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 云南民族村
导游词(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篇一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到云南民族村观光游览。

今天，各位来到云南，很难走遍云南的村村寨寨，所以，游
览云南民族村便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云南民族风情的缩影。云
南民族村，位于距市区8千米处的滇池之滨，占地1340亩，与
著名的西山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区隔水相望。它集中展示了
云南各民族自然村落式民族民居建筑，集民族风情，音乐舞
蹈，宗教文化为一体，容峻山秀水，玲珑景致为一园。

自1992年2月18开村以来，云南民族村已建成开放了傣，白，
纳西，佤等13个民族村寨。相信村寨中每一个景点都会给你
留下深刻印象，使你留恋忘返。各位朋友，一进大门我们看
到的这个景致叫“白象迎宾”。大象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是
吉祥的象征，白象迎宾，就是给大家一个吉祥的祝福。

大家看，远处那一座被碧水绿树包围着的白塔。白塔是傣族
村的象征，让我们先到傣家寨游览。人们习惯上把居住在水
边的傣族称为水傣。把居住在山地的傣族称为旱傣，又根据
服饰把元江河谷地区的傣族称为花腰傣。而民族村的村寨则
以最具特色的水傣为主。大家听，傣家小卜哨，小卜冒们为
大家奏起了迎宾曲。走进寨门，请大家沿着这条红色小路参
观傣族村。右边是一尊金色的佛像，表明了傣族人民的佛教



信仰。傣族除了信仰小乘佛教外，还信仰原始宗教。在这尊
佛像的背后的一幢小型竹楼里，供奉着傣族的寨神。由此，
可看出傣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

请大家往左边看，这便是傣家的竹楼。竹楼的形式为干栏式
建筑。干栏式建筑常见于中国的南方地区，其特点是凉爽防
潮。请大家随我上楼参观。楼上右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
厅外有凉台。傣族认为自己的灵魂和家神都在卧室里，外人
来了会打扰家神，摄走灵魂。所以傣家的卧室外人是不能进
入的。竹楼的客厅内置有火塘，内有三脚架。在云南的少数
民族生活起居中，火塘占有很崇高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神秘
的火塘文化。下了竹楼往前走，一路上经过工艺楼，风情楼，
风味楼。

现在，在我们左边的这幢有塔尖的高大竹楼就是傣族的佛寺。
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进入佛殿内，大
家可能发觉她与我们常见的大乘佛教的佛寺不同。大乘佛教
比小乘佛教更具宗教色彩，它把释迦莫逆神化，而且认为三
世十方都有佛，所以，大乘佛寺的佛像高大庄严，且数量多。
而小乘佛教仅将其奉为始祖。因此其佛像与现实中的人相似，
佛像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小乘佛教的佛殿格局也就不尽相
同了。在修行方式上，大乘佛教主张除出家的僧尼外，还要
有大批的居家教徒，在这点上，大乘佛教更居世俗化。小乘
佛教要求男性信奉者必须出家，所以，云南傣族地区的男孩
子都要到寺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和尚，学习宗教和文化知识。

泼水节是傣族家最隆重的节日，她是傣族辞旧迎新的盛大节
日。在傣历六月中旬，身着盛装的傣族姑娘们在欢乐的象脚
鼓与芒锣声中，跳着柔媚的孔雀舞。其间，伴着婉转的歌声，
水也将悄然洒落在你的衣服上。你可不要躲开，这是傣家的
吉祥水，湿透全身才能幸福终身，50年代，周总理就曾不远
万里来到版纳参加傣族的泼水节，可见国家伟人对少数民族
的关心。这一事件，在题为“周总理诞生100周年”的纪念邮
票上也得到了具体反映。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先前已经看到的白塔。绕过白塔，经过
一道木板桥，我们就出了傣族村。不知不觉中，整个民族村
目前已经建成的12个村寨已经参观完毕了。今天的参观，使
我们饱览了一次云南民族文化大展示。在短暂的时间里，我
们接触了众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既大致了解了云南各少数民
族的文化生活，又从中窥见了我们祖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足迹。

云南民族村计划建造26个村寨，等新的村寨建起来时，欢迎
您再来。

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篇二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到云南民族村观光游览。

今天，各位来到云南，很难走遍云南的村村寨寨，所以，游
览云南民族村便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云南民族风情的缩影。

