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济南大明湖导游词(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济南大明湖导游词篇一

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是泉城重要风景名胜和开放窗
口。它位于市中心偏东北处、旧城区北部。现今湖面四十六
公顷(690亩)，公园面积八十六公顷(1290亩)，湖面约占百分
之五十三。

明湖名闻遐迩，游客众多，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约二百万人
次，在济南诸公园中最多。大明湖历史悠久，景色秀美，名
胜古迹周匝其间。尤其它乃繁华都市之中的天然湖泊，实属
难得。

早在北魏年间，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便有记载：“泺水
北流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东、北两面则湖。”其位置在
今五龙谭一带，而现今大明湖一带水域则名“历水陂”。它
见诸文字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六朝时，因湖内多生莲荷，曾名
“莲子湖”;唐时它名莲子湖(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又
名。“历水陂”。宋代时又有“西湖”之称。宋时著名文学
家曾巩曾有诗道：“问吾何处进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
可知当时此处已是消暑游憩之地。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
曾巩任齐州(即今济南)知州时，为防御水患，修建了北水门，
引湖水入小清河，并在沿湖修建亭、台、堤、桥，使之渐成
游览景观。至金代，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始称大
明湖。明代重修城墙，大明湖遂初成今日形貌。



大明湖水来源于城内珍珠泉、濯缨泉、王府池等诸泉，
有“众泉汇流”乏说，水质清冽，天光云影，游鱼可见。大
明湖水源充足，排水便利，故有“恒雨不涨，久旱不涸”的
长处，经年水位恒定。水深平均两米左右，最深处约四米，
沿湖岸边一米左右.“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
大明湖风景的最好写照。

沿湖八百余株垂柳环绕，柔枝垂绿，婀娜点水。湖中现有四
十余亩荷池，碧叶田田，白荷红莲，交相辉映，争奇斗艳，
荷香飘溢，沁人心脾。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时有鱼儿跳波，
偶见鸢鸟掠水。碧波之上，画舫穿行，小舟荡波。各处游客
云集，指点观赏，欢声笑语，一派繁华景胜，俨若北国江南。
若于湖之北岸远眺，南山苍翠，环列似屏，倒映入湖，画图
难足。漫游湖畔，处处花繁树茂，点点亭台楼阁掩映绿荫之
间，历下亭、铁公祠、北极庙、汇波楼等二十多处名胜景点，
令人应接不暇，可谓步移景换，游趣无穷。济南八景中的鹊
华烟雨、汇波晚照、佛山倒影、明湖秋月均可在湖上观赏。
大明湖以它的秀美风姿赢得古往今来众多人士的咏赞：“冬
泛冰天，夏挹荷浪，秋容芦雪，春色杨烟，鼓枻其中，如游
香国”;“鸥鹭点乎清波，萧鼓助其远，固江北之独胜也。”
大明湖自1958年正式辟建为公园，经过疏浚清淤、修缮扩建，
砌筑了湖岸，美化了园容，恢复重建了名胜古迹，增添了茶
社饭店、游船和游乐设施，使之旧貌变新颜，姿容胜往昔，
成为济南著名风景游览区之一。大明湖不仅是休息游览的极
好场所，湖内还盛产莲藕湖鱼。公园饭店擅长烹制以湖中鲜
鱼、嫩藕、香莲为料的“全鱼宴、冰糖莲子、水晶藕、蒲菜
水饺等具”历下风味“的名吃。公园内现还辟建有书画展览
馆、碑刻展等文化层次较高的观赏点。整个公园已初步形成
集游览观赏、购物娱乐、文化欣赏、饮食服务于一体的多功
能旅游区。明湖风姿甲历下，欢颜笑迎八方宾.

它是在1958建园，湖水是有城内的珍珠泉`王府池等泉水汇集
而成，水源充足，有“众泉汇流之”说。湖水平均水深2米，
最深处约4米，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也是济南



