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武当山导游词视频 山西北武当山的
导游词(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武当山导游词视频篇一

北武当山，位于山西省吕梁地区方山县境内，古称龙王山，
又名真武山，明代修复玄天大殿后，根据非玄武不足以当之
之意，更名为武当山，因位于北方，故改称北武当山。这里
既有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又有历史久远的人文景观，是我
国北方著名的道教圣地。1990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族宗教
事务局批准为道教活动场所，1994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
级重点风景名我。

冬白”之誉，加上陡峭险峻的石阶、古老恢宏的庙宇，可谓集
“雄、奇、险、秀”于一体。

万为奇异壮观的是，千姿百态的古松和天然雕饰的怪石，如：
仙人指路松、擎天探海松、鸳鸯松、龟蛇头智、古猿望日、
石猪受难……个个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峰顶建有真武庙，
据古碑记载，创建于唐时，重修于明季，山上我个大小庙宇
有道教活动，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每逢农历三月初一至
初三，是古庙会期，届时香烟缭绕，游人云集。

北武当山道观现有道人十多个，观内存有泥塑、壁画、石碑
等文物，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当代文人学者登临此山，
无不题词作画;香客游人游历此山，无不流连忘返。



武当山导游词视频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道教第一名山——武当山。武当山是
道教真武大帝的道场，又名太和山，仙室山等，明代，由于
统治者对真武的尊崇，武当山被封为“太岳”、“玄岳”，
成为“天下第一名山”，地位在“五岳”之上。

武当山古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据统计，唐至清代共
建庙宇500多处，庙房20000余间，明代达到鼎盛，历代皇帝
都把武当山道场作为皇室家庙来修建。明永乐年间，大建武
当，史有“北建故宫，南修武当”之说。而武当山的古建筑
群更是充分利用自然，采用皇家建筑方式统一布局，集中体
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武当山古建筑群于1994
年12月15日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另外，这里不仅是道教的香火胜地，还是武当拳的故乡，中
国武术历来就有北尊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以静
制动，以柔克刚，炼气凝神，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是极好
的健身养性之术。其中，张三丰便是集大成者的代表性人物，
相信大家也有耳闻。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一定迫不及待了吧，下面就由我来带
领大家游览武当的美景吧！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太子坡，又名复真观，面对千
丈幽壑，右为天池，雨时飞瀑秀丽，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铁杵
磨针的故事，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道院，取太子回心转意
再度修行的意思，把这座道观改名为复真观，其主体建筑主
要有山门，五云梯，太子读书殿，而穿插于这些主体建筑中
还有四大奇景，九曲黄河墙，一里四道门，一柱十二梁，十
里桂花香。



各位游客，往这边走现在到达的是紫霄宫，始建于宋宝和年
间，明永乐十年增建并赐额，太玄紫霄宫，明嘉靖三十一年
扩建到806间，新中国成立后曾几度修葺，保持了原貌，现存
建筑182间，建筑面积达到8.6平方千米，是武当山现存最完
整的宫殿之一。

从紫霄宫行驶2.5公里至终点战乌鸦岭经南天门而过便来到了
我们的南岩宫了，也称为大圣南岩宫，传说是真武得道飞升
的圣地，来到南岩宫，就得去参观有着天下第一香之称的龙
头香。龙头香是古代工匠采用圆锥，镂雕，影雕等多种方法
凿刻而成，在龙头香对面为礼斗台和风月双清亭遗址，龙头
香四面崛起一峰，景岩万仞，直刺冲天，大有欲飞之势，自
然景色绝佳，其上建有梳妆台和飞升台，相传真武大帝居住
武当修炼42年，得道升天，曾在此梳妆更衣，故又名更衣台。
也正因龙头香的神秘地位，信士弟子们为表虔诚，每次来朝
拜武当，都要烧龙头香而走上那生死边缘，因此，在康熙年
间曾被禁止烧龙头香，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不过也可从得
知龙头香地位的影响力之大。

