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滁州琅琊山导游词(通用5篇)
就职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而进行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就职前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是提升自己职业发展的关键，需
要积极主动地与同事和领导交流。看看以下这些成功的就职
故事，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勇气。

滁州琅琊山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琅琊山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三国鼎立时期，安徽滁州成为魏吴交兵的战场。西晋“八王
之乱”时，琅琊王司马睿曾在安徽滁州西南摩陀岭避难，琅
琊山因此而得名坐落在安徽省安徽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与
北京陶然亭、长沙爱晚亭、杭州湖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
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
世之作《醉翁亭记》写的就是此亭。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
江南亭台特色。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数百年
来虽屡次遭劫，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解放后，人民
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宋仁守庆历年间，朝政*败，权贵当道。原在朝迁中做官的欧
阳修主张革新时政，且不避谤，敢于揭露官吏阴私，因而得
罪了左丞相夏竦等人。夏竦便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守听信
馋言，将欧阳修贬谪安徽滁州。

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安徽滁州，认识了琅琊
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为了便于欧阳修游玩，
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亲为作记，这就是有
名的《醉翁亭记》。从此，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
"太守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帮自号曰醉翁



也。"醉翁亭"因此得名。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
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醉翁
亭落成后，吸引了不少游人。当时的太常博士沈遵便慕名而
来，观赏之余，创作了琴曲《醉翁吟》(一曰《太守操》)，
欧阳修亲为配词。现在冯公祠前面的一副对联"泉声如听太守
操，海日已照琅琊山"，便是说的这件事。事隔数年之年，欧
阳修和沈遵重逢，"夜阑酒半"，沈遵操琴弹《醉翁吟》，"宫
声在迭"，"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琴声勾
起了欧公对当年在亭是游饮往事的追忆，即作诗以赠。醉翁
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北宋末年，知州唐属在其旁建同醉。
到了明代，开始兴盛起来。相传当时房屋已建到"数百柱"，
可惜后来多次遭到破坏。清代咸丰年间，不止个庭园成为一
片瓦砾。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
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
南园林特色。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却有九处互不雷同
的建筑、景致。醉翁亭、宋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
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人称"醉翁九景"。醉翁
亭前有让泉，泉旁是小溪，终年水声潺潺，清澈风底。亭中
有宋代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称为"
欧文苏字"。亭后最高处有一高台，曰"玄帝宫"，登台环视，
但见亭前群山涌翠，横叶眼底;亭后林涛起伏，飞传耳际，犹
如置身画中。

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
然多次遭动，但终不为人所忘，曾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翁
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解放后，人
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如今，此处千载胜境，更加壮观诱人。

安徽滁州市地处长江下游北岸，长江三角洲西缘，为“南京
都市圈”核心层城市，“皖江示范区”北翼城市，自古
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称。安徽滁州具有1500多年的



历史，古称涂中、清流，州建隋朝，文昌北宋，兼具吴楚淮
扬之韵，汇聚江淮湖之风，千百年来素为江畔淮左的美好之
州。安徽滁州自隋起辖今琅琊、南谯、来安、全椒、南京浦
口等地。1992年与滁县地区合并，形成了现在的安徽滁州市。
安徽滁州是皖东的区域中心城市，古都南京的江北门户，全
国家电及装备制造业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十大特色
休闲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

琅琊山是皖东第一名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
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4
大文化名山之一，中华百座名山之一，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
一。风景区内丘壑林泉、寺宇、亭台、古道、古关隘均以其
蔚然深秀，清幽淡雅而得天独厚。境内大小山峰九九八十一
座，层峦起伏，沟谷深邃，溪流潺湲，森林茂密。其高可眺、
邃可隐、清可濯、幽可憩、芳可采、丽可咏的自然景观，逐
渐形成了中外游人向往的琅琊山“八名”(名山、名寺、名亭、
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文化胜境。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自唐宋以来李幼卿、
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梅尧臣、宋濂、文征明、
曾巩、薛时雨等历代无数文豪墨客，达官显贵为之开发山川、
建寺造亭、赋诗题咏，留下大量、卓越的文化遗产，拥
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胜境。其
中唐建琅琊寺为皖东著名佛寺，也是全国重点寺观之一，宋
建醉翁亭因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著《醉翁亭记》一文而闻名
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琅琊山的由来有这样一个故
事。

