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 四
川乐山大佛导游词(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篇一

乐山大佛还很神奇，跟真的佛一样。乐山大佛再现难得一见的
“神秘光环”——佛光。下面是本站带来的四川乐山大佛导
游词，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各位小朋友、先生、女士们大家好!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去玩。

在四川省西南部，有一条从北向南流的大河，叫岷江。岷江
水流湍急，不涛汹涌，常常掀翻江上的航船，淹死过往的行
人。传说在1200多年前，有个叫海通的和尚，想借神的力量
保护航船的安全，于是发起修造一座大佛。从那时起，无数
石匠在乐山岷江岸边的石壁上一凿凿、一锤锤，整整桥大
了90年，终于凿出了一座大石佛。这就是我国最大的石
佛——乐山大佛。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背山面水，魏巍端
坐。他身高71米，头长14。7米，眼睛长3。3，垂着两只长6。
2米的大耳朵，每个耳朵眼里都可以钻进两个人。斜披垂挂的
衣衫下，露出两只大脚，脚宽8。5米。如果让人们一个挨着
一个地排坐在她的大脚上，每一只都可以坐上100来人。这座
头顶蓝天、足踏大地的石佛，不管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



那么凛然不可侵犯。越是在江风呼叫、江水咆哮的时候，大
佛越能显出它的威严，似乎天塌下来他都能擎得起。

我的解说完了，希望大家能到乐山大佛来玩，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要去乐山大佛。我的名字
叫“杨泓健”。大家可以叫我“杨导”。

大家看!乐山大佛多大啊!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
宽10米，发髻1021个，耳长7米，鼻长5.6米，眉长5.6米，嘴
巴和眼长3.3米，颈高3米，肩宽24米，手指长8.3米，从膝盖
到脚背28米，脚背宽8.5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

传说从前有个叫海通的和尚，看见大渡河流处，水深流急，
波涌浪翻，经常吞没行船，危害百姓，于是，就召集了很多
石匠，把乐山大佛建起来。乐山大佛建起来后，海通有了很
多钱，于是嘉州的一个官吏来逼海通给钱，海通就说：“自
目可剜 佛财难得。”可见海通多么尊敬佛啊!

大家看，乐山大佛只好的风平浪静的湖，高大雄伟的乐山大
佛，让人感到一种好像乐山大佛就在对岸看着你的感觉。

乐山大佛还很神奇，跟真的佛一样。乐山大佛再现难得一见的
“神秘光环”——佛光。20xx年5月7日上午9时43分，乌云还
未褪去的乐山大佛上空，突然出现日晕现象，刚刚升起的太
阳四周闪现出一个直径约300米、内红外紫的五彩光环，色彩
时明时暗。千年难遇万人争睹。11时许光环开始散发出耀眼
强光，来自四海的游客无不赞叹这一天下奇观。不少人双手
合十，闭目祈愿，纷纷庆幸大佛之旅带来的吉祥。中午时分
佛光慢慢淡化、散去。整个佛光现象持续了3个多小时。

今天的游览到此为止，请各位上车去吃午餐。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您好，欢迎来到乐山大佛游玩。今天有幸陪大家一起参观，
我很高兴，希望大家旅途愉快!

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雕刻在四川省乐山市城东岷江、大渡河
和青衣江江汇处。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宽10米，发
髻1021个，耳长7米，鼻长5.6米，眉长5.6米脚背宽8.5米，
可围坐百人以上。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大
佛体态匀称，神势肃穆，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它是世界上
最大的佛像，真不愧是“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尊山。

传说乐山大佛的修建人的海通和尚，当年水里有个水怪，把
来往船只吞没。于是，海通请了许多石匠，一些刻千佛，一
些刻大佛，用了整整90年时间，终于把大佛刻完了，海通也
死去了。

1996年，乐山大佛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
乐山大佛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成为全世界人民的一笔
宝贵文化遗产，不少人千里迢迢赶来看大佛，对大佛下拜。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遗产，请各位游客朋友注意，不要乱丢垃
圾，不要在文物上乱涂乱画;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想到不要
想。

祝各位游客玩得开心愉快。

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篇二

游客们，今天我们参观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石像—乐
山大佛。

乐山大佛坐落在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周围便是岷江、青衣江、
大渡河这三条大江，统称“乐山三江”。



它通高71米；肩宽24米；耳朵有7米长，每个耳朵能钻进去两
个人；它的眼睛和嘴巴长3.3米；眉毛和鼻子的长度是5.6米。
令人想不到的是，它头的直径竟有10米，有5层楼那么高呢！
而它的手指却有8.4米长，不要说与大佛比，就是个大佛的手
指比，你也小得不得了。它的膝盖到脚背总长28米，脚宽8.5
米，如果人挨人站着，它的每只脚可以站100多人呢！乐山大
佛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人们说它：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
山。

乐山大佛建于公元720xx年，可以计算一下，乐山大佛已经矗
立在这1200多年了！

乐山大佛两侧的岩石叫做“红砂岩”，是一种容易风化的岩
石。乐山大佛为什么能保存1220xx年呢？因为它的位置处于
凌云山西面阴坡处，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构稳定。

乐山大佛是一个名叫海通的和尚发起建造的。当时，岷江水
势汹涌，常常淹死过路的行人。海通和尚一忍心看下去，于
是便筹集巨款，修筑乐山大佛，愿它能抵住这汹涌的江水。
当时，一名财主想得到这笔巨款，当海通知道了他的想法以
后，便对财主说：“我宁愿把我的眼珠挖下来，也不会给你
这笔钱。”他见财主不信，便用双手挖下了自己的眼珠。财
主见了，吓得魂飞魄散，这才打消了念头。过后，海通又号
召了很多人来修筑乐山大佛。就这样，人们一锤锤地修造
了90年，乐山大佛才修筑成功。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希望我的介绍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
印象。\

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篇三

各位游客：大家好!

