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报国寺导游词(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报国寺导游词篇一

第一殿为弥勒殿，供奉弥勒塑像。“弥勒”是慈悲的意思，
他是菩萨，还没有成佛。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释
迦牟尼佛说，他灭度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才会重降人
间，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三次说法，广度众生。所以称
他为“未来佛”。门上这副对联：“看他皤腹欢颜，却原是
菩萨化相;愿你清心涤虑，好去睹金顶祥光。”上联描写弥勒
的形象，说他还只是菩萨;下联是说祝愿所有游山者放一下切
顾虑，一心一意登上金顶去看佛光。来峨眉山不上金顶睹佛
光是一大遗憾，等于没有到峨眉山。这里祝愿大家都登上金
顶，佛光正等待着你们。再请看这副对联：“开口便笑，笑
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
”这是对弥勒菩萨的画像，体现了他的性格，更突出了他宽
容大度的高尚品德。联语有很深的哲理，启迪人们对人处世
要心胸开阔，要有容人之量。

弥勒后殿供的是韦驮站像，背朝山门，面对大雄宝殿。韦驮
是佛教的护法神，身穿胄甲，右手托山，左手按金刚降魔杵，
修眉凤眼，双唇紧闭，威武刚强，正气凛然。

报国寺导游词篇二

此寺座西向东，朝迎旭日，晚送落霞。前对凤凰堡，后倚凤
凰坪，左濒凤凰湖，右挽来凤亭，恰似一只美丽、吉祥，朝
阳欲飞的金凤凰。山门前有一对明代雕刻的石狮，造型生动，



威武雄壮，就象左右门卫，守护着这座名山宝刹。山门
上：“报国寺”大匾，是清康熙皇帝御题，玉藩手书。此庙
最初名“会宗堂”，明代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明光道人
建于伏虎寺右的虎头山下，取儒、释、道“三教”会宗的意
思。寺里供奉“三教”在峨眉山的地方代表的牌位：佛教为
普贤菩萨，因为峨眉山是普贤道场;道教是广成子，据说他是
李老君的化身，他在峨眉山授过道;儒教的代表是楚狂，楚狂
名接舆，和孔子同时代，楚王请他去做官，他装疯不去，后
来隐居峨眉山。会宗堂的建立，反映了明、清时期儒、释、
道有过一段融洽的历史。清初会宗堂迁至现址，顺治九年(公
元1652年)，行僧闻达重修。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根据佛
经中“报国主恩”的意思，御赐“报国寺”名，同治五年(公
元1866年)暮春僧广惠扩建。解放后多次维修，1986年又重建
了山门。山门两边柱上那副对联“凤凰展翅朝金阙，钟磬频
闻落玉阶。”就是对报国寺这只“金凤凰”周围景物的生动
描写。横匾“普照禅林”和“普放光明”，同是一个意思：
佛教称峨眉山为“大光明山”，昼有神奇的佛光出现，夜有
万盏圣灯来朝，全峨眉山都被光明普照。右边“鹤驻云归”，
意为鹤停下了，云归山岫，喻指清凉静地，含有道家韵味。
大门上的联语：“独思喻道，敷坐说经。”前者是说靠自己
的思维明白佛经的道理，就是佛学讲的“独觉”境界。后句
是说高僧大德铺设好法座向弟子讲经说法。

报国寺导游词篇三

释迦佛的左龛是泥塑彩绘金身文殊菩像。文殊全称为“文殊
师利”，意为妙德、吉祥。他是众菩萨之首，是智慧的化身，
常协同释迦牟尼宣讲佛法。他和普贤菩萨一起，为释迦牟尼
佛的左右胁侍菩萨。这副联语就是对他的评价：“智镜高悬
施法雨;慧灯遍照应群机。”把“智慧”二字嵌入联中，意思
是文殊菩萨用智慧润泽众生。右龛是地藏菩萨金身坐莲像。
地藏菩萨梵名“乞叉底蘖沙”，译为地藏，佛经中说地藏菩
萨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要在释迦佛灭度后，弥勒佛降生前
的无佛之世留住世间，教化众生，度脱沉沦于地狱、饿鬼、



