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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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篇一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
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四
川都江堰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地都江堰。我
是你们的导游。

我们今天的游览路线是，从秦堰楼下去，依次参观二王庙、
安澜索桥、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最后我们在离堆公园
门口集合登车。整个行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在游览过程中，
请大家爱护景区环境，紧跟团队，以免走失;同时，希望大家
记号我们的停车位置和车牌号，以及我的联系方式。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景区概况。都江堰修建于公元前256年的秦
昭王时期，蜀郡首李冰率民众耗时约20xx年修建而成，距今
已经有20xx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年代最久远，并且依然发
挥巨大效益的无坝引水工程。难怪余秋雨先生会说：“我以
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都江堰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部分组成。现在我
暂且不讲飞沙堰如何排水防洪，也不讲宝瓶口怎样控制水量。
重点给各位讲讲都江堰的渠首部分鱼嘴。大家顺着我手指的
方向看去，位于江心位置形如鱼嘴的就是鱼嘴分水堤。



鱼嘴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三大基础，我个人
对它做一个总结，就是巧夺天工的一个“巧”字!

第一个巧：分四六，平涝旱。

大家请看，面对滚滚而来的岷江水，河床中央的鱼嘴将它一
分为二：一条外江继续担任主河床的作用;一条内江为都江堰
新建的引水道。当年李冰特别将内江的河床深度挖到低于外
江河床三尺三，又使外江的河床宽度宽于内江河床九丈九。
这样一来，岷江水流量小的时候，六成的水就流入内江，保
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用水。到了洪水季节，岷江水流量
大增，河床宽广的外江就会容纳近六成水流量，以免成都平
原遭受洪涝之灾。这种功能就是二王庙石崖上刻着的六个
字—-分四六，平涝旱。

鱼嘴的第二巧，就是它发挥了排沙排石的功能。

由于都江堰处于岷江中游，所以，上游大量的沙石顺流而下。
根据河水在弯道处的环流原理，江水冲击在弯道的崖壁上会
产生漩流，将下层的沙石卷到水流表层;并且，水流越大卷起
的沙石越多，因而大部分的沙石都会自动被带到外江而不会
进入内江。同时，鱼嘴又处于“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理
想位置。因此 80%的沙石就会从这里排走，这样就大大的减
少了内江淤塞之害。

第三个巧：中流砥柱

大家设想，在没有钢筋水泥的两千多年前，眼前这个固若金
汤的鱼嘴堤坝是用什么材料构筑的呢?李冰巧妙的使用土石和
装有卵石的竹笼，互相连接，形成堤坝。因为用料简陋，历
朝历代有不少人想要改变工程用料。元代官员曾在鱼嘴这一
关键部位铸造一个一万六千斤的铁龟;明代地方官又以铁牛镇
守鱼嘴，但是都被洪水冲走，以失败告终。直到明代御史卢
翊巡查四川考察水利时提出，只有李冰用竹笼装卵石的古法



才符合以柔克刚的自然规律。把竹子编成竹笼，用竹笼装卵
石，层叠堆垛，连接成坝才能减少堤坝断裂的可能，加上卵
石之间的空隙可使水缓慢渗出，也就减少了溃坝的危险，从
而形成既坚固耐冲又不积水的堤坝。同时，由于工程修建时
不追求一劳永逸，取材因陋就简，所以每年的岁修又可使都
江堰实现持续更新，体现了因势利导朴实无华的东方思路。

当然，仅有鱼嘴的作用是不够的，都江堰的三大工程是相互
依存，共为体系的。

世界文化遗产地——都江堰景区位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都江堰市城西，距四川省会成都市仅30分钟车程，双流国际
机场58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景区地处内陆亚热带地区，年
平均气温15.2℃，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环境优美，气候宜
人，水质、空气都达到国际标准，全年均适宜旅游。

景区面积为220公顷，核心游览面积120公顷，是由离堆古园、
都江堰渠首工程、二王庙、玉垒山、松茂古道等20多个重要
景点串联成的旅游环线。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造就了
都江堰山、水、城、林、堰、桥融为一体的独特风光，具有
极强的观赏性、生态性、特色性。

〔清溪园〕 由于园中的美景是以清澈的岷江水为主线来串缀，
因此称它为清溪园。清溪园占地约8000平方米，园林建筑风
格取材于川西民居，造园手法以水生景，清泉在岷江特有的
各色卵石的映衬下，凸显出浓浓的野趣。透过照壁的漏框，
我们可以看见览秀亭屹于小山之上，山间溪流潺潺而下，使
画面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同时也使这里成为整个园林的组景
中心，我们眼前的这些盆景，有全国罕见的上千年的树桩盆
景，也有再现巴山蜀水幽、险、雄、秀自然风貌的山水盆景。

园中最著名的树叫紫薇佛掌，紫薇树在民间一直是吉祥的象
征。看它象不象如来佛祖的手掌，它历经沧桑，阅尽世间万
象，是一件活的文物。您向它祈祷或许会带给你好运。这就



是园内镇园三宝之一的紫薇花瓶，已经有1320xx年的历史了。
请看瓶口与瓶底是合拢的，而瓶身是镂空的。每年的6~10月
满树盛开的紫薇如同插在一个镂空的花瓶里，栩栩如生，堪
称盆景艺术中的珍品，在《中国花经》中有专门介绍。

园中镇园三宝之一的紫薇屏风，它制作于明末清初，是用紫
薇、银薇、翠薇三件花木编制而成。其大胆的想象，独特的
构思，在全国尚属首例。它取意于古园林建筑中园门造型，
虚实相间，既美观又实用，盘扎艺术大气而精巧，显示了园
艺师精湛的技艺。

〔堰功道〕 这条宽阔的大道，叫做堰功道.道旁屹立着十二
位堰功人物。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江堰的社会功效与日俱增，这
不仅要归功于李冰科学的选址、设计、施工，更要感谢从秦
汉以来的历代驻川官吏和有识之士对都江堰的悉心维护。为
了纪念治水先贤，都江堰人修建了这条长150米，宽14米的堰
功道。左右分置了十二尊古朴凝重的青铜雕像。12尊青铜像
分别代表了从秦汉时期——唐、宋、元、明、清历代各历史
时期治水建堰功绩卓越的有功之臣，就是靠他们对都江堰水
利工程不断的加固维修，才使都江堰至今青春常在。