各位游客，眼前这座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



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大佛依岷
江东岸凌云山栖鸾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时称嘉州凌云寺大
弥勒石像，为古弥勒佛的坐像。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岩造像中
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大佛双
手抚膝正襟危坐的姿势，造型庄严，排水设施隐而不见，设
计巧妙。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20xx年)，是海通
禅师为减杀水势，普渡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物力修凿的。
海通禅师圆寂以后，工程被迫停止，多年后，先后由剑南西
川节度使章仇兼琼和韦皋续建。直至唐德宗贞元20xx年(公
元820xx年)完工，历时90年。被近代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景区由凌云山、麻浩岩墓、乌尤山
等景观组成，面积约8平方公里。景区属峨眉山风景名胜区范
围，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古有
“上朝峨眉、下朝凌云”之说。

设计

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大佛两侧的岩石。这种岩石叫红砂岩，是
一种质地疏松，容易风化的岩石，乐山大佛就是在这种岩石
上雕刻而成的。那么大佛为什么能历经1220xx年“风雨不动
安如山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大佛所处的位置。大佛位于凌云
山西面的阴坡上，加之佛体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构稳定，
佛身处于江弯地段，隐藏于山体之中，减少了风雨侵蚀和水
流冲刷，因此岩石风化较缓慢。不仅如此，乐山大佛还有非
常巧妙的排水系统。在大佛身后，有左右相通的排水洞穴，
可以避免山泉对佛像的浸蚀;大佛头上发髻的第4层、9层、18
层各有一条排水道与佛体衣服折皱连成排水渠道网，也避免
了雨水对佛体的浸蚀。可见，乐山大佛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
除此之外，大佛在竣工之后，还曾经修造了一个高13层的楼
阁复盖，可惜毁于明末的战乱。

虽然乐山大佛有着十分完善的保护系统，然而在一千多年的
漫长岁月中，它仍免不了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因此，各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维修。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曾对乐山大佛进行过多次维修，其中工
程较大的是1963年的维修。1982年，乐山大佛经国务院公布
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乐
山大佛的保护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乐山大佛己成
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遗产。

海师堂

那么，是谁为我们创造了这笔财富?当初修大佛的目的是什
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去参观海师堂。

海师堂里的三尊塑像就是修建乐山大佛的功臣。首先我们看
中间这一位，大佛的始建者——海通禅师，他是贵州人氏，
当年在凌云山上结茅为僧。

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水势相当的凶猛，经常发生船毁
人亡的事件。海通和尚大发慈悲之心，准备修建大佛来镇水
患。于是四处化缘，筹得不少的钱财。当时有一位贪官见财
眼开，准备敲诈勒索他，海通法师义正严辞地说“自目可剜，
佛财难得”。

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眼睛都可以挖下来给你，但你休想得到
这笔佛财。那个贪官居然蛮横无礼地要他试一试，海通禅师
大义凛然地一手捧盘，一手挖出了自己的双眼。贪官吓坏了，
从此以后没再为难他。海通禅师造佛时年事已高，所以当大
佛修到肩部的时候，他就圆寂了，大佛的修造工程也因此停
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
赠俸金20万，继续修造乐山大佛，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巨大
的经费，于是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速。当乐
山大佛修到膝盖的时候，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到
京赴任，工程再次停工。



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五十万两继续修建
乐山大佛。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前后历经90年时间，乐山
大佛终于彻底完工，并且通体施金，华丽的佛衣和宝相庄严
的佛体交相辉映。

九曲栈道

现在大家对大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
通过九曲栈道到大佛脚看全景。我们脚下的九曲栈道是同乐
山大佛一起修建的，共有173个台阶，最宽的地方是1.45米，
最窄的地方仅有o.6米。大家沿途可以欣赏一下崖壁上留下的
石刻佛龛。这些佛像神态各异，工艺精妙，可与中国四大石
窟的佛像相媲美，遗憾的是它们的风化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已经来到大佛脚下，请大家抬起头来仰视大佛，感受一
下他的高大和壮观。各位游客还可以仔细看看最近才发现的
位于大佛心脏部位的小佛头像。

宗教内涵

顺便，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乐山大佛的宗教内涵。乐山大佛
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它是一尊弥勒佛。为什
么要造一尊弥勒佛呢?这和唐代崇拜弥勒佛有密切的关系。按
佛教教义，弥勒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他象征着未来世界
的光明和幸福，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
后将接替佛祖的地位，于华林园的龙华树下广传佛法，普渡
众生。佛经上说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所以人们自然
渴望他能尽快降临人间，全国各地因此盛行塑造弥勒佛像。
到了武周时期，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下令编造了一部《大云经
疏》，证明她是弥勒转世，百姓对弥勒的崇拜帮助她在男尊
女卑的封建时代登上帝位。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使全国
塑凿弥勒之风大行。乐山大佛的修造距武则天时代仅20余年，
所以当海通修造乐山大佛时，自然选择了弥勒佛，而且弥勒
佛既是能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这同平息水患的镇江之



佛要求是一致的，故乐山大佛的弥勒身份也因此决定了。

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篇四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距省会成
都约150公里，位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
山城隔江相望。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乐山大佛景区导游词，
欢迎阅读。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各位到乐山大佛景区来观光旅游。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举世闻名的千年古佛——乐山大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
石刻弥勒佛，通高71米，肩膀的宽度是24米，头的直径是10
米，耳朵有7米长，嘴巴和眼睛的长度是3.3米，眉毛和鼻子
的长度是5.6米，颈高3米，指长8.3米，从膝盖到脚背28米，
脚的宽度是8.5米，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乐山大佛雄伟壮观，
人们形容它：“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竣工于
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乐山大佛矗
立于此已经1200年了。