的一个大空调，起着调节济南气温的作用。

西南门位于大明湖公园西南隅，是大明湖公园四门中客流量
最大的一个。初建于1963年，重建。新建西南门坐北朝南，
由大门入口、票房、连廊、花架、曲桥、水榭、服务厅七部
分组成，是一组功能齐全的园林仿古建筑。另有内外广场，
平面布置构成开敞式外广场和半围合式的内庭院布局。建筑
面积1600平方米，东西长60米，南北进深40米。混木结构，
红柱绿瓦，彩绘西蕃莲、二龙戏珠等图案。新建大门之门楼
为二层单檐，高12米，建筑形成为卷棚歇山顶，前有花岗石
抱柱，四周以花式木花窗围合。二层檐下悬一横匾，上
书“大明湖”三个贴金大字，为郭沫若书。门楼内侧匾
额“湖光山色”，乃当代书法家武中奇先生书。二层楼西面，
内侧悬“迎旭”匾额，东面则蜿蜓入湖内，由花架廊将舫式
水榭引入水面。花架廊和水榭上分别悬有“涵清”和“藕香
榭”匾额，给人端庄大气、优雅宜人的感觉。

关于大明湖的来历，有一个传说。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座
寺庙，叫大明国寺，并没有这个湖泊。据说这个寺特别灵验，
对香客有求必应，但寺里的和尚却不怎麽守规矩。寺的附近
住着一家人，母亲和一双儿女，儿子在外当差，平时只有母
亲与女儿在家。一次，母亲生病，病的很重，妹妹要到寺里
烧香许愿，哥哥不同意，于是妹妹就向大明国寺的方向许愿，
不久母亲的病好了。妹妹趁哥哥不在家偷偷的跑到寺里去还
愿。因为妹妹长的很漂亮一下子就被和尚和看中了，可巧那
天老和尚不在家小和尚不敢轻举妄动，就尾随妹妹找到了他
的家，老和尚一回来就带人把妹妹抢到了寺里，哥哥回家听
说妹妹被抢，怒火中烧，那上枪骑上马，就朝大明国寺的方
向奔去。当哥哥就到大明国寺的时候，只听见天崩地裂的一
声响大明国寺不见了，地上出现了这一湖碧水。这个故事表
达了劳动人民对邪恶势力的憎恨，恶有恶报。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明湖的西南们，大家眼前所看到的
大明湖三字是郭沫若所题写的，现在请大家排好队有序进景



点。各位朋友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是毛泽东主席写的采桑
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
分外香。一年一度秋分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
万里霜”

我们右手边看到大明湖碑上的三个字中有个错别字—“明”
字是目字旁而不是日字旁，这里有个小故事。大明湖的水是
由济南各个泉水汇集而成，这包括趵突泉的水也是流入到大
明湖的，趵突泉的水喷涌的非常大以至于把突字的一点冲掉
了，而这一点顺着泉水流入到大明湖，所以明字是目字旁不
是日字旁。另一说法是因古时书法讲究大气协调统一，为使
写的字的整体看起来更协调所以明字是目旁而不是日旁。

大明湖历史上有不同名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
城西南有泺水，北为大明湖。隋唐时，名历水陂。宋时，曾
巩在《齐州二堂记》中称其为“西湖”。金代元好问时称其
为大明湖。元朝时，因湖内多荷莲，曾名“莲子湖”。传说
唐代时，这里是一片绿波粼粼的大湖，因为湖侧有座大明国
寺，所以后来得名大明湖。实际上，由于大明湖的湖底是有
不透水的火成岩组成，加上大明湖地势低洼，汇集来的泉水
不能下泄，聚集在此，形成了湖泊。湖中盛产鲜鱼`蒲菜`莲
藕，是有名的历下风味。因为藕眼多，孔孔相连，而且大明
湖的藕断丝不连，所以济南人请客，特别是求人办事的时候
一道必不可少的菜就是藕，意思是吃了藕办事痛痛快快。

“蛇不见，蛙不鸣;淫雨不涨，久旱不涸”是大明湖两大独特
之处。大家知道，按照常理，有水的地方水蛇很多，青蛙都
会叫，但大明湖为什么蛇不见，蛙不鸣呢?传说给乾隆皇帝有
关系。相传，乾隆皇帝来到济南时，曾在湖畔休息，蛇游动，
挖起鸣，吵的他难以入睡，于是下令：蛇都回动，挖不准鸣。
你想，乾隆是皇帝，说出来的话可是金口玉言，它们哪敢不
听。从此以后，大明湖的蛇不见了，青蛙不叫了。这都是传
说，据最近的研究表明，大明湖的青蛙不叫得真正原因是因
为大明湖的湖水是由泉水汇集而成，水温常年保持在18度。



青蛙只有到发情期才会叫，而青蛙发情的水温要达到22度，
所以出现了这一奇特现象。而“蛇不见”则是因为大明湖的
湖底是由坚硬的不透水的火成岩构成，不利于水蛇打动藏身，
加上湖内鱼鹰和其他水禽较多，而它们正是蛇的天敌。至
于“淫雨不涨，久旱不涸”的原因，我们后面再告诉大家。