畜生诸道中的众生。他发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
副对联就是赞颂他度脱沉沦决心的伟大精神：“圣愿宏深，
欲使出冥清罪案;迷途觉悟，难教沉溺负慈恩。”

殿内左右两厢供十八罗汉。罗汉是佛的得道弟子，十八罗汉
是释迦牟尼佛的随行弟子。后龛内供的阿弥陀佛像，阿弥陀
佛又称“接引佛”、“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登上石阶便是第三殿七佛殿。请先看这副对联：“功德逾恒
河，七宝庄严大千世界;层峰摩霄汉，三峨雄秀伯仲昆仑。”
什么是“功德”?就是做的好事，“恒河”是“恒河沙”的简
称，“七宝”一般指“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
珊瑚。”这里泛指珍贵的材料。“大千世界”，佛教指整个
宇宙。“霄汉”指云霄和天河。“伯仲”即兄弟，“昆仑”
即喀喇昆仑山。整个意思是：用极珍贵的材料和高尚的法行
美化了整个世界，其功德超过了印度恒河里沙的数量;大峨、
二峨、三峨既雄且秀，层层山峰直插云霄，可与巍巍昆仑山
媲美。

报国寺导游词篇四

报国寺景区为峨眉山低山区，海拔550－1000米，气候温和，
林木葱茏，寺庙相对集中，人文景观丰富。有著名的报国寺、
伏虎寺等古代建筑；有珍贵的华严铜塔、圣积铜钟等佛教文
物；有“萝峰晴云”、“大峨山潮”等奇特的自然景观；有
枯叶蝶、风蝶等珍稀动物和桫椤、桢楠等珍稀植物。景区内
有星级宾馆红珠山宾馆、峨眉山大酒店、雄秀宾馆、金叶宾
馆以及休养所、林业招待所，还有整洁、卫生、幽静、舒适
的私营旅舍。邮电通讯设施先进，交通畅达，车辆方便，是
旅游观光、休闲疗养、各种会议、商贸洽淡的最好去处。

1．“天下名山”牌坊

我身后这座“天下名山”牌坊，于1993年4月重建。正额“天



下名山”是郭沫若1959年题写；背面“佛教圣地”四字，由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书。牌坊高17．8米，宽22．2米，
四列三跨，采用铜筋混泥土结构的仿木建筑形式。飞檐翘角，
古朴典雅，具有明、清建筑风格，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牌坊之
一。牌坊两侧，古榕相衬，雄伟壮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
整齐葱郁，宛如仪仗队恭迎佳宾。从这里向纵深望去，萝峰
岭、虎头山，层层叠翠，祥云缭绕。朋友，神秘的仙山近在
咫尺。

2．报国寺

报国寺，是峨眉山的第一座寺庙、峨眉山佛教协会所在地，
是峨眉山佛教活动的中心。这里寺周楠树蔽空，红墙围绕，
伟殿崇宏，金碧生辉，香烟袅袅，磬声频传。

此寺座西向东，朝迎旭日，晚送落霞。前对凤凰堡，后倚凤
凰坪，左濒凤凰湖，右挽来凤亭，恰似一只美丽、吉祥，朝
阳欲飞的金凤凰。山门前有一对明代雕刻的石狮，造型生动，
威武雄壮，就象左右门卫，守护着这座名山宝刹。山门
上：“报国寺”大匾，是清康熙皇帝御题，玉藩手书。此庙
最初名“会宗堂”，明代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
光道人建于伏虎寺右的虎头山下，取儒、释、道“三教”会
宗的意思。寺里供奉“三教”在峨眉山的地方代表的牌位：
佛教为普贤菩萨，因为峨眉山是普贤道场；道教是广成子，
据说他是李老君的化身，他在峨眉山授过道；儒教的代表是
楚狂，楚狂名接舆，和孔子同时代，楚王请他去做官，他装
疯不去，后来隐居峨眉山。会宗堂的建立，反映了明、清时
期儒、释、道有过一段融洽的历史。清初会宗堂迁至现址，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行僧闻达重修。康熙四十二年
（公元1703年），根据佛经中“报国主恩”的意思，御
赐“报国寺”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暮春僧广惠扩建。
解放后多次维修，1986年又重建了山门。山门两边柱上那副
对联“凤凰展翅朝金阙，钟磬频闻落玉阶。”就是对报国寺
这只“金凤凰”周围景物的生动描写。横匾“普照禅林”



