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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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篇一

冬蕴坊（篁岭牌坊）：冬蕴坊，取冬藏之意。牌坊、民居与
祠堂并誉为徽州古建三绝。树牌坊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
流芳百世之举，是古代人一生最高的追求。借用牌坊作为冬
季的节点标志，并成为篁岭村的门头，寓意深远。牌坊上
的“圣旨”二字是曹氏旺族在朝为官的彰显。左手边文化墙
上是冬季生活场景介绍，冬季是婺源的“休闲季”，人们过着
“脚踩一盆火，手捧苞萝果，除了皇帝就是我”的神仙日子；
冬季又是婺源的“欢乐季”，民俗活动和乡村饮食文化成了
主角，过大年，走亲朋，舞龙灯，出抬阁，闹元宵........
人们在自酿的农家米酒中、在走街串巷的火龙舞动的弧线中，
聊慰终岁的辛劳。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篁岭村的水口。所谓水口，是指水
源出村之口。徽州人认为：水口出口一定要小，还必须密密
地种上树木，这样才能达到“关锁”的效果，从而为整个村庄
“藏风聚气”。篁岭水口是徽州村落水口文化的典型缩影，
水口林里存活了78株“植物大熊猫”——红豆杉，红豆杉是
世界公认的濒临灭绝的天然抗癌植物，也是国家一级珍稀濒
危保护植物，篁岭有如此规模的红豆杉群，实属罕见。印象
中竹都是圆的，方竹，见过么？除了红豆杉，香樟、香枫、
翠柏、桂花树、香榧树，还有难得一见的方竹等等名贵树木
和竹子，在我们篁岭水口这儿全都有。

婺源村落，自古就有“树养人丁，水养财”，“赤膊龙脉光



水口，子孙代代往外走”的古训，有“杀猪封山”，“生子
植树”等传统习俗。这些，是我们水口林保存这么完整的原
因。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篇二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梯云村落·晒秋人家”的
篁岭景区，我是你们的讲解员小x，今天很荣幸由我给大家担
任向导，希望我的讲解能给大家的篁岭之行带来快乐。篁岭
是婺源古村落的经典作表，保存了大量的农耕文明时代特征。
整个篁岭景区，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大地飞歌”，体验多
色块梯田组成的大地艺术对视觉的冲击；二是“云中漫步”，
彰显大跨度索桥、溜索对胆量的历练；三是“天上人间”，
展现篁岭古村的村落构造，古民居上的晒秋传统，还有古老
天街的商贾、美食、民居、民俗的无穷魅力。让每一位游客
真正体验到“民俗风、山水画、田园诗、文化歌、生活曲、
梦幻情”。

请大家保管好自己的物品，有秩序地上缆车。在观赏风景的
同时，更要注意安全哦！

我们刚刚乘坐的是婺源第一条载人观光索道，全长960米，高
差195米，空中运行时间为16分钟，各位在缆车上就已经小小
领略了多彩的梯田风光，但“好戏还在后头”，下面将一幕
幕呈现给大家。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海拔500米的篁岭岭头，因“修
篁遍岭”才有了篁岭的雅名，“篁”其实是一种竹子，篁岭
多竹，其中不乏有方竹、毛竹、水竹、观音竹等，我们景区
沿途也随处可见这些竹子。以前村民世代居住在这里，而今
全都搬迁到由我们公司出资兴建的岭下新房子里，也就是我
们游客中心对面的那些整齐的新房子。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篇三

现在前方就是篁岭的水口林了。水口文化是徽州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婺源的水口被后人称之为“中国乡村最古老
的公共花园“。这是徽州人对人居环境整合保护最原始的范
例。在徽州，一个完整的水口，包括有水口建筑和水林。在
婺源，人们相信：“树养人丁、水养财”，早在几百年甚至
上千年以前，婺源人的祖先就按照古老的规划理论，也就是
风水学把村庄健在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把入水口成为“天
门”。出水口成为“地户”，“天门”要打得开，意表”广
纳财源”，地户要闭得紧，这样才能锁住才气。在婺源自古
以来还流传这一句话，那就是“赤膊龙脉水光口，子孙代代
往外走”。“龙脉”指的是村庄所依靠的这座山，这句话的
意思就是如果山上和水口的地方都没有植被，就不能留住人
才，村庄的人丁就不会兴旺。所以，婺源人不光在水口林植
树，而且决不允许砍伐，为此还制定了“杀猪封山”的村规
民约，对偷伐、滥伐林木者，全村人声讨，除处罚金并通告
外，并要从当事人家中拖出生猪当众宰杀，全村按人头送肉。
在物资匮乏的那是，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惩罚了。

