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介休绵山导游词 介休绵山的导游
词(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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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介休绵山导游词篇一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人间仙景山西介休绵山观光旅游!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年期在每年公历四
月五日前后。这时，万物沉睡的严冬过去，万象更新的春天
来到。到处是春光明媚，草木萌动的清明景象。禁火寒食(一
种旧俗，时间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两天。据说这一风俗是为
了纪念春秋时代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
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
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后人为纪念介子推，每逢此日都不忍举火，冷食一日，“寒



食节”从此便流传下来了。

我们现已到达绵山的第一个重要景区龙头寺。龙头寺是绵山
入口处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从这里向南可直插绵山腹地。
寺分为上下两层，上为龙头寺，。下为关帝庙。从龙头寺出
来，沿途两山对峙，怪石磷响，风景绝佳。小路像一条飘带
盘绕山腰。朋友们请继续向上爬。在这个险要处，有一个巨
石垒堡当道而立，高约7米，宽4米，在堡门里有屋子，供人
看守。门前是一条很深的沟，设有门板吊桥。从上面的了望
孔口能看见进山的人。如果放行就将吊桥放下，待来人通过
后，便又将吊桥扯起。门的左右是深渊绝壁，真可谓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

继续前行，不远处就可看到一高数十米，宽三四余米的凹崖，
崖根处有数十个碧绿的石乳倒挂在石壁之上，被称作“石乳
泉”，据说此水可疗痼疾。过了石乳泉，山势愈加险要，沿
途群峰环绕、烟云缥缈、两山对峙，不知脚下的路在何方。
其实“绵山十里山水画卷”这才开始。首先看到的是建于悬
崖绝壁处的白云洞，洞内有团团白云不断涌出，据说还能预
测阴雨。过了白云洞，来到一座木桥上，桥上怪石嶙峋，桥
下万丈绝涧，行人都必须贴壁而行，万分小心，可见桥之险
要。传说绵山山主田志超最初来绵山时，前有断崖挡路，后
有猛虎追赶，幸有鹿兔以蹄相搭，方才通过。所以这座桥就
被后人称之为“兔桥”，前面1公里处的另一座桥被命名
为“鹿桥”。

过“免桥”、“鹿桥”，再攀127级石级便是绵山的主要风景
区抱腹岩。著名的“大唐汾州抱腹寺”就深藏于这一巨大的
岩洞之中，除抱腹寺外，此处还有空王殿、千佛殿、介推祠、
石佛殿和五龙殿等建筑，这些建筑都深藏在抱腹岩的腹中，
雨雪无法侵入，这种清幽险绝的景象实属罕见。



介休绵山导游词篇二

这是大罗宫的第一层建筑叫财神殿，此殿中供奉的是武财
神“赵公明”，文财神“比干和范蠡”，左右分别是利市仙
官和招财童子。武财神赵公明座元宝座，左手持元宝，右手
拿铁鞭，两位文财神一位怀抱如意，一位手捧珠宝。大家可
以看一下这香炉上的这幅对联，是为了歌颂绵山的开发者闫
吉英老板而写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烧几柱薄香来祈求自己来
年发大财，大家上香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不管是在佛家还
是在道家，都讲究的是神三鬼四，所以您上香的时候可以上
三柱而不能上四柱，如果您不是道家或佛家的信仰者那也请
您保持一份肃静，信则有不信则无。

参观了第二层的救苦天尊殿，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大罗宫的第
三层建筑——三官殿。三官是指“天官，地官，水官”，又
被称作三官大帝，天官能赐福，地官能解难，水官能赦罪。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常拜三官大帝。附近的乡
亲为了感谢三官大帝除去水怪便在此处修建了三官殿。大家
也可以进去拜拜，祈求三官大帝赐福、解难、赦罪。

看过第八层的200多尊雕塑，欣赏过第九层“介休三贤”的画
像，领略了第十层百名书法家题写的108块《道德经》木刻全
文，拜过了第十一层的道教最高尊神——无形、无名、无上
天尊，品味过群仙殿内借鉴永乐宫壁画绘制的300平米《群仙
朝元图》，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大罗宫的顶层建筑——藏经阁，
珍藏有《道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二十
四史、《金刚经》、《尚书》等道教、佛教、儒教各类经典
藏书数万册，包括书法、雕塑、绘画、考古、建筑等门类，
是全国风景名胜区中藏书最多的景区。