和“普放光明”，同是一个意思：佛教称峨眉山为“大光明
山”，昼有神奇的佛光出现，夜有万盏圣灯来朝，全峨眉山
都被光明普照。右边“鹤驻云归”，意为鹤停下了，云归山
岫，喻指清凉静地，含有道家韵味。大门上的联语：“独思
喻道，敷坐说经。”前者是说靠自己的思维明白佛经的道理，
就是佛学讲的“独觉”境界。后句是说高僧大德铺设好法座
向弟子讲经说法。

第一殿为弥勒殿，供奉弥勒塑像。“弥勒”是慈悲的意思，
他是菩萨，还没有成佛。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释
迦牟尼佛说，他灭度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才会重降人
间，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三次说法，广度众生。所以称
他为“未来佛”。门上这副对联：“看他皤腹欢颜，却原是
菩萨化相；愿你清心涤虑，好去睹金顶祥光。”上联描写弥
勒的形象，说他还只是菩萨；下联是说祝愿所有游山者放一
下切顾虑，一心一意登上金顶去看佛光。来峨眉山不上金顶
睹佛光是一大遗憾，等于没有到峨眉山。这里祝愿大家都登
上金顶，佛光正等待着你们。再请看这副对联：“开口便笑，
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
不容。”这是对弥勒菩萨的画像，体现了他的性格，更突出
了他宽容大度的高尚品德。联语有很深的哲理，启迪人们对
人处世要心胸开阔，要有容人之量。

弥勒后殿供的是韦驮站像，背朝山门，面对大雄宝殿。韦驮
是佛教的护法神，身穿胄甲，右手托山，左手按金刚降魔杵，
修眉凤眼，双唇紧闭，威武刚强，正气凛然。

第二殿大雄宝殿，“大雄”是佛经中说的“唯大唯雄”的意
思，殿里供奉佛主释迦牟尼金身彩饰坐莲像。释迦牟尼是公
元前六世纪后期印度迦毗罗卫国（现在尼泊尔境内）释迦部
落净饭王的儿子，俗称乔达摩，名悉达多。由于那时社会的
动荡和人的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和烦恼，引起了悉达
多的深思，因而出家修行，寻求解脱。经过六年苦行，尝尽
千辛万苦，最后又经过七天七夜的禅思静虑，终于彻悟大觉，



成了佛。看门柱上这副对联：“教演三乘，广摄万类登觉路；
法传千古，普度众生证菩提。”“三乘”是佛教引导教化众
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一般称“声闻”、“缘觉”、
“菩萨”为“三乘”。“声闻”是闻佛之声教，断见思之惑
而人涅磐，为佛道中的最下根。“缘觉”是观因缘无师自悟。
“菩萨”即“菩提萨垂”，就是以佛道救众生。这里可以
将“三乘”概括为：他觉－－自觉－－觉他三种境界。整个
意思是说：通过佛教的三种途径，引导教化众生走上觉悟之
路，达到解脱的目的。再请看这副联语：“秋月朗清空，五
夜山风狮子吼；菩萨开觉路，千年花雨象王宫。”上联是说
峨眉山秋月朗朗，午夜山风如佛在说法时果决无畏的声音，
这声音就象狮子的吼声。下联是说普贤菩萨在峨眉山（象王
宫）向四众弟子讲经说法，开示觉悟之路，讲得天花乱坠。
还有一副联语：“龙归法座听祥偈，鹤傍松烟养道心。”便
是对山门那块横匾“鹤驻云归”的最好解释。