他们大部分是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兴修水利的专家。
作为一方的执政者，他们在深刻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民生
和社会稳定意义的同时，更是领悟了都江堰“道法自然”的
科学观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
诸葛亮。诸葛亮治蜀的一个大事是提倡农耕，要抓农耕，其
中最大的一个事情是抓水利，抓水利最大的事情就是维护都
江堰。在历史上诸葛亮第一次派了1200人长期驻守和维护都
江堰工程，也是他第一次在都江堰设了专门管理都江堰工程
的堰官。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后来。诸葛亮治蜀，政绩昭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李冰治水精神的深刻启迪和
影响。在成都平原，了解了水情就是了解了民情，治理了水
情就是疏导了民心。而能够疏导的根本，就在于体察民情、



了解民心、顺应民意。其疏导之法的精髓就在于：不是堵、
不是围、不是截，而是导、而是开、而是放。

伏龙观

第二年在距李冰像出土南37米处又出土了一尊持锸石人像，
可惜缺头残肩，背部被水冲蚀，石像宽衣重袖，双手持锸而
立。通高1.85米，经考定为李冰石像题记中“造三神石人”
中的一人。同年立于伏龙观大殿左侧。前殿的另一侧，陈列
着都江堰市出土的汉墓石刻，其中有石俑、石马以及石刻水
塘。眼前的石人石马是是汉代仿李冰治水时留下的文物雕凿
成的。古书记载，造石俑放入内江江心，在淘滩的时候，以
石人(马)为标准，在保证岷江江水既造福于民、灌溉良田，
又避免水量过大造成成都平原水灾。当然，在后来以卧铁代
替石人石马，石人石马便成古迹。

石刻水塘展现了建都江堰后，农田自流灌溉的繁荣景象和庄
园主的生活。石刻水塘之间的凹槽，这些凹槽中间刻有水闸，
其作用是控制田间进水量，如实反映了都江堰的“自流灌
溉”，是与水利相关的汉代石刻艺术瑰宝。沿着天井的石阶
进入中殿，中殿原名铁佛殿，现为文陈列室，这里展示的是
有关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文物、文献和中外嘉宾在伏龙观的留
影和题词。后殿原名玉皇殿。殿四周均有回廊，视野开阔，
移步换景，山光水色令人陶醉。左侧开阔处有一亭子，
名“观澜亭”，在这里可见内外江奔腾呼啸，脚下的离堆此
时更显出“中流砥柱”的气势。

〔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
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它的最伟大
之处，乃是建堰2260多年仍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造福人类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
谐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堪称中华文明



划时代的里程碑。

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守李冰率民众历尽艰辛建成了举世闻名
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此，被洪水长久肆虐、蜀人几为鱼的
川西泽国摇身一变，成为沃野千里、遍地桑麻、满目稻麦
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是世界公认的历史最悠久的无坝引水工程，它是中华
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的天府之国，成
为秦统一中国强大的后方战略基地和大粮仓，它无可置疑地
推进和加速了华夏文明的进程。

造福万代的都江堰是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工程。在两千多年
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政权如何更迭，都江堰
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维修。它的水利网络逐渐扩大，目前
已覆盖四川省36个县的1000多万亩良田，并向成都等数十座
城市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成为成都平原和川东北数千万人
的生命之源。

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除了它下游密如蛛网
极其庞大的灌溉水网河渠系统外，其主体部份为渠首三大工
程：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引水口。鱼嘴分水堤，
因形似鱼嘴而得名。分水堤位于渠首顶端，修筑在岷江弯道
的中部，迎着古老的波涛，巧妙地将一条岷江剖为内外二江。
内江是人工河，外江是岷江的天然河道，内江主要作用灌溉，
外江则肩负着泄洪的重任。水流平缓的枯水期岷江六成水沿
凹岸流入内江，外江占四成，水流湍急的洪水期，六成水在
凸岸的反作用务下冲入外江，这就是治水三字经中所说
的“分四六，平潦旱”。由此可见鱼嘴修建时的科学选址是
何等奇妙。鱼嘴分水堤因长期面对洪水巨大的冲击力，所以
修筑十分坚固，且世代维修，后人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两千多年前，李冰率众人烧水浇岩石，
用人工艰难地将一座山断开，形成了一个窄窄的进水口，进



水口因形似瓶颈而得名“宝瓶口”。江面在这里由70米骤减
为28米，滔滔江水经窄窄的进水口涌入宽阔的内江，逐渐形
成密如蛛网的水系，灌溉着川西平原千里沃野。它是都江堰
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之一。宝瓶口是内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
咽喉，犹如瓶口一样，严格控制着进入成都平原的江水流量。
这种稳定的进水量，对成都平原的农田灌溉，抗旱防洪，生
活用水等都产生了特大效益。20xx多年前的李冰能利用岷江和
玉垒山的山形水势，设计出这样妙绝古今的水利枢纽工程。

〔安澜桥〕 安澜桥是我国著名的五大古桥之一，全长261米。
最早称绳桥或竹藤、笮桥，这与它修建的材料有关。到了宋
代，改称“评事桥”，明朝末年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何
先德夫妇倡议修建竹索桥，以木板为桥面，旁设扶栏，两岸
行人可安渡狂澜，故更名“安澜桥”;民间为纪念何氏夫妇，
又称之为“夫妻桥”。它是沟通内、外江两岸的交通要道。
桥的原址本来在鱼嘴处，1974年因兴建外江水闸，将索桥下
移了100多米，改用钢索建造。索桥是我国古代人民为征服高
山峡谷、急流险滩，利用本地竹木资源创建的悬空过渡桥梁
形式之一，是世界索桥建筑的典范。