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大佛两侧的岩石。这种岩石叫红砂岩，是
一种质地疏松，容易风化的岩石，乐山大佛就是在这种岩石
上雕刻而成的。那么大佛为什么能历经1200年“风雨不动安
如山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大佛所处的位置。大佛位于凌云山
西面的阴坡上，加之佛体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构稳定，佛
身处于江弯地段，隐藏于山体之中，减少了风雨侵蚀和水流
冲刷，因此岩石风化较缓慢。不仅如此，乐山大佛还有非常
巧妙的排水系统。在大佛身后，有左右相通的排水洞穴，可
以避免山泉对佛像的浸蚀；大佛头上发髻的第4层、9层、18
层各有一条排水道与佛体衣服折皱连成排水渠道网，也避免



了雨水对佛体的浸蚀。可见，乐山大佛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
除此之外，大佛在竣工之后，还曾经修造了一个高13层的楼
阁复盖，可惜毁于明末的战乱。

虽然乐山大佛有着十分完善的保护系统，然而在一千多年的
漫长岁月中，它仍免不了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因此，各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维修。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曾对乐山大佛进行过多次维修，其中工
程较大的是1963年的维修。1982年，乐山大佛经国务院公布
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乐
山大佛的保护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乐山大佛己成
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遗产。

那么，是谁为我们创造了这笔财富?当初修大佛的目的是什
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去参观海师堂。

海师堂里的三尊塑像就是修建乐山大佛的功臣。首先我们看
中间这一位，大佛的始建者——海通禅师，他是贵州人氏，
当年在凌云山上结茅为僧。

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水势相当的凶猛，经常发生船毁
人亡的事件。海通和尚大发慈悲之心，准备修建大佛来镇水
患。于是四处化缘，筹得不少的钱财。当时有一位朝廷命官
见财眼开，准备敲诈勒索他，海通法师义正严辞地说“自目
可剜，佛财难得”。

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眼睛都可以挖下来给你，但你休想得到
这笔佛财。那个朝廷命官居然蛮横无礼地要他试一试，海通
禅师大义凛然地一手捧盘，一手挖出了自己的双眼。朝廷命
官吓坏了，从此以后没再为难他。海通禅师造佛时年事已高，
所以当大佛修到肩部的时候，他就圆寂了，大佛的修造工程
也因此停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
仇兼琼捐赠俸金20万，继续修造乐山大佛，由于工程浩大，



需要巨大的经费，于是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
速。当乐山大佛修到膝盖的时候，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
尚书，到京赴任，工程再次停工。

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五十万两继续修建
乐山大佛。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前后历经90年时间，乐山
大佛终于彻底完工，并且通体施金，华丽的佛衣和宝相庄严
的佛体交相辉映。

现在大家对大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
通过九曲栈道到大佛脚看全景。我们脚下的九曲栈道是同乐
山大佛一起修建的，共有173个台阶，最宽的地方是1.45米，
最窄的地方仅有o.6米。大家沿途可以欣赏一下崖壁上留下的
石刻佛龛。这些佛像神态各异，工艺精妙，可与中国四大石
窟的佛像相媲美，遗憾的是它们的风化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已经来到大佛脚下，请大家抬起头来仰视大佛，感受一
下他的高大和壮观。各位游客还可以仔细看看最近才发现的
位于大佛心脏部位的小佛头像。

顺便，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乐山大佛的宗教内涵。乐山大佛
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它是一尊弥勒佛。为什
么要造一尊弥勒佛呢?这和唐代崇拜弥勒佛有密切的关系。按
佛教教义，弥勒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他象征着未来世界
的光明和幸福，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
后将接替佛祖的地位，于华林园的龙华树下广传佛法，普渡
众生。佛经上说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所以人们自然
渴望他能尽快降临人间，全国各地因此盛行塑造弥勒佛像。
到了武周时期，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下令编造了一部《大云经
疏》，证明她是弥勒转世，百姓对弥勒的崇拜帮助她在男尊
女卑的封建时代登上帝位。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使全国
塑凿弥勒之风大行。乐山大佛的修造距武则天时代仅20余年，
所以当海通修造乐山大佛时，自然选择了弥勒佛，而且弥勒
佛既是能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这同平息水患的镇江之



佛要求是一致的，故乐山大佛的弥勒身份也因此决定了。

有的游客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乐山大佛这尊弥
勒佛跟寺庙里的弥勒佛造像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寺庙里的弥勒
佛是根据中国五代时期的一个名叫契此和尚的形象塑造而成
的。契此是浙江奉化县人，他乐善好施，能预知天气和预测
人的吉凶，经常拿着一个布袋四处化缘，在逝世前他曾
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
因而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佛的化身，寺庙里的弥勒佛也塑成
了他的形象——一个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

其实在中国汉地佛教文化中，弥勒佛造像的变化是很大的，
第一阶段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交脚弥勒；第二个阶段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第三个阶段是现在寺庙里的布
袋弥勒。乐山大佛是承前启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
勒。照《弥勒下生经》所描述，弥勒佛像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这就要求他的五官、头、手、脚、身都具有不
同于一般人的特征。乐山大佛整个形体超凡脱俗，头上的发
髻、阔大的双肩、高而长的眉毛，圆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
典籍的规定修建的，但是他的面相却具有汉族人的共同特点。
印度佛像的“宽肩细腰”，在大佛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
的是壮实的双肩，饱满的胸脯，体现了唐代祟尚肥胖美的时
尚。乐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双脚自然下垂，这与印度佛像
的“结跏趺式”也不一样，因为大佛是修来镇水的，这种平
稳、安定的坐式可以带给行船的人战胜激流险滩的信心和决
心。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中辉煌灿烂的阶段，造
像着力表现了佛的“神情”。

乐山大佛温文尔雅的神情，和蔼可亲的神态，以及凝思中蕴
含智慧，威严中带有慈祥的面容，都让人情不自禁产生崇敬
与亲切的感觉。我想大家在惊叹乐山大佛高大与壮观的同时，
还不能不赞叹它的造像工艺的精美。好了，现在我请大家自
由活动，十分钟后我们沿着1983年新修的凌云栈道往上走，
去参观麻浩崖墓。