一个四外云游的和尚到了安徽滁州，见到西山风景如画，就
在山上盖了座叫“西山寺”的寺院。还收留了一个叫超然的'
小和尚，小和尚长的古灵精怪的，但是却很不开窍。和尚教
超然忘好了几个月的经，结果，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只
记得两个，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字念走音了。念成了“摩陀”。
老和尚一气之下，就一个人下山云游四方去了。大半年后，



老和尚听说安徽滁州蝗虫成灾，心里犯愁了，担心超然就回
到了寺院，结果看到小超然长的高大了，壮实了!一点也没有
受到蝗灾的影响!后来才知道原来小超然一直在煮石头吃，煮
出来的石头黄得象杏子，软得象芋子，甜得赛桃子。

第二天，老和尚说：“超然呀，你念的‘摩陀经’，是真经，
你成了佛啦。从今在后，我们都念‘摩陀经’，这寺院也
叫‘摩陀寺’吧。”

从此后，摩陀寺的香火一天旺似一天，人们也就把西山改
叫“摩陀山”了。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西晋
末年。那时山东有位琅琊王，名字叫司马睿。他被八王夺权
闹得性命难保。只好收拾打扮往南逃难。一路上，白天藏身
荒庙，夜晚拣着小道一脚高一脚低地赶路。这一天，来到摩
陀山下一个破草棚子里住下。没想到因为连日的奔波劳累，
琅琊王心口疼病半夜里犯了，疼得他头上身上冷汗直冒，脸
色跟纸一样黄，在棚子里翻身打滚直到天亮。碰巧，摩陀寺
一个挑水和尚看见了，慌忙跑回山上。不一会就从山上端来
了一碗香茶，让琅琊王喝下。

过了一时三刻，琅琊王伸伸膀子挺挺腰，觉得心口也不疼了，
身上也有劲了，一点病也没有了。

琅琊王对和尚说：“多谢师傅救命之恩。我这心口疼病从小
就有，犯起来没有十天半月不见轻，药草吃了不知多少，病
却越来越重。不知师傅用的是什么神药有这样的奇效?”

“出家人，行善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施主不必
多礼。适才的香茶乃是用本山石头与各样草药煮成的，什么
病都能去根。”“怎么，山上的石头也能治病?”

和尚将寺院祖师摩陀大师煮石充饥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又说：“现如今石头虽不能煮熟充饥了，因为当年摩陀大师
把煮石之水泼在这山前山后，这山上就长满了奇花异草。所



以这花花草草、树根石头都能治病呢。但不知施主尊姓大名，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怎么流落在荒郊野外?”

琅琊王哪敢说出实话呢，就胡编了一套说：“我姓刘，叫刘
顺。家住山东巨野县。因为要到江南投亲访友，半路上短了
盘缠钱，只好一路忍饥受寒。我想在这里找些活干干，等凑
足了钱再去江南。”

和尚对琅琊王说：“放心，放心。施主只要不惜力气，来到
安徽滁州你就不愁吃穿了。这地方有句话：‘安徽滁州地养
穷人，一条扁担两根绳’。你看这摩陀山上有柴，有草，有
药材，兔子、山鸡满山转，是座宝山啊。”

琅琊王司马睿往山上一看，果然有男男女女在砍柴剜药打山
枣，从绿树中传来一阵阵山歌声。从此后，琅琊王就装成个
打柴汉子住在山中，一边集合四方兄弟，一边在山中集粮屯
兵，日夜操练。没过多久，司马睿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打过长
江，在建业城建立了东晋王朝，司马睿成了第一个东晋皇帝。
有一天，东晋皇帝司马睿带领文武百官从建业来到安徽滁州
观赏西山摩陀寺风光。司马睿想起当年自己在这儿落难得救、
屯兵聚粮的往事，便吩咐传下圣旨：将山上寺院扩建百间，改
“摩陀寺”为“琅琊寺”，改“摩陀山”为“琅琊山”。他
还命御医住在琅琊山搜集山中百草，编成《琅琊草木篇》，
广传天下，救四方百姓疾苦。

