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 介绍醉翁亭记
的导游词醉翁亭导游解说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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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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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篇一

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为我国四大名亭之一，也是旅游
的很好去处，导游在介绍醉翁亭给游客了解时，解说要详细。
下面是本站带来的介绍醉翁亭记的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到大
家。

亲爱的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本次的导游小宋。今天我作为大家进行讲解，
我感到十分荣幸。正值五一黄金周，借着假期出来游玩，放
松身心，饱览美景，愉悦身心，能够一睹千古明楼醉翁亭，
览湖光山色，大伙儿肯定会不虚此行。

环绕滁州四周全是高山，西南方的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优
美。远远望去，树木郁郁葱葱，景色幽深秀丽的事琅琊山。
沿着山我们现在大概上了六七里，前面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看前面两峰之间飞泻而下的水流就是酿泉。前面山路崎岖，
因此要多走几个之字形的回路，虽然多走几步也是值得的。
大家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一个四角翘起，像鸟张开
翅膀一样的亭子，就是著名的醉翁亭。大家想知道谁设计了
这个亭子，又是谁命名的?是山上的庙里的一个和尚设计并建
造了这个亭子。



这个醉翁就有点意思。醉翁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欧阳修先
生。他当时任太守期间，与客人一起来这里设宴，酒不醉人
人自醉，太守年纪最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醉翁”，这
个亭子也就叫“醉翁亭”了。大家看，这个醉翁亭子，全是
用木头精雕而成。看，太守这把椅子用了好多年了，但还完
好如新。整个亭子看上去古香古色，你一定要坐在当年太守
常坐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轻轻触摸这木椅，一定能体味到
当年太守赏尽美景、开怀而饮那种惬意吧!

游客们，大家好。这里就是著名的滁州了。当年欧阳修老先
生就是在这里写下醉翁亭记的。大家看这四面是山光水色，
风景宜人，鸟语花香，和小石潭可是有的一比啊。大家可一
到亭上去坐坐，是不是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呢?环滁皆山，
果真名不虚传。放眼望去，是不是有在大兴按岭的感觉呢?着
就是美丽的，迷人的，古老的醉翁亭了。

醉翁亭是安徽省著名古迹之一，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的传
世之作--《醉翁亭记》，记的就是此亭。 宋仁守庆历年间，
朝政腐败，权贵当道。原在朝迁中做官的欧阳修主张革新时
政，且不避谤，敢于揭露官吏阴私，因而得罪了左丞相夏竦
等人。夏竦便在皇帝面前诬告他。会守听信馋言，将欧阳修
贬谪滁州。 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
了琅琊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为了 便于欧阳
修游玩，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 阳修亲为作记，
这就是有名的《醉翁亭记》。

从此， 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于客来饮于
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帮自号曰醉翁也。"醉 翁亭"因
此得名。欧阳修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 公。有诗赞
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如今，此处千载
胜境，更加壮观诱人。

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为我国四大名亭之一。它和丰
名亭都因镌有欧阳修文、苏东坡字而著名。醉翁亭初建于北



宋仁宗庆历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琅琊寺
住持智仙和尚专门为欧阳修而建。当时，欧阳修因在朝得罪
了左丞相等，被贬至滁州任太守后，常在此饮酒赋文，智仙
特为他建造了这亭子。欧阳修自称“醉翁”，便命亭为醉翁
亭，并作了传世不衰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醉翁亭四周
的台榭建筑，独具一格，意趣盎然。亭东有一巨石横卧，上刻
“醉翁亭”三字，亭西为宝宋斋，内藏高约2米，近1米，刻
有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两块，为稀世珍宝。亭西侧有
古梅一株，传为欧阳修手植，故称“欧梅”。亭前的酿泉，
旁有小溪，终年水声潺潺，清澈见底 。再往西行，可观“九
曲流觞”胜景。

从醉翁亭西南方上行1公里许，便是琅琊寺。琅琊寺是我国东
南名刹，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唐代宗赐名“宝应寺”，宋代
易名“开化禅寺”。后因山名相沿，称“琅琊寺”。琅琊寺
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潺潺泉水绕寺而过，亭台楼阁错落有
致，正如宋人诗云：“踏石披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
峰峦密郁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