释迦佛的左龛是泥塑彩绘金身文殊菩像。文殊全称为“文殊
师利”，意为妙德、吉祥。他是众菩萨之首，是智慧的化身，
常协同释迦牟尼宣讲佛法。他和普贤菩萨一起，为释迦牟尼
佛的左右胁侍菩萨。这副联语就是对他的评价：“智镜高悬
施法雨；慧灯遍照应群机。”把“智慧”二字嵌入联中，意
思是文殊菩萨用智慧润泽众生。右龛是地藏菩萨金身坐莲像。
地藏菩萨梵名“乞叉底蘖沙”，译为地藏，佛经中说地藏菩
萨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要在释迦佛灭度后，弥勒佛降生前
的无佛之世留住世间，教化众生，度脱沉沦于地狱、饿鬼、
畜生诸道中的众生。他发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
副对联就是赞颂他度脱沉沦决心的伟大精神：“圣愿宏深，
欲使出冥清罪案；迷途觉悟，难教沉溺负慈恩。”

殿内左右两厢供十八罗汉。罗汉是佛的得道弟子，十八罗汉
是释迦牟尼佛的随行弟子。后龛内供的阿弥陀佛像，阿弥陀
佛又称“接引佛”、“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登上石阶便是第三殿七佛殿。请先看这副对联：“功德逾恒



河，七宝庄严大千世界；层峰摩霄汉，三峨雄秀伯仲昆
仑。”什么是“功德”？就是做的好事，“恒河”是“恒河
沙”的简称，“七宝”一般指“金、银、琉璃、砗磲、玛瑙、
琥珀、珊瑚。”这里泛指珍贵的材料。“大千世界”，佛教
指整个宇宙。“霄汉”指云霄和天河。“伯仲”即兄
弟，“昆仑”即喀喇昆仑山。整个意思是：用极珍贵的材料
和高尚的法行美化了整个世界，其功德超过了印度恒河里沙
的数量；大峨、二峨、三峨既雄且秀，层层山峰直插云霄，
可与巍巍昆仑山媲美。

殿中供奉的是七佛，中间一尊为释迦牟尼佛，其余六尊为过
去佛，从右至左依次为：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
南无迦叶佛、南无毗舍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婆尸佛。这
七尊佛的塑造工艺称“脱纱塑造”。这就是先塑好坏模，然
后在坯模上面涂上漆，再用麻布、绸料一层层敷上，待干后
脱去坯模，最后彩绘。具有体轻、防潮、防蛀、不裂缝、保
存久等特点。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塑造艺术的精湛。七佛皆盘
腿坐莲台，体态匀称，庄严肃穆，乍一看似乎形态都一样，
细细审视，表情各有变化，维妙维肖。佛教造像中，还很讲
究手的刻划和塑造。手有各种姿势，佛教称为“印相”。你
看释迦牟尼佛，右手举至胸前，拇指与中指相捻，其余三指
自然舒展。这一手印象征佛在说法，称为“说法印”。其他
六尊佛的双手，仰放下腹前，右手置于左手上，两拇指的指
端相接。这种手印表示“禅思”，使心安定，叫“法界定
印”。体态、手势和面部表情，都体现了佛的智慧、人格、
道德皆完美无缺，至高无上。有朋友问，七佛莲台下的“小
鬼”是什么意思？这有两种解释：其一，莲台又称“金刚
座”或“须弥座”，意思是佛的法座象“须弥山”（古印度
传说中的山名）那样高大、坚实，座下塑造的是“金刚力
士”，肌肉发达，面部狰狞，对邪恶起震慑作用；其二，释
迦牟尼佛度“六道”时，拯救出来的饿鬼，他们为了报佛恩，
都蹲在金刚座下，听经护座。