滁州琅琊山导游词篇二

大家看周围设置了木栏，这里便是当年欧阳修常与宾客饮酒
赋诗的地方，游客朋友们可以站在这里来体会一下当时大文
学家的意境呢!??现在我们便来到了“二贤堂”故名思议是纪
念贤人而建的，二贤堂始建于北宋是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2位
滁州知府王禹某和欧阳修而修建地，现在我们在这里能看见
宋明刻本的《醉翁亭记》的影印本及欧阳修手迹的影印件，
现在我们向西走便来到了“宝宋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欧阳修的得意弟子苏轼亲笔所写的《醉翁亭记》所雕刻的石
碑，由于欧阳修散文和苏轼书法都是北宋时期最高水平的代
表所以啊，后人便称此碑为“两绝碑”。现在再往前走，大
家看到泉水了吧，这就是闻名以久的让泉，现在的让泉周围
是用石块砌成的方池，看-上方有康熙23年滁州知府王赐魁先
生重题的“让泉”碑刻，方池长三尺左右深一尺左右，泉水
先涌入方池在由方池流向北汇入玻璃沼。方池水温常年变化
不大一直保持在17至18摄氏度泉水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
微量元素，甘甜清冽??游客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欧阳修纪念馆，
进入内堂，大家看到欧阳修先生的塑像了吗?这里还有30多幅
全面介绍欧阳修生平的壁画，长廊上镶刻的都是宋代以来苏
轼、赵孟頫等大书法家写的《醉翁亭记》都是令人叹为观止
的手笔。??现在我们沿琅琊古道向前大约走400米就来到了琅
琊寺了，琅琊寺原名宝应寺。据说，在修这座寺庙之前，主
持修建这座此寺的滁州刺史李犹卿曾绘图给唐代宗看，恰巧
唐代宗头天夜里梦见一片山林深处有一座寺院其外形与规模
与图上所画地甚为相似，十分高兴，所以特赐名“宝应寺”。
“宝应寺“历经沧桑几经兴废，现在游客朋友们看见的所有
建筑大多数是清代30年重新修建地。

一九八四年正式以“琅琊寺”命名的??琅琊寺景点有80多处
现在可供观赏的有大雄宝殿、藏经阁、明月观、念经阁等??
游客朋友们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大雄宝殿了，它是琅琊
寺的主体建筑，位于寺庙中央。殿高14米，进深15.3米外形
古朴典雅，气势雄伟，殿内有造型生动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
像，像身通体涂金，金光灿灿，神态毕现栩栩如生。现在我
们向右走便来到了藏经楼，它原名叫“藏经阁”现今看见的
藏经楼是一九一九年重建的，门额上刻有“三藏玄枢”四个
大字。据说此楼曾藏有珍贵的贝叶经一部，楼下为千尊玉佛
堂，堂内陈列着缅甸国赠送的一千多尊玉佛。??听着真想进
去看看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各位游客朋友们，今天的游览将要结束了，我很高兴大家非
常支持配合我的'工作，这短短的时光里希望成为你们游览中



永恒的记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为大家服务，祝愿大家在以
后生活中天天开心，顺顺利利，再见!

滁州琅琊山导游词篇三

琅琊山是皖东第一名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
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4
大文化名山之一，中华百座名山之一，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
一。风景区内丘壑林泉、寺宇、亭台、古道、古关隘均以其
蔚然深秀，清幽淡雅而得天独厚。境内大小山峰九九八十一
座，层峦起伏，沟谷深邃，溪流潺湲，森林茂密。其高可眺、
邃可隐、清可濯、幽可憩、芳可采、丽可咏的自然景观，逐
渐形成了中外游人向往的琅琊山“八名”(名山、名寺、名亭、
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文化胜境。

琅琊山景色淡雅俊秀，文化渊源久远。自唐宋以来李幼卿、
韦应物、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梅尧臣、宋濂、文征明、
曾巩、薛时雨等历代无数文豪墨客，达官显贵为之开发山川、
建寺造亭、赋诗题咏，留下大量、卓越的文化遗产，拥
有“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胜境。其
中唐建琅琊寺为皖东著名佛寺，也是全国重点寺观之一，宋
建醉翁亭因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著《醉翁亭记》一文而闻名
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亭”。琅琊山的由来有这样一个故
事。