云南民族村，位于距市区8千米处的滇池之滨，占地1340亩，
与著名的西山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区隔水相望。它集中展示
了云南各民族自然村落式民族民居建筑，集民族风情，音乐
舞蹈，宗教文化为一体，容峻山秀水，玲珑景致为一园。
自1992年2月18开村以来，云南民族村已建成开放了傣，白，
纳西，佤等13个民族村寨。相信村寨中每一个景点都会给你
留下深刻印象，使你留恋忘返。

各位朋友，一进大门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致叫“白象迎宾”。
大象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是吉祥的象征，白象迎宾，就是给
大家一个吉祥的祝福。

大家看，远处那一座被碧水绿树包围着的白塔。白塔是傣族
村的象征，让我们先到傣家寨游览。人们习惯上把居住在水
边的傣族称为水傣。把居住在山地的傣族称为旱傣，又根据



服饰把元江河谷地区的傣族称为花腰傣。而民族村的村寨则
以最具特色的水傣为主。

大家听，傣家小卜哨，小卜冒们为大家奏起了迎宾曲。

走进寨门，请大家沿着这条红色小路参观傣族村。右边是一
尊金色的佛像，表明了傣族人民的佛教信仰。傣族除了信仰
小乘佛教外，还信仰原始宗教。在这尊佛像的背后的一幢小
型竹楼里，供奉着傣族的寨神。由此，可看出傣族宗教信仰
的多元化特点。

请大家往左边看，这便是傣家的竹楼。竹楼的形式为干栏式
建筑。干栏式建筑常见于中国的南方地区，其特点是凉爽防
潮。请大家随我上楼参观。楼上右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
厅外有凉台。傣族认为自己的灵魂和家神都在卧室里，外人
来了会打扰家神，摄走灵魂。所以傣家的卧室外人是不能进
入的。竹楼的客厅内置有火塘，内有三脚架。在云南的少数
民族生活起居中，火塘占有很崇高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神秘
的火塘文化。下了竹楼往前走，一路上经过工艺楼，风情楼，
风味楼。

现在，在我们左边的这幢有塔尖的高大竹楼就是傣族的佛寺。
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

进入佛殿内，大家可能发觉她与我们常见的大乘佛教的佛寺
不同。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具宗教色彩，它把释迦莫逆神
化，而且认为三世十方都有佛，所以，大乘佛寺的佛像高大
庄严，且数量多。而小乘佛教仅将其奉为始祖。因此其佛像
与现实中的人相似，佛像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小乘佛教的
佛殿格局也就不尽相同了。在修行方式上，大乘佛教主张除
出家的僧尼外，还要有大批的居家教徒，在这点上，大乘佛
教更居世俗化。小乘佛教要求男性信奉者必须出家，所以，
云南傣族地区的男孩子都要到寺庙里当一段时间的和尚，学
习宗教和文化知识。



出了佛寺，我们看到路边的这座别致的小塔厦，这是傣家的
水井。傣族人民对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
水是十分圣洁的，因而对水井也就特别爱护。中国人民邮政
曾发行过一套题“傣家建筑”的邮票，其中就有傣家的水井。
水井对面是钟亭和泼水亭，这些建筑都与傣族的一个十分有
名的传统节日——泼水节有关。

泼水节是傣族家最隆重的节日，她是傣族辞旧迎新的盛大节
日。在傣历六月中旬，身着盛装的傣族姑娘们在欢乐的象脚
鼓与芒锣声中，跳着柔媚的孔雀舞。其间，伴着婉转的歌声，
水也将悄然洒落在你的衣服上。

你可不要躲开哦，这是傣家的吉祥水，湿透全身才能幸福终
身，50年代，周就曾不远万里来到版纳参加傣族的泼水节，
可见国家伟人对少数民族的关心。这一事件，在题为“周恩
来诞生100周年”的纪念邮票上也得到了具体反映。