这里还有一副禅联：“觉树开昙花，三世诸佛，慈光普照大



千世界同登彼岸；峨眉长灵芽，七尊如来，哀怜摄受亿万众
生共证菩提。”“觉树”即“菩提树”，“昙花”即“优昙
花”，为无花果类，这里指祥瑞之花。“三世佛”即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佛。“彼岸”即“涅磐”，就是佛教徒圆寂。
佛教认为人包括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修成正果的人，死后
灵魂不灭，要到另一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灵芽”，
泛指具有灵性的花木。“如来”，即“真如”，指佛所说
的“绝对真理”。也就是循此真理达到佛的觉悟。“摄受”，
佛以慈心摄取众生。“菩提”即觉悟。整个意思是：菩提树
开着祥瑞的花，三世佛的慈光照耀着整个世界众生，一起到
达极乐境界；峨眉长着有灵性的植物，七尊如来佛哀怜接受
了亿万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左壁挂有“七佛偈”木屏四条，
是我国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书，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左
边是“吟翠楼”，上悬蒋介石1935年在峨眉写的“精忠报
国”横匾，右边的客房，叫“待月山房”。

像”。群像右侧还有一龛，供奉汉白玉雕刻的药师佛坐莲像。
药师佛又称大医王，他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相传
他在成佛时曾发下十二大誓愿，愿除一切众生疾苦，治无明
痼疾，令一切众生身心安乐。

最后一殿为普贤殿。供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梵语为“三曼多
跋陀罗”，即普遍贤善的意思。普贤因广修“十大行愿”，
又称“大行愿王”。“愿”是理想，“行”是实践。峨眉山
是普贤菩萨道场，所以将他供于最后一殿。殿门上写着“金
粟庄严便是菩萨住处；昙花灿烂照彻纳子爱心。”意思是用
金黄色装饰的殿堂，是普贤菩萨的住处；优昙花灿烂的光辉，
照透了禅僧的爱佛之心。还有一副联语：“普济有情，愿王
垂慈，宛向峨眉寻妙谛；贤德无量，众生瞻仰，灵冥空寂悟
禅心。”上联是说普贤菩萨在峨眉山留下慈悲，普遍帮助众
生求得解脱的真理；下联是众生瞻仰菩萨的无限贤德，在空
灵寂静时感悟参禅的清静寂定心境。普贤殿楼上为“藏经
楼”，是保存经卷的地方。



沿普贤殿石阶而下，至七佛殿右侧，是峨眉山佛教协会，再
下至大雄殿右侧，为新建的“祗园”，是接待国内外佛教团
体和讲经的地方。通过隔墙圆门，便是“花影亭”，里面有
池有亭，有珍贵的花木。步入其中，劳倦顿清，心静神安。
再步出弥勒殿前，左有1993年新建的钟楼、法物流通处，右
有鼓楼和茶园。整个寺庙系典型的庭院建筑，占地60余亩，
一院一景，层层深入，蔚为壮观。佛教协会的许多大型法会
都在这里举行。这里接待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名
人、佛教团体。报国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请随
我到对面的凤堡钟亭参观。

3．凤堡钟亭

这里叫凤凰堡，凤凰堡周围碑刻群列，有《我眉山全景图》、
《般若波罗密心经》、康有为书的《十里桃花》、刘光弟书
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还有何绍基、赵熙等名人的墨迹。
沿之字形坡道上去，便见红柱六角重檐钟亭，亭额悬“圣积
晚钟”横匾。“圣积晚钟”原为“峨眉山十景”之一。今圣
积寺已不存在，里面的铜钟是明代嘉靖年间别传禅师募资铸
造。高2．3米，唇径2米，唇厚10厘米，重12．5吨，钟唇
为12缺荷叶形。该钟曾悬挂在南门外的圣积寺内。早晚撞击，
声音宏亮，半夜撞击，15公里内也能听见。佛教认为钟声可以
“警醒顽愚”。听见钟声可以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
规正自己的行为。所以寺里的钟颇有讲究。这口铜钟便是峨
眉山的佼佼者，被誉为“巴蜀钟王”，是一件很珍贵的文物。
好了，现在请游客们前去伏虎寺参观。

