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台山导游词讲解 五台山导游
词(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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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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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导游张智英，欢迎来到佛教旅游胜地五
台山。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文殊
菩萨道场。它四周是五座山峰，五座山峰的顶端又平又宽，
好像是一个用泥土做成的平台，所以叫五台山。清凉山，又
叫清凉山，是放暑假的好地方，所以最适合在酷热的夏天玩。

现在我们来到五台山独特的景点迷惑。大家抬头看。如果我
们想到达罗德的顶端，我们必须爬上我们前面的那座。大支
路它有1080步，耐心点，亲自爬1080步。据说可以消除1080
种烦恼！快点爬，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祝贺你成功登顶。来这里，叫望京亭。从现在往下看，看起
来像不像倒置的海螺？所以戴洛定也叫大螺钉顶部就是这样。

我们再往里走，最值得一看的`是这里的正厅吴芳文殊馆，16
宽。寺内供奉五尊文殊铜像，每尊高约2米。我们一进入这个
大厅，就会感受到它的庄严。我们仔细一看，每一尊雕像都
有不同的表情，耀眼的金光，庄严的和平，体现了文殊菩萨
的灵性，如智慧、大度。还有背面的铭文，值得一提。是当
年乾隆皇帝的亲笔诗。充满文字，强大而有力，不愧为书法



大师。

接下来请自由参观，拍照。有心人可以去拜文殊菩萨。你想
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小规矩，就是
入寺时，不要踩门槛。最后，衷心祝愿大家幸福快乐！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二

游客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去五台山，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山之一，也是一个“自然

风光”，历史文物，古建，艺术，佛教文合为一体的旅游区。
”

“看!这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显通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钟楼，
这是五台山超大的一口铜钟——长鸣钟，重约10000斤!这要
几十个大人才能抬动呢!而且这超级大钟建筑时要耗费多少材
料啊!”

“今天我们就走到这里，希望明天我们有更好的心情来参观
这里。 ”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三

精妙创法：佛教起源于公元6至5世纪的古印度的迦毗罗卫，
创教者乔达摩悉达多大家现在称他释迦牟尼意思是他是释迦
族的圣者能仁而利人群能寂而得智慧像英勇无畏的大勇士。
佛主的出生颇具传奇色彩在蓝毗尼园的菩提树下降生，七日
丧母由其母摩耶夫人的妹妹抚养，太子天资聪慧十二岁就学



会了《五明》是《四吠陀》十六岁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妻并得
子罗睺罗《他是佛主十大弟子之一修行密宗最高的弟子》，
二十九岁出城拜访遇老。死。病。

修行人意识到所有人都不可逃避的痛苦决定奉行婆罗门教的
修行方法以摆脱命运枷锁遂出家，出家后的太子过着乞食的
生活拜访圣者可难以解除他心中的疑团决定自己寻找答案，
经过六年的苦修他没有找到答案无奈他独自到了菩提迦耶修
禅总结过去的经验调整了思维方式经过七日苦思在东方破晓
时觉悟时年三十五岁，觉悟之后在波罗奈城鹿野苑初转动法
轮标志这佛教的成立，在其一生中在七处弘法九次最后在拘
尸那罗入灭终年八十岁以上是佛主简单的本生事迹大家可以
详细了解；其实在这一时期印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
《它的基本教义是梵创世界、因果报应、轮回之说，最大的
特点是种姓制：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出现了思
想界的新思潮，有人否定因果、轮回之说也有人肯定，有人
提出了新思想，佛教的产生和其理论与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
有关，许多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吸收改造婆罗门教义形成的。如
《因果、轮回》说。广泛来讲佛教是当时的沙门思潮中的产
物。

佛教之美：那么佛教的基本教义到底是什么，四圣谛《四真
理》：苦、集、灭、道，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佛主认为
人生有八苦，肉体遭受的四种苦：生、老、病、死，精神遭
受的苦：怨憎、求不得、爱别离，对自己永恒追求而得不到
产生的苦：五阴盛苦》，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渴爱，有了渴爱
就会有种种欲望，可现实是这些欲望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因
而就有了痛苦。当你知道痛后痛彻心扉之后大家就认识到要
消除渴爱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消灭了渴爱所带来的痛苦后，
人就会摆脱轮回生死达到涅盘的状态，每个人和每个人思维
方式不同自我调节不同但佛主总结了“八正道”：正见、正
语、正命、正行、正业、正念、正思、正精进、正定，以方
便众生找到解脱之道。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四