关于泼水节，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古时候有一个作恶多端
的魔王，抢了7个姑娘做他的妻子，聪明的7姑娘从得意忘形
的魔王口中得知，用魔王自己的头发勒魔王的脖子，就能将
魔王置于死地。7姑娘这样做了，魔王的头滚了下来，但这个
魔头滚到那里，那里就起大火。为了扑灭大火，7位姑娘勇敢
地抱起魔王的头，一年一换。为了感谢这7位姑娘，每年轮换
的时候，人们都要给姑娘泼水，冲洗身上的污秽。从此就形
成了辞旧迎新的泼水节。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先前已经看到的白塔。绕过白塔，经过
一道木板桥，我们就出了傣族村。不知不觉中，整个民族村
目前已经建成的12个村寨已经参观完毕了。今天的参观，使
我们饱览了一次云南民族文化大展示。在短暂的时间里，我
们接触了众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既大致了解了云南各少数民
族的文化生活，又从中窥见了我们祖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足迹。



云南民族村计划建造26个村寨，等新的村寨建起来时，欢迎
您再来!

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篇三

各位朋友：

云南民族村景区内水陆交错，清新优雅，各村寨景点错落有
致，风格迎异。其间有绿荫小径，亭阁回廊、拱桥石阶相衔
相接，并与滇池湖滨大道首尾贯通。游览线路，路转水回，
柳暗花明，引人入胜。周围自然的景观和得天独厚的天然调
节，使得民族村内花枝不断，四季缤纷，每一刻，每一季，
都有各自动人的美景。

游客在村寨里，除可了解云南各民族的建筑风格、民族服饰、
民族风俗外，还可以观赏激光喷泉、水幕电影、民族歌舞、
大象表演;品尝民族风味小吃，购买民族工艺品。身着民族服
饰的导游小姐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讲解各少数民族的习俗。
结合各少数民族节日，在村里还举行白族的“三月街”、傣
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僳僳族的“刀杆节”、
景颇族的“目脑纵歌”、纳西族的“三朵节”等独具民族特
色的民族节日活动，让人们尽兴观赏，沉浸在各民族的海洋
里，是云南旅游的重要旅游景区。

云南民族村景区内建有造型各异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有五
彩缤纷的衣着服饰，有妙趣横生的婚俗礼仪、有多姿多彩的
民族节庆、有优美诙谐的音乐舞蹈，兼有博览、游乐、度假、
餐饮服务等各种综合配套设施。

南民族村里，吉祥的傣寨白塔，壮观的白族大理三塔，高耸
的彝家图腾柱，源远流长的纳西东巴文化，佤族的木鼓、布
朗族的婚俗、基诺族的太阳鼓、拉祜族的芦笙舞、雪域高原
的藏族佛寺、哈尼族的龙巴门、德昂族的龙阳塔、景颇的木
脑纵歌、壮族的铜鼓文化、奇特的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遗承、



以及风趣的亚洲群象表演、精美独特的民族风味美食、多元
的民族文化、风情浓郁的民俗展示，将令您陶醉其中，流连
忘返。

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篇四

云南民族村位于滇池北岸的海埂，是一条由东向西仲入滇池
的狭长的半岛沙滩，俗称"海埂"。其占地面积2万亩，有天然
的游浴场和体育训练基地，为消夏娱乐度假的好地方。它与
西山森林公园、大观公园、郑和公园等风景名胜区隔水相望。
有索道连接西山龙门，组成了民族村至西山风景区的旅游环
路。近来为发展旅游，先后建起了云南民族村和云南民族博
物馆。集云南主要的彝、白、傣、苗、景颇、佤、哈尼、纳
西、傈僳、独龙等25个少数民族的村寨、民族歌舞厅、民族
广场以及激光喷泉、水幕电影等旅游设施。民族村寨采用复
原陈列的手法展示云南的民族风情。走进村里只见不同风格
的民族村寨分布其间，错落有致，各展风姿，各少数民族丰
富多彩的村舍建筑、生产、生活、宗教习俗均如实地展示出
来，是云南民族文化的缩影。

云南民族村主大门是一组造型富丽典雅，气势恢宏的钢架式
建筑。门首悬挂着"云南民族村"五个雄浑遒劲的烫金大字，
正中是一只振翅腾飞的金孔雀图形徽标，象征着云南民族村
吉祥幸福，兴旺发达的美好前景。大门前是宽阔而平整的人
流集散广场，下面的草坪中是一组形态逼真。活泼可爱的白
象群雕塑，名为"白象迎宾"。