大雄宝殿为寺内主要建筑，雄伟壮观，殿前院落中央有明月
池，池上一拱桥曰明月桥，池北有一舍为明月观。大雄宝殿
后有藏经楼，相传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回来，有一部经书藏
在这里。从楼右侧下，可抵园，园中翠微亭尤为别致。明月
观后有三友亭，因亭旁有松、梅、竹“岁寒三友”而得名。

由琅琊寺东南偏门出便见南天门与无梁殿。无梁殿建在山腰，
背*大山，面对南天门，它无一木梁，全系砖石结构，故以其
独特的建筑样式著称。登上山顶南天门，这里可远眺长江和
江南诸峰的雄姿，近瞰绿荫如盖，云雾缭绕，溪水潺潺，清
幽俊秀的琅琊山自然风光，令人陶醉。从此下山向北，是一
片巨石林立的山坡，这里有归云洞和石上松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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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篇二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闲暇时翻阅课外书，知道宋代欧阳修这么一个人物，写
有传世之作《醉翁亭记》，我虽没曾读过，但也给我留下深
刻记忆，使我对琅琊山醉翁亭充满了神秘向往之情。今天是
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没有什么课外课，老爸决定带我
们到滁州琅琊山一游。

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郊，城山相连，离市区不远。而滁州
位于安徽东部，是一座历史悠久，山水秀美的地级城市。它
距合肥市120公里，距南京才59公里，我们是全家自驾游。为
避免长江大桥的拥堵，老爸带我走了一趟万里长江第一隧道，
8点半钟才出门到滁州市也就10时。经当地人热情指点，自驾
车可直接开进山门到景区，很容易也很快地找到了琅琊山风
景区。

琅琊墨苑是进入琅琊山胜境的第一个风景区。园林似飞檐翘
角，白壁漏窗，方砖青瓦，料想景色不错。但因下午四点还
有一节辅导课，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没进去，此游的主要目
标也是为醉翁亭而来。我们做着观光车直奔山顶古琅琊寺。
琅琊寺依山傍林，建筑雄伟。寺内最大的建筑是大雄宝殿和
藏经楼。大雄宝殿雕梁画栋，十分壮观。藏经楼则居高临下
建在寺院的最高处。大雄宝殿旁是玉皇殿，是座无梁殿。上
大雄宝殿或玉皇殿，均需通过高高的石阶而上，很壮观。寺
内还有不少自然名胜，如归云洞、雪鸿洞、石上松等，各具
特色。如是一一细看，得化很长时间。

我们随之往下走来到醉翁亭，醉翁亭布局紧凑，建筑别致，
亭台小巧，风格独特，具有江南园林特色。总面积不大，却
有九处风格各异的景致，如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梅
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览余台，称“醉翁九景”。游
览醉翁亭的游客最多，熙熙攘攘，很热闹。我们在此拍了不



少照片。值得一提的是意在亭很别致，取“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之意。出意在亭，沿石阶而上，是影香亭。
有百年古梅，傲立在影香亭与古梅亭之间。游人在此可赏梅
闻香。醉翁亭前有让泉。泉旁是潺潺小溪，溪水清澈见底。
亭中有宋代大书法家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为“欧
文苏字”。

亭后最高处有一高台，为“玄帝宫”。我们登台环视，只见
群山青翠，林涛阵阵，犹如置身画中。真是“醉翁之意不在
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放眼青山秀水，感其言简朴而意境
深远。

但我们只游到琅琊寺为止，没有再上南天门，好多景点我们
照例是走马看花，以“到过、看过、知道了”为原则，粗粗
一游，只求大概，不求深意。

一点多了，我也有些累了，肚子自然也叫了。我们来到市区
宋城美食街，痛痛快快美餐一番。

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篇三

亲爱的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本次的导游小宋。今天我作为大家进行讲解，
我感到十分荣幸。正值五一黄金周，借着假期出来游玩，放
松身心，饱览美景，愉悦身心，能够一睹千古明楼醉翁亭，
览湖光山色，大伙儿肯定会不虚此行。

环绕滁州四周全是高山，西南方的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优
美。远远望去，树木郁郁葱葱，景色幽深秀丽的事琅琊山。
沿着山我们现在大概上了六七里，前面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看前面两峰之间飞泻而下的水流就是酿泉。前面山路崎岖，
因此要多走几个之字形的回路，虽然多走几步也是值得的。
大家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有一个四角翘起，像鸟张开



翅膀一样的亭子，就是著名的'醉翁亭。大家想知道谁设计了
这个亭子，又是谁命名的?是山上的庙里的一个和尚设计并建
造了这个亭子。

这个醉翁就有点意思。醉翁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欧阳修先
生。他当时任太守期间，与客人一起来这里设宴，酒不醉人
人自醉，太守年纪最大，因此，大家都称呼他“醉翁”，这
个亭子也就叫“醉翁亭”了。大家看，这个醉翁亭子，全是
用木头精雕而成。看，太守这把椅子用了好多年了，但还完
好如新。整个亭子看上去古香古色，你一定要坐在当年太守
常坐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轻轻触摸这木椅，一定能体味到
当年太守赏尽美景、开怀而饮那种惬意吧!