济南大明湖导游词篇二

我们面前的这座园中之园就是铁公祠了，园中之园是中国园
林构景手法之一，增加借景的内容和游赏的层次美感，获
得“大中见小，小中见大”的开敞和封闭。宏大宽广和精美
小巧的对比，增强了环境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效果。园内有曲
廊花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与曲廊相接的就是佛公祠和
铁公祠。佛公祠用来祭祀山东巡抚佛伦，是佛伦的族孙阿林
保捐资修建铁公祠时同时修建的。佛公祠居东，铁公祠于西。
铁公祠再向西的两层建筑建于1929年原名为“湖山一览楼”，
因于楼上可观览对面群山和明湖全景，故而得名，1978年改
称荷香村饭店。这座园中之园风光和园内的人工亭台楼阁连
为一体。不知大家有没有去过颐和园，那里的长廊就是采取
了这种借景的手法，游人可以从两边眺望，丰富了景观的层
次。秋高气爽的时候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济南八景之一的“佛
山倒影”。这边的山间水榭就是闻名遐迩的小沧浪亭了，小
沧浪是1792年以修铁公祠的余料依照苏州沧浪亭而修建的，
上面的匾额是清代书法家阮元的隶书题字。大家看我们面前
的这座圆形门两旁有一幅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是历代题咏大明湖的佳句中最著名的一句。当年
清代书法家铁保和诗人刘凤诰在小沧浪亭上饮酒对弈，刘凤
诰一时兴起随口吟出这两句诗，铁保挥毫题字，后镶嵌在这
里，为世人传唱。

好了，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我
们建议各位租一条小船到湖上领略一下这湖光山色，一定会
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明湖泛舟”可是济南八景之一，
现在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同时欢迎大家明年春天还能来



大明湖游玩，大明湖一定会带给您全新的感受，我们将于一
个小时之后在西南门集合，前往下一个景点趵突泉，再见!

济南大明湖导游词篇三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泉城济南!您在此停留期间将由我来做
为您的陪同，希望您能喜欢我的讲解，我将尽我所能回答您
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
大明湖。

泉城明珠大明湖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处，公园面积86公
顷(1290亩)，其中湖面46公顷(697.5余亩)，约占总面积
的53%，1958年辟为公园，湖水来源于城内的珍珠泉、芙蓉泉、
王府池等诸泉，水源充足，有“众泉汇流”之说，平均水深2
米，最深处约4米，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大
明湖的湖底是不透水的火成岩，由于地势低洼，汇聚来的泉
水不能下泄，在此就成了天然湖泊)

古代的时候大明湖比现在大几十倍，它的名字也几经变更，
早在北魏年间，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书中记载：“泺
水北流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则湖。”其位臵
在今天五龙潭一带。另有史料记载，那时的大明湖南至濯缨
湖，北至鹊山和华不注山，也就是说现在的大明湖、五龙潭
和北园是相连的一个大湖，湖阔数十里。元朝时，因湖内多
生莲荷，曾名“莲子湖”;唐时又名“历水波”，宋代称“西
湖”。宋时著名文学家曾巩曾有诗道：“问吾何处避炎蒸，
十顷西湖照眼明”。可知当时此处已是消暑游憩之地。北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曾巩任齐州(今济南)知州时，为防
御水患，修建了北水门，引湖水入小清河，使得湖水经年水
位恒定，并在沿湖修建了亭、台、堤、桥，使之渐成游览景
观。至金代，诗人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始称大明湖，沿袭至
今。明代重修城墙，大明湖遂初成今日形貌。



好了，前方这座古朴端庄的仿古建筑就是大明湖的[东门]了，
大明湖公园有三个门，东门于1985年9月落成，门上的题字是
当代书法家――舒同题写的，让我们一起进去吧。大家一定
看到了，迎门的就是环列的假山，这在中国园林艺术中叫
做“开门见山”，与这个成语的意思恰恰相反，中国园林讲
究迂回曲折，借助花木山石的掩映，增强园林的层次感和储
蓄美，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
这种意境的生动写照。古人说“曲径通幽”，我们顺着这条
小路往前走，就会看到风光旖旎的大明湖象一幅巨大的画卷
一样徐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济南大明湖导游词篇四