各位游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乐山古代的一种墓葬习
俗。

说起墓葬习俗，大家也许比较熟悉川东长江两岸的悬棺吧。
而在川西，特别是乐山地区则流行一种凿山为墓的安葬方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沿着浅丘、山谷挖凿一个方形的洞穴，然
后将尸体和棺材、陪葬品等放人洞中。墓制的结构完全模仿
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而从外部看上去，则是一个个深邃神秘
的山洞。这种墓葬因流行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故而称
为东汉崖墓。在乐山范围内约有上万座这样的崖墓，而在这
些崖墓群中，最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墓群则是我要带领大
家参观的麻浩崖墓，它长约200米，宽约25米，共有544座墓。
大家知道，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无论你是乐观的面对还是
悲观的面对，生死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们
对死亡的无奈就只好衍生出一种祈求、一种愿望，希望死去
以后，能过着比生存时好的生活。再加上当时受到道家思想
影响，认为西王母、女蜗这些神仙所居的地方都是石屋，便
说凿山为室可成神仙，故而这种墓制形式逐渐流行开来。东
汉时期，乐山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不
断增加，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
变化就是地方大族的形成和思想文化上受儒家的影响，“忠、
孝、仁、信、节、义”观念最为突出。而在“仁孝”的思想
下，生时孝养，死后厚葬，自然是不可免的了。为了满足这
种需求，耗费巨资来修建崖墓便应运而生，前后流行了400年
之久。

好，现在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先抬头看看这个门
匾“麻浩崖墓”。麻浩是我们身后边的这条河，是由先秦蜀
郡太守李冰为避沫水之害所开凿的溢洪道。墓地因此而
叫“麻浩崖墓”。这块匾是咱们的文坛巨匠郭沫若老先
生1965年所题写的。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乐山最
值得一看的是什么?也许游客朋友都会不加思索的说——乐山
大佛，对吧?是的。而咱们郭老却说了，能与乐山大佛媲美的
只有乐山崖墓。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有搞头”(四川话，也



就说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意思)。所以说，来到乐山除了观大佛，
还应看崖墓。麻浩崖墓曾在1956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被评为
四川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看我右手边这块碑文的
记载就知道了。我左手边的这块石碑所记载的是因1988年麻
浩崖墓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而建博物馆。
前面这块门匾上写的“麻浩崖墓博物馆”，是现代学者杨超
所写的。

现在我们一块来参观一下这个墓群的内部结构。首先，我们
看到的是一幅巨型的挽马图仿制品，是根据墓里边的挽马图
仿制的，它所表现的意义到了里面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现
在到了麻浩1号崖墓。我们眼前的这块空地，是仿造现实生活
修建的阴间生活庭院和花园。门上面有很多的画像石刻，雕
刻技艺精湛绝伦，其功能是引导死者的魂魄，魂气升天，形
魄归地，而以形魄归地为主要目的。同时，每幅图还表现出
墓主人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我们从左至右看一
下，这里边最出名、最有特色的是这幅“荆轲刺秦王”图。
它反映的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也反映了墓
主反秦的思想。接下来是“西王母赐药图”。

西王母是我们神化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是汉代人们心目中保
佑长生不死、人丁兴旺的崇拜对象。图上西王母端坐中间，
向许多祈跪地上的人施药。能获得不死之药是梦寐以求的事，
故而在许多墓葬中都可以看到西王母的造像。洞穴旁边的这
幅图就是刚才大家进门时所看到的“挽马图”的蓝本。大家
一定发现该图与一般的车马行列迥然不同，图里是一烈马被
马夫用力拉缰，作者以非常简练的手法，刻画了马夫全神贯
注控制烈马的神态和烈马桀骜不驯的雄姿，这种力量和速度
相结合的气势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因此画气势非凡，故而
仿刻在院内。这幅图也许体现墓主人生前有喜爱猎骑名马的
爱好吧。大家请抬头看，这座佛的雕像是整个墓室中最有研
究价值的。它通高28厘米，身着通肩天衣、右手作“施无畏
印”，表现的是“安乐一切”的意思。这座佛像是我国最早
的佛刻雕像之一。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最早的佛像却出土在乐山崖墓中，
证明了佛教在乐山的传播并不比其它地方晚，这是研究中国
早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等问题不可忽
视的资料。右边所刻的是铺首，铺首一般刻在门梁、门框、
门楣正中，它的作用是降魔驱邪，保护主人，门右手边有一
手持扫把的妇人，这是告诉大家，如果要进门一定要先扫扫
灰尘，干干净净，这也表现了主人好客的一面。现在进了内
室，这里一切都是模仿死者生前的阳宅而布置的阴宅。当时
的人们对死亡、对遗体的认识是：“人死曰鬼，鬼者、归也，
精气归于天，肉体归于土”，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主人
的客厅、厨房、卫生间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虽死犹生的生
活。根据家族的大小和墓制的形式，专家们把墓制分为单式
制、双式制。就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
墓地的尽头放着棺木。棺木中一般埋葬一对夫妻，象征一个
小家庭，死者们就象继续着生前共居一院，不同辈份或兄弟
各成一小家，分房而居的生就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由于某些
客观原因，不能把墓洞延伸、扩展。如果要容纳整个家族，
那么很有可能需要把整座山开辟成一个巨大的墓群。不知大
家有没有发现，个子稍高的客人朋友进来时总弯着腰，那是
因为墓顶太低了。而进来之后，就宽畅多了，那是因为他们
为了排水，故意把崖墓地面做成内高外低，还在地面凿出排
水沟道。请大家再跟我到墓外两边的陈列馆参观墓葬时的陪
葬品。这些陪葬品都是陶制品，唯一的复制品是这个读书佣。
在崖墓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些陪葬品的种类、组合形式有所
发展，有所变化，大体上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柜里陈列
的陶鸡、陶猪等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陶猪、陶鸭表示墓主
人的家景。陶狗在墓中比较多，因为汉代养狗之风很盛行，
生时做为宠物，死后放在墓中用以预防盗贼。这里面最有观
赏价值的是1978年出土的陶楼房，从楼房的富丽堂皇、重楼
重檐完全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的富有。好，请大家在这里自
由参观，参观完请在门口集中!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山大佛景区游览。乐
山大佛，全名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位于岷江、青衣江、