〔二王庙〕 二王庙坐落于玉垒山麓，是纪念都江堰修建者李
冰父子的庙宇。这座庙宇原是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
北朝时迁“望帝祠”于郫县，为表达对李冰父子功德的崇敬
之意，后来这里就被更名为“崇德庙”;宋朝，由于李冰父子
相继被敕封为王，便改崇德庙为“王庙”;到了清代，才正式
定名为“二王庙”。二王庙的建筑有五大特点：一是依山随
形占地少，仅10072平方米;二是建筑密度高，达到60%;三是
不强调中轴对称，这与大多数中国古建筑的基本特点相悖;四
是上下高差大，有63米;五是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令人赏心
悦目。

前面这小楼叫“乐楼”，是清代典型的仿道教建筑，每逢清
明节放水，要举行隆重的“放水典礼”，成都的大官员来时，
这里就奏乐迎接。乐楼的雕塑和装饰非常精美，通过谐音、



会意或直书其字等方法，反映了道教中清静无为、吉祥如意、
健体长生、羽化登仙等题材。色调上给人以亲切、明快、素
雅、安祥之感。乐楼左、右两边分别塑的是汉代的文翁和三
国时期的诸葛亮。他们都是发展和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功
臣。

走上台阶，摩崖雕刻着历代积累的都江堰维修治理的经验，
字句精练，含义准确，很有科学价值。比如：这是修都江堰的
“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

“低作堰”是说飞沙堰不能加高，这“深淘滩”的“滩”指
的是凤栖窝的一段河床，在每年枯水季节岁修清淤时，要深
淘。深到什么程度呢?最早水下埋的是三个石人马，以前以涨
水不过肩部，水枯时不低于人的足部为标准。现今淘滩，以
看到四根卧铁为标准，这四根卧铁分别是明、清和民国时期
以及90年代埋下的，只要淘见四根卧铁就行了。淘得过深，
宝瓶口进水量偏大，会造成涝灾;淘得过浅，水量不足，难以
灌溉。

大门里的“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称为八字格言，是治理岷
江和解决灌区输水及疏通排洪河道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切
治理疏浚河道的通则。“遇弯截角”指岁修时遇河流弯道，
在凸岸截去锐角，减缓冲势，使其顺直一些，减轻主流对河
岸的冲刷，“逢正抽心”就是遇到顺直的河段或河道汊沟很
多时，应当把河床中间部位淘深一些，达到主流集中的目的，
使江水“安流流轨”，避免泛流毁岸、淹毁农田。

〔松茂古道〕 又称茶马古道，或合起来称松茂茶马古道。是
从今天的都江堰市为起点，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为
终点的一条古代交通要道。游人登上都江堰景区玉垒山的青
石路面，还能依稀透过历史的厚重帷幕，想像这条古道的光
荣与辉煌，凝望古旧的关隘、雉碟与城墙，领略历史赋予这
条古道的重任。茶马古道早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蜀汉时
期就已经开通。当时的茶马古道并非为贸易而开，主要是出



于拓展疆域，便于军事行动的需要。到了唐代，松茂古道成
了战略物资互换为主的战略交通要道。在四川，茶叶、布匹、
铁器等内地物资在都江堰集中，组成几十上百匹的马帮，经
松茂古道运往松潘。再把战马赶回都江堰。所以这条道成为
了重要的“茶马古道”。

〔都江堰清明放水节〕 都江堰的清明放水节又称开水节，源
于古代对水神的祭祀(清代就称为祀水)，因秦时蜀郡太守李
冰建堰有功，后改为祭祀李冰。正式把清明节定为开水节，
是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从那时开始至今，这项古老
的水利民俗仪式已有1020xx年的历史了。都江堰的清明放水
节与都江堰严格的岁修制度密切相关。在较早的时候，每到
冬天枯水季节，就在渠首用特有的”杩槎截流法”筑成临时
围堰，修外江时拦水入内江，修内江时又拦水入外江。清明
时节，内江灌区需要放水春灌，便在渠首举行隆重的仪式，
拆除拦河的杩槎，放水进入灌区，这就是放水仪式。在清代，
每年清明开水春灌时，四川的总督，巡抚等官员还要到都江
堰主持大典，担任主祭官，仪式非常隆重。开水后，还要坐
着轿子赶在水头之前赶回成都，以求风调雨顺.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都江堰景区。都江堰位于都江
堰市西侧的岷江上，距离成都约56km。在游览前，我先交代
一下注意事项：在游览时，请大家保管好自己随身物品。同
时，请大家爱护景区环境，紧跟团队，避免走失。我们今天
的游览路线是从秦堰楼下去，依次参观二王庙、安澜索桥、
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离堆，最后在大门口集合。整个行
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现在请跟随我的脚步，进入景区游览。

都江堰修建于公元前256年的秦昭王时期，是蜀首相李冰父子
率领民众修建的。花费了大约20xx年，才修建完成。距今天
已经有20xx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上年代最久远，依然发挥
巨大功效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难怪余秋雨先生
会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



江堰了”。而这激动人心的工程是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
三大主体工程组成的。接下来，我就一一为大家解读三大工
程是怎么发挥其巨大作用的。 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这就
是都江堰的第一大工程——鱼嘴。它形如鱼的嘴巴，因此得
名为鱼嘴。现在我们站在鱼嘴的坝口，看岷江汹涌而来，经
鱼嘴一分为两股，即内江和外江。外江继续担任主河床的作
用，内江为都江堰新建的引水渠。李冰特别将内江河床的深
度修的低于外江三尺三，又将外江河床的宽度修的宽于内江
河床九丈九。加上这里是一个弯道，在春耕水流量小的时候，
主流就有约六成的水进入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用水。
洪水季节，流量急增，水位大幅提高，水势受河道弯曲的制
约明显减少，再由于外江一侧江面较宽，内江一侧江面较窄，
内江的流量会自动低于外江，进水约四成，这样又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程度平原的防洪难题。这种功用便是都江堰三字经
中所说的“分四六，平旱涝”。