请游客朋友们继续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来得的是武当山
的金顶景区，金顶最值得参观的就是金殿了。金殿始建于明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位于天柱峰顶端，是中国现存
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是武当山的象征，也是武当道教在皇
室扶持下走向鼎盛高峰的标志。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
造像，值得一提的是永乐皇帝和真武大帝的造型甚是相似，
所以民间有种说法就是：真武神，永乐相。金殿阔4.4米，
深3.15米，高5.54米，金殿整体为铜铸，外饰鎏金，总重
有90余吨，共用去360余公斤的黄金。各铸件之间严丝合缝，
浑然天成，历经近600年的风雨雷电、严寒酷暑，至今仍然金
光夺目、辉煌如初，是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的灿烂明珠，
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古代科技水平的历史见证。大家肯定
会疑惑，像这样一座巨大的铜铸鎏金大殿,是怎样建在武当山
主峰天柱峰之上呢?其实大殿的构造，可谓是耗费了巨大的人
力、物力、财力，永乐皇帝对金殿的关心也称得上是无微不



致，从金殿构件铸造到护送安装等每个环节，他都亲自安排。
工匠们按其“冶铜为殿，重檐叠拱，羽飞瓦立，饬以黄金范
玄帝金像，左右灵官玉女、捧剑执旗天将”的圣旨,在北京将
全部构件铸造完成后，才由运河经南京溯长江、汉江，一直
护送到了武当山。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灿烂夺目的金殿
则被誉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山顶上的“紫禁城”。这不仅
宣扬了体现了封建帝王的君权神受的思想，更是符合道教天
人合一的思想。

好了，今天我们的.武当山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如在旅途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毛病没做好的，我深表歉意，如
若有缘，我们再聚。谢谢大家一路上的配合，感谢一路上有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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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导游词视频篇三

北武当山据现存碑刻资料讲，此山早在唐宋时已有道教活动。
山名本作龙王山。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一通名为
《龙王山新建玄天上帝宫记》的碑刻中，称此山为“北方之
伟观也。中一峰孤峻，上有玄帝庙一楹，肇创始末无所稽”。



玄帝庙应该就是真武庙，而所谓“肇创始末无所稽”，则说
明北武当山的真武庙同样有可能始创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万
历二十五年这次所谓“新建玄天上帝宫”，事实上是把原来
的玄天庙扩建为更大规模的宫阙形式。为什么要扩建?此碑刻
中说：“成祖文皇帝武当山建宫崇报事宜，益信玄帝为北极
正神。”而北武当山“自开辟以来，俨然几立一旦英爽之气，
明演而照，不假募化而乐施者万万，无待劝诱而趋事者源
源”。讲到当时山上建造宫庙的形势，碑刻中又形容
说：“葺造观者罗列星布，皆鸿材钜植，金碧辉煌，虽不能
与南顶方轨交迹，即规模壮丽、制度宏敞亦足以妥神灵，而
耸其瞻矣，噫噫岂偶然哉!”

这里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撰此碑者不但将当时北武当山
建玄天宫的事同样直接和明成祖笃信“玄帝为北极正神”的
事情联系了起来，而且湖北武当山称作为“南顶”。我们还
在清雍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山西通志·山川卷》中，发
现当时西北一带的百姓已普遍又把北武当山叫作“北顶”。
原来，无论是湖北的武当山，还是山西的北武当山，其主峰
均被称曰为“金顶”。所以，“南顶”和“北顶”就成为明
清之际人们对南北两处武当山最简明的俗称。北武当山上仍
然保留的明清两代存的“北武当”石坊和“玄天”石坊，以
及山下曹家沟旧有格局基本完整并经过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太
和宫(俗称真武行宫)，这些不但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北武当山
历史的实物坐标，而且可以证实，山西的北武当山与湖北武
山一样，无疑同样都是名符其实的道教历史名山。

山西的北武当山不但史出有名，而且自然景致极有特色。我
国著名国画家吴冠中先生曾经两次登上北武当山，他认为北
武当山上的花岗岩小圣石与奇松，无论其自然造型或是天然
的分布章法，都应该属于黄山一族。我国当代的旅游地学理
论家北师大教授卢云亭先生则认为北武当山兼有泰山之雄、
黄山之奇、华山之险以及峨嵋之秀和青城山之幽。北武当山
金顶正南对面有一山峰，峰顶天然生成两块巨石。西边一块
蠕蠕似动形状酷似一头巨龟，东边一块隐身昂首颇像一条长



蛇。每当山头云海浮动之际，这一对天然、龟蛇”更显得活
龙活现，逼真生动。凡来北武当山旅游的人们都对着它们长
目，啧啧称奇，这无疑正应了道教中“天之北方七星形似龟
蛇，亦即玄武”的典故。许多专家以为，北武当山上的“龟
蛇石”应该堪称为我国近千处名山自然肖形石中的一流珍品。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看到北武当山上的“龟蛇石”的这座
山峰命名为“水火峰”，这就更符合道教教义且有文化色彩
了。