游客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去五台山，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名山之一，也是一个“自然

风光”，历史文物，古建，艺术，佛教文合为一体的旅游区。
”

“看!这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显通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钟楼，
这是五台山超大的一口铜钟——长鸣钟，重约10000斤!这要
几十个大人才能抬动呢!而且这超级大钟建筑时要耗费多少材
料啊!”

“今天我们就走到这里，希望明天我们有更好的心情来参观
这里。”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五

坐落在灵鹫峰上的这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就是素有喇嘛宫之称
的菩萨顶。我们已经参观了许多寺庙，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大多是红墙灰瓦，，而菩萨顶却是红墙黄瓦。在古代中国，
黄色是皇家专用的，可菩萨顶却用了黄琉璃瓦，，您知道这
是为什么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考虑，等我们参观完寺庙，听
了我的讲解，您自然会明白。

寺创建于北魏，原叫大文殊院。相传唐太宗贞观五年，僧人
法云想塑一尊文殊像，可不知道塑何职文殊。一天夜里，法
云从长明灯下的蓝光中看见一尊文殊菩萨像，并由塑工塑成。
传说这便是文殊菩萨显圣，展示真容，所以此寺又叫真容院，



俗称菩萨顶。

寺庙经历代修补，尤其是1952年政府拨款补修了所有殿宇和
牌楼、石阶等。现占地30亩，分前院、中院、后院和东配院
四处院落，有殿堂楼房121间，是五台山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喇
嘛寺院，殿宇云集，雄伟壮观，布局严谨，独具特色。我们
从山麓仰望，阳光下飞檐斗拱，相托红墙黄瓦，金碧辉煌，
象西藏布达拉宫，所以有喇嘛宫之称。菩萨顶在五台山有很
高的地位，是黄庙首领庙。

大家请跟我往上走。

我们登上这高高的台阶，就进入寺庙了。这台阶、木牌坊、
幡杆就是康熙皇帝看成龙头的地方。这里我们要让大家数一
数，到底有多少台阶，等大家登上这高高的灵峰圣境，我会
告诉大家关于这台阶，上面的石狮的说法和传说。

大家数清楚了吗?到底有多少台阶?

我们再看台阶上这对石狮，仔细看过之后，您一定会发现左
边这只没有舌头。原来啊，是它偷吃工人食物被割掉了舌头，
一直饿着肚子蹲到现在。

这座四柱三门七楼的高大木牌楼是清代康熙五十三年所立。
它色彩鲜艳，彩绘龙凤，造型优美，形象生动，结构合理，
坚固精致，是五台山木牌楼之冠。

穿过天王殿，我们来到前院，院内古树参天，石碑林立，幽
雅清静。我们面前的是大雄宝殿，是菩萨顶的主殿，寺内重
要佛事活动一般都在这里举行，内供释迦牟尼、阿弥陀佛、
药师佛和十八罗汉。

大雄宝殿右侧是带箭文殊殿。殿内骑狮文殊的肩上插有一支
箭，传说是乾隆皇帝射的，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支箭了，



它以被前两世班禅取走了。

要说菩萨顶最有特色的建筑，还要数大雄宝殿后的文殊像。
大家请跟我来。

我们面前的大殿就是文殊殿。大家看殿前台阶，有许多蜂窝
状小眼。原来在殿檐中间的一块瓦上，不论春夏秋冬，也不
论阴雨晴天，总是滴水不断，所以又称为滴水檐大殿。由于
雨珠滴沥，落地柱石，嘀嗒有声，再加上注溅时水花在阳光
下反射出五光十色的艳彩，形成五台山一大景观。您能猜猜
为什么滴水不断吗?曾经有很多种说法，其实只是在檐下有一
个存水槽之故。不过我们现在已看不到这一景观了，因年久
失修和维修时没有注意保存，水槽已不存在了。

