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 云
南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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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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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篇一

崇圣寺三塔位于大理古城西北部1.5公里处，西对苍山应乐峰，
东对洱海，距山脚约为1500米。南336米处有桃溪向东流过。
北76米处有梅溪，东靠滇藏公路。三塔由一大二小三阁组成。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云南崇圣寺三塔导游词5篇范文，欢迎
借鉴参考。

崇圣寺三塔早在1961年3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至1981年，国家又拨款对三塔进行了
历时三年维修加固。在这次维修加固中，有两项重要发现：
一是三塔的基脚不是石基而是土基，二是清理出佛像、写本
佛经等珍贵文物680余件，这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丰富的、最
重要的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成为研究南
诏和大理国历史的历史资料。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藏传
佛教、印度密教和禅宗(中原地区)等宗教文化曾在大理得以
交汇和融合。因此大理被社会学家称作“亚洲文化十字路口
上的古都”。

大理三塔三塔倒影公园。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50年代末大跃
进时修建的水库即积水潭衍生而来。公园占地27亩，有水面
积十余亩。公园坐北向南，背靠一公里外的崇圣寺三塔，以
园内的潭水能非常清晰地倒映出三塔的雄姿倩影而得名，它
为刚劲挺拔傲立千古的三座古塔镶嵌、制作了一面能一展倩
影芳容的的晶莹透亮的明镜，让屹立于苍穹的三塔美景增添



了许多秀丽与优美，园内建筑有体现白族民居的楹联照壁，
有题诗刻赋的大理石亭碑，有影摇水中的漾波亭。

内种植有各种茶花、缅桂、桂鹃等众多异草奇花。是游人吟
诵诗词楹联，或观赏百草花卉，或与水中三塔美景摄影留念
而怡然自得、流连忘返的绝佳之地。它不仅妙在阳光灿烂的
白天，而且还妙在月光如水的夜晚，月映三塔的绝佳美景才
称得上是真正的“三塔映月”。三塔倒影以其将大理的标志
性象征——三塔与蓝天白云，日月星辰和苍山雪景及四时鲜
花包涵、融入其中的绝佳美景，令世界称奇赞叹、为大理增
色添彩和扬名争光的亮丽风光，吸引来数不胜数的中外来宾
到此游览观光和摄影留念，被印上不少画报、书籍的封面和
邮票及明信片，多年来为大理赢得很大的名知度，为大理乃
至云南和中国都赢得不少的声誉……崇圣三塔和三塔倒影公
园相辅相成相互映衬而相得益彰，相与增色互为添辉，是最
能代表大理形象的重要人文景观和美丽象征。

大理是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是云南历史文化的最早发祥地
之一.秦王朝把大理地区正式纳入统治的封建国家版图,汉王
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唐代的南诏国和宋代的大理国在这里建国
都,大理成为当时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古城是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有"献名邦","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的美
誉,是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荣获"最佳中国魅力城市"
称号.悠久的历史及其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
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理三塔,它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
化内涵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于1961年被国务院例为第一批公
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众多游客的心目中,它是大理
的象征,也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到了大理如果不游三
塔,就不算游了大理.

大理三塔立在苍山之麓,洱海之畔.湖光山色把三塔打扮的分
外妖娆,而三塔对持,金碧交辉,又把苍山洱海点缀得更加秀美.
大理三塔就象美丽而多情的白族少女,以其 独特的卓越风姿,
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据载,大理三塔原是崇圣寺的一部分,



如今寺院已在历代的战乱和灾害中毁坏,而三塔却历经千余年
沧桑而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缘分.

大理千寻塔高69.13米,而西安小雁塔仅高46米,如果把小雁塔
比做苗条端庄的少女,那么在千寻塔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杭州
的雷峰塔建于宋代,只有5层,而大理千寻塔建于唐代,高16层,
历史的久远和建造技法的高超无一不显示出大理三塔独特的
魅力.尤其是明正德九年(公元1520xx年)大地震,千寻塔"裂
二尺许,形如破竹",但"旬日复合";民国十四年(1920xx年)强
地震,大理城十室九塌,而千寻塔仅塔刹震落,金鹏倒毁.这不
能不说是奇迹.大家仔细看一定发现了塔前照壁上刻有"永镇
山川"四字,字体苍劲有力,耐人寻味.为什么 千寻塔底座会
有"永镇山川"四字呢?因为在历史上,大理是一个多水患的地
方,"永镇山川"反映了当时修建三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镇伏水
患.同时,这四个字也体现了大理三塔的重要历史地位.顺便提
一下,古往今来,塔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崇扬佛教,镇灾降邪,
观赏三种.而千寻塔兼具三种功能于一身,具有教高的文化艺
术价值.

千寻塔还在令我们叹为观止,分立在大塔之后的南北两小塔又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两小塔分立于大塔西南,西北两面,均距主
塔70米,与主塔成等腰三角形.它们是五代时期大理国建造的,
两小塔形制一样,均为10层,高42.4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
塔.三塔各据一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从远处看,三塔浑然一
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白族民族风格.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三塔具有不同于内地塔的两个特点:一是
三塔层数均为偶数,而内地塔多为奇数.二是中原塔由基座向
上直线收缩,下大上小,呈矩梯形;而三塔上下较小,中部较大,
外部轮廓呈曲线,具有曲线美,与中原塔相比更为挺拔俊秀.