4．虎溪精舍

从报国寺右，沿公路上行1公里就是伏虎寺。那座高大的木质
斗拱“伏虎寺”牌坊下面，有一条虎溪，水声潺潺，迂回林
中。溪上横架着“虎浴”、“虎溪”、“虎啸”三道廊桥。
整洁的石级曲径，将把你们引入密林深处。你们看，这片桫
椤树，是大型木本蕨类植物，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植物。



由于地球历史的变迁，桫椤几乎全部毁灭，在峨眉山复杂地
形的庇护下，这片桫椤树得以保存至今。林间野花，送来阵
阵芳香；溪中流水，奏出动听的旋律。瞧！眼前纷飞的蝴蝶
一晃就不见踪影。啊，原来它停在树枝上了，就象一片枯叶，
使你不能辩认，这就是珍稀动物－－枯叶蝶。过了“虎啸”
桥，便是一片楠林，浓荫蔽天，高坡处矗立着“布金林”牌
坊。“布金林”是僧人根据佛经故事取的。穿过牌坊就
是“虎溪精舍”了，即伏虎寺。相传寺为唐时开建的，宋绍
兴年间因这里有虎为患，士性和尚建“尊胜幢”以镇，从此
虎患消除，故僧人将寺取名伏虎寺。还有一说寺后虎头山形
如伏虎，寺因山而得名。明末改为药师殿，后毁于火。清顺
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重建，规模宏大，称为入山第一大
观。

第一殿弥勒殿，中供弥勒塑像，左右两厢为四大天王塑像，
左边为东方持国天王，手抱琵琶，次为南方增长天王，手执
宝剑；右边是西方广目天王，手握红伞，次为北方多闻天王，
手捏青龙。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四大天王手持四物，象
征“风调雨顺”。

弥勒殿后为韦驮塑像。

第二殿普贤殿，供普贤菩萨。背龛供阿弥陀佛立像。

第三殿大雄宝殿，游客们请静一静，殿中正在做佛事活动，
做佛事念的词和唱的腔，称佛教音乐。你们闭着眼睛听，这
音乐悠扬、清静、肃穆、庄严，似乎将把你带入一种远离尘
嚣的佛国净土的境界。好了，现在我们观看龛内供的释迦牟
尼三身佛像。“三身”为“法身”、“报身”、“应身”。
法身是本来之身，报身是通过修持得到的名位，应身是为适
应某种场合应化成某种身份。

左龛供文殊，右龛供普贤。左右两厢为十八罗汉。后龛供观
音菩萨。



普贤殿和大雄殿构成一个大天井，四周高树笼罩，因山环林
障，气流回旋，屋面上无枯枝败叶，整个寺院无尘无垢，干
干净净，人们视为奇迹。故康熙皇帝亲笔赐书“离垢园。大
雄殿左边为“御书楼”，清静典雅，是珍藏皇家所赐经卷的
地方。右边为“华严塔”亭。华严铜塔为元代紫铜铸造，初
为17层，今存14层，高5．8米，塔体内外铸有《华严经》文
和佛像4700余尊，为四川省重点保护文物。是研究中国古代
冶金艺术的精品。

在塔亭后面，有正在重建的罗汉堂，将塑500阿罗汉，以恢复
原来的壮观。

离罗汉堂不远处有一萝峰庵，亦名龙凤庵，原是伏虎寺的静
室，现仍属伏虎寺。庵中重塑了“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庵后修有“普同塔”，即安放僧人
圆寂后所遗骨灰的地方。这里密林掩映，上有萝峰岭，每当
晴日即有淡云轻抹，形成一大景观，故称“萝峰晴云”，为原
“峨眉山十景”之一。

