游览。

好了，各位游客，今天讲解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见。

大雁塔导游介绍篇十七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钟
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西安
市南郊慈恩寺内，距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之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恩。
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景优美，
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大家随我



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慈恩寺石狮子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广为
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的钟，其
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是在大慈
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比小雁
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塔晨钟铭
文。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大雁塔得名来历玄奘与寺塔大雁塔建筑及文物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会
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于
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雁
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塔
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有塔势
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的名句。诗人
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登塔时引起
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