武当山导游词视频篇四

北武当山主峰四周几乎都是陡壁悬崖，只有一条人造“天
梯”可攀。来到山脚下，过五里黄土、五里沙路，便是1450
余级就山凿筑的石阶，凡险峻之处，设有铁索扶手。石阶一
线叠置，从下仰视，宛如“天梯”。游人攀登，每一步都可
听到悠扬顿挫的“石音”，形成独特的“石乐”绝景 。沿着
石阶 ，奇松异石、庙宇石刻，掩没在葱郁的山林植被之中，
相间点缀，相映成趣。

主要的山石景观有：古猿望日、石猪受难、九龙出洞、石象
守山、天壶倾露、石羊朝圣、石龟下蛋、石虎、石蛤蟆、龟
蛇斗智等。最令人称奇的是“龟蛇斗智”奇观，相传神龟和
青蛇不安心修道，互相格斗，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麈战，神
龟节节败退，青蛇步步紧逼。其时，恰逢真武大帝返宫，见
状，轻轻用手指一点，龟蛇便动弹不得，从此永久停留在这
里，成千古一绝——“蛇石”虎视眈眈，“龟石”尾临悬崖，
万斤重石，峭立崖畔，用力一推或经风一吹，便摇摇欲坠，
令人心悬，所以又称风动石，为我国罕见的景观之一。

主要的奇松景观有：鸳鸯松、迎客松、托天松、母子松等。
最使人叹为观止的是“擎天探海松”，其松立于石阶半道，
树身技分两杈，一直刺青天，一枝瞰群峰。近金顶登南天门
石阶，旁边陡崖上刻有“乔松”二字，据载为清代道光年间
永宁州牧王继贤手迹。现存乔松树桩直径近一米，可以想见



其昔日雄姿。

主要的悬崖峭壁有：千仞壁、舍身崖、鹰嘴崖等。还有呈垂
直分布的植被，其色彩和花期随季节变化，给北武当山披上了
“春粉、夏艳、秋红、冬白”的盛装。登临武当之巅，一览
众山，但见远山苍茫，近日含黛，松风扑面，白云飘逸;只闻
松涛阵阵，山泉潺潺，鸟语唧唧，似琴弦轻拨;夏秋之季，如
晴空万里，金顶之下，丛林景观相间，似七彩织锦;白云远处，
群山连绵，犹如万龙翻腾，极为壮观。

北武当山不仅自然风光绝妙，而且渊源悠久。据对现存的
《永宁州志》考证，北武当山在唐代以前就已形成一处具有
道教色彩的朝拜圣地，山顶建有玄天大殿。至于唐之前何时
而建，尚待稽考。以后随着岁月嬗递，多数庙观都经过多次
毁坏和修葺。其中仅明万历年间，就曾进行过两次大修，当
时汾州府庆成王尤敬真武祖师，不惜花费巨金将登山道路改
造成石阶，并将早已圮毁的玄天大殿修复一新，龙王山遂改
称北武当山，一时鼎盛。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四日，玄天大殿被毁。雍正二、
三年(1724—1725)，在山头建无梁砖窑一眼(即正殿)。乾隆
二十三年(1758)，又事修葺，两年内山上玄天庙、老母殿、
龙王庙、灵宫庙和山下太和宫相继落成。道光二十八
年(1849)，金顶南天门修整一新，并在大门上刻了“武当
山”三字。以后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又数次修葺。由此可见，
北武当山的道教庙现建筑群，是经历了长达一千余年风雨变
化遗存下来的，尽管现有建筑多系明清或近代遗物，但其表
现了古老的历史渊源。

其主要建筑有：对万神庙、灵宫庙、山神土地庙、二龙庙、
乔松室、三官庙、火神庙、龙王庙、黑虎庙、玄天大殿和太
和宫等。1984年 5月，方山县人民政府为开发武当胜景，保
护文物古迹，着手开发建设。1990年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
确定为全省唯一的道教活动场所，1994年公布为国家第三批



风景名胜区。近年来，上级有关单位多次拨款，社会各界纷
纷募捐，北武当山的制高点和道教活动的中心玄天大殿已修
葺一新，檐牙高琢，铁瓦覆顶，新铸真武铜像威严端坐。此
外，对万神庙等庙宇与石阶进行了维修，重塑神像，并新开
辟了一条循环小路，入山口新建了一石牌坊。目前北武当山
建筑群已初具规模。