大渡河三江交汇之处的凌云山栖鸾峰，距成都130公里。今天
我们的游览路线依次是凌云寺，海师洞，九曲栈道，最后是
东方佛都，全程游览时间大约3个小时，在游览过程中，请大
家注意安全，保护景区环境，紧跟我们的旅游团队。

乐山大佛因其所在地乐山而得名，也称嘉州大佛、凌云大佛。
乐山大佛的具体始建时间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仅记载了
一个大致的“开元初”，最早是由贵州僧人海通和尚主持修
建的，修凿的佛像为弥勒佛，其目的是减弱该河流交汇处的
水势。海通和尚去世后，大佛的修造一度停止。开元二十七年
(739)时，章仇兼琼担任剑南节度使，为重修大佛而捐出了自
己20万钱的俸禄，大佛得以再次开工，章仇兼琼调任户部尚
书，大佛的修造再次停滞。直到贞元元年(785)时，韦皋担任
西川节度使，大佛得以第三次开工，其间韦皋专门捐出了自
己的50万钱俸禄作为修造资金。贞元十九年(803)时，乐山大
佛正式修造完成，整个工期前后历时约90年，在历史上也曾
有过多次维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山大佛得到妥善
保护和维修，1998年，乐山大佛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名录。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乐山大佛头部右边的一个平
台上，请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一座巍峨高大的大佛
尽现我们眼前，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体
态匀称，神势肃穆，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大家眼前的乐山
大佛被世人称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
挺立大江边”。大佛矗立于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山体内，同
乐山市区隔江遥望，最为神奇的地方还在于，它正好处
于“巨型睡佛”的心脏处，这暗合了“心即是佛，佛在心
中”的佛理，形成“佛中有佛”的奇观。

大家看到大佛肯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大佛会建在乐山而不
是其他城市？为什么凿于水边藏于山里？为什么会是弥勒造
像？这些疑问稍后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现在我要先给大家
讲的是跟大佛有关的一个数字：四。咱们中国人经常喜欢用



数字法来概括某些东西，比如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
门等等，学术有四大书院，文学有四大名著，佛教有四大名
山，造像有四大石刻……所以今天，我也要来给大家说说乐
山大佛身上的三个“四”。

第一是“四”个显赫的数字：最高、最宽、最长、最多。高
度：大佛通高71米，有24层楼那么高，比自称世界第一的阿
富汗巴米扬大佛还高18米，比山西云冈石窟最高佛像高出三
倍。宽度：大佛的肩宽28米，有两辆大巴连起来那么长，两
名壮汉可以并排站在他的耳朵里。长度：大佛修建经历了四
代帝王。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经肃宗、代宗，最后
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落成，距今1200多年，笑看风
云过，弹指一挥间。最后是它的“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大佛头顶的发髻了吗？哪位朋友能够数的清楚究竟有多少个
发髻呢？（互动）一共1021个发髻，这还是1962年对大佛维
修时用粉笔一个一个编上号，采用“排除法”才数清楚的。

再来就是乐山大佛有“四”大奇观：闭眼、流泪、佛光、胸
中小佛。闭眼，说的是上个世纪岷江洪水泛滥，大佛慈悲不
忍看，竟一夜之间闭上了眼。当然，大佛闭眼的真正原因是
年久失修，大量的鸟类飞到大佛脸上做窝，大佛眼睛就睁不
开了。关于流泪，是人们赋予大佛悲天悯人的佛性的表现，
那泪痕实则是雨水长年作用下形成的。当然，现在经过大佛
皮肤美容工程，泪痕已经看不见了，大佛也更焕发出光彩。
关于佛光，能在这里500米的范围内出现，并正好出现在大佛
头部位置，以凌云山的海拔高度，不能不说是奇迹。关于胸
中小佛，指的是1999年发现的大佛胸口位置呈现的佛形痕迹，
睡佛、大佛、小佛，一佛套一佛，真真是“佛中有佛”。

最后是大佛的“四”大拾趣：其一，大家不难发现，远看与
头部浑然一体的发髻实则是用石块嵌就而成，但却没有沙桨
私铸痕迹。其二，右耳耳垂根部内侧发现腐朽了的木泥，证
实了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关于乐山大佛“集天下佛像
之大，两耳又以木为之”的记载。其三，大佛身上隐而不现



的排水系统，认真研究起来，让现代科学也瞪目结舌。其四，
胸口残碑。大家有没注意到大佛胸口处有修整过的痕迹？这
个位置后的佛身内曾经有一个洞穴，洞内曾藏有珠宝钱财，
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洗劫一空。后来洞口以碑封洞，那是
宋代重建天宁阁的纪事残碑。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下佛脚真遗憾”，现在请大家
就随我一起沿着九曲栈道去近距离观赏大大佛全景吧。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大家来乐山市旅游观光。古时候乐山因
盛产香味独特的海棠，故有“海棠香国”之誉。青山绿水与
寺庙园林融为一体是乐山景观的最大特色。乐山市峨眉山景
区包括乐山大佛景区和峨眉山景区两大部分。乐山最负盛名
的是世界第一大佛一:乐山大佛。这尊由八世纪唐朝海通和尚
发起修凿的弥勒石刻坐佛，历时90年才修凿而成。它面对三
江，雄峙千载，阅尽人间沧桑。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那雄浑伟岸的躯体与青青凌云
山、迢迢岷江水交相辉映，成为乐山的标志。1996年12月，
乐山大佛——峨眉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成为
中国四个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之120xx年，乐山大佛景区被
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各位游客朋友，乐山大佛景区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
凌云寺旁，濒临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汇流处。大佛为
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
像。大佛开凿于唐代时期(公元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
年(公元803年)，历时约90年。大佛两侧断崖和登山道上，有
许多石龛造像，多是盛唐作品。凌云寺右灵宝峰上，现存一
座砖塔，塔高十三层，造型与西安小雁塔相似。寺左江中一
孤峰卓立，名乌尤，即秦时所凿乐山离堆，上有唐创建乌尤
寺，以及相传汉郭舍人注《尔雅》处。乐山大佛景区由凌云
山、麻浩岩墓、乌尤山、巨型卧佛景观等组成，面积约8平方
千米，自古以来就是闻名遐遂的风景旅游胜地。古有“上朝