殿内原有三尊高约两米的铜质三大士像，就是正中文殊。左
观音，右普贤。它们距今应该有四百多年了，是铜铸艺术的
珍品，可惜这三尊名冠五台山的铜像，早已被毁。现在的塑
像是1985年新塑的。大家仔细看，黄庙殿内的塑像与青庙有
所不同，从塑像就可以分辨出是青庙还是黄庙。这里的菩萨
像都有肩花，脸微侧，且有华丽的背光，这正是与青庙塑像
的不同之处。

在后院，，还有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大铜锅。大家看，如此
巨大的铜锅一年也只是腊月初八煮腊八粥用一次。据说有一
次小喇嘛因洗锅后，锅内表面结冰，还差点上不来呢，可见
这铜锅有多大了。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六

五百里道场风风雨雨依然日出东台月挂西峰花发南山雪霁北
颠。

两千年香火断断续续又是晨钟悠扬晚罄清澈香烟缭绕圣幡蹁
跹。



历史上许多名家大师帝王将相游历五台留下了一篇篇诗句绝
唱一幅幅墨宝真集可是却没这幅对联对五台山的包容和概括。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境内，总面积2837平方公里，
风景核心区位于五台县北部台怀镇内面积379平方公里，是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最值得推荐景点
首位，国家地质博物馆，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十大避暑胜
地之首，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世界五大佛教圣地，2019
年6月26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列为
《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8处世界遗产。

天赐神地：五台山位于太行山中段与河北省毗邻，五台山早
在太古代时为大海由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相互挤压等一
系列造山运动形成大山，后在7000万年前的冰川活动中进退
移动形成层峦叠嶂山岳交错山体以结晶岩构成，其中五座山
峰高大且平缓形如土台故称为五台山，五座山山峰分别名为：
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米是华北地区最高山峰号为华北屋脊，
每年都以0.3公分增长。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形如大象这里可
以观看到云海和日出。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形如孔雀松涛
林密，月挂西峰。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形如雄狮，台顶上
保留了大量的地质变化时留下的碎石杂生青苔故名。中台位
于五台正中在明以前世人认为此峰为五台最高后徐霞客游历
五峰留下遗篇《立于中颠难绝北顶》。南台锦绣峰海拔2458
米远离四峰一枝独秀形如卧马满山花海故名。五峰环抱外有
滹沱流过山环水抱东北中西毗连南独立峰，形成背有靠山后
有挡山，五顶上建有五座寺庙，东台望海峰望海寺建于元代
供奉聪明文殊，北台叶斗峰灵应寺建于宋代供奉无垢文殊，
中台翠岩峰演教寺相传这里是文殊讲法之地故名，建于唐代
供奉儒童文殊，此庙是五顶中唯一的汉传密宗寺院，西台挂
月峰法雷寺建于唐代供奉狮子吼文殊寺院正中有文殊洗钹池
四季圣水不绝。南台锦绣峰普济寺建于宋代供奉智慧文殊。
五顶建五寺代表着文殊菩萨的五种智慧，大圆镜——平等
性——法界体——妙观察——成所做，与文殊五字心陀罗尼
《阿罗波者那》相对。



精妙创法：佛教起源于公元6至5世纪的古印度的迦毗罗卫，
创教者乔达摩悉达多大家现在称他释迦牟尼意思是他是释迦
族的圣者能仁而利人群能寂而得智慧像英勇无畏的大勇士。
佛主的出生颇具传奇色彩在蓝毗尼园的菩提树下降生，七日
丧母由其母摩耶夫人的妹妹抚养，太子天资聪慧十二岁就学
会了《五明》是《四吠陀》十六岁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妻并得
子罗睺罗《他是佛主十大弟子之一修行密宗最高的弟子》，
二十九岁出城拜访遇老。死。病。修行人意识到所有人都不
可逃避的痛苦决定奉行婆罗门教的修行方法以摆脱命运枷锁
遂出家，出家后的太子过着乞食的生活拜访圣者可难以解除
他心中的疑团决定自己寻找答案，经过六年的苦修他没有找
到答案无奈他独自到了菩提迦耶修禅总结过去的经验调整了
思维方式经过七日苦思在东方破晓时觉悟时年三十五岁，觉
悟之后在波罗奈城鹿野苑初转标志这佛教的成立，在其一生
中在七处弘法九次最后在拘尸那罗入灭终年八十岁。以上是
佛主简单的本生事迹大家可以详细了解;其实在这一时期印度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它的基本教义是梵创世界、因
果报应、轮回之说，最大的特点是种姓制：婆罗门、刹帝利、
吠舍、首陀罗》出现了思想界的新思潮，有人否定因果、轮
回之说也有人肯定，有人提出了新思想，佛教的产生和其理
论与当时的社会整体环境有关，许多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吸收
改造婆罗门教义形成的。如《因果、轮回》说。广泛来讲佛
教是当时的沙门思潮中的产物。