介休绵山导游词篇三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年期在每年公历四
月五日前后。这时，万物沉睡的严冬过去，万象更新的春天



来到。到处是春光明媚，草木萌动的清明景象。禁火寒食(一
种旧俗，时间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两天。据说这一风俗是为
了纪念春秋时代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春秋时期，晋公子重
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
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
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
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给重耳喝，使
他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割下的
时候，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
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
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
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他母亲悄悄的到绵山隐居
去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
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
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

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
背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导游词《绵山
导游词》。晋文公见状，痛哭不已。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
一封，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
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
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
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介休绵山导游词篇四

大火烧遍绵山，却是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之后，人们才
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
见状，痛哭不已。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封书上写
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
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
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



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故事讲完了，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知道这位名臣是谁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走
进介子推的世界，体会他内心深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迈。

现在在大家眼前这座绵延起伏的大山就是绵山，绵山是太行
山的支脉，海拔高度为多米，因山势绵亘而取名为绵山。历
代都在绵山兴建了许多寺院禅房，于是成了著名的佛教圣地。
而且绵山风景秀丽，树木茂密，环境优美，清爽宜人，也是
我国北方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之一。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现在我们来到的景点是有“天下第一
道观”之称的大罗宫。“三清上，曰大罗”，绵山大罗宫依
山而建，层楼迭阁，青墙金瓦，建筑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
足以与拉萨的布达拉宫相媲美，大罗宫里融合道教和佛教为
一体，主要供奉了一些道家的神灵，它一共有十三层，现在
就请大家跟我一起登上大罗宫。

介休绵山导游词篇五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人间仙景--山西介休绵山观光旅游!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年期在每年公历四
月五日前后。这时，万物沉睡的严冬过去，万象更新的春天



来到。到处是春光明媚，草木萌动的清明景象。禁火寒食(一
种旧俗，时间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两天。据说这一风俗是为
了纪念春秋时代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

“火焚绵山”的故事许多人都听说过，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
据《左传》和《史记》记载：春秋时，晋国有个人名叫介子
推，他为人正直，是有名的忠臣孝子。在晋国公子重耳被赶
出国门在外避难时，介子推忠心耿耿随重耳在外漂泊了十九
年。一次重耳途经卫国，饥不能行，众臣争采野菜煮食，重
耳难以下咽，这时介子推便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
成汤让重耳吃，重耳感动不已，夸介子推有“割股奉君”之
功。

重耳结束流亡生活，到国内当上晋文公之后，流亡时跟随他
的群臣争相邀赏，惟独介子推悄然离去，他说：“我宁愿终
生贫困，也不愿贪天功为己功”，便背上自己的老母，进入
绵山隐居起来。此事不久便被晋文公得知，立即前往绵山，
但介子推死活不肯出来相见。晋文公知道介子推是孝子，决
定举火焚林，他认为这样一来，介子推为保全老母性命，一
定会背母亲逃出山中。结果介子推宁死不出山，和老母相抱，
被熊熊烈火烧死在山中。晋文公见状，痛哭不已。装殓时，
从树洞里发现一封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
公常清明”。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
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
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后人为纪念介子推，每逢此日都不忍举火，冷食一日，“寒
食节”从此便流传下来了。

我们现已到达绵山的第一个重要景区――龙头寺。龙头寺是
绵山入口处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从这里向南可直插绵山
腹地。寺分为上下两层，上为龙头寺，。下为关帝庙。从龙
头寺出来，沿途两山对峙，怪石磷响，风景绝佳。小路像一



条飘带盘绕山腰。朋友们请继续向上爬。在这个险要处，有
一个巨石垒堡当道而立，高约7米，宽4米，在堡门里有屋子，
供人看守。门前是一条很深的沟，设有门板吊桥。从上面的
了望孔口能看见进山的人。如果放行就将吊桥放下，待来人
通过后，便又将吊桥扯起。门的左右是深渊绝壁，真可谓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