峨眉、下朝凌云”之说。

各位游客朋友，据《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记
载，“乐山大佛”的真实官方名称应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
石像”，“乐山大佛”之名是后依据地名所取。“乐山大
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佛体态勻称，神势肃
穆，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
宽10米，肩宽24米，手指长8.3米，脚背宽8.5米，脚面可围
坐百人以上。

在大佛左右两侧沿江崖壁上，还有两尊身高10余米，手持戈
戟、身着战袍的护法武士石刻，数百龛上千尊石刻造像，形
成了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大佛左侧，沿洞天下去就是凌
云栈道的始端，全长近500米。右侧是九曲栈道。佛像雕刻成
之后，曾建有十三层楼阁覆盖，时称“大佛阁”。“大佛
阁”，宋时称“天宁阁”，可惜毁于明末战乱，被张献忠的
起义军焚毁。从大佛两侧的山崖上可看到几十处孔穴，那是
当年建造楼阁时，安置梁柱的地方。而今日，梁柱早已被拆
除，而雄壮的大佛仍巍然屹立着。

各位游客朋友，乐山大佛设计非常巧妙。首先是隐而不见的
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大佛头部共18
层螺髻中，第4层、第9层和第18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
别垒砌修饰而成，远望看不出;衣领、衣纹皱褶有排水沟;正
胸左侧也有水沟与右臂后侧水沟相连;两耳背后靠山崖处有洞
穴左右相通;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但互未凿通，孔壁湿润，
底部积水，洞口不断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部约有2米宽的浸
水带。这些水沟和洞穴，组成了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
统，防止了大佛的侵蚀性风化。

其次是沿大佛左侧的凌云栈道可直接到达大佛的底部。在此
抬头仰望大佛，会有仰之弥高的感觉。坐像右侧有一条九曲
古栈道，栈道沿佛像的右侧绝壁开凿而成，奇陡无比，曲折
九转，方能登上栈道的顶端。这里是大佛头部的右侧，也就



是凌云山的山顶。此处可观赏到大佛头部的雕刻艺术。大佛
顶上的头发，共有螺髻1021个。远看发髻与头部浑然一体，
实则以石块逐个嵌就。

第三是大佛右耳耳垂根部内侧，有一深约25厘米的窟窿，长
达7米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再抹以银
灰装饰而成。在大佛鼻孔下端亦发现窟窿，露出三截木头，
成品字形。说明隆起的鼻梁，也是以木衬之，外饰锤灰而成。

各位游客朋友，与乐山大佛相依而存的有著名寺院凌云寺。
凌云寺规模颇大，大佛就凿于离寺不远的崖上。从这里可以
沿一条凿于悬崖边上的陡直小路，下到大佛的脚边，在此凭
栏看佛，可以仔细观赏大佛头部各个部位的细微之处。因为
大佛凿于凌云寺前，所以大佛也就称为凌云大佛。而凌云寺
也因有了这尊大佛，而被人们称为大佛寺。凌云山有了大佛，
山更出名，大佛在凌云山上，山更增色。

凌云寺建于唐代，位于大佛头部的右后方，俗称大佛寺。唐
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开凿佛像时，寺宇又有扩建。唐建凌云
寺，毁于元顺帝战乱，明代进行了两次较大修复，明末又经
毁。现存凌云寺是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重新修建的。以
后又经多次修葺。寺门正中匾上苏东坡书“凌云禅院”四字。

寺内有天王殿、大雄殿和藏经楼等组成的三重四合院建筑。
藏经楼，原为寺内收藏佛教经卷的地方厂于1930年新建,结构
和外形为近代建筑风格，楼下新辟“海师堂”，塑有大佛发
起建造者海通法师以及继任建造者章仇兼琼、韦皋的全身像，
以此寄托后人对他们的敬仰之情。

各位游客朋友，乐山大佛景区的游览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
大家的合作，接下来我们要驱车前往峨眉山景区游览。



中国文化遗产乐山大佛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各位到乐山大佛景区来观光旅游。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举世闻名的千年古佛——乐山大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
石刻弥勒佛，通高71米，肩膀的宽度是24米，头的直径是10
米，耳朵有7米长，嘴巴和眼睛的长度是3.3米，眉毛和鼻子
的长度是5.6米，颈高3米，指长8.3米，从膝盖到脚背28米，
脚的宽度是8.5米，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乐山大佛雄伟壮观，
人们形容它：“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竣工于
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乐山大佛矗
立于此已经1200年了。

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大佛两侧的岩石。这种岩石叫红砂岩，是
一种质地疏松，容易风化的岩石，乐山大佛就是在这种岩石
上雕刻而成的。那么大佛为什么能历经1200年“风雨不动安
如山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大佛所处的位置。大佛位于凌云山
西面的阴坡上，加之佛体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构稳定，佛
身处于江弯地段，隐藏于山体之中，减少了风雨侵蚀和水流
冲刷，因此岩石风化较缓慢。不仅如此，乐山大佛还有非常
巧妙的排水系统。在大佛身后，有左右相通的排水洞穴，可
以避免山泉对佛像的浸蚀；大佛头上发髻的第4层、9层、18
层各有一条排水道与佛体衣服折皱连成排水渠道网，也避免
了雨水对佛体的浸蚀。可见，乐山大佛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
除此之外，大佛在竣工之后，还曾经修造了一个高13层的楼
阁复盖，可惜毁于明末的战乱。