佛教之美：那么佛教的基本教义到底是什么，四圣谛《四真
理》：苦、集、灭、道，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痛苦《佛主认为
人生有八苦，肉体遭受的四种苦：生、老、病、死，精神遭
受的苦：怨憎、求不得、爱别离，对自己永恒追求而得不到
产生的苦：五阴盛苦》，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渴爱，有了渴爱
就会有种种欲望，可现实是这些欲望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因
而就有了痛苦。当你知道痛后痛彻心扉之后大家就认识到要
消除渴爱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消灭了渴爱所带来的痛苦后，
人就会摆脱轮回生死达到涅槃的状态，每个人和每个人思维
方式不同自我调节不同但佛主总结了“八正道”：正见、正



语、正命、正行、正业、正念、正思、正精进、正定，以方
便众生找到解脱之道 。而产生苦的来源就是五蕴《色、受、
想、行、识》这是人体及心理现象构成问题的认识，就
如“有的人需要的不多但想要的太多而想要的不是真正需要
的”，看似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好的诠释了在南瞻部洲娑婆
世界的众生都在为这为那去最求即使知道自己错也不愿意承
认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然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一成
不变，都会经历从生到灭的过程具体到每件事都有其特性但
每件事都会有其生成原因，在相当的一段时间或相当的一个
空间无大的变化，在这段时间过后就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就像
量到质的过程，最后事物已经毁灭形体不存在，就会产
生“无常”而“无我”就是在告诫众生一切事物不仅形体不
会永远存在，而且精神也会随之消灭是不有存在一个常恒的
精神主体。然而世人的无知错把“无常”“无我”的东西当
成有常有我的东西来追求这样就会产生痛苦认为事事不如意
不是安照自己想要的去发展!其实在适当的情况下要善于发现
真善美丑恶本性的东西，导游词《五台山导游词》。这就是
佛教的基本教义万物都有缘起才会有《五蕴》要正确认识避
免借助《四谛》摆脱《无常、无我》。就像佛主创法一样从
现实到理想到幻想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

五台山佛教开始兴盛的过程，也就是《华严经》传入和文殊
信仰开始发端的过程。至迟在魏孝文帝时，五台山已经发展
成了文殊道场和北朝研习《华严经》的圣地。学习《华严经》
的人们纷纷至五台山礼谒文殊，举行法会，著书释论，出现
了灵辩及其弟子道昶、灵源、昙现等一大批华严学者。此外，
五台山也出现了其他论师，如弘律的法聪、弘净土的昙鸾等。

北齐是五台山佛教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古清凉传》载，北
齐文宣帝高洋曾“割八州之税，以供(五台)山众衣药之资”，
五台山寺院发展到200余所，现在五台山可考的北齐寺院还有
近40所。北齐武成帝于河清三年(564)“诏慧藏法师讲六十
《华严经》。次年，改五峰山为五台山，使六十《华严经》
成为五台山的开山圣典，使五台山的华严学派得到更大发展。