继续前行，不远处就可看到一高数十米，宽三四余米的凹崖，
崖根处有数十个碧绿的石乳倒挂在石壁之上，被称作“石乳
泉”，据说此水可疗痼疾。过了石乳泉，山势愈加险要，沿
途群峰环绕、烟云缥缈、两山对峙，不知脚下的路在何方。
其实“绵山十里山水画卷”这才开始。首先看到的是建于悬
崖绝壁处的白云洞，洞内有团团白云不断涌出，据说还能预
测阴雨。过了白云洞，来到一座木桥上，桥上怪石嶙峋，桥
下万丈绝涧，行人都必须贴壁而行，万分小心，可见桥之险
要。传说绵山山主田志超最初来绵山时，前有断崖挡路，后
有猛虎追赶，幸有鹿兔以蹄相搭，方才通过。所以这座桥就
被后人称之为“兔桥”，前面1公里处的另一座桥被命名
为“鹿桥”。

在空王殿，殿中央是一尊金身塑像，关于这尊塑像还有一段
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这就是绵山佛主――“空王古
佛”。

空王佛是田志超的化名，相传是隋末唐初人。志超自幼好学，
才华过人，7岁入学，遍读经、史、子、集，长大后，父亲不
幸去世，家境衰落，于是到太原蒙山开化寺拜师学艺，5年之
后学业有成，来到了绵山，到达后当天夜里在抱佛寺内找了
一间空房住下，第二天黎明，志超刚起床，就听一妇人喃喃
自语：“哪里的野人，好生无理，缘何占我房舍?还不快快离
去。”志超寻声而望，原来是正殿中正襟危坐的龙母。

志超见这妇人满脸刁钻尖刻，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但又想自
己初来乍到，便捺住性子，整理好衣冠，纳头就拜，



说：“贫僧冒昧，出家人四海为家，我见天色已晚，屋内又
空着就住了进来，请多多恕罪。”谁知龙母听后勃然大
怒：“好你个大胆的汉子，绵山方圆百里都姓龙，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而今我不让你住，你就住不成!”志超说：“龙母
且息雷霆之怒，咱们慢慢地商量。”

龙母依旧大怒，志超又耐着性子说：“佛家慈悲为怀，俗话
冤仇还宜解不宜结呢，况且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恨，有啥
不能商量的!”龙母自觉语失，反问：“有何主意?”志超说：
“咱们对奔，三盘两胜定输赢，如果您赢了，我就远走高飞，
假如您输了，您就让出介山。”龙母自信自己棋艺高超，是
不会输的。那么结局如何呢?大家一定猜出是志超胜了龙母。
此事很快传遍了各州府县，人们都虔诚地向他顶礼膜拜，奉
作神仙。

在抱腹寺内，仍保存着许多重要的碑刻。著名的《大唐汾州
抱腹寺碑》就深藏于此，此碑通高3米，宽1米，厚35厘米，
碑两侧刻有唐、宋及金人题记。

铁索岭是抱腹岩上面一个高约200米的山岭，游客手抓铁链斜
身而上，回头就是万丈深渊，使人头晕目眩。向上可到达绵
山的最高峰，如登上峰顶，峰峦迭翠，一片绿色世界，在东
南处草坪上立着三块矩形巨石，据说那儿就是当年被焚死在
绵山的介子推的殉难处。

从抱腹岩下行，我们将看到前方弯道上有五个特殊的山峰，
这就是“五龙墓”。传说五龙死后就葬在这里。北宋文人为
这段山水作了写照：“路尽山尤险，溪深水愈豪，寺楼今不
见，依旧五峰高”。

朋友们，过“五龙墓”不远就到了舍身崖，所谓舍身崖，就
是指旧时儿女为父母消灾免难，舍身投崖处。这里地势险要。
继续往前走便到了“一锅泉”，这里地下埋一铁锅，水由崖
壁流入锅里，游人常掬水而饮，味道甘甜。参观完一锅泉，



我们就该往回返了。

女士们、先生们，秀丽壮观的绵山离我们渐渐远去，愿今日
的绵山之游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希望各位带着您们的家人
和朋友再次光临介休绵山风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