云南民族村景区内水陆交错，清新优雅，各村寨景点错落有
致，风格迎异。其间有绿荫小径，亭阁回廊、拱桥石阶相衔
相接，并与滇池湖滨大道首尾贯通。游览线路，路转水回，
柳暗花明，引人入胜。周围自然的景观和得天独厚的天然调
节，使得民族村内花枝不断，四季缤纷，每一刻，每一季，
都有各自动人的美景。



游客在村寨里，除可了解云南各民族的建筑风格、民族服饰、
民族风俗外，还可以观赏激光喷泉、水幕电影、民族歌舞、
大象表演;品尝民族风味小吃，购买民族工艺品。身着民族服
饰的导游小姐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讲解各少数民族的习俗。
结合各少数民族节日，在村里还举行白族的"三月街"、傣族
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僳僳族的"刀杆节"、景颇族
的"目脑纵歌"、纳西族的"三朵节"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节
日活动，让人们尽兴观赏，沉浸在各民族的海洋里，是云南
旅游的重要旅游景区。

云南民族村景区内建有造型各异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有五
彩缤纷的衣着服饰，有妙趣横生的婚俗礼仪、有多姿多彩的
民族节庆、有优美诙谐的音乐舞蹈，兼有博览、游乐、度假、
餐饮服务等各种综合配套设施。

云南民族村里，吉祥的傣寨白塔，壮观的白族大理三塔，高
耸的彝家图腾柱，源远流长的纳西东巴文化，佤族的木鼓、
布朗族的婚俗、基诺族的太阳鼓、拉祜族的芦笙舞、雪域高
原的藏族佛寺、哈尼族的龙巴门、德昂族的龙阳塔、景颇的
木脑纵歌、壮族的铜鼓文化、奇特的摩梭人母系氏族社会遗
承、以及风趣的亚洲群象表演、精美独特的民族风味美食、
多元的民族文化、风情浓郁的民俗展示，将令您陶醉其中，
流连忘返。

主要村寨

白族村

占地62.5亩。村内以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白族传统民居为
主。"三坊一照壁"云南民族村泼水节、"四合五天井"、"扎染
坊"、"木雕屋"、"花园茶社"、"戏台"、"本主庙"及大理"崇
圣寺三塔"等布局，使整座村寨院落鳞次栉比，宽敞整齐。一
条以经营精美工业品的"大理街"贯通南北，沿街设有民俗馆
和蝴蝶展馆。白族热情好客，先客后主是白族待客的礼节。



家中来了客人，以酒、茶相待。著名的三道茶是白族的待客
礼。但白族人倒茶一般只倒半杯，倒酒则需满杯，他们认为
酒满敬人，茶满欺人。受到白族人热情的款待，应说声"挪卫你
(谢谢)"来表示你的谢意和感激之情。尊敬长辈是白族的传统
美德，见到老人要主动打招呼、问候、让道、让座、端茶、
递烟。家里的火塘是个神圣的地方，忌讳向火塘内吐口水，
禁止从火塘上跨过。

主要节目有民间艺术"霸王鞭"、"草帽舞"、"大本曲"等充满
喜庆欢乐气氛;民俗节庆活动"三月街"、"绕三灵"、"迎新娘"
等。

彝族村

占地50余亩，三虎浮雕墙与虎山造型表现了彝族虎文化特色。
太阳历广场中央的云南民族村图腾柱上有太阳、虎、火和八
卦图形象，周围环绕着黑白面向不同的10个月球造型。广场
外圆周分布有12生肖石雕。依山而建的"土掌房"建筑群，真
实再现了彝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观。建筑中有土司院、
文化楼、知青房、酒坊及织绣间等。村中建有斗牛场和茶山
园，还有秋千等民间体育设施。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
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
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
二十六日晚上举行。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
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
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
起舞。

苗族村

选取山地为营造环境，颇具代表性，提炼了苗族建筑的精华。
吊角楼展示苗族服饰及手工制作工艺，民居楼则反映了生活
起居的民间风范。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山歌和芦笙舞
都很受群众喜爱。芦笙舞又称"跳歌"、"打跳"、"踩芦笙"，



是苗族群众自娱和表演相结合的民间舞蹈。每逢喜庆节日，
苗家人身着盛装欢聚在芦笙场上，吹起动人的芦笙，边奏边
舞，尽情狂欢。芦笙舞欢快，热烈，舞姿富有禀性，小伙子
们粗犷炽热，豪放稳健，姑娘们体态优美，含蓄抒情。