另外，鱼嘴还具有一定的排沙排石功能。岷江落差很大，上
有水流湍急，所以，有大量的沙石顺流而下，根据弯道环流
远理，江水在弯道产生的旋流，会将下层的沙石卷到水流的
上层，大部分便自动被带入外江。鱼嘴正是出于“正面去
水”“侧面排沙”的理想位置。所以80%的沙石从这里排走，
大大减少了内江淤塞之害，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冰选址的准确。
我们现在看到的鱼嘴已经是钢筋混凝土建筑，那么在从前是
用什么材料建成的呢?在从前它可是用土石作基，用卵石竹笼
护堤。人们就地取材，把川西的竹子，编成长长的竹笼横放
在坝边，在里面塞满河边冲击的的卵石，一笼接一笼，一层
接一层，筑成了坚固耐冲又不积水的堤坝。这种方法简易而
效果极好。5.12大地震后，鱼嘴出现了多处裂缝，到如今鱼
嘴上被修复的痕迹还清晰可见，它也因为裂缝而成为大家最
关心的景点。

总的来说，鱼嘴可以用一个巧字来形容，位置选的巧，分水
分的巧，排沙排石排的巧。当然，仅有鱼嘴是不够的，三大
工程是相互依存，共为体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参观下



一处工程——飞沙堰泄洪道。

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篇二

欢迎各位来到都江堰市游览。

现在我们的车正经过宽敞平直的幸福大道转上玉垒山公路，
去参观闻名中外的都江堰景区。

大家从成都来，都看到沿途纵横交错的河渠，奔涌着盈盈清
水，流淌进远近碧绿的田畴，那就是都江古堰的灌渠。

两千多年以来，古堰把滔滔东泻的岷江水引到广袤的成都平
原，造就出天府之国的富饶和美丽。

在此以前，由于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从高山
连绵的松茂峡谷中汹涌而下的浩荡岷江，一到涨水季节，总
是顺地势四下漫流，常常给平原生息的远古生灵带来可怕的
洪涝灾难。

后来经过距今大约三千年前的鳖灵治水，才使这片土地初步
得到平安。

鳖灵的巨大功绩，使蜀王杜宇把王位让给了他，成为开明王
朝的第一位蜀王。

而真正把岷江引进平原，缔造了益州天府的大功臣，则是公
元前三世纪的蜀郡太守李冰。

是他带领人民群众建造了举世无双的都江堰工程，非常科学
地实现了导江、防洪、引流灌溉的一系列功效。

其后，由于都江堰水利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设置专门的



官员管理，前后有不少为政高明的管理者，又在管理和维护
中不断地将积累的经验变成规范性的典章制度，使都江堰历
经两千多年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水利功能。

因此，说都江堰是孕育出四川天府的第一奇功，闪射出中华
民族智慧之光的典范，是毫不夸张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江堰可说是古堰逢春，灌溉面积已由建
国时的200万亩扩展到1000多万亩。

都江堰能有此千古长效的伟大功能的奥秘所在。

我想这也是各位今天游览的目的吧!现在，我们走上了景区公
路，沿途森林夹道，空气清新，使大家的旅游有了更好的心
情。

我们从观景楼往下游览。

站在楼台的敞廊上远看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可以看见岷江从
山里滚滚而来，在拐弯处被一条像鱼头的长坝一分为二，堤
坝这边的江水顺玉垒山脚流到一座孤立的山头前，堤坎矮下
去了，而水流都靠着山这边走向远方，这就是都江堰的渠首
工程。

长堤的头部叫鱼咀，堤尾矮下去那段叫飞沙堰，孤立的山头
和玉垒山之间的水道叫宝瓶口。

鱼咀、飞沙堰、宝瓶口是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鱼咀用于
分水，让灌溉的水进内江，多余的水走外江;飞沙堰用于溢洪
排沙;宝瓶口用于引流入渠。

就是这三部份工程的巧妙配合，奠定了都江堰千古长存的不
坏金身。



今天我们看起来，它们是那样的简单。

甚至觉得平凡。

其实正印证了句伟大出于平凡的格言。

都江堰渠首工程蕴涵着极大的科学性，其设计和建造所体现
的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水平之高，即使是二千多年后的今
天，仍然可以称之为最高水平的成就。

等一会我们到了现场再作详细介绍。

指物说理，可能比较容易说明白一些。

现在我们去看二王庙。

二王庙座落于玉垒山麓，是纪念都江堰修建者李冰父子的庙
宇。

这座庙宇原是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北朝时迁望帝祠于郫
县后，为表达对李冰父子功德的崇敬之意，后来这里就被更
名为崇德庙;宋朝，由于李冰父子相继被救封为王，便改崇德
庙为王庙;到了清代，才正式定名为二王庙。

二王庙的建筑有五大特点：一是占地少，仅10072平方米;二
是建筑密度高，达到60%;三是不强调中轴对称，这与大多数
中国古建筑的基本特点相悖;四是上下高差大，有63米;五是
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令人赏心悦目，这五大建筑特点我们
将边参观边体味。

我们从二王庙的后山往下走，经过存放商代古木和供奉元朝
地方官吉当普的亭阁。

穿过有两株仙人松的庭院，就到达庙宇的文物陈列室。



在这里有我国两位著名画师的真迹镌刻在石碑上，他们的名
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要问是哪两位?其实不用我在这里多说，
大家一看画就知道了，这仕女图是张大千先生画的，这奔马
自是徐悲鸿的杰作。

大家再看左边的这个碑，谁能认出这是什么字? 这本来也不
是字，是用来降魔镇妖的道符，也难怪大家和我一样一字不
识。

与陈列室平行是二王庙后殿，现在塑的是李冰夫妇的神像。

由于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后人早已将他们神化了。

我们在二王庙中参观，自然知道二王是指李冰父子，但我们
却见不到李冰儿子李二郎的塑像。

二郎是神话中与李冰关系最密切的一人。

这个角色的出现，把李冰神话的故事情节又推进一个新阶段。

但史书从未介绍过李冰儿子，所以李二郎只不过是个传说中
的人物。

我们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有人崇拜毛泽东，有人崇拜拿破
仑，有人则祟拜刘德华，当时的人却非常崇拜李冰。