北武当山风景名胜区开放以来，先后有许德珩、启功、周而
复、方毅、臧克家、溥杰、冯其庸、王朝闻、吴冠中等名人
学者，题词作画，纂述作文，留下千古佳作，更添武当风采。

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为北武当山古庙会期。其时，玄
天殿前，香烟缭绕，风景区内，游人如云。据史载，唐朝时就
“朝山进香者年复一年，久盛不衰”。近年来，随着北武当
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游人更是络绎不绝。

北武当山道观现有道人十多个，观内存有泥塑、壁画、石碑
等文物，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当代文人学者登临此山，
无不题词作画;香客游人游历此山，无不流连忘返。

北武当山下的曹家沟村至峰顶这段路，在当地有这样一句俗
语，叫“五里黄土五里沙，五里石磴往上爬”。

抬头向远处看，那就是有名的“夫妻迎客松”，又名“鸳鸯
松”，他们正摇动着身躯欢迎客人们的到来。这两松生于同
根，出土后一分为二，粗细高低相同。它们横柯上蔽，疏条
交映，相依相偎，酷似热恋的情人。

不远处从悬崖峭壁中伸出一修长的树干，像一只巨手横指胜
景深处，导引游人往上攀登。这就是“仙人指路松”，游人
在仙人的指引下，定会领略到胜景的真谛。

在五里沙路的西侧，有一石丛陡坡，叫“接神坡”。坡前有
一巨石，酷似一颗古猿头，高3米，宽4米，坐西向东，静卧



在花草丛中，石猿头枕青山，眼望蓝天，疑似自语，形态逼
真，这就是“接神坡古猿望日”。

说到此石的成因，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说：当年唐僧在
取经的路上，遇到一个成精的六耳猕猴，后来被观音菩萨收
走，可是猕猴手下的一个小猿精却得以逃脱，一直逃至东胜
神洲的北武当山脚下，抬头一看，好一座奇山秀峰，心想：
何不就此独占山头，永世为王?可此时正好是净乐王太子玄元
修道成真，登上北武当山前坡，巧遇天神点化之际。这小猴
一见天神降临，以为是观音又来收他，便慌忙藏于坡前花丛
之中，不料天神在坡前却将玄元太子封为真武大帝永镇此山。
小猿精目睹此情，没了主意，欲出来占据山头，自知真武不
容，逃往别处，又舍不得此山景。思之良久，主意拿定，还
是静卧此处，伺机而动，只要真武神外出行游一走，即刻出
来占据山头。第二天，果然真武离山出巡，小猿精偷看了好
长时间，不见真武返宫，高兴异常，心想，真是天助我也。
于是抖起精神，将头直起，伸出花丛之上，仰视天日。正当
它举头望日，万分得意之时，真武大帝突然出现在它眼前，
举手一指，这猿头即刻变成山石，一动不动了。从此古猿仰
天望日，历经千年的沧桑风雨，在此做着自己未圆之梦。

北武当山海拔1437米，景区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
栗子、苹果、柿子、核桃及橡、槐、漆等树木遍布山野。山
中还有种类繁多的中草药材，如何首乌、当归、荆芥、薄荷、
山参、红花、枸杞等。 传说，此处为真武大帝二次修炼羽化
脱身之处。因此深受道家敬爷。真武大帝修炼成仙后，来到
了北武当。恰逢此处有怪蟒作恶，当地百姓如入火炕。真武
大帝立即斩杀怪蟒。两年后，怪蟒复又作怪而且功力大增。
真武大帝便二次羽化，终成正果，杀绝怪蟒。现有舍身崖记
录了当年发生的故事。

北武当山原是“五里黄土路五里沙，五里石阶往上爬”。现
公路已开通，乘车可达万神庙，上山石阶有1455级，山体由
整体花岗岩组成，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浸蚀，造成今日之岩



石裸露，主峰突起，巍峨挺拔，四周几乎都是悬崖峭壁，如
神工鬼斧削劈，其自然景观奇峻秀丽。

北武当山尤为可观的是那些千姿百态的奇松和栩栩如生的怪
石。满山遍野苍翠葱茏的古松，有的高大参天，有的低矮匍
地;有的探身危崖，有的置身峭壁;有的同根而生，有的枝杈
相偎;有的壮如武夫，有的娇小玲珑……姿态奇妙，如仙人指
路松、擎天探海松、鸳鸯松、给游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受。
更让游人惊叹不已的是那些天然雕饰而成形态逼真的怪石，
如古猿望日、石猪受难、九龙出洞、石象守山、石羊朝圣、
石龟下蛋、石虎……，最令人称奇的是“龟蛇斗智”，“蛇
石”虎视眈眈，“龟石”尾临悬崖，万斤重石，峭立崖畔，
一不经意，便摇摇欲坠。