其时，在五台山盛传的还有涅槃学、禅学、律学、净土学等。
之后的“周武灭法”之难，五台山佛教遭到废毁。

中国的四大佛地大体是在唐代确立，唐代五台山因“文殊信
仰”的繁盛，寺院多达360多处，在相对宽泛的社会下佛教出
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名家高僧借鉴了过去经验与教训和在
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中国人对佛教义理的独特理解的六家
七宗，大量的经书问世特别是高僧出访西域寻法。枝末分裂
的八宗《华严、天台、三论、净土、密、律、慈恩》的出现
标志着佛教完成了中国本土化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都高僧比如华严四祖澄观国师在五台山
显通寺驻锡十载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八十华严的翻
译系统的阐述了佛理也吸收中华的优良精华，特别是他写的
《经疏》明确山西五台即为文殊道场，《在现在五台山的每
座寺院中都供奉特别是显通寺七处九会殿内供有五百罗汉在
明十三层多宝佛塔对面灵窗上就供奉华严澄观国师塑
像》……在这一时期唐文成 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入藏，
印度的原始宗教婆罗门再度兴起大批佛学大师翻过 喜马拉雅
来到西藏地区与藏地崇信的苯教相互竞争融合，特别是莲花
生大师带领着25弟子入藏改变了当时的佛苯不合使得许多藏
民归信佛教，并确定了修行密宗不休禅的思想，莲花生大师
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在今五台菩萨顶文殊殿左侧的大
殿就供奉着莲花生大师》藏传佛可以分为前、后弘期。后弘
时期藏传佛教在阿底峡、八思巴、宗喀巴等人推进下形成了
五大支派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格鲁
派的活佛大家都耳熟能详在带团中讲到菩萨顶大家都会介绍到
“师徒三尊”会介绍姓氏在这里更正下一世不是贾操杰而是
宗喀巴的小弟子根敦朱巴班禅是克珠杰》，五派自成体系，
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活佛转世。这样以一个民族命名的藏传
佛教的产生就形成的佛教的三大支派。

唐宋以后，文殊信仰进一步发展。元朝建国，以五台山文殊
道场为内地喇嘛教的总禅林。元朝皇帝将五台山的一些汉传
寺庙改为黄教寺院下令八思巴在五台山弘法，这样五台山成



为了汉藏并存显密双修的佛教名山。五台山文殊信仰达到高
峰，上至皇帝大臣、文人学士、大德高僧，下至香客居士、
善男信女、黎民百姓，文殊信仰成为最基本的信仰之一，牢
固地占领了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五台山佛教圣地已经深入
人心，朝山拜佛，求得文殊保佑庇护，成为人们希冀实现的
宏愿。

经过元末的常年征战到了明代五台山佛教再兴高潮。出身于
僧侣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刚一即位就实行了保护佛教，
兴隆佛教，尤尊汉藏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政策。他先后诏见了
五台山高僧璧峰、具生吉祥，分别颁赐紫衣 、金钵、度牒、
御制诗等，命随方演教。明成祖派人迎请西藏名僧哈里嘛入
京，敕封大宝法王，令统领天下释教，遣使送五台山显通寺
安置，又敕修佛舍利塔及显通寺，还于寺中塑哈里麻肖像。
黄教祖师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到五台山巡礼弘法，入京后受
到成祖盛情接待，封大国师，赐金印、宝诰、经像、金银器
等物。释迦也失又去五台山之后，成祖又几次致书慰问。英
宗敕造《大藏经》送五台山普恩寺、五台顶供养，又敕谕护
持显通寺。宪宗遣人送一丈六尺镀金文殊像一尊、画幅百轴、
香金五千两、布帛千匹、念珠万串于五台山文殊寺，并制书
盛赞圣地，敕修文殊寺。

武宗敕建了铜瓦殿，赐额广宗寺，又敕梵僧于中台顶建寺，
铸铁为瓦，赐额演教，敕旨护持。

万历年间，五台山佛教更加兴盛。明神宗重修大白塔，为母
祈福;敕造《大藏经》送五台山2藏现存于显通寺的水陆法会
殿共3120本是现在国内保存下来最完整的大藏经;遣使于五顶
和狮子窝设弘福万寿报国佑民吉祥大斋;又先后几次送《大藏
经》6藏，于狮子窝与五台顶安置，修建狮子窝万佛塔及五顶
寺院，并在五台山设水陆法会，供养全山僧众。其母李太后
出钱于五台山修建寺院。其时五台山寺院剧增，全山达104多
座，僧侣众多，佛事兴盛。宗派以禅宗和藏传佛教为盛，而
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皆有。