一个四外云游的和尚到了滁州，见到西山风景如画，就在山
上盖了座叫“西山寺”的寺院。还收留了一个叫超然的小和
尚，小和尚长的古灵精怪的，但是却很不开窍。和尚教超然
忘好了几个月的经，结果，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只记得
两个，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字念走音了。念成了“摩陀”。老
和尚一气之下，就一个人下山云游四方去了。大半年后，老
和尚听说滁州蝗虫成灾，心里犯愁了，担心超然就回到了寺
院，结果看到小超然长的高大了，壮实了!一点也没有受到蝗
灾的影响!后来才知道原来小超然一直在煮石头吃，煮出来的



石头黄得象杏子，软得象芋子，甜得赛桃子。

第二天，老和尚说：“超然呀，你念的‘摩陀经’，是真经，
你成了佛啦。从今在后，我们都念‘摩陀经’，这寺院也
叫‘摩陀寺’吧。”

从此后，摩陀寺的香火一天旺似一天，人们也就把西山改
叫“摩陀山”了。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西晋
末年。那时山东有位琅琊王，名字叫司马睿。他被八王夺权
闹得性命难保。只好收拾打扮往南逃难。一路上，白天藏身
荒庙，夜晚拣着小道一脚高一脚低地赶路。这一天，来到摩
陀山下一个破草棚子里住下。没想到因为连日的奔波劳累，
琅琊王心口疼病半夜里犯了，疼得他头上身上冷汗直冒，脸
色跟纸一样黄，在棚子里翻身打滚直到天亮。碰巧，摩陀寺
一个挑水和尚看见了，慌忙跑回山上。不一会就从山上端来
了一碗香茶，让琅琊王喝下。

过了一时三刻，琅琊王伸伸膀子挺挺腰，觉得心口也不疼了，
身上也有劲了，一点病也没有了。

琅琊王对和尚说：“多谢师傅救命之恩。我这心口疼病从小
就有，犯起来没有十天半月不见轻，药草吃了不知多少，病
却越来越重。不知师傅用的是什么神药有这样的奇效?”

“出家人，行善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施主不必
多礼。适才的香茶乃是用本山石头与各样草药煮成的，什么
病都能去根。”“怎么，山上的石头也能治病?”

和尚将寺院祖师摩陀大师煮石充饥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又说：“现如今石头虽不能煮熟充饥了，因为当年摩陀大师
把煮石之水泼在这山前山后，这山上就长满了奇花异草。所
以这花花草草、树根石头都能治病呢。但不知施主尊姓大名，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怎么流落在荒郊野外?”



琅琊王哪敢说出实话呢，就胡编了一套说：“我姓刘，叫刘
顺。家住山东巨野县。因为要到江南投亲访友，半路上短了
盘缠钱，只好一路忍饥受寒。我想在这里找些活干干，等凑
足了钱再去江南。”

和尚对琅琊王说：“放心，放心。施主只要不惜力气，来到
滁州你就不愁吃穿了。这地方有句话：‘滁州地养穷人，一
条扁担两根绳’。你看这摩陀山上有柴，有草，有药材，兔
子、山鸡满山转，是座宝山啊。”

琅琊王司马睿往山上一看，果然有男男女女在砍柴剜药打山
枣，从绿树中传来一阵阵山歌声。从此后，琅琊王就装成个
打柴汉子住在山中，一边集合四方兄弟，一边在山中集粮屯
兵，日夜操练。没过多久，司马睿带领人马浩浩荡荡打过长
江，在建业城建立了东晋王朝，司马睿成了第一个东晋皇帝。
有一天，东晋皇帝司马睿带领文武百官从建业来到滁州观赏
西山摩陀寺风光。司马睿想起当年自己在这儿落难得救、屯
兵聚粮的往事，便吩咐传下圣旨：将山上寺院扩建百间，
改“摩陀寺”为“琅琊寺”，改“摩陀山”为“琅琊山”。
他还命御医住在琅琊山搜集山中百草，编成《琅琊草木篇》，
广传天下，救四方百姓疾苦。