大家看，大明湖的全景已尽收眼底了，我们站在北岸，向南
可以望见南山苍翠，近观盈盈碧波。沿岸种植了八百余株垂
柳，盛夏之时，柔枝点水，婀娜多姿，红莲白荷争奇斗艳，
一红一绿相映成趣，可是大明湖中一大盛景，岂不知这碧柳
红荷还真有一段婉约动人的“荷柳情缘”呢。传说在很久以
前，湖畔有一对青年男女，两人痴心相受，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一个阔少年路过此地，见
姑娘生得美貌，硬要抢了去做妾，姑娘万般无奈，跃入湖中，
殉情而死，她作盛开的荷花。小伙子见状，也脱身为柳，根
植在湖边，这湖里的红荷绿柳就是他们的化身。他们隔湖相
望，只能用轻风来互诉衷肠，但两个人永远永远也不会分离
了。

如果说大明湖是姑娘的美目，那历下亭就是美目中的眸子了。
前方小岛上的亭子就是大明湖的点睛之笔—历下亭。它年代
久远，几经兴废，唐朝时，在现今五龙潭附近，清初移至湖
中，唐天宝四年中，著名诗人杜甫，和当时任北海太守的大
书法家李邕曾饮宴于此，杜甫即兴做诗一首《陪李北海宴历
下亭》，历下亭就是由此而得名。诗中的名句“海右此亭古，
济南名士多”就题在游廊的门上，为清代的木质结构建筑，
门上的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就是



郭沫若先生的传神之笔。

大明湖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因而也就流传了许多故事和
传说。关于大明湖的由来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古时候，这一
带有一个大明国寺，表面上香火鼎盛，庄严肃穆，可是寺里
的和尚却不守规矩，与官府勾结欺压百姓，坑骗掳掠前来进
香的良家妇女。这附近住着一位官人，他的妹妹虔心信佛，
非常想亲自到大明国寺烧香还愿，官人怕她遭到不测不让她
去，妹妹于是乘着官人不在家时来到了大明国寺。和尚们见
她如花似玉，就将她霸占在寺内。官人回家一听，又惊又怒，
骑上马提着大刀就追到了大明国寺，这时突然狂风大作，暴
雨倾盆，闪电过后，天塌地陷，大明国寺从此就沉入地下，
官人也救出了妹妹。再说那些恶僧遭了天遣，有的变成了蛤
蟆，见到人们安居乐业，只能气得生气鼓肚，却叫不出声来
了。

济南大明湖导游词篇五

山东济南大明湖位于济南大明湖公园中，由济南众多泉水汇
流而成，面积甚大。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对于济南
的风土人情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 山东济南大明湖导游词，欢迎参考!

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大明湖是一天然湖泊，最早见
诸文字在1400多年前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隋唐时
名"历水陂"、"莲子湖"，宋时又称"西湖"，金代又称"大明
湖"。其水来源于珍珠、濯缨、芙蓉诸泉，有"众泉汇流"之说。
"恒雨不涨，久旱不涸"是其一大优点，并具"蛇不见，蛙不
鸣"的自然生态之谜。

现今大明湖位于济南旧城区内，公园面积86公顷，湖面46公
顷，水深平均2米。"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她
风景特色的写照。湖上鸢飞鱼跃，画舫穿行，岸边繁花似锦，



游人如织。

湖畔有历下亭、铁公祠、南丰祠、汇波楼、北极庙和遐园等
多处名胜古迹，其中历下亭、铁公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处，其
中湖面面积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大明湖湖水来源于
城内的珍珠泉、濯缨泉、王府池等诸泉，水源充足，有“众
泉汇流”之说，平均水深两米，最深处约四米，是繁华都市
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恒雨不涨，久旱不涸”是其一大
优点，并具有“蛇不见，蛙不鸣”的自然生态之谜。“四面
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她风景特色的写照。湖上
鸢飞鱼跃，画舫穿行，岸边繁花似锦，游人如织。 湖畔有历
下亭、铁公祠、南丰祠、汇波楼、北极庙和遐园等多处名胜
古迹，其中历下亭、铁公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园每年
举办多种游园活动，有春节文化庙会、新春花展、荷花展及
民俗文化活动和花卉盆景展览、奇石展等。

大明湖现有一坊、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
十亭。这些建筑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命名俱雅，风格各异，
向人们展示了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

