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 山西太原晋祠的导
游词(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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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篇一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
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
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
（含后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
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
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
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
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
的一例。

金人台四尊铁人姿态英武，因铁为五金之属，人称之为“金
人台”。西南隅的那尊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
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不但保存完整，而且神态威武，英姿
勃勃，气概不凡，销明甲亮，闪闪泛光，颇为独特。据说，
一年夏天气候特别炎热，身披铁甲的西南隅的铁人忍受不了
这难熬的痛苦。独自走到汾河边，只见汾河滔滔而流，怎么
过河呢，铁人犯了愁。正在着急，忽见从上游不远沿岸边驶
下一条小船。铁人赶忙上前招呼，要求船家把他渡到对岸。
船家沉吟一阵，方才慢腾腾地说：“渡你一人，人太少，可
再稍候一时，再等等有无旁人。”铁人一焦急，赶忙说



道：“你能渡过我一个，就算你有能耐啦”船家看了看铁人
说：“你能有多重，一只船不止装一人，除非你是铁铸
的。”话一落音，一语道破了铁人的本相。瞬间，铁人立在
汾河边，纹丝不动，怎么这人不说话了？船家抬眼一看，面
前立着一位铁人。多眼熟啊，嗬，可不是嘛，是晋词的铁人。
船家不敢怠慢，赶忙找了一些乡亲，把铁人抬回金人台。圣
母勒令手下将领，把铁人的脚趾上连砍三刀，表示对铁人不
服从戒律的惩罚。今日的铁人，脚上还留着连砍三刀的印痕。

唐碑亭，即“贞观宝翰”亭。亭内陈列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
“晋祠之铭并序”。全碑1200多宇，书法行草，骨骼雄健，
笔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圣母殿右侧，是千年古树“卧龙周柏”。难老泉，俗称“南
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齐时有人据
《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周柏、
难老泉、侍女像誉称“晋祠三绝”。

在难老泉亭上方，有一座水母楼，俗称梳妆楼，别号水晶宫。
楼内水母像铜质金装，端坐瓮上，束发未竟，神态自若。据
传，水母姓柳，生性贤良，家住晋祠附近的金胜村，嫁到晋
祠为媳。不幸的是，她同嫁后横遭婆线虐打，每日到远方去
挑水。挑回的水，婆母只要前桶，不要后桶，名为嫌脏，实
则存心刁难。一天，柳女挑水归来，在途中一骑马人要借水
饮马，柳女欣然应允。等柳女返回重挑时，那人送给柳女一
条金丝马鞭，并告她马鞭放在瓮中，只要轻轻向上一提，水
即满瓮。柳女回去一试，果然灵验。这个秘密不久就被柳女
的小姑子发现，一次她趁获女回娘家不在，从瓮中提起马鞭，
顿时，水从瓮中奔涌而出。大水，很快就要淹没附近村
庄……，柳女正在娘家梳头，闻讯赶来，毅然坐在瓮上，水
势一下变小，人们得救了，水母再也没有离开水瓮。

晋祠南部名奉圣寺，相传这里曾是唐朝大将尉迟敬德的别墅。
奉圣寺此，有舍利塔，塔高38米，七级八角形。在奉圣寺附
近，有巨槐一株，干老枝嫩，苍郁古朴，独具一格。据传，



原来这株槐树历史久远，早已干枯，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到
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农历三月廿一日，奉圣寺
内集会，人来人往熙攘非凡。恰好，有一个老道士在枯槐下
叫卖，出售膏药。口里喊着：“膏药灵应、能汉百病，有福
来买，无福不信。”叫卖半晌，没人买他的药。这位老道继
续叫卖：“如此仙药，来购无人，凡人无福，枯槐宜生。”
说罢，他将膏药贴于枯槐身上。拂袖扬长而去。说来真巧，
不到一个月，这株枯槐，死而复生。生枝展芽，甚为茂盛。
人们见状，都惊呼这株枯槐叫复生槐。实际上，俗话说得好：
“千年柏、万年松，老槐一睡几百春。”这株枯槐复生，大
约是因为多年长睡而碰巧苏醒的缘故。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
叔虞励精图治，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农业，
使唐国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造成日后八百年的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
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
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祠堂
也改名为“晋王祠”，简称“晋祠”。

晋祠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翁山下，晋水发源处。北宋天圣
年间，追风唐疏虞为汾王，并为大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大的圣
母殿，殿内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喂国内所仅见。
殿内两侧为难老、善利、二泉，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
年不息，水温17℃，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厅有唐太宗写的
“御碑”、“晋祠之铭并续”。晋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唐
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唐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
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于常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
塑42歌侍女像、圣母像誉为“晋祠三绝”。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篇二

大家好!首先，我代表___旅行社欢迎您参加本次旅游活动。
希望我的讲解能陪伴您度过这次美好时光。

呵呵，这位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好，接下来，就让我把
晋祠介绍给大家!