偶像又都应该是完美的，李冰没有儿子，在封建时代有这么
一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李冰倍受蜀人尊敬和崇拜，自
然人们都希望他有一个英雄的儿子，能替他传宗接代，李二
郎这个人物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李二郎这个人物的原型可能是跟随李冰一起治水的年青人。

李二郎代表的不是真有这个人，也不仅是治水的年青人。



而是代表了所有和李冰一起治水的堰工的形象。

大殿就是李冰殿。

大家知道，战国时期是一个产生杰出人物的时代。

比如墨家墨子，法家的韩非子，儒家的孟子等等。

李冰也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诸子百家也应有水利家的一
席之地。

李冰是一名政治家，更是一名杰出的水利科学家。

李冰是先秦时期的蜀郡守，相当于现在四川省省长的职位，
但蜀郡当时所管辖的区域比现在的四川要小。

李冰一方面因为一心为民办实事，多才能干，治蜀有方，受
到秦王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用比较现
代的话来说，便是走群众路线，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
护和爱戴。

只有处理好对上和对下的关系，他才能任职四十年，办了许
多实事造福于民，所以承认李冰是一位伟大水利专家的同时，
我们必须得承认，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在这尊塑像中，李冰儒雅仁厚、勤于政务的风貌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展示。

李冰殿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殿的对面是戏楼。

戏楼顾名思义就是唱戏的地方，不过这戏不是唱给凡人看的，
而是唱给已被供奉为川主神的李冰看的。

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这天，是二王庙庙会，明清时代，每
到这一天，这里都要唱戏，人们赶庙会敬神、祈福、看戏，



甚为热闹。

1992年后，赶庙会的风俗又重新恢复。

这座塔是字库，烧纸钱的地方。

农历六月二十四庙会的这一天，这里总是热闹非凡，人们会
把纸、钱一些歌颂或赞扬李冰的字、画从底层塞入燃烧，塔
心中空，青烟直上，塔尖有两只蛤蟆，大家看清楚了没有?烟
就从蛤蟆嘴中冲出，直上云霄，这样天上的李冰就可以知道
人们对他的评价了。

从戏台下面走出大门，一条高陡的石阶梯，把庙宇显得巍峨
耸高，返身上看，这隶书二王庙匾额，为民国三十年(公
元1941年)冯玉祥将军来都江堰时写的，在这里拍照较有纪念
意义。

再往下走，林荫深深的阶梯旁，摩崖雕刻着历代积累的都江
堰维修治理的经验总结，字句精炼，涵义准确，很有科学价
值。

比如：这是岁修都江堰的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

低作堰是说飞沙堰不能加高，这深淘滩的滩指的是凤栖窝(也
就是飞沙堰对面淤起的浅滩)的一段河床，在每年枯水季年节
岁修清淤时，要深淘。

深到什么程度呢?最早水下埋的是三个石人马，以前以涨水不
过肩部，水枯时不低于人的足部为标准。

现今淘滩，以看到四根卧铁为标准，这四根卧铁分别是明、
清和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九十年代埋下的，只要看见四根
卧铁就行了，淘得过深，宝瓶口进水量偏大，会造成涝灾;淘
得过浅，水量不足，难以灌溉。



这边的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称为八字格言，是治理岷江和解
决灌区输水及疏通排洪河道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切治理疏
浚河道的通则。

遇湾截角指岁修时遇河流弯道，在凸岸截去锐角，减缓冲势，
使其顺直一些，减轻主流对河岸的冲刷，逢正抽心就是遇到
顺直的河段或河道叉沟很多时，应当把河床中间部位淘深一
些，达到主流集中的目的，使江水安流顺轨，避免泛流毁岸、
淹毁农田。

石刻的经验还有很多，有的我们在游览中再作解释。

前面这小楼叫乐楼，是清代典型的仿道教建筑，每逢清明节
放水，要举行隆重的放水典礼，成都的大官员来时，这里就
奏乐迎接。

乐楼的雕塑和装饰非常精美，通过谐音、会意或直书其字等
方法，反映了道教中讲究清静无为的修炼和吉祥如意、健体
长生，羽化登仙等题材。

色调上给人以亲切、明快、素雅、安祥之感。

乐楼左、右两边分别塑的是汉代的文翁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他们都是发展和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功臣。

文翁穿湔江以灌田，诸葛亮派马超率一千二百名士兵保护都
江堰。

走出二王庙，看到的就是都江堰，也就是岷江的内江，架在
江上的铁索桥，就是著名的安澜桥。

请大家随我过桥去鱼咀参观。

安澜桥是我国著名的五大古桥之一，全长320米。



最早称绳桥或竹藤桥，这与它修建的材料有关。

到了宋代，改称评事桥，明朝末年毁于战火。

清嘉庆八年(1803)，何先德夫妇倡议修建竹索桥，以木板为
桥面，旁设扶栏，两岸行人可安渡狂澜，故更名安澜桥;民间
为纪念何氏夫妇，又称之为夫妻桥。

它是沟通内、外江两岸的交通要道。

桥的原址本来在鱼嘴处，1974年因兴建外江水闸，经国务院
批准，将索桥下移了百多米，改用钢索建造。

索桥是我国古代人民为征服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利用本地
竹木资源创建的悬空过渡桥梁形式之一，是世界索桥建筑的
典范。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过这晃晃悠悠的桥，去体味如履簿冰的
感觉吧，过索桥可是游都江堰最有乐趣的项目之一呵!