滁州琅琊山导游词篇四

滁州琅琊山,山清水碧,蔚然深秀。谁会想到,这样一座小小的
亭阁,千载而下,与欧阳修以及他震撼千古的《醉翁亭记》相
合为一,成为屹立于后人心中的一座永恒的文化雕塑。本文是
滁州琅琊山的导游词，仅供参考。

三国鼎立时期，滁州成为魏吴交兵的战场。西晋“八王之
乱”时，琅琊王司马睿曾在滁州西南摩陀岭避难，琅琊山因
此而得名坐落在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与北京陶然亭、
长沙爱晚亭、杭州湖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是安徽省



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世之作《醉翁亭
记》写的就是此亭。醉翁亭小巧独特，具有江南亭台特色。
它紧靠峻峭的山壁，飞檐凌空挑出。数百年来虽屡次遭劫，
又屡次复建，终不为人所忘。解放后，人民政府将醉翁亭列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宋仁守庆历年间，朝政腐败，权贵当道。原在朝迁中做官的
欧阳修主张革新时政，且不避谤，敢于揭露官吏阴私，因而
得罪了左丞相夏竦等人。夏竦便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守听
信馋言，将欧阳修贬谪滁州。

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了琅琊寺住
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为了 便于欧阳修游玩，智
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 阳修亲为作记，这就是有名的
《醉翁亭记》。从此， 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
太守于客来饮于 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帮自号曰醉翁
也。"醉 翁亭"因此得名。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
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 醉翁
亭落成后，吸引了不少游人。当时的太常博士沈遵便慕名而
来，观赏之余，创作了琴曲《醉翁吟》(一曰《太守操》)，
欧阳修亲为配词。现在冯公祠前面的一副对联"泉声如听太守
操，海日已照琅琊山"，便是说的这件事。事隔数年之年，欧
阳修和沈遵重逢，"夜阑酒半"，沈遵操琴弹《醉翁吟》，"宫
声在迭"，"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琴声勾
起了欧公对当年在亭是游饮往事的追忆，即作诗以赠。 醉翁
亭初建时只有一座亭子，北宋末年，知州唐属在其旁建同醉。
到了明代，开始兴盛起来。相传当 时房屋已建到"数百柱"，
可惜后来多次遭到破坏。清代咸丰年间，不止个庭园成为一
片瓦砾。直到光绪七 年(公元1881年)，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
持重修，才使醉翁亭恢复了原样。

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亭台小巧独特，具有江
南园林特色。总面积虽不到1000平方米，却有九处互不雷同
的建筑、景致。醉翁亭、宋宋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



意在亭、怡亭、览余台，风格各异，人称"醉翁九景"。醉翁
亭前有让泉，泉旁是小溪，终年水声潺潺，清澈风底。亭中
有宋代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称为"
欧文苏字"。亭后最高处有一高台，曰"玄帝宫"，登台环视，
但见亭前群山涌翠，横叶眼底;亭后林涛起伏，飞传耳际，犹
如置身画中。

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
然多次遭动，但终不为人所忘，曾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翁
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解放后，人
民政府将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多次整修。
如今，此处千载胜境，更加壮观诱人。

滁州市地处长江下游北岸，长江三角洲西缘，为“南京都市
圈”核心层城市，“皖江示范区”北翼城市，自古有“金陵
锁钥、江淮保障”之称。滁州具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称涂
中、清流，州建隋朝，文昌北宋，兼具吴楚淮扬之韵，汇聚
江淮湖之风，千百年来素为江畔淮左的美好之州。滁州自隋
起辖今琅琊、南谯、来安、全椒、南京浦口等地。1992年与
滁县地区合并，形成了现在的滁州市。滁州是皖东的区域中
心城市，古都南京的江北门户，全国家电及装备制造业基地、
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市、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

琅琊山是皖东第一名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
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4
大文化名山之一，中华百座名山之一，安徽省五大风景区之
一。风景区内丘壑林泉、寺宇、亭台、古道、古关隘均以其
蔚然深秀，清幽淡雅而得天独厚。境内大小山峰九九八十一
座，层峦起伏，沟谷深邃，溪流潺湲，森林茂密。其高可眺、
邃可隐、清可濯、幽可憩、芳可采、丽可咏的自然景观，逐
渐形成了中外游人向往的琅琊山“八名”(名山、名寺、名亭、
名泉、名文、名碑、名洞、名林)文化胜境。