晋祠是具几十座古建筑的中国古典园林游览胜地。环境幽雅
舒适，风景优美秀丽，素以雄伟的建筑群、高超的塑像艺术
闻名于世,从大门入，自水镜台起，经会仙桥、金人台、对越
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到圣母殿,这是晋祠的主体，建
筑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部从文昌宫起，有东
岳祠、关帝庙、三清祠、唐叔祠、朝阳洞、待风轩、三台阁、
读书台和吕祖阁。南部从胜瀛楼起，有白鹤亭、三圣祠、真
趣亭、难老泉亭、水母楼和公输子祠。这里是舍利生生塔的
所在地，它初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间重
建，为七级八角形，高30余米，每层四面有门，饰以琉璃勾
栏。登塔远眺，晋祠全景历历在目。现在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噢，太好啦，姐姐我们一起上吧。

这里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
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
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含后
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
贵，凤冠霞披，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
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姐姐，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后一处景
点——————鱼沼飞梁，它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
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
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好啦，景点介绍完啦，大家可以自由参观。欢迎下次再来。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篇三

汾河公园是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大型城市生态景观公园，是具
有中国北方园林风格和太原汾河地域文化的山水园，全长6公
里，宽500米，占地300公顷，形成了130万平方米水面和130
万平方米绿地，是太原市目前最大、最集中的公共绿地游乐
场所。同时也是太原城区汾河段蓄水美化工程，人工复式河
槽由中隔墙分成东西两渠，东侧清水渠，宽220米，由四道橡
胶坝分为三级蓄水湖面;西侧浑水渠宽80米，排泄上游洪水和
水库灌溉输水。东西两岸各布置一条箱形排污暗涵，接纳城
市排污管道和边山支沟来水，送至下游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
处理。

“五环生辉”广场健身体育活动设施完备，活力四溢，充满
动感。沿汾河东岸，可领略古晋阳八景之一“汾河晚渡”的
绮丽动人景色;“雁丘景点”依汾河古老传说而建，元好问的
千古诗句为此平添几分婉约;巧妙地利用了橡胶坝运行设施形
成的“沙滩碧水”、“游泳池”、“钓鱼池”和“画舫”，
充满现代体育健身特色，还有亲临水面的“日台”、“七
亭”、“渡口”及“乐坛”等景点。在湖面上荡漾的游船及
在主园路通行的观光车穿梭自如，可引游人游遍各个景区。
凡有台阶的广场均专门设计了无障碍通道，欧式风格的商品
售卖点平均分布，游览其间更觉方便轻松。

汾河公园湖面之上点缀有彩色橡胶坝、大型音乐喷泉、鸟岛、
绿洲，现代与自然的交融，人与水的亲和，展现出一幅波光
潋滟，水天一色的画面。夜幕降临，遍布各景区的30种风格
各异的4000余盏灯饰与滨河东西路四条光带交相辉映，设计
精巧的广场地灯为公园再现了色彩斑斓的立体美景。整个公
园动静结合，过去、现在、未来有机融会，流连其中，可享
受省城最大自然生态的情景，同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
静静品味汾河公园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纯净的生态美景。

太原汾河公园的建设，提升了城市形象，也让人们直接感受



到城市生态的.变化。上一个星期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太原汾
河两岸的汾河公园。

汾河公园纵贯市区南北6公里，宽500米，占地300万平方
米。4个广场，11个景点，178万平方米的水面和130万平方米
的绿地，构成了公园特有的美;横跨汾河的5座大桥和滨河两
路上的车流，又可使人尽享一种流动美。凝固美与流动美交
相辉映，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

创造“人、城市、生态、文化”的多元共生空间是公园的理
念。白天，漫步公园，放眼四望：青青的草坪，使人真想上
去打几个滚;清澈碧绿的水面，微风轻拂，泛起一圈圈涟漪，
拖起无数光带，恰似一条条素绢在水面飘动……分布在东西
两岸的“柳溪春晓”、“千禧龙腾”、“汾河晚渡”等景区，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了人与生态融合的意境。

婉转的鸟鸣朝朝暮暮、起落的翅膀春去秋来，它们在传递着
一个信息：文明是自然的延伸。人的家园，就应该是充满绿
色、充满生命、充满爱心的空间!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然而，两年前这里
还是杂草丛生、黑水横流，被人喻为太原的“龙须沟”呢?而
今这些景点与广场的交织，构成了最具魅力的城市美景。