大家已经知道，鱼咀是都江堰工程的主体部分。

站在鱼咀的坝口，看岷江迎面而来，经鱼咀一隔分为两股，
即外江和内江。

鱼咀就是分水堤的头，为什么要修在这里呢?起多大作用呢?
这就要回到二王庙石崖上刻的分四六、平潦旱的两句话上了。

鱼咀主要起分水作用。

李冰修建鱼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了韩家坝的稳固性和分
水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事半功倍，用形似鱼嘴的
堤坝，把岷江水一分为二，分为内江和外江。

由于这段河道的河床外高内低，再加上正有一个弯道，所以



鱼咀分水后在春耕季节江水流量较小时，主流就有约六成的
水进入内江，首先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用水。

洪水季节，流量急增，水位大幅度提高，水势受河床弯道的
制约明显减少，再由于外江一侧江面较宽，内江侧江面较窄，
内江的流量会自动低于外江，进水约四成，这样又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成都平原的防洪难题。

这种功用便是都江堰三字经中所说的分四六、平潦旱

鱼嘴还具有一定的排沙排石功能;岷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之，
它发源于我省松潘县境内，全长760公里，源头至此约340公
里，基本上算中上游，每年大量的沙石顺流而下，根据弯道
环流原理，江水在弯道产生的漩流，会将下层的沙石卷到水
流上层，大部分便自动被带入外江一边而不进内江。

鱼嘴正处于正面取水侧面排沙的理想位置。

80%的沙石从这里排走，大大减少了内江淤塞之害。

现在的鱼咀已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在从前它可是土石做基，
用卵石竹笼护堤。

就是用川西盛产的竹子编成长长的竹笼横置坝边，里边塞满
河边冲积的卵石，一笼接一笼，一层接一层，造成了坚固耐
冲又不积水的堤坝。

就地取材，方法简易而效果极好。

紧接鱼咀的这道长堤叫金刚堤，每年内江淘河起来的泥沙就
用来堆积加固堤坝，既保证内江护岸，又解决了泥沙的出路，
这就是岁修三字经上说的挖河沙，堆堤岸。

金刚堤尽头处成了一个斜坡，然后是一道矮坝，这就是飞沙



堰了。

飞沙堰，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第二个主体工程，这堰修在离
堆之侧，是一道低坝，堰顶距河床仅2.15米。

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内江泄洪排沙。

从鱼嘴分进的内江水，被离堆一顶，自然旋流起来，每当夏
秋之季水流量大于宝瓶口的可流量时，宝瓶口不能通过的水，
主要从飞沙堰泄出，而且旋流所泛起的泥沙也就从飞沙堰一
齐流出去。

飞沙二字的意思就在于不仅溢洪还能排沙。

测量资料表明，内江流量越大，飞沙堰的泄洪能力越强。

特大洪水时，从鱼嘴分进内江总干渠的流量可达宝瓶口流量
的四倍。

75%的内江水可从这里泄出。

当枯水季节，水位低于飞沙堰时，它便成了一道天然节制闸，
自动失去了泄洪功能，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灌溉。

资料还表明，在飞沙堰第二次利用弯道流体力学原理，排走
江水含沙量的约15%。

鱼嘴已排沙80%，流向成都平原的水流含沙量就只占5%左右了。

宝瓶口是都江堰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

宝瓶口是内江水进入成都平原的咽喉，犹如瓶口一样，严格
控制着江水进人成都平原的流量，当宝瓶口的进水量饱
和(约700立方米/秒)后，无论岷江发生多大的洪水，宝瓶口
也拒之口外，概不容纳。



这种稳定的进水量，对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防洪、运输
等都产生了特大效益。

宝瓶口旁的这小山叫离堆。

选择在宝瓶口位置开凿离堆是极其科学的。

它使内江水经过一段流程后水势便于控制，水质进一步澄清，
然后被迎面独立的离堆顶托江水，创造了飞沙堰泄洪排沙的
功能和宝瓶口的瓶颈效用。

保证了成都平原的防洪和灌溉。

所以说，在宝瓶口位置开凿离堆，决定了整个渠首工程的布
局。

两千多年前的李冰能利用岷江和玉垒山的`山形水势，设计出
这样妙绝古今的水利枢纽工程，是何等的了不起!都江堰所展
示的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水平，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感到自豪，
感到振奋吗!

从飞沙堰前行是离堆公园。

离堆公园是都江堰的市内入口，也是市区最美丽的园林，奇
花异木、盆景艺术、丛林幽径、处处让人留连。

其中有两处我认为是必去之地，那就是伏龙观和新辟的文物
陈列馆。

伏龙观就建在离堆上，因二郎擒孽龙的神话而得名。

伏龙观的前身名叫范贤馆，始建于公元4世纪，是纪念成汉
时(公元302347年)青城山天师道首领、天地太师西山侯范长
生而建。



因范长生被人称为范贤，这馆因之而命名为范贤馆，五代十
国时，李冰先后受封为大安王和应圣灵感王，在此修李公祠。

又因宋代民间传说的二郎伏龙，最后定名伏龙观。

走上四十二级台阶后，便可见右方的一碑离堆。

抬头看右前方的山头，那便是玉垒山，李冰当时修建都江堰
水利工程时，首先开玉垒山，引水灌田，便使玉垒山的主峰
和我们脚下的这块山丘分隔开了，形成了一个孤立的小山堆，
这便是离堆的由来。

左侧并排立着11块石碑，依次为神禹峋嵝碑，道都符碑和佛
教梵文碑，意在借助儒、释、道三教的神力以镇水，通称镇
水碑。

也有说镇水碑不是镇水，而是镇压下面的孽龙的。孽龙若没
有上面碑的神力镇压，便又会兴风作浪。伏龙观前殿，供奉
的是李冰神像。

神像是东汉末年(168年)石刻像，像高2.9米，重4.5吨。
于1974年修建外江江闸才从河床中捞出来。因石像卧在江中，
胸前文字清晰可见。

中间有文：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两袖有文：建宁元年闰月戊
申朔二十五日都水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焉这段
文字表明，此石刻像雕刻时间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闰
三月二十五日，迄今已有1800多年了。

都水是东汉郡府管理水利的行政部门。是郡太守府的椽史，
他代表郡太守常住都水官府。

旁边这尊缺头人像大概就是当时的都水，由于岷江中上游沙
石含量大，头给撞毁了。他没有头，却依旧把当时的治水工



具锸握得紧紧的，足以证明他治水的决心与信心。

在那时，官员们腰间的绶带分别代表他们官位的大小，他腰
间绶带并不长，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官位并不大。据推测，他
的官位相当于现在都江堰管理局局长。