一个四外云游的和尚到了滁州，见到西山风景如画，就在山
上盖了座叫“西山寺”的寺院。还收留了一个叫超然的小和
尚，小和尚长的古灵精怪的，但是却很不开窍。和尚教超然
忘好了几个月的经，结果，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只记得
两个，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字念走音了。念成了“摩陀”。老
和尚一气之下，就一个人下山云游四方去了。大半年后，老
和尚听说滁州蝗虫成灾，心里犯愁了，担心超然就回到了寺
院，结果看到小超然长的高大了，壮实了!一点也没有受到蝗
灾的影响!后来才知道原来小超然一直在煮石头吃，煮出来的
石头黄得象杏子，软得象芋子，甜得赛桃子。

第二天，老和尚说：“超然呀，你念的‘摩陀经’，是真经，
你成了佛啦。从今在后，

从此后，摩陀寺的香火一天旺似一天，人们也就把西山改
叫“摩陀山”了。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西晋
末年。那时山东有位琅琊王，名字叫司马睿。他被八王夺权
闹得性命难保。只好收拾打扮往南逃难。一路上，白天藏身
荒庙，夜晚拣着小道一脚高一脚低地赶路。这一天，来到摩
陀山下一个破草棚子里住下。没想到因为连日的奔波劳累，
琅琊王心口疼病半夜里犯了，疼得他头上身上冷汗直冒，脸
色跟纸一样黄，在棚子里翻身打滚直到天亮。碰巧，摩陀寺
一个挑水和尚看见了，慌忙跑回山上。不一会就从山上端来
了一碗香茶，让琅琊王喝下。

过了一时三刻，琅琊王伸伸膀子挺挺腰，觉得心口也不疼了，
身上也有劲了，一点病也没有了。

琅琊王对和尚说：“多谢师傅救命之恩。我这心口疼病从小
就有，犯起来没有十天半月

“出家人，行善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施主不必
多礼。适才的香茶乃是用本



和尚将寺院祖师摩陀大师煮石充饥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又说：“现如今石头虽不

琅琊王哪敢说出实话呢，就胡编了一套说：“我姓刘，叫刘
顺。家住山东巨野县。因为

和尚对琅琊王说：“放心，放心。施主只要不惜力气，来到
滁州你就不愁吃穿了。这地

琅琊王司马睿往山上一看，果然有男男女女在砍柴剜药打山
枣，从绿树中传来一阵阵山

凡读过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的人，无不
为其描绘的美景所倾倒：“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
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这琅琊山便是在安
徽省滁州市西南约5公里处，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琅琊山古
称摩陀岭，后何以名琅琊，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东
晋琅琊司马睿曾寓居于此而改称琅琊。另一种说法是：西晋
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釉率数路大军“出涂中”(指滁水流
域)灭吴，吴主孙皓“诣釉请降”献玺即在此，因而山称琅琊。
而《古今图书集成?琅琊山汇考》载又一说：“人以其有似于
山东东海之琅琊山，故亦名为琅琊。”

琅琊山险峻而秀丽。其山峰“耸然而特立”;其幽谷“悠然而
深藏”。林木茂密，花草遍地。数百年的松树、梅树苍劲挺
拔，特有的琅琊榆、醉翁榆亭亭如盖，琅琊溪潺潺流淌，让
泉、紫薇泉„„散布山间，归云洞、雪鸿洞„„神秘莫测。九洞
十一泉，处处引人入胜。琅琊山景色清幽，素有“蓬莱之后
无别山”的美誉。

深秀湖位于回北门通往琅琊山寺院的转弯处，古为一水潭，
是游人临溪垂钩之所。1958年，滁县人民政府将水潭扩建成
一座小水库。1983年，琅琊山管理处因地制宜，将这里辟为
一新的风景区。因其三面环山，景色秀丽，取欧阳修《醉翁



亭记》中“蔚然深秀”之句，定名深秀湖。深秀湖水面约540
平方米。湖水上源琅琊溪，下遁余家洼水库，四季潺潺，清
澈透底。湖面建有湖心桥，因桥有九曲，通称九曲桥。桥墩
用青石砌成，桥面为水泥预制件，具有明显的现代建筑特色。
桥上筑有湖心亭，亭顶盎金黄玻璃瓦，六角置有琉璃禽篱，
又有古建筑特点，湖面侧建有三间六架梁木的水榭，为旅游
服务场所。水榭下为人工青石基础，湖水贯通其下。春夏季
节，游人凭水而乐，清凉爽快，堪称妙境。