北武当山 据现存碑刻资料讲，此山早在唐宋时已有道教活动。
山名本作龙王山。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一通名为
《龙王山新建玄天上帝宫记》的碑刻中，称此山为“北方之
伟观也。中一峰孤峻，上有玄帝庙一楹，肇创始末无所稽”。
玄帝庙应该就是真武庙，而所谓“肇创始末无所稽”，则说
明北武当山的真武庙同样有可能始创于明成祖永乐年间。万
历二十五年这次所谓“新建玄天上帝宫”，事实上是把原来
的玄天庙扩建为更大规模的宫阙形式。为什么要扩建?此碑刻
中说：“成祖文皇帝武当山建宫崇报事宜，益信玄帝为北极
正神。”而北武当山“自开辟以来，俨然几立一旦英爽之气，
明演而照，不假募化而乐施者万万，无待劝诱而趋事者源
源”。讲到当时山上建造宫庙的形势，碑刻中又形容
说：“葺造观者罗列星布，皆鸿材钜植，金碧辉煌，虽不能
与南顶方轨交迹，即规模壮丽、制度宏敞亦足以妥神灵，而
耸其瞻矣，噫噫岂偶然哉!”

这里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撰此碑者不但将当时北武当山
建玄天宫的事同样直接和明成祖笃信“玄帝为北极正神”的
事情联系了起来，而且湖北武当山称作为“南顶”。我们还
在清雍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山西通志·山川卷》中，发



现当时西北一带的百姓已普遍又把北武当山叫作“北顶”。
原来，无论是湖北的武当山，还是山西的北武当山，其主峰
均被称曰为“金顶”。所以，“南顶”和“北顶”就成为明
清之际人们对南北两处武当山最简明的俗称。现在，北武当
山上仍然保留的明清两代存的“北武当”石坊和“玄天”石
坊，以及山下曹家沟旧有格局基本完整并经过清乾隆年间重
修的太和宫(俗称真武行宫)，这些不但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北
武当山历史的实物坐标，而且可以证实，山西的北武当山与
湖北武山一样，无疑同样都是名符其实的道教历史名山。

山西的北武当山不但史出有名，而且自然景致极有特色。我
国著名国画家吴冠中先生曾经两次登上北武当山，他认为北
武当山上的花岗岩小圣石与奇松，无论其自然造型或是天然
的分布章法，都应该属于黄山一族。我国当代的旅游地学理
论家北师大教授卢云亭先生则认为北武当山兼有泰山之雄、
黄山之奇、华山之险以及峨嵋之秀和青城山之幽。北武当山
金顶正南对面有一山峰，峰顶天然生成两块巨石。西边一块
蠕蠕似动形状酷似一头巨龟，东边一块隐身昂首颇像一条长
蛇。每当山头云海浮动之际，这一对天然、龟蛇”更显得活
龙活现，逼真生动。凡来北武当山旅游的人们都对着它们长
目，啧啧称奇，这无疑正应了道教中“天之北方七星形似龟
蛇，亦即玄武”的典故。许多专家以为，北武当山上的“龟
蛇石”应该堪称为我国近千处名山自然肖形石中的一流珍品。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看到北武当山上的“龟蛇石”的这座
山峰命名为“水火峰”，这就更符合道教教义且有文化色彩
了。

北武当山也叫真武当。相传，净乐王太子玄元14岁时诚心修
道，经过42年风风雨雨的磨炼，在湖北武当山修成正果，被
封为北方正神，这就是道教尊奉的神——真武大帝。被封为
北方正神之后，真武大帝就决定在北方寻找一座山作为行宫，
为了寻觅这座山，他先后99次游历北方，当他第99次游历北
方时，一日他驾祥云来到吕梁地区的关帝山区，发现有一座
山雄踞于群峰之间，顿时心中一亮，赞道：“好一座奇山秀



峰”。但是，又感到主峰略低了一些，于是便用两手指捏住
顶峰，微微向上一提，峰顶顿时就升高了99丈，远远高于四
周群峰，他高兴地说：“又一武当山兮!”从此北武当山正式
得名，并一直延用至今。