前殿的另一侧，陈列着都江堰市出土的汉墓石刻，其中有石俑
(有趣的是，他手中所持的工具也是锸)、石马(个头矮壮矫健
的川马)以及石刻水塘。

眼前的石人石马是汉代仿李冰治水时留下的文物雕凿成的。

古书记载，造石俑放入内江江心，在淘滩的时候，以石
人(马)为标准，低不过足踝，高不过肩，以保证岷江江水既
造福于民、灌溉良田，又避免水量过大造成成都平原水灾。

当然，在后来以卧铁代替石人石马，石人石马便成古迹了石
刻水塘展现了建都江堰后，农田自流灌溉的繁荣景象和庄园
主的生活。

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石刻水塘之间的凹槽，这些凹槽中间是一
些闸，这些闸用于控制田间进水量，如实反映了都江堰的自
流灌溉，是与水利相关的汉代石刻艺术瑰宝。

沿着天井的石阶进入中殿，原名铁佛殿，现为文物陈列室，
展示有关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文物、文献和中外嘉宾在伏龙观
的留影和题词。

后殿原名玉皇殿。殿四周均有回廊，视野开阔，移步换景，
山光水色令人陶醉。

左侧开阔处有一亭子，名观澜亭，在这里可见内外江奔腾呼
啸，脚下的离堆此时更显出中流砥柱的气势。离堆是当年李
冰在此处开凿的一个引水口。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国，还没有火药，而且铁器的使用也较
落后，这玉垒山又属子母岩(砾岩沉积岩)，结构十分坚固，
要人工开凿缺口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人们的智慧是无穷的。于是想到了用火攻的方法，先用柴
火焚烧岩石，使之炽热，然后浇水醋。

凿去一层，再烧一层，如此反复进行，终于在八年后，开了
个宽20m、高40m、长80m的缺口，这口子使玉垒山分出了离
堆，也建成了宝瓶口。

据传，在开凿宝瓶口时，李冰不仅身先士卒，奋勇当先，同
时李冰的女儿冰儿也为之英勇献身。

当宝瓶口还差最后一层岩墙就可打开时，每人都知道开这层
岩墙的人便必死无疑。

冰儿却毅然要求去，宝瓶口凿开了，可冰儿却被滚滚的江流
吞食了，人们说她死后羽化成仙，神灵便附在玉垒山上，从
远处便可见冰儿安祥地仰卧在玉垒山，日日夜夜地守护着这
千年古堰。

现在，我们原路走出伏龙观，去参观都江堰文物陈列馆，里
面关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大量史料，将加深你对古堰的认识。

陈列馆关于青城山等地的资料，会使你对都江堰市丰富的旅
游资源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篇三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都江堰。它建于我国战国时期。这是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有
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唯一古仍为今用的举世瞩目的水利
工程。

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包括鱼嘴、飞沙堰和宝
瓶口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你们看，这就是鱼嘴，修建在江心
的.分水堤坝。它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
内江引水灌溉。飞沙堰起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作用。你
们看，这像不像一个瓶口?这里的作用是控制进水流量，因口
的形状如瓶颈故称宝瓶口。这样，内江水经过宝瓶口流入川
西平原灌溉农田。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称
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
府”。四川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人民受益不浅。这项工
程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

我们再往前走，都江堰一带有不少名胜古迹。离堆上建有伏
龙观，殿宇三重，巍峨矗立，顺山势逐级升高。前殿陈列
着1974年修建外江节制闸时从河床中挖出的李冰石刻像，
高2.9米，重4.5吨。石像造于东汉灵帝初年，距今已1800多
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圆雕石像，非常珍贵。后殿陈列有都
江堰灌区的电动模型。

在玉垒山麓有二王庙，逝代人民为纪念李冰父子治水功绩而
建，初建于南北朝，名崇德祠，宋代以后李冰父子被封为王，
改称二王庙。现存建筑为清代重修。庙宇依山取势，层层而
上，宏伟秀丽，四周古木浓荫，环境幽美。大殿及后殿内有
李冰及二郎塑像。庙内石壁间刻有李冰治水的口诀：“深掏
摊，低作堰”和“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

这里山青青，水粼粼，庙宇古朴，空气清新，长长的安澜桥
横江飞架，金刚堤枕水酣卧。当你亲临其境，目睹这一巨大
的工程并了解了其引水泄洪的原理，你不能不被李冰等古代
人民的绝世神工所折服!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了，请大家解
散游览，三十分钟后在这里集中，还请大家注意安全!



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篇四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都江堰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_。

“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
头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
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
内江，是人工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

都江堰鱼嘴分水原理：都江堰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
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工程构成。它们有机的组
合，联合发挥了引水灌溉、排洪、排沙和减灾的巨大作用。
鱼嘴与金刚堤连在一起，位于江心，它们的建造和作用与弯
曲河床形态有密切关系。金刚堤实质是岷江河床上的江心洲，
鱼嘴位于金刚堤的顶端，形如鲸鱼之嘴巴，故名为鱼嘴。鱼
嘴与金刚堤的共同作用是使岷江河床分汊，即分为内江和外
江，所以鱼嘴与金刚堤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程。

从分水堤与金刚堤位于河床中心位置分析，这个堤的建造，
主要是李冰利用了河流的弯道环流的科学原理形成的。如的
分水堤东侧是岷江凹岸，也正是内江流经的部位，西侧是岷
江的凸岸，也正是外江流经的部位。这里的弯道环流的表流
流入凹岸，把凹岸被侵蚀的和过境的大量泥沙，由环流的底
流再搬运到凸岸堆积成遇回扇，其中一部分泥沙在江心堆积
形成规模宏大的江心洲(金刚堤)，泥沙在洲头不断堆积、延
伸，加之人工不断对它们修筑、加固和保护，形成今日之天
然——人工金刚堤和鱼嘴。金刚堤和鱼嘴的存在，使岷江主
流在此成为分汊型河床。