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篇四

记得在中学时学过欧阳修的千古名文——《醉翁亭记》，并
且还要背诵的。

醉翁亭地处安徽省的滁州市郊，坐落在琅琊山的半山腰上，
是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与北京先农坛的陶然亭、湖南长沙的
爱晚亭、浙江杭州的湖心亭，共同构成了中国“四大名亭”。

去年，我们全家和我的父母一起来到安徽滁州的琅琊山，慕
名来参观醉翁亭，从家出发，用了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就来
到了琅琊山的半山腰上。

入得山门来，沿着琅琊古道步行。道路两旁，苍翠蓊郁的大
树遮天蔽日，浓荫幽静，满目苍翠。耳边不时地传来几声鸟
儿清脆的鸣叫，给静谧的古道凭添了几分生气。 记忆最深的
就是那潺潺的流水声了，顿觉浑身清凉舒爽，好似清泉直落
入了心头。再看身旁那葱郁的山峦，峰回雾绕，十分壮观，
恍惚中进入了空灵境地，原本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的女儿也屏
住了呼吸，悄声细语生怕惊动了林中的生灵。



忽然我们看到一座湖。湖三面环山，拢翠叠秀，正合《醉翁
亭记》里“蔚然而深秀”的意思。我们还在迟疑，于山路弯
处正看见一方石刻“深秀湖”。

沿湖北行，站在一座古老的石桥上翘首望去，只见上翘的亭
角掩映在苍翠之中，“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
翁亭也。”

穿过拱门进去，给人的感觉是里面很狭窄，照相都很难取景，
往里走，就是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塑像。“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山水之间也。”写得多美。

继续往上走去琅琊寺，据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无梁殿，父母进
去参观了，而我们三人最后爬到了山顶一个叫南天门的寺庙，
上面风很大，进去后又烧香又拜佛。下山的路上，才觉得肚
子饿得咕咕叫，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吃饭。

醉翁亭，位于滁州琅琊山。

北宋仁宗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为太守。时心情之坏，
可想而知。于是寄情山水，借酒抒怀。常约宾朋饮酒于琅琊
寺。导游说是和尚智仙同情、敬爱欧阳修，特在半山腰为其
造亭歇脚饮酒。对此，我不敢苟同，遂以小人之心度之，概
因这位太守常带三朋四友到寺里喝酒，众僧怎能清修?其又是
滁州最高长官，和尚可能是无奈之下，只好出此送神之策。

欧阳修自号“醉翁”，这亭子便题名为“醉翁亭”了。这位
风流太守不但在亭中喝酒，连公事也常常了于亭中。导游说
这是天下第一亭，现在称天下第一的太多，姑且听之吧。

读欧阳修《醉翁亭记》，起句“环滁皆山也”，区区五个字，
以其老辣超凡笔力，写尽滁州形势，令我敬服得五体投地。
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能引起我
的共鸣，因我是“钓徒之意非为鱼，是为陶情怡性也。”



醉翁亭高、径皆两丈余，并无特殊之处，只是亭子东侧坐位
上有两快桌子样的小木板，是欧阳修办公用的。

登亭四顾，但见远山环亭，飞檐古朴。举首沉思，若前贤就
在身边，怀古思幽之情油然而生，心里一片空明。

醉翁亭西侧，有群建筑，皆明清所建。小巧独特，风格各异，
曰“醉翁九景”。令我咤异的竟有叫解酲阁，醒园的。

想来欧阳修本意是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要的就是一个乐字，
一个醉字。虽在《醉翁亭记》说是“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
故自号曰‘醉翁’也”。可欧阳修酒量甚佳，时年未逾四十，
这明明带有调侃戏谑之成份。可叹后人却在此建什么解酲阁，
醒园。附庸如是，煞风景大也，可供一笑。