5．善觉寺

与伏虎寺相对的二坪山顶上，有一座幽静的小庙善觉寺。上
公路后，沿一条小坡道而上，一路草木葱茏，鸟唱蝉鸣，风
景独好。传为天皇在那里授道于轩辕黄帝，古又名授道台。

善觉寺原名降龙院，明代万历年间道德禅师修建，与伏虎寺
遥相呼应。“降龙”、“伏虎”本是显示佛法为生灵除害的
威力。但在封建社会，“龙”是帝王的象征。所谓“真龙天
子”，“降龙”当然是犯讳的。由于康熙皇帝是崇佛的，他
根据佛经中“善哉！觉哉！”的意思，便亲笔写了“善觉
寺”三字赐予住持元亨禅师。聪明的元亨恍然大悟，于是速
制一道九龙镶边的“善觉寺”金匾，悬挂山门上，从此降龙
院之名就废了。康熙知道后，又赐玉印一枚，印刻“普贤愿
王法宝”；还赐诗二首，表示对佛门的仰慕。元亨则修了一



座八角亭，将康熙画像供于亭中。并植柏树一棵，以谢皇恩。
因此寺虽小而名声大。经修葺以后的善觉寺有殿宇三重：普
贤殿、药师殿、大雄殿，香火仍十分旺盛。

6．雷音寺

由善觉寺下行合大路，再上行1．5公里，过解脱桥，登解脱
坡，那座半边虚脚楼房就是雷音寺。

雷音寺原名解脱庵，亦名观音堂。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
无瑕禅师创建，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重建。取“佛音
说法，声如雷震”的意思，改名雷音寺。峨眉山的寺庙多系
明、清建筑，既保留了宫庭、官府、宅弟的某些建筑特点，
又融进了民宅的建筑形式。这座小寺，居高岗，倚危崖，傍
坡路，便打破寺庙建筑的正规格局，巧构虚脚吊楼，建成一
座精巧别致的民间小四合院式的庙宇，隐藏在郁郁葱葱的丛
林之中。

寺无山门，第一殿为弥勒殿，第二殿为大雄殿，加上两边厢
房，构成一个天井。1991年，在大雄殿后新建了观音殿，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尊观音像为柏杨木雕，高4．8米，
胸前双手合十，其余千手并伸，成法轮状，庄严肃穆，别具
风格。

7．纯阳殿

雷音寺上行2．5公里，即纯阳殿。此殿玲珑古雅，后倚赤城
山，前瞻金顶，可观晴云雨雾。殿前古楠银杏，遮天蔽日，
即使酷署盛夏，亦无炎热之感。

此殿旧名吕仙行祠。所谓“行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行宫，
也可说成“别墅”。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四川御史卫
赫瀛创建，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川监察御史刘宗祥增
修，改名为纯阳吕祖殿，殿内供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吕仙传



为唐时京兆人，曾来峨眉隐居绥山（二峨山）紫芝洞。紫芝
洞前的纯阳楼才是吕洞宾的主殿。相传他先后在离宋皇坪授
道台不远的千人洞、十字洞中也修炼过，故在此建起他的行
祠。

清初，道士绝迹，道教的纯阳殿由佛教的僧人接管，不过名
称仍叫“纯阳殿”。山门上的那副联语：“起大愿云周法界；
如普贤行悟菩提。”便是赞颂普贤的联语。

现在的纯阳殿共有两殿：

第一殿药师殿，供药师佛，左右为日光、月光菩萨，他俩
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身边的胁侍菩萨。

第二殿为大雄殿，供释迦牟尼佛，两旁有十八罗汉，另有左
右各二龛，供普贤、地藏、观音、文殊，还有一尊韦驮，仅
此而已。

8．圣水阁

纯阳殿左去3．5公里，就是圣水阁。明万历末为“神水庵”，
清初为“圣水阁”，也称“神水阁”。因阁下有一小池，泉
水从山谷中溢出，名为“神水”、“玉液”。传能治病，远
近闻名。离这里足有15公里的新开寺，清末民国年间曾建有
外国人的别墅，每年夏天，外国人便远度重洋来此山上度假
消署，雇当地农民到圣水阁来背水，一块银元一桶。外国人
为何花这样的代价饮圣水阁的水，原来此水是优质矿泉
水。1982年经专家鉴定，水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
素。于是开始批量生产峨眉矿泉水系列饮料。投入市场后，
颇受顾客的好评。1984年国家体委选定为23届奥运会我国运
动员专用饮料，被外国称为“魔水”。1991年获国产精品奖，
1992年获香港食品博览会金奖，享誉全球。