尤其鱼嘴的存在意义，在于发挥分汊河流的分水分沙作用，
如冬、春枯水季节，岷江水位较低，河流主流线多靠近河谷
凹岸流去，分水堤将约十分之六的江水流入内江，十分之四



的江水流入外江，保证了灌区的用水量，简称“四六分水”;
夏、秋洪水季节，岷江水位相对升高，河流主流线相对变直，
大部分江水流向凸岸，故分水堤又将十分之六的江水排入外
江，十分之四的江水注入内江。显然，这是李冰掌握了分汊
口即江心洲(金刚堤)和洲头(鱼嘴)的分水分沙特点，又利用
了内江具有平面弯道环流泄水特性，创造的科学分水方法。

走了几十米只见有一个喷泉。它周围是一个个竹子编的细长
的竹篓，里面全是很大的鹅卵石，一旁还有几个用木头做的、
绳子固定的'像三角架一样的东西，据说当年李冰父子就是用
这两个东西把水拦住的。喷泉中间还有四五条又粗又长的木
桩横倒在里面。听导游说，古时每年都要清理江底的沙石，
李冰就是用这木桩做标记，挖到木桩后就不再向下挖了，直
到现在江底下都有那样的木桩。

继续往前，导游带领我们往鱼嘴方向走去，途径堰功道，它
的两侧是十二位建造和保护过都江堰的功臣们的铜像。

我们一直从后向前走，不远处就先看见了“宝瓶口”，宝瓶
口把一座大山分成了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的水流向内江，另
外多余的水分流到了外江，成都市区的用水多半是内江的水。
再向前走就是“飞沙堰”了，它的主要作用是泄洪排沙，内
江经过了飞沙堰就很干净了。正在我感慨古人的伟大时，不
知不觉地来到“鱼嘴”了。因为它的前面像一个扁平的鱼嘴，
因此而得名鱼嘴，就是在这个地方把岷江活生生分成了内江
和外江。

这次去都江堰，我看到了华夏儿女的聪明才智。他们做了竹
篓，将小的石块捆在一起，增加重量，不至于被水冲走，像
三角架的东西则是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还有前面我
说的把山一分为二，如果要把山慢慢的挖则需要挖很长的时
间，但古人知道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先把石头用火烧了，再
立刻浇水，使石头在迅速收缩时炸裂开来，变成了小石块，
不但方便搬运，而且更加省力，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我真佩服李冰父子的毅力、决心和智慧，我们要学习他们坚
持不懈的精神。

都江堰的导游词到分钟篇五

世界文化遗产地——都江堰景区位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都江堰市城西，距四川省会成都市仅30分钟车程，双流国际
机场58公里，交通十分便捷。景区地处内陆亚热带地区，年
平均气温15.2℃，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环境优美，气候宜
人，水质、空气都达到国际标准，全年均适宜旅游。

景区面积为220公顷，核心游览面积120公顷，是由离堆古园、
都江堰渠首工程、二王庙、玉垒山、松茂古道等20多个重要
景点串联成的旅游环线。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造就了
都江堰山、水、城、林、堰、桥融为一体的独特风光，具有
极强的观赏性、生态性、特色性。

[清溪园]由于园中的美景是以清澈的岷江水为主线来串缀，
因此称它为清溪园。清溪园占地约8000平方米，园林建筑风
格取材于川西民居，造园手法以水生景，清泉在岷江特有的
各色卵石的映衬下，凸显出浓浓的野趣。透过照壁的漏框，
我们可以看见览秀亭屹于小山之上，山间溪流潺潺而下，使
画面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同时也使这里成为整个园林的组景
中心，我们眼前的这些盆景，有全国罕见的上千年的树桩盆
景，也有再现巴山蜀水幽、险、雄、秀自然风貌的山水盆景。

园中最著名的树叫紫薇佛掌，紫薇树在民间一直是吉祥的象
征。看它象不象如来佛祖的手掌，它历经沧桑，阅尽世间万
象，是一件活的文物。您向它祈祷或许会带给你好运。这就
是园内镇园三宝之一的紫薇花瓶，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
请看瓶口与瓶底是合拢的，而瓶身是镂空的。每年的6~10月
满树盛开的紫薇如同插在一个镂空的花瓶里，栩栩如生，堪
称盆景艺术中的珍品，在《中国花经》中有专门介绍。



园中镇园三宝之一的紫薇屏风，它制作于明末清初，是用紫
薇、银薇、翠薇三件花木编制而成。其大胆的想象，独特的
构思，在全国尚属首例。它取意于古园林建筑中园门造型，
虚实相间，既美观又实用，盘扎艺术大气而精巧，显示了园
艺师精湛的技艺。

[堰功道]这条宽阔的.大道，叫做堰功道．道旁屹立着十二位
堰功人物。都江堰水利工程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江堰的社会功效与日俱增，这
不仅要归功于李冰科学的选址、设计、施工，更要感谢从秦
汉以来的历代驻川官吏和有识之士对都江堰的悉心维护。为
了纪念治水先贤，都江堰人修建了这条长150米，宽14米的堰
功道。左右分置了十二尊古朴凝重的青铜雕像。12尊青铜像
分别代表了从秦汉时期——唐、宋、元、明、清历代各历史
时期治水建堰功绩卓越的有功之臣，就是靠他们对都江堰水
利工程不断的加固维修，才使都江堰至今青春常在。

他们大部分是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兴修水利的专家。
作为一方的执政者，他们在深刻认识到水利对于农业、民生
和社会稳定意义的同时，更是领悟了都江堰“道法自然”的
科学观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
诸葛亮。诸葛亮治蜀的一个大事是提倡农耕，要抓农耕，其
中最大的一个事情是抓水利，抓水利最大的事情就是维护都
江堰。在历史上诸葛亮第一次派了1200人长期驻守和维护都
江堰工程，也是他第一次在都江堰设了专门管理都江堰工程
的堰官。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后来。诸葛亮治蜀，政绩昭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李冰治水精神的深刻启迪和
影响。在成都平原，了解了水情就是了解了民情，治理了水
情就是疏导了民心。而能够疏导的根本，就在于体察民情、
了解民心、顺应民意。其疏导之法的精髓就在于：不是堵、
不是围、不是截，而是导、而是开、而是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