万幸是，当时尚无今人酒后常往的洗头房、脚浴、桑拿等，
若不，“醉翁九景”壮大为“醉翁十二景”，却也非不能之
事。

游琅琊山时，正值农历二月初，却听得清脆蝉鸣，以为奇。

辛卯岁末，应常州好友增红兄之约，两个语文人自驾赴皖，
至滁州醉翁亭小游。

我们由苏入皖，从宁到滁，渐近琅琊景区，便不由自主地欣
然背起《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
美……”

车子经琅琊古道，直至山门。只见山门楼牌高耸，飞檐斗角，
门楣处有苏轼题写的“琅耶山”三字，遒劲有力，颜色斑驳，
苍古深邃，远处琅琊逶迤，层峦叠嶂，寒树丛立，让我油然
而添几份肃穆之感。

是日天不晴朗，满目灰暗。走进山门，不见很多游客，少熙



攘，少喧哗，偶闻几处鸟鸣，感觉很静。我们很喜欢这样幽
静的氛围。

首景即琅琊墨苑。琅琊墨苑建筑为苏州园林风格，亭堂飞檐
翘角，色彩淡雅和谐，山上峰峦叠翠，山下亭、台、轩、廊、
小桥、假山曲径相通，景色宜人。特别吸引我们的是墨苑碑
廊的黑白碑刻，这里有很多关于琅琊山、醉翁亭的墨宝镶刻
于此。我与增红选择在文征明书《醉翁亭记》的巨型横式碑
刻下以及蔡元培书的“山水清音”碑刻前留影。

离开琅琊墨苑，经醉翁潭，我们到了醉翁亭。只见醉翁亭前
横卧一条浅浅的山涧，业已水落石出，一座窄窄的小石桥跨
越山涧，联接琅琊古道与醉翁亭。一块巨石上勒刻“千古醉
翁亭”五个大字，系李瑞环在醉翁亭千年之庆时所书。跨越
石桥，踏四五级石阶，过一道门楣上刻有“醉翁亭”三字的
窄窄方门，连过两道砌有三两级石阶的门槛，眼前便是醉翁
亭。千年醉翁亭，赫然在眼前。站立在醉翁亭里，四柱之外
是粉墙黛瓦的镂空围墙，透过由古图案镂空的墙窗，我看到
远山邈邈，古道盘旋，古木幽森，山涧蜿蜒，我忽然有思接
千古的感觉，千年之前，欧公就是在此写“山行六七里，渐
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的吧?醉翁亭正
是如欧公文章所言“有亭翼然”，我还想，千年前的欧公就
是于此亭之上享用“宴酣之乐”“众宾欢也”“太守醉也”
的吧? 驻足小坐，忽见几枝腊梅已开出黄灿灿的花来，且香
气盈盈，我又在遐想，这香气一定发自千年之前，欧公当年
就是在此闻香把盏、作文写诗的。想到此，我不由感动，我
与欧公已经有了一回晤面了，我仿佛看到当年“射者中，弈
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的情景了。逗留醉翁亭，
见亭柱上有两副对联，我很是喜欢，一幅是，“饮既不多，
缘何能醉;年犹未迈，奚自称翁”，另一幅是“翁去八百载，
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可谓妙绝。环绕醉翁亭
的亭阁不少，比如，二贤堂，宝宋斋，冯公祠，古梅亭，意



在亭等，与醉翁亭相映生辉，构成了一组古亭堂斋群，或粉
墙相隔，或曲径通联，或拱门相望，别有一番风景。世称醉
翁亭为“天下第一亭”，这不仅有史为证，更是以物为证的。

醉翁亭属于千年遗址，欧阳公馆则属于现代建筑。它位于醉
翁亭西400米处，分东西两院，以亭廊相连，庭廊两侧镶刻了
苏轼、苏唐卿、祝枝山、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等历代名
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碑刻，置身其中，令人叹为观止。欧
阳公馆即欧阳修纪念馆，由郭沫若亲笔题写匾额。馆内正中
悬有“一代文宗”巨匾，且塑有欧阳修塑像和全面介绍欧阳
修生平的三十幅壁画，充分展示了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
学、为文，以历史本来面貌，将欧阳修的形象再现于广大游
人面前。