虽然乐山大佛有着十分完善的保护系统，然而在一千多年的
漫长岁月中，它仍免不了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有自然的，
也有人为的。因此，各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维修。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曾对乐山大佛进行过多次维修，其中工



程较大的是1963年的维修。1982年，乐山大佛经国务院公布
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乐
山大佛的保护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乐山大佛己成
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遗产。

那么，是谁为我们创造了这笔财富?当初修大佛的目的是什
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去参观海师堂。

海师堂里的三尊塑像就是修建乐山大佛的功臣。首先我们看
中间这一位，大佛的始建者——海通禅师，他是贵州人氏，
当年在凌云山上结茅为僧。

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水势相当的凶猛，经常发生船毁
人亡的事件。海通和尚大发慈悲之心，准备修建大佛来镇水
患。于是四处化缘，筹得不少的钱财。当时有一位朝廷命官
见财眼开，准备敲诈勒索他，海通法师义正严辞地说“自目
可剜，佛财难得”。

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眼睛都可以挖下来给你，但你休想得到
这笔佛财。那个朝廷命官居然蛮横无礼地要他试一试，海通
禅师大义凛然地一手捧盘，一手挖出了自己的双眼。朝廷命
官吓坏了，从此以后没再为难他。海通禅师造佛时年事已高，
所以当大佛修到肩部的时候，他就圆寂了，大佛的修造工程
也因此停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
仇兼琼捐赠俸金20万，继续修造乐山大佛，由于工程浩大，
需要巨大的经费，于是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
速。当乐山大佛修到膝盖的时候，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
尚书，到京赴任，工程再次停工。

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五十万两继续修建
乐山大佛。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前后历经90年时间，乐山
大佛终于彻底完工，并且通体施金，华丽的佛衣和宝相庄严
的佛体交相辉映。



现在大家对大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
通过九曲栈道到大佛脚看全景。我们脚下的九曲栈道是同乐
山大佛一起修建的，共有173个台阶，最宽的地方是1.45米，
最窄的地方仅有o.6米。大家沿途可以欣赏一下崖壁上留下的
石刻佛龛。这些佛像神态各异，工艺精妙，可与中国四大石
窟的佛像相媲美，遗憾的是它们的风化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已经来到大佛脚下，请大家抬起头来仰视大佛，感受一
下他的高大和壮观。各位游客还可以仔细看看最近才发现的
位于大佛心脏部位的小佛头像。

顺便，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乐山大佛的宗教内涵。乐山大佛
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它是一尊弥勒佛。为什
么要造一尊弥勒佛呢?这和唐代崇拜弥勒佛有密切的关系。按
佛教教义，弥勒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他象征着未来世界
的光明和幸福，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
后将接替佛祖的地位，于华林园的龙华树下广传佛法，普渡
众生。佛经上说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所以人们自然
渴望他能尽快降临人间，全国各地因此盛行塑造弥勒佛像。
到了武周时期，一代女皇武则天曾下令编造了一部《大云经
疏》，证明她是弥勒转世，百姓对弥勒的崇拜帮助她在男尊
女卑的封建时代登上帝位。由于武则天的大力提倡，使全国
塑凿弥勒之风大行。乐山大佛的修造距武则天时代仅20余年，
所以当海通修造乐山大佛时，自然选择了弥勒佛，而且弥勒
佛既是能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这同平息水患的镇江之
佛要求是一致的，故乐山大佛的弥勒身份也因此决定了。

有的游客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乐山大佛这尊弥
勒佛跟寺庙里的弥勒佛造像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寺庙里的弥勒
佛是根据中国五代时期的一个名叫契此和尚的形象塑造而成
的。契此是浙江奉化县人，他乐善好施，能预知天气和预测
人的吉凶，经常拿着一个布袋四处化缘，在逝世前他曾
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
因而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佛的化身，寺庙里的弥勒佛也塑成



了他的形象——一个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

其实在中国汉地佛教文化中，弥勒佛造像的变化是很大的，
第一阶段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交脚弥勒；第二个阶段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第三个阶段是现在寺庙里的布
袋弥勒。乐山大佛是承前启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
勒。照《弥勒下生经》所描述，弥勒佛像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这就要求他的五官、头、手、脚、身都具有不
同于一般人的特征。乐山大佛整个形体超凡脱俗，头上的发
髻、阔大的双肩、高而长的眉毛，圆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
典籍的规定修建的，但是他的面相却具有汉族人的共同特点。
印度佛像的“宽肩细腰”，在大佛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
的是壮实的双肩，饱满的胸脯，体现了唐代祟尚肥胖美的时
尚。乐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双脚自然下垂，这与印度佛像
的“结跏趺式”也不一样，因为大佛是修来镇水的，这种平
稳、安定的坐式可以带给行船的人战胜激流险滩的信心和决
心。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中辉煌灿烂的阶段，造
像着力表现了佛的“神情”。

乐山大佛温文尔雅的神情，和蔼可亲的神态，以及凝思中蕴
含智慧，威严中带有慈祥的面容，都让人情不自禁产生崇敬
与亲切的感觉。我想大家在惊叹乐山大佛高大与壮观的同时，
还不能不赞叹它的造像工艺的精美。好了，现在我请大家自
由活动，十分钟后我们沿着1983年新修的凌云栈道往上走，
去参观麻浩崖墓。

各位游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乐山古代的一种墓葬习
俗。

说起墓葬习俗，大家也许比较熟悉川东长江两岸的悬棺吧。
而在川西，特别是乐山地区则流行一种凿山为墓的安葬方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沿着浅丘、山谷挖凿一个方形的洞穴，然
后将尸体和棺材、陪葬品等放人洞中。墓制的结构完全模仿
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而从外部看上去，则是一个个深邃神秘