汾河晚渡为“古晋阳八景”之一。此处位于西山最佳观赏点。
与对岸的小木屋和水中的鸟岛相望，入口耸立的石坊为码头
标志，几何构成的景点，当夕阳斜照、红霞满天，河面浮光
耀金，舟行景随，游人泛舟其间或凭栏远眺，如画胜境，可
一览无余。这一靓丽明珠定会更加璀璨，更加夺目。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篇四

太原是山西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
交通、信息中心，是一座具有25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因其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而闻名天下。

平遥双林寺，内有数千尊彩塑是我国罕有的五代原作;阳泉平
定的娘子关，是唐平阳公主挂帅驻防的知名关隘;昔阳的大寨，
曾在现代农村发展史上名重一时;汾阳的杏花村汾酒厂，是知
名的汾酒之乡;祁县乔家堡民俗博物馆，把往昔晋商的豪宅变
为展示晋中民俗特色风情的胜地。

为太原写一段导游词篇五

各位游客：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
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
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
（含后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
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
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
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
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
的一例。

金人台四尊铁人姿态英武，因铁为五金之属，人称之为“金
人台”。西南隅的那尊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
年），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不但保存完整，而且神态威武，
英姿勃勃，气概不凡，销明甲亮，闪闪泛光，颇为独特。据
说，一年夏天气候特别炎热，身披铁甲的西南隅的铁人忍受
不了这难熬的痛苦。独自走到汾河边，只见汾河滔滔而流，
怎么过河呢，铁人犯了愁。正在着急，忽见从上游不远沿岸
边驶下一条小船。铁人赶忙上前招呼，要求船家把他渡到对
岸。船家沉吟一阵，方才慢腾腾地说：“渡你一人，人太少，
可再稍候一时，再等等有无旁人。”铁人一焦急，赶忙说道：



“你能渡过我一个，就算你有能耐啦”船家看了看铁人
说：“你能有多重，一只船不止装一人，除非你是铁铸
的。”话一落音，一语道破了铁人的本相。瞬间，铁人立在
汾河边，纹丝不动，怎么这人不说话了？船家抬眼一看，面
前立着一位铁人。多眼熟啊，嗬，可不是嘛，是晋词的铁人。
船家不敢怠慢，赶忙找了一些乡亲，把铁人抬回金人台。圣
母勒令手下将领，把铁人的脚趾上连砍三刀，表示对铁人不
服从戒律的惩罚。今日的铁人，脚上还留着连砍三刀的印痕。

唐碑亭，即“贞观宝翰”亭。亭内陈列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
“晋祠之铭并序”。全碑1200多宇，书法行草，骨骼雄健，
笔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圣母殿右侧，是千年古树“卧龙周柏”。难老泉，俗称“南
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齐时有人据
《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周柏、
难老泉、侍女像誉称“晋祠三绝”。

晋祠南部名奉圣寺，相传这里曾是唐朝大将尉迟敬德的别墅。
奉圣寺此，有舍利塔，塔高38米，七级八角形。在奉圣寺附
近，有巨槐一株，干老枝嫩，苍郁古朴，独具一格。据传，
原来这株槐树历史久远，早已干枯，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到
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农历三月廿一日，奉圣寺
内集会，人来人往熙攘非凡。恰好，有一个老道士在枯槐下
叫卖，出售膏药。口里喊着：“膏药灵应、能汉百病，有福
来买，无福不信。”叫卖半晌，没人买他的药。这位老道继
续叫卖：“如此仙药，来购无人，凡人无福，枯槐宜生。”
说罢，他将膏药贴于枯槐身上。拂袖扬长而去。说来真巧，
不到一个月，这株枯槐，死而复生。生枝展芽，甚为茂盛。
人们见状，都惊呼这株枯槐叫复生槐。实际上，俗话说得好：
“千年柏、万年松，老槐一睡几百春。”这株枯槐复生，大
约是因为多年长睡而碰巧苏醒的缘故。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
叔虞励精图治，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农业，



使唐国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造成日后八百年的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
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
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祠堂
也改名为“晋王祠”，简称“晋祠”。

晋祠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翁山下，晋水发源处。北宋天圣
年间，追风唐疏虞为汾王，并为大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大的圣
母殿，殿内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喂国内所仅见。
殿内两侧为难老、善利、二泉，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
年不息，水温17℃，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厅有唐太宗写的
“御碑”、“晋祠之铭并续”。晋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唐
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唐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
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于常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
塑42歌侍女像、圣母像誉为“晋祠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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