清朝建立以后，康雍乾嘉四帝，无论其本人信佛与否，都相
续不断地奉行着尊崇佛教政策。到康、雍、乾朝，尊崇佛教，
尤尊藏传佛教，已经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五台山是中国佛
教名山中唯一的清黄庙并存的汉藏佛教圣地，且离京城较近，
于是清朝诸帝便特别重视扶持五台山佛教。从顺治皇帝起，
即重视利用黄教来加强蒙古地区与朝廷的联系，借以融洽民
族关系。顺治皇帝曾两次派数十名喇嘛到五台山，作护国佑
民道场;命阿王老藏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康熙
皇帝从康熙二十二年(1684)以后，先后五次朝台，遍礼台顶，
朝拜各庙，赐题碑文匾额，还亲封菩萨顶大喇嘛丹巴扎萨克
为清修禅师，赐提督印和斩杀剑，命山西全省按时进贡钱粮。
常住镇海寺的章嘉呼图克图则受命统辖蒙古和青海的佛教事
务。乾隆皇帝继位后，效法其祖，曾六次朝台，广题诗文匾
额，屡拨巨款，重修寺院。嘉庆皇帝继位后，也到五台山朝
拜一次。

清朝统治者注重鼓励蒙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融洽民族关系，
五台山喇嘛教权倾一时。康熙四十四年(1705)，敕令五台山
菩萨顶等10寺改为喇嘛庙，实行从藏传佛教堪布中给五台山
委任大喇嘛的制度，还让统辖内蒙、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
章嘉呼图克图住在镇海寺。乾隆皇帝还命在白水池建寺一所，
归三世章嘉活佛私有，赐名永乐院。在清代，蒙藏佛教徒对
五台山非常崇拜，内外蒙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
遂使五台山的藏传佛教达到鼎盛时期。至嘉庆时，五台山有
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喇嘛千余人，其中菩萨顶一寺就有喇
嘛561人。

至清末，五台山有青庙78所，僧侣在千人以上。清代汉传佛
教宗派继承了明末余绪，以禅宗为主，禅宗中以临济宗居首。

清末至中华民国初期，五台山佛教仍保持一定的规模。
据1936年统计，五台山有寺院13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
嘛800余人。民国年间，一些寺院僧人曾募捐扩建了南山寺、
普化寺、龙泉寺、慈福寺、尊胜寺等。特别是由于民国政府



对七世章嘉活佛大加重用，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
和蒙旗宣化使，五台山藏传佛教又兴盛一时。

五台山悠久的历史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地形构造加之古
代建筑和文物的保存，特别是它的魂----文殊信仰对世人对
全山的影响。世界遗产当之无愧!

五台山导游词讲解篇七

五台山因有五座顶如平台的山峰而得名。五座台顶巍峨高峻，
各有各的特点，但都如诗如画，风光秀丽。境内山环水绕，
雨量充沛，植被良好，气候凉爽，从古迄今一直为；理想的
游览与避暑圣地。

五台山佛教起源于东汉，为中国佛教发祥地之一。北齐、盛
唐、清代为五台山佛教史上的三个鼎盛时期。自改革开放以
来，佛国圣地又迎来了它的第四个辉煌时代。

根据最新统计，五台山现有寺院124座，较为完好地保留着唐、
宋、元、明、清等八个朝代的寺庙建筑及各种佛像、佛塔、
壁画等珍贵文物，酷似一座蕴籍精深、浩瀚博大的自然生态
园暨佛教文化艺术博物馆。

五台山融会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民间宗教、儒教、道教
和三晋文化的精华，遂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中国四大
灵境之一，中国佛教的缩影，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宝库，中国
宝塔艺术展览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中国佛教艺术
奇葩，世界佛教的文殊信仰中心，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
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等荣誉，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历史遗
留下来的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可谓此处独有，它山莫比。

五台山目前拥有九项桂冠：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中国四
大佛教名山之首；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首批国家级示范森林公园；我国对外推出的35张旅游王牌之
一；国家aaaaa级风景旅游区；全国文明风景区示范点；中华
十大名山之一；山西省旅游业发展的龙头。目前，正在申报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