苗族传统节庆分为农事活动节庆、物质交流节庆男女社交、
恋爱择偶节庆、祭祀性节庆、纪念性庆贺性节庆。每月都有
一个以上的节庆日。一年一度的"花山节"是苗族的传统佳节，
也是青年男女寻找知音、中老年人互相祝福的.佳节。"祭鼓
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届时要杀一头牯子牛，祭视
先人，并邀亲朋共聚一堂。

傣寨

占地面积27亩，三面环水，绿树掩映。一幢幢"干栏式"傣家
竹楼，通过蜿延傣寨的红砂石小径联向肃穆的缅寺。巍峨壮
观的白塔，精巧玲珑的风雨桥，以及风雨亭、水井、钟亭等
建筑充满着傣家的浓郁风情，是傣寨真实的民间景观再现。

壮族村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期间,有活泼欢快的"象脚鼓舞"("嘎光
舞")和婀娜多姿的"孔雀舞"。节日：傣族的重大节日有泼水
节、关门节和开门节。泼水节是傣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节日，
时间是傣历六月(公历4月中旬)，举行3天，头两天送旧，最
后一天迎新。这天人们要拜佛，姑娘们用漂着鲜花的清水为
佛洗尘，然后彼此泼水嬉戏，相互祝愿，认为这样可以不生
疾病，四季平安，鼓声、锣声、泼水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期间还要举行赛龙船、放高升、放飞灯等传统娱乐活动和各
种歌舞晚会。

藏族村

占地21亩，村内有大小坡顶民居和雕楼式平顶民居。庄严神



圣的藏传佛寺，壮观的迎宾白塔，象征吉祥和睦的"白牦牛"
雕塑与独具风格的藏式建筑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在节日期
间，唱民间歌谣，跳锅庄舞、弦子舞，骑手们还进行跑马射
箭比赛。

节日：黄藏历元旦是藏族人民最重要的节日，要穿着盛装相
互拜年，并到寺院朝拜祈福。正月十五日，各大寺院举行法
事，如祈愿大法会;农历四月八日转山会(沐佛节、敬山神);
五月端午赛马大会;七月"旺果"节;冬月二十九跳神会等等。

瑶寨

由民居吊角楼、平房民居及乡村道观、粮仓、寨门等建筑构
成，错落有致;一些道云南民族村教文化元素的渗入，颇具典
型性。

瑶族音乐、舞蹈与其民间歌谣一样，起源于劳动与宗教。其
舞蹈著名者如长鼓舞、铜鼓舞，系祭祀盘王、密洛陀的大型
舞蹈。民间盛行的舞蹈还有狮舞、草龙舞、花棍舞、上香舞、
求师舞等数十种。

节日：大节日有盘王节、春节、达努节、中元节、社王节、
清明节等，小节日几乎每月都有。盘王节，俗称"跳盘王"、"
还盘王愿"。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时为农历十月十六日，一
般由一户、数户或一村进行。主要仪式由师公跳神祈祷，唱
盘王歌，跳长鼓舞，祷告盘王(盘瓠)保佑赐福。盘王节，一
般是自称"勉支"的瑶族的节日，十分隆重。

阿昌寨

以一幢合院系建筑为主体，与寨门、手工作坊等建筑互为呼
应，青瓦砖墙，石础抬柱，颇具特色。阿昌族热情好客，尊
老爱幼。有客来家小憩，主人要好酒好茶招待，吃饭礼让上
座，如客人年轻辈分小可推辞坐边座或下方坐;遇敬酒倒茶，



忌不礼让就接受。有劝饭习俗，无论会喝酒、喝茶否，忌讳
客人不接受;遇劝饭时，无论已饱否都应伸双飞捧碗相接;双
手接递或起身行礼，视为恭敬。主要宗教节日有"进洼"、"出
洼"、"白柴"、"水节"。除宗教节日外，户腊撒的阿昌族，一
年较大的几个节日如赶摆、蹬窝罗，会街节、尝新节、泼水
节等，都与傣族相同。