会峰阁是琅琊山风景名胜中的最高建筑物。它于1988年开工
兴建，建筑在南天门的明朝建筑会峰亭的残基上(原会峰亭被
日军侵略中国时烧毁)。新建筑的会峰阁依山而建，美观大方，
气势雄伟。从四面观看，高低形状各不相同。从东面观看，
它有三层，从南面观看，它有四层：从西面观看，它有五层。
高度24米。会峰阁每层是六面八角，都采用古典建筑的飞檐
翘角式样，阁顶用黄色琉璃瓦覆盖，雕梁画柱，古朴大方。
阁上24个铃角，都装有铜铃，山风拂处，金声四起，悦目赏
心，闻声如入仙境。晴朗天气，登上会峰阁，极目远望，天
高地阔，心旷神情。这里阳光和煦，山色苍茫，群山巍峨，
匍匐脚下，给人以“一览众山小”之感。大概是因为众山列
队，一收眼底，这里象一座检阅台，检阅千山争秀，万峰苍
郁，所以此阁才命名为会峰阁吧!由于会峰阁立在琅琊山的最
高峰，人们都爱来此了望祖国的壮丽山河。站在会峰阁向南
面的山外平原去，地面寥廊，烟雾苍茫，村庄星罗棋布，河
塘闪亮如镜，在晴朗无云天气还可以隐约看到几十公里外的
长江如带，浩渺东去.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国家重点风景
区—琅琊山。我是这里的地接导游某某，当然大家也可以叫
我。。，首先我代表琅琊山景区的全体工作人员欢迎你们的
到来,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欣赏琅琊的美、琅琊的秀 „„ 大家
知道琅琊山因什么而出名吗?„„嗯,是的，其实琅琊山因为北
宋时期大文学家欧阳修写的著作《醉翁亭记》而闻名天下的,在
《醉翁亭记》中开篇就赞美琅琊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



深秀者，琅琊也”在20xx年琅琊山被评为国家旅游局批准为
首批4a级旅游景区其主峰有大丰山、小丰山、花山、凤凰山
等其最高峰为花山海拔为331米，其他多为200至300米之间景
区内有50多处泉眼，泉水清冽甘甜，还有琅琊溪、深秀湖、
凤凰湖等溪流湖泊湖光山色相映生辉此次游客朋友们的到来
真是一种视觉的享受„„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琅琊山南大
门了，我们就从这里进去吧„„现在我们便来到了琅琊山的第
一个景点了—琅琊墨苑，它是种庭园建筑，展现在大家眼前
的白墙黑瓦、飞檐翘角、亭台轩廊、小桥假山等交错体现的
是苏州园林的风格，自唐宋以来先后有欧阳修、王安石、苏
轼、辛弃疾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诗文，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琅琊墨宝，所以景区的工作人员收集与
整理了有关琅琊山的试诗、名人书画200多篇篆刻于此，所以
此地取名为“琅琊墨苑”大家看这些书法字画如行云流水气
势磅礴体现了作者对琅琊山的深情厚爱„„ 现在我们大家沿这
条山道向前走便来到了琅琊山最著名的景点—醉翁亭，其实
醉翁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在当时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给游
人歇脚的小亭子，但因欧阳修在此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
记》从此便名扬天下，现在的醉翁亭占地约五千平方
米，1956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看这个院门上
“醉翁亭”三个字是清朝同治年间全椒人士书写的，大家经
过天井向东走便来到亭边就到了醉翁亭，这是种歇山式建筑
风格，飞檐翘角十六根立柱分立四方。