大明湖公园特色纪念品丰富多彩，金箔画有明湖全景、历下
亭、牌坊、铁公祠等5种图案，工艺精美，别致有趣，具有收
藏价值。其它纪念品还有明湖风光的工艺看盘、精美的绢制
荷花、铜制大明湖纪念徽章、北极庙供奉的真武大帝化
身“龟蛇铜铸像”等。

公园接待服务功能齐全，有各种游船300多只和展室、饭店、
茶社、工艺品店和游乐场等，能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多种需
求。

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大明湖，被誉为泉城明珠。古今名士来
此观光，无不折服，即景生情，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楹联诗



文，或镌于碑碣坊柱，或悬于楼台亭阁，或嵌于殿堂庭院。
当你品读这些楹联诗文后，定会对济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志书所载和现已悬挂的来看，大明湖楹联就有100余副，以
清朝、民国、当代为多，其他各代也有，但多为集句。这些
楹联品位颇高，多出自大家之手，诸如清初文坛盟主王士祯，
乾隆进士书法家铁保，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楹联大家梁章钜，
著名书画家郑板桥，乾隆进士孙星衍，著名书法家何绍基，
道光进士紫阳院院长俞樾，《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以及当
代书法家于右任、文学家郭沫若、诗人臧克家等。

大明湖楹联多为园林风景名胜楹联，联文大有诗情画意、飘
逸安闲之感，与典雅别致的园林风格相吻合。同时，大都运
用与胜迹相关的历史故实，写景喻今，颇富哲理，给人启迪。
其中，小沧浪亭院内西廊，嵌有石刻楹联一副，曰“四面荷
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尤被人称颂。此联正如刘鹗
所讲，“尽画了大明湖的绝景”。“和风飞清响，时鸟多好
音”一联，原挂在遐园内竹篱小门上，行书木刻，国民党元
老于右任撰书，意境鲜活，韵味无穷。历下亭为历代骚客雅
聚之地，所留楹联甚多，原亭悬联：“胜景画图开，忆老杜
当年，豪气纵横倾北海;酒痕襟袖满，自杭州至此，风光明媚
似西湖”。此联既凭吊了古人，又赞美了大明湖的风光。大
明湖北岸的北极阁居高临下，远山近水，一览无余。阁内曾
挂一联：“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
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
绿;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
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争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此
联既描写了远近风景，又抒发了作者对大千世界、人生历程
的感叹。

大明湖还有不少的祠庙联。这些楹联以简洁中肯的文字，概
括了祠主人的功过、业绩及历史地位。铁公祠，用以祭祀明
朝兵部尚书铁铉，原悬联：“功让王文成，河山再造：祠比



于忠肃，湖水双清。”王文成即明朝两广总督王守仁，于忠
肃即明朝著名将领于谦。南丰祠，为纪念北宋齐州(济南)知
州曾巩而建，祠堂悬联：“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
生”。此联主要写曾巩的文学成就，将其喻为文学之灯，甚
为贴切。稼轩祠，纪念南宋爱国词人、抗金英雄辛弃疾，郭
沫若为祠堂写了楹联：“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
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写出了辛弃疾的词风及政
治抱负。

要说大明湖碑刻，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堪与楹联媲美，从
明朝至今即有100余方，其碑文书法不乏大家之作。碑文体裁
有诗词、游记、散文、序言，书体包括真、草、隶、篆，内
容或赞美风光、或怀古凭吊、或感叹人生。至于书家更是高
手如林，如清乾隆皇帝，乾隆年间进士铁保，道光年间进士
何绍基，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以及当代开国领袖毛泽东，
文学大家郭沫若，原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著名书法家
欧阳中石、魏启后等。

就大明湖碑刻整体来看，多为精品。如镶嵌在遐园内的诸葛
亮前后《出师表》尤惹人注目。岳飞手书，字为形草，潇洒
狂放。《表》后有跋，讲了书写时的心情，游人观之，甚觉
戚戚然。历下亭北侧“名士轩”内东壁上，还嵌有何绍基手
书诗刻。何绍基咸丰年间主持济南“泺源书院”，在济期间
遍游山水名胜，留墨迹甚多，此刻便是其中一方，被济南书
法界誉称为精品。新中国成立后，大明湖也镌有不少石刻，
最著名者为毛泽东诗碑。它矗立在西南门内，作为迎门屏障，
碑阳为词《采桑子·重阳》，碑阴是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
庐山仙人洞照》，笔势遒劲，气势恢宏，给明湖增色不少。
自20xx年大明湖扩建以来，新增碑刻集全国书法家之精品，
更是洋洋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