现在的圣水阁是1992年释家弟子捐资重建的，殿宇四重：观



音殿、弥勒殿、大雄殿、普贤殿，建造精美。四周树木山石
池泉构成自然的山水园林，池畔有一巨石，上镌“大峨”二
字，传为吕纯阳书；“福寿”二字，传为五代宋初道士陈抟
书。还有“神水”二字，是明代御史张仲贤书，阁前这尊六
层石塔，高6米，传为隋时智凯大师的衣钵塔。智凯大师曾住
中峰寺，常来此饮神水。后来他到湖北荆门玉泉寺住持，时
常思念峨眉山的神水而不可得。一天他在参禅入定时，见一
老人自称龙王，他说玉泉与峨眉山的神水相通，愿为他引来
神水。智凯说：“我的钵盂锡杖尚寄在中峰寺内，如能随水
而来，我就相信。”于是龙王果真引水浮钵杖而出玉泉洞口。
这就是“神水通楚”的传说。

9．大峨山潮

在大峨寺旧址前去不远处，有一座“响水桥”（即百福桥），
这里有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有时候走在桥上便听到一种似
海水澎湃的声音，从上方山谷中“荷荷……”而下，起伏如
潮涌，由远而近，似夹卷狂风暴雨而至。人们疑是山洪瀑涨。
其实天色并无变化，更没有下雨，桥下仍是涓涓细流，哪来
山洪呢。约两三分钟后，声音由大渐小，逐步恢复平静，当
地人称这种声音为“山潮”。农民有谚语说：“大潮之后有
晴天，小潮过后雨绵绵，久久不潮必干旱，三潮三息是丰年。
”明代峨眉进士高光还作有《山潮赋》。朋友，倘你有幸，
可能听到这奇特的“山潮”。

10．中峰寺

从圣水阁前去1公里，在那蓊郁的林中隐有一寺，即中峰寺。
晋时为乾明观，为道教住处。晋末道衰佛盛，观中道士迎请
佛教的明果大师住寺，改观为中峰寺。中峰寺在“呼应峰”
下，左有“宝掌峰”，右有“白云峰”，故名中峰寺。唐慧
通禅师更名集云寺，宋仁宗时高僧茂真重修寺宇，为山中规
模较大的寺院。绍兴年间叙州太守黄庭坚也曾来此寺“习
静”。清顺治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毁于火，后虽重建，



仍不及原有规模。今有普贤殿、大雄殿，佛像庄严，一片静
土。峨眉山佛学院比丘班设在这里，游人到此，常闻诵经之
声，响彻庭院。

由此前行2．5公里便进入清音阁景区。

报国寺导游词篇五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段若钰，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
峨眉山的风景文化。

峨眉山，位于中国四川省峨眉山，最高峰海拔3099米，是一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峨眉山平畴突起，它以优美的自然风
光、丰富的佛教文化，成为人们礼佛朝拜、游览观光的胜地。

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天下。峨眉山有十处佳景：如“金顶
祥光”、“琴蛙弹奏”等。人们还创造了许多新景观。站在
山上，青衣江尽收眼底。置身峨眉之巅，真有“一览众山
小”之感慨。

在峨眉山生长的植物中，有著名的峨眉冷杉、桢楠等。有品
种繁多的兰花、杜鹃花等，这些植物还给各类动物创造了一
个天然的乐园。与人同乐的峨眉山猴群，已成为峨眉山中独
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

库中的瑰宝，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仙山佛国”。峨眉山千百
年来香火旺盛，永葆魅力。

这次的峨眉山之旅已经结束，有机会您带着您的家人再来细
细游览峨眉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博大丰富佛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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