大家看周围设置了木栏，这里便是当年欧阳修常与宾客饮酒
赋诗的地方，游客朋友们可以站在这里来体会一下当时大文
学家的意境呢!„„现在我们便来到了“二贤堂”故名思议是纪
念贤人而建的，二贤堂始建于北宋是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2位
滁州知府王禹某和欧阳修而修建地，现在我们在这里能看见
宋明刻本的《醉翁亭记》的影印本及欧阳修手迹的影印件，
现在我们向西走便来到了“宝宋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欧阳修的得意弟子苏轼亲笔所写的《醉翁亭记》所雕刻的石
碑，由于欧阳修散文和苏轼书法都是北宋时期最高水平的代
表所以啊，后人便称此碑为“两绝碑”。现在再往前走，大



家看到泉水了吧，这就是闻名以久的让泉，现在的让泉周围
是用石块砌成的方池，看-上方有康熙20xx年滁州知府王赐魁
先生重题的“让泉”碑刻，方池长三尺左右深一尺左右，泉
水先涌入方池在由方池流向北汇入玻璃沼。方池水温常年变
化不大一直保持在17至18摄氏度泉水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微量元素，甘甜清冽„„游客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欧阳修纪念
馆，进入内堂，大家看到欧阳修先生的塑像了吗?这里还有30
多幅全面介绍欧阳修生平的壁画，长廊上镶刻的都是宋代以
来苏轼、赵孟頫等大书法家写的《醉翁亭记》都是令人叹为
观止的手笔。„„现在我们沿琅琊古道向前大约走400米就来到
了琅琊寺了，琅琊寺原名宝应寺。据说，在修这座寺庙之前，
主持修建这座此寺的滁州刺史李犹卿曾绘图给唐代宗看，恰
巧唐代宗头天夜里梦见一片山林深处有一座寺院其外形与规
模与图上所画地甚为相似，十分高兴，所以特赐名“宝应
寺”。“宝应寺“历经沧桑几经兴废，现在游客朋友们看见
的所有建筑大多数是清代30年重新修建地。

一九八四年正式以“琅琊寺”命名的„„琅琊寺景点有80多处
现在可供观赏的有大雄宝殿、藏经阁、明月观、念经阁等„„
游客朋友们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大雄宝殿了，它是琅琊
寺的主体建筑，位于寺庙中央。殿高14米，进深15.3米外形
古朴典雅，气势雄伟，殿内有造型生动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
像，像身通体涂金，金光灿灿，神态毕现栩栩如生。现在我
们向右走便来到了藏经楼，它原名叫“藏经阁”现今看见的
藏经楼是一九一九年重建的，门额上刻有“三藏玄枢”四个
大字。据说此楼曾藏有珍贵的贝叶经一部，楼下为千尊玉佛
堂，堂内陈列着缅甸国赠送的一千多尊玉佛。„„听着真想进
去看看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各位游客朋友们，今天的游览将要结束了，我很高兴大家非
常支持配合我的工作，这短短的时光里希望成为你们游览中
永恒的记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为大家服务，祝愿大家在以
后生活中天天开心，顺顺利利，再见!



滁州琅琊山导游词篇五

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诗中以“清风明月本无价，
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此事。自此，“沧浪亭”名声大振。
而在此刻的沧浪亭有一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
山皆有情”就是源自那里。爱晚亭清代学者毕沅取名于著名
诗人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
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因而得名。陶然
亭取之于白居易的《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的“更诗
菊黄家酿热，与君一醉一陶然。”四大名亭除了这一种说法
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浙江杭州西湖的湖心亭代替
苏州的沧浪亭，但无论哪种说法，醉翁亭都是四大名亭之首，
有两个原因，第一，建亭最古老，醉翁亭始建于公园1046年
的北宋庆历六年，沧浪亭基本上于醉翁亭同时建成，只是稍
晚一些，而爱晚亭和陶然亭则是清代的建筑，晚了四五百年，
另一个原因就是《醉翁亭记》在文学造诣上比其他几个亭子
更具有价值，这座醉翁亭是歇山顶式建筑，歇山顶共有九条
屋脊，即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因此又称九脊顶。
由于其正脊两端到屋檐处中间折断了一次，分为垂脊和戗脊，
仿佛“歇”了一歇，故名歇山顶。飞檐翘角体现了中国古建
筑的特色，是宋代建筑的代表，不仅仅在外观上增加了立体
感，给人一种展翅欲飞的感觉，同时又有实用价值，飞挑的
屋檐起御力的作用，既能缓解雨水冲刷在屋顶的力度，用能
保护地基不受雨水的浇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