摩梭之家

紧依"泸沽湖"畔建有摩梭人居住的"木楞房"，这座全部用原
木建成的风格古朴的壮族村四合寨楼取名为"摩梭之家"。摩
梭人居住在滇西北高原永宁地区的泸沽湖畔，人口约8万多，
至今还保留母系氏族和母系家庭的生活习惯。这一奇特的民
俗引起了全世界人类学家的关注，由时给摩梭人增添了奇异，
神秘的色彩。在"摩梭之家"这个风光秀丽、充满神秘色彩的
地方，热情好客的摩梭姑娘载歌载舞，向贵宾献上酥油茶，
为游客荡起"猪槽"船，一曲情深意长的"玛达咪"，给人留下
难忘的印象。

云南名族民族村导游词篇五

现在我要带领大家去看的是云南的代表。大家猜猜是什么啊?
大家都知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在
这里世代繁衍声息，形成了云南独特的风情。现在大家都猜
出来了吧。对了，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去的就是云南民族村
了......

云南民族村位于昆明市南6公里，占地20xx亩。云南民族村南
临浩瀚的昆明滇池、北望历史文化名城昆明，西靠著名的昆
明西山风景旅游区，湖光山色秀美无比。云南民族村内将要
为云南的26个民族各建一个村，并配以民族团结广场、民族
歌舞演出厅、云南民族博物馆、民族蜡像馆等，它是云南民
族的一个缩影。走进云南民族村，只见村舍错落有致，云南
民族风情古朴浓郁。园中有园，村外有村，千变万化，五彩



纷呈。而且到处花红柳绿，碧波粼粼，笙歌不绝，舞影婆娑，
被人们誉为“人间仙境”。这里四季如春，气候宜人，鸟语
花香，自然人文景观与民族风情和谐地融为一体。

云南民族村拟建25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还建有民族团结广
场、民族歌舞厅、风味食品城、宿营娱乐区等一批集观赏、
游乐、度假、水上娱乐、餐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配套设施，
能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和爱好。

从云南民族村大门进去，可以先去歌舞厅看定时演出的云南
歌舞，再去游览傣族村。这是风情最浓、最美的旅游村寨之
一。里面种满了热带和亚热带植物，一幢幢精致典雅的傣家
竹楼点缀其间。有干栏式的民居楼、泼水亭、佛寺、泼水广
场等57个傣式建筑物，展示了云南傣乡建筑之精华。村中雄
伟的白塔叫“波中塔”，高23.6米，是按1：0.9的比例仿云
南德宏州盈江的允燕塔建造的。40座小塔簇拥着高高的主塔，
365个风铃铃声悦耳动听。云南傣味楼还供应傣味菜肴。云南
民族村内的大理白族村是其中最豪华的。“三坊一照
壁”、“四合五天井”雕梁画栋，彩绘丹青。另有三塔、洱
海、蝴蝶泉、本主庙等风光旅游名胜缩影。白族艺术馆内展
出的蝴蝶，是中国最大、珍品最多的一处蝴蝶馆，价值极高，
不可不看。大理石珍品馆内奇石琳琅满目，令人大饱眼福。
另外定时有大理白族歌舞表演，还可以品尝到三道茶和美味
的白族佳肴。彝族村太阳历广场，中间竖有一根观测时辰的
石柱，雕有12生肖的石刻，通过石柱的日影来观测时辰，生
动地再现彝族古老的太阳历。巨“虎”则表现了古代彝族人
民的图腾崇拜。另外有土掌房、舞蹈等场景可供观赏。云南
民族村的其它的民族村寨亦各有其特点。

在云南民族村旁，有一个目前全中国最大、最好的民族博物
馆-云南民族博物馆。该馆由陈列馆、科研办公楼、藏品库和
手工作坊等组成，陈列馆共有十六个展室，六千多平方米展
出面积以及一个演示作坊和画廊，收藏品达十二万件。建筑
群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是群众大型联欢的好去处。纵观整



个云南民族村，是集云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旅游风情、
建筑艺术、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生活环境为一体而建设的，
并且全部都是招收云南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青年来服务和表
演，使人感到不仅丰富博大，园林风光优美迷人，而且真实
亲切。加上结构巧妙，布局美观典雅，形成了一个江南园林
式的民俗大观园，置身其间，的确使人犹如进入仙境一般。

只是说肯定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吧。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让我们快一点去参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