馆内还陈列着历代收有欧阳修诗文的书籍。馆内没有他人，
只有我与增红两人。我们细细阅读三十幅壁画，并站在欧阳
修的塑像前，大声诵读由苏轼亲书的《醉翁亭记》，感觉到
幽古豪放之气充盈我身。我特别喜欢欧公塑像两侧柱子上的
一副对联：“一代文宗建名亭撰名文流芳百世，雨番宰辅树
正气立正义旷典千秋”。断句诵读了好几遍以致成诵。一个
语文教师，在醉翁亭下，置身欧阳公馆，立于欧公面前，大
声诵读由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
事情。于是，我想起了1997年的春天，我在武汉黄鹤楼上面
对长江默念《黄鹤楼》，20xx年的夏天，我在岳阳楼上，面对
浩浩汤汤的洞庭湖朗诵《岳阳楼记》的情景。现代与历史一
次次地交汇，我与古人一次次地面晤。穿越时空，总会有偶
然的相遇。

从欧阳公馆到深秀湖还是有段距离的。用《醉翁亭记》里的
句子来说，“峰回路转”，我们“山行六七里”，过“蔚然
深秀”门，眼前忽见一泓湖面，四面环山，一湖如镜。深秀
湖因“蔚然而深秀”而得名，湖水源自琅琊溪，清澈透底，
九曲桥、湖心亭、玉带桥与四周山色相映成趣。我禁不住快
步来到湖边，俯首蹲身，用手撩拨湖水，清凉透心，水花飞



溅，湖面顿时展开涟漪。

我们到深秀湖已是午后，无奈饥肠辘辘，但是，因为时至岁
末，饭馆已都休业，我们只好在湖边一家小店里泡了盒快餐
面充饥，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觉得心满意足，且与增红
戏言：面客之意不在面，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
心而寓之面也。临别时，我还买了一把书有《醉翁亭记》的
扇面以作纪念。

离开深秀湖，我们又是一路照相，把不少石刻摄进相机，有
乔石书的“琅琊山”，沈鹏书的“与民同乐”，欧阳中石书的
“千年醉翁”等。

我与增红一路下山一路聊天，慨叹此行无悔，收获颇丰。增
红说：“何处无亭?何处无湖?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我连
声称好。晚上，我们在南京与朋友聚，席间觥筹交错，言谈
甚欢，其间我自然少不了讲述小游醉翁亭所见所感，不知不
觉酒多兴浓，便随口而出：“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樵夫
醉也，樵夫谓谁?昆山老刘也。”

欧公从前建亭撰文雅乎千载，樵夫如今游山抒怀快哉一日。
滁州归来，遂写《醉翁亭游记》以述感并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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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醉翁亭的导游词篇五

山环滁州以竞秀态，琅琊深秀渐闻水声，一片碧波环绕的`醉
翁亭已化作乐趣的统一，已留下雨打风吹的痕迹，深深地刻
下了当年醉翁的足迹。

与民同乐，乐在山水，领会在心。山水相映之美，将绿水与
青山环绕。树的绿是没有边缘的，仿佛在向四周扩散，连空
气中都弥漫着绿的气息。水的秀不在于是怎样清澈，而是倒



映着天空与山的影子，这绿色与蓝色调和，勾勒出另一片天
地。酿泉水在山间倾泻，弥漫着酒香的诗情在酿泉水中流淌，
与水一道迎面倾泻而来。人醉在景中，仿佛是人正在水汽中
弥漫。

与民同乐，乐在宴酣，畅爽在酒。在溪水中捕鱼，用泉水酿
酒，这是生活中最真、最醇、最清新的滋味。野味山珍，杂
乱摆开，美酒前陈，游戏欢乐，没有拘束，撇开身份，这就
是太守的酒宴。没有名贵的酒菜，没有拘束人的礼节，有的
仅仅是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一片热闹轻松的气氛。于是，
连滁州的人民都这样轻松地生活，快乐地游玩，酒气弥漫了
整座城市。

与民同乐，乐在其乐，以人为乐。朝暮变换之美，树林禽鸟
和鸣，在这一派自然之景中，太守与游人共同欢乐。人民因
视与太守同游为荣幸而快乐，而太守却以人乐而乐，将醉与
乐统一，从中便得到了精神的升华，于是便练就了醉翁与民
同乐的旷达。

四季更迭，朝暮变换，伴随着日升日落，云归云散;花开花落，
水落石出，无穷尽的变化，变化着的角度，一同演绎着无穷
的乐趣，将山水之秀丽发挥到极致。

三乐归一，便是与民同乐。

乐到极致，终归还与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