老均州(今丹江口)的节庆，除传统节日外，本地的主要节庆
有三月三、九月九庙会和一年一度的武当国际旅游节。武当
山镇每年举办的武当武术交流活动，使武当山镇成为中国著
名的武术之乡。同时，在节日期间举办的旅游风光图片展、
书画展、根雕奇石展、武当文物展、旅游产品展示会和经贸
洽谈等活动进一步展示了地方文化特色，促进了旅游业的发
展。

武当山导游词视频篇五

北武当山主峰四周几乎都是陡壁悬崖，只有一条人造“天
梯”可攀。来到山脚下，过五里黄土、五里沙路，便是1450
余级就山凿筑的石阶，凡险峻之处，设有铁索扶手。石阶一
线叠置，从下仰视，宛如“天梯”。游人攀登，每一步都可
听到悠扬顿挫的“石音”，形成独特的“石乐”绝景。沿着
石阶 ，奇松异石、庙宇石刻，掩没在葱郁的山林植被之中，
相间点缀，相映成趣。

主要的山石景观有：古猿望日、石猪受难、九龙出洞、石象
守山、天壶倾露、石羊朝圣、石龟下蛋、石虎、石蛤蟆、龟
蛇斗智等。最令人称奇的是“龟蛇斗智”奇观，相传神龟和
青蛇不安心修道，互相格斗，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麈战，神
龟节节败退，青蛇步步紧逼。其时，恰逢真武大帝返宫，见
状，轻轻用手指一点，龟蛇便动弹不得，从此永久停留在这
里，成千古一绝——“蛇石”虎视眈眈，“龟石”尾临悬崖，
万斤重石，峭立崖畔，用力一推或经风一吹，便摇摇欲坠，
令人心悬，所以又称风动石，为我国罕见的景观之一。

主要的奇松景观有：鸳鸯松、迎客松、托天松、母子松等。



最使人叹为观止的是“擎天探海松”，其松立于石阶半道，
树身技分两杈，一直刺青天，一枝瞰群峰。近金顶登南天门
石阶，旁边陡崖上刻有“乔松”二字，据载为清代道光年间
永宁州牧王继贤手迹。现存乔松树桩直径近一米，可以想见
其昔日雄姿。

主要的悬崖峭壁有：千仞壁、舍身崖、鹰嘴崖等。还有呈垂
直分布的植被，其色彩和花期随季节变化，给北武当山披上了
“春粉、夏艳、秋红、冬白”的盛装。登临武当之巅，一览
众山，但见远山苍茫，近日含黛，松风扑面，白云飘逸;只闻
松涛阵阵，山泉潺潺，鸟语唧唧，似琴弦轻拨;夏秋之季，如
晴空万里，金顶之下，丛林景观相间，似七彩织锦;白云远处，
群山连绵，犹如万龙翻腾，极为壮观。

北武当山不仅自然风光绝妙，而且渊源悠久。据对现存的
《永宁州志》考证，北武当山在唐代以前就已形成一处具有
道教色彩的朝拜圣地，山顶建有玄天大殿。至于唐之前何时
而建，尚待稽考。以后随着岁月嬗递，多数庙观都经过多次
毁坏和修葺。其中仅明万历年间，就曾进行过两次大修，当
时汾州府庆成王尤敬真武祖师，不惜花费巨金将登山道路改
造成石阶，并将早已圮毁的玄天大殿修复一新，龙王山遂改
称北武当山，一时鼎盛。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四日，玄天大殿被毁。雍正二、
三年(1724—1725)，在山头建无梁砖窑一眼(即正殿)。乾隆
二十三年(1758)，又事修葺，两年内山上玄天庙、老母殿、
龙王庙、灵宫庙和山下太和宫相继落成。道光二十八
年(1849)，金顶南天门修整一新，并在大门上刻了“武当
山”三字。以后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又数次修葺。由此可见，
北武当山的道教庙现建筑群，是经历了长达一千余年风雨变
化遗存下来的，尽管现有建筑多系明清或近代遗物，但其表
现了古老的历史渊源。

北武当山风景名胜区开放以来，先后有许德珩、启功、周而



复、方毅、臧克家、溥杰、冯其庸、王朝闻、吴冠中等名人
学者，题词作画，纂述作文，留下千古佳作，更添武当风采。

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为北武当山古庙会期。其时，玄
天殿前，香烟缭绕，风景区内，游人如云。据史载，唐朝时就
“朝山进香者年复一年，久盛不衰”。近年来，随着北武当
山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建设，游人更是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