的山洞。这种墓葬因流行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故而称
为东汉崖墓。在乐山范围内约有上万座这样的崖墓，而在这
些崖墓群中，最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墓群则是我要带领大
家参观的麻浩崖墓，它长约200米，宽约25米，共有544座墓。
大家知道，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无论你是乐观的面对还是
悲观的面对，生死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人们
对死亡的无奈就只好衍生出一种祈求、一种愿望，希望死去
以后，能过着比生存时好的生活。再加上当时受到道家思想
影响，认为西王母、女蜗这些神仙所居的地方都是石屋，便
说凿山为室可成神仙，故而这种墓制形式逐渐流行开来。东
汉时期，乐山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不
断增加，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
变化就是地方大族的形成和思想文化上受儒家的影响，“忠、
孝、仁、信、节、义”观念最为突出。而在“仁孝”的思想
下，生时孝养，死后厚葬，自然是不可免的了。为了满足这
种需求，耗费巨资来修建崖墓便应运而生，前后流行了400年
之久。

好，现在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先抬头看看这个门
匾“麻浩崖墓”。麻浩是我们身后边的这条河，是由先秦蜀
郡太守李冰为避沫水之害所开凿的溢洪道。墓地因此而
叫“麻浩崖墓”。这块匾是咱们的文坛巨匠郭沫若老先
生1965年所题写的。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乐山最
值得一看的是什么?也许游客朋友都会不加思索的说——乐山
大佛，对吧?是的。而咱们郭老却说了，能与乐山大佛媲美的
只有乐山崖墓。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有搞头”(四川话，也
就说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意思)。所以说，来到乐山除了观大佛，
还应看崖墓。麻浩崖墓曾在1956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被评为
四川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看我右手边这块碑文的
记载就知道了。我左手边的这块石碑所记载的是因1988年麻
浩崖墓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而建博物馆。
前面这块门匾上写的“麻浩崖墓博物馆”，是现代学者杨超
所写的。



现在我们一块来参观一下这个墓群的内部结构。首先，我们
看到的是一幅巨型的挽马图仿制品，是根据墓里边的挽马图
仿制的，它所表现的意义到了里面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现
在到了麻浩1号崖墓。我们眼前的这块空地，是仿造现实生活
修建的阴间生活庭院和花园。门上面有很多的画像石刻，雕
刻技艺精湛绝伦，其功能是引导死者的魂魄，魂气升天，形
魄归地，而以形魄归地为主要目的。同时，每幅图还表现出
墓主人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我们从左至右看一
下，这里边最出名、最有特色的是这幅“荆轲刺秦王”图。
它反映的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也反映了墓
主反秦的思想。接下来是“西王母赐药图”。

西王母是我们神化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是汉代人们心目中保
佑长生不死、人丁兴旺的崇拜对象。图上西王母端坐中间，
向许多祈跪地上的人施药。能获得不死之药是梦寐以求的事，
故而在许多墓葬中都可以看到西王母的造像。洞穴旁边的这
幅图就是刚才大家进门时所看到的“挽马图”的蓝本。大家
一定发现该图与一般的车马行列迥然不同，图里是一烈马被
马夫用力拉缰，作者以非常简练的手法，刻画了马夫全神贯
注控制烈马的神态和烈马桀骜不驯的雄姿，这种力量和速度
相结合的气势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因此画气势非凡，故而
仿刻在院内。这幅图也许体现墓主人生前有喜爱猎骑名马的
爱好吧。大家请抬头看，这座佛的雕像是整个墓室中最有研
究价值的。它通高28厘米，身着通肩天衣、右手作“施无畏
印”，表现的是“安乐一切”的意思。这座佛像是我国最早
的佛刻雕像之一。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最早的佛像却出土在乐山崖墓中，
证明了佛教在乐山的传播并不比其它地方晚，这是研究中国
早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和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等问题不可忽
视的资料。右边所刻的是铺首，铺首一般刻在门梁、门框、
门楣正中，它的作用是降魔驱邪，保护主人，门右手边有一
手持扫把的妇人，这是告诉大家，如果要进门一定要先扫扫
灰尘，干干净净，这也表现了主人好客的一面。现在进了内



室，这里一切都是模仿死者生前的阳宅而布置的阴宅。当时
的人们对死亡、对遗体的认识是：“人死曰鬼，鬼者、归也，
精气归于天，肉体归于土”，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主人
的客厅、厨房、卫生间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虽死犹生的生
活。根据家族的大小和墓制的形式，专家们把墓制分为单式
制、双式制。就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
墓地的尽头放着棺木。棺木中一般埋葬一对夫妻，象征一个
小家庭，死者们就象继续着生前共居一院，不同辈份或兄弟
各成一小家，分房而居的生就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由于某些
客观原因，不能把墓洞延伸、扩展。如果要容纳整个家族，
那么很有可能需要把整座山开辟成一个巨大的墓群。不知大
家有没有发现，个子稍高的客人朋友进来时总弯着腰，那是
因为墓顶太低了。而进来之后，就宽畅多了，那是因为他们
为了排水，故意把崖墓地面做成内高外低，还在地面凿出排
水沟道。请大家再跟我到墓外两边的陈列馆参观墓葬时的陪
葬品。这些陪葬品都是陶制品，唯一的复制品是这个读书佣。
在崖墓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些陪葬品的种类、组合形式有所
发展，有所变化，大体上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柜里陈列
的陶鸡、陶猪等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陶猪、陶鸭表示墓主
人的家景。陶狗在墓中比较多，因为汉代养狗之风很盛行，
生时做为宠物，死后放在墓中用以预防盗贼。这里面最有观
赏价值的是1978年出土的陶楼房，从楼房的富丽堂皇、重楼
重檐完全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的富有。好，请大家在这里自
由参观，参观完请在门口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