岭水口林以南方红豆杉为主，共78株。红豆杉被誉为“植物
大熊猫”，，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在自然条件下，
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我国已将其列为一级珍
稀濒危保护植物。篁岭有如此规模的红豆杉群，实属珍贵少
见。红豆杉浑身都是宝，树皮中提取的紫杉醇更是具有抗癌
的功效。它们与牌坊、拱桥、五显庙等一起彰显徽州古村落
水口文化。

在婺源的其他水口种的最多的就是樟树，樟树一年四季常青，
而且枝繁叶茂。一是树木越茂盛就代表村庄的人丁就越兴旺;
二是树木可以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谁代表财，这样一来，
村庄的财气就不会流失太多，还有一方面，在村庄的去水口
建水口林，也是为他人着想，就是为下游的村庄涵养水土，
充分的体现了徽州人”儒雅“的思想品德。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篇四

现在，我们右手边的这栋建筑，是篁岭的一个餐厅“天街食
府”，可同时容纳500人用餐。现在所行路段，是天街的延伸
段，目前景区正在进行二期建设，建成之后，这里将开发成
为美食一条街。将婺源的传统美食集中在此，一方面展示了
婺源的传统饮食文化，另一方面丰富了篁岭的特色旅游产品
体系，加快了篁岭从单一的观光型向休闲度假，业态经营品
质型的转变。

除篁岭景区外，近两年，婺源县还成功打造了五龙源漂流、
源头生态度假村、丛溪庄园、九思堂度假宅院等特色旅游产
品。婺源县委县政府紧随江西打造旅游强省的目标，制定
了“一个最美，两个第一”的发展策略，也就是建设中国最
美乡村，打造中国旅游第一县，打造中国有机茶第一县。

婺源自古就有书乡，茶乡的美誉。自宋到清，全县中进士550
多人，仕宦2665人，历代的文人学士留下了3100多部著作，
其中172部入选《四库全书》，7位名人入选《辞海》。篁岭
也不例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宰相。
曹氏父子宰相，协助主持朝政75年，影响了清朝大半个历史，
成为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曹振镛，在嘉庆皇
帝出巡期间，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三月，民
间就有了“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传唱。前方的牌坊上
刻有圣旨二字，便体现了皇帝对他们的宠爱有加。

篁岭婺源篁岭导游词篇五

刚才步入天街时，我们有欣赏到婺源木雕技艺的展示，现在
我们看到的竹虚厅，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临街一面全部为木
雕，图案精美繁复，极尽奢华，是一座木雕艺术的宝库。门
面上的6方木雕图案，左上是“赵子龙救阿斗”，左下是“关
公送嫂”，中上是“九代同堂”，中下是“文武百官图”，
右上是“周文王打猎”，右下是“状元及第”。四根木柱上



的梁撑的木雕主题，从右到左，依次是福、禄、禧、寿。门
罩上裂纹还有梅花和竹子的雕刻，意为“宝剑锋从磨励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竹子又代表竹报平安、步步高升、节节
高之意。

竹虚厅的最初的主人是曹元功，他崇祯八年（1635年）拔贡，
授职湖广兴山县知县。

这幢建筑就是篁岭的众屋，当地也叫厅屋，是曹氏家族聚会、
议事的地方。这座众屋居于篁岭天街的中心位置。祠前场地
开阔，是篁岭的“中心广场”，自然也是最热闹的地方。门
额上“圣旨”两字体现了曹氏在朝为官的地位。现在众屋改
造成了一个酒吧，是西式酒吧进驻中式厅堂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