大理三塔千百年来历经岁月的沧桑和风雨的洗礼,仍巍然屹立.
成为研究大理国历史及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当时,大理国
的白族居民就能建造高达69米堪称中国南方第一塔的千寻塔,



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千余年来千寻塔是如何建成的一直是
一个谜.相传古时修建三塔,采用的是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
法,塔修好后,将土筑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三塔的建造方
法一直都有"堆土建塔"和"挖土现塔"之说.由此也不难想见,
南诏时期的大理已经呈现出经济繁荣,文化异彩纷呈,民族团
结的空前盛况.1978年,在对三塔进行大规模维修时,在千寻塔
内发现了佛教文物6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佛像和写本佛经,还
有一尊金质观音像,极为珍贵.这些发现,揭开了古代大理这
个"佛国"的神秘面纱.据载,南诏时期云南境内有小寺三千,大
寺八百.当时大理崇圣寺成为佛教活动中心,而大理也被称为"
佛国","妙香国".透过三塔,我们不难想像佛教文化对大理的
深刻影响.

三塔参观完了,我们可以到"钟震佛都"的钟楼和雨铜观音殿去
看一看.此钟与三塔崇圣寺的镇寺之宝,筑于南诏建极十二年,
惜已毁于清咸丰年间,现在这口巨大铜钟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按南诏建极大钟旧制而新造的,高3.86米,口径2.138米,
重16吨多.钟楼高19.97米,取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之意.钟楼
后面是雨铜观音殿,里面供奉着云南最大最高的室内观音像--
-雨铜观音.雨铜观音像原铸于南诏建极十三年,可惜文革时期
被毁,重铸造的雨铜观音像依据清末遗寸照片精心复制,高8.6
米,加上莲花座和须弥座总高12.6米.莲花座与观音像为铜像
贴金,重11吨.造型如唐吴道子所绘细腰颇足观音像,又有大理
地区男身女相的特点.

各位朋友,三塔景区的游程就要结束了,重建的崇圣寺建筑群
规模宏大,再现了历史上"妙香佛国"大理皇家寺院的辉煌.欢
迎你再次游览崇圣寺三塔风景区!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在此建都立国，大理作为南诏国、
大理国的都城达五百年之久，与中原文化交流频繁，建寺筑
塔，刻石立碑，人文昌盛;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
寺塔、苍山神祠、感通寺、德化碑等至今保存完好。今天，
我们将要游览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享誉海内外的大



理崇圣寺三塔。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即将到达大理崇圣寺三塔，它是大理乃
至云南的标志，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大理重要的旅
游景点。

首先，向各位介绍下崇圣寺，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西北约1.5
公里的苍山应乐峰下。一般认为是南诏国第十代王劝丰佑时
所建，时为南诏后期。崇圣寺规模宏大，据文献资料记载崇
圣寺“基方7里，为屋890间，佛11400尊，用铜40550斛(hu)”，有
“三阁、七楼、九殿、百厦”的规模。南诏之后的大理国，
佛教更为发展，有“佛国”、“妙香国”之称，而崇圣寺
有“佛都”之称，曾有九位大理国国王逊位后出家为僧，在
此修行。崇圣寺建成之后便成为了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的佛
教活动的中心，到了大理国时期成为著名的皇家寺院。崇圣
寺所崇的圣为：观音，因为当时大理地区盛行观音崇拜。崇
圣寺三塔、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和佛都匾、
三圣金像被视为崇圣寺的五大重器。只可惜，崇圣寺会遇明
朝正德年间的大理大地震，幸运的是三塔犹存。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崇圣寺，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
恢复重建后，整体布局为主次三轴线，分8台、9进、11层次。
在主中轴线上，依次建有蛮王礼佛图、十六国王众朝大事石
雕照壁、大鹏金翅鸟、山门、天王殿、望海楼等，中轴线两
旁和次轴线上错落有致的建有：方丈堂、客堂、罗汉堂、祖
师殿等展示了历代经典建筑的精华。整个建筑群跌宕起伏，
错落有致，金碧辉煌，大气磅礴。

三塔是崇圣寺前的一组建筑群，所以三塔又名三塔寺，也就
是我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所写的三塔寺和
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天龙寺”。
三塔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
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
层，故今名为三塔。”



崇圣寺三塔，由一大二小组成。大塔又叫千寻塔，千寻塔与
南北两个小塔的距离都是70米，两小塔相距97.5米，成鼎足
之势，布局统一，造型和谐，浑然一体。

千寻塔高69.13米，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属于典型的唐代
建筑风格，形状与西安小雁塔相似。千寻塔一共有16层，塔
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的金鹏鸟。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
有木质楼梯，可以登上塔顶从瞭望小孔中欣赏大理古城全貌。
千寻塔矗立在两层高大的台基上，塔前朝东的照壁上各位所
见的“永镇山川”这四个苍劲有力的石刻汉字，每个字高
达1.7米，原为明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所写。1920xx年大理
地震时，除了“川”外，其余三字被毁坏，现在各位所看到
的是按沐世阶所书勾勒补刻的。之所以写这四个字，原因有
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理地区历史上水患多，恶龙作怪，
因此要治水就要先治龙，可龙唯独只尊敬塔，畏惧大鹏，因
此只要塔和塔上的大鹏金翅鸟存在，龙就不敢作恶，水患当
然也就减少了。另一种说法是，明朝时，地处边疆的大理地
区已成为其版图的一部分，为了充分表达对这块版图的坚守
之意，在屹立不倒的塔基上“题字刻碑”就再合适不过了。

南北两座小塔的高度相同，都是42.19米，各有10层，是一对
八角形密檐式砖塔，八层以上为实心，八层以下则为空心，
塔顶各有三只铜葫芦，华贵庄重。外观轮廓线像锥形，属典
型的宋代建筑风格。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南北小塔的建造晚
于千寻塔，是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
两座小塔已经偏离了垂直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斜状态，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因为它们就这样已经倾斜了四百多年了。

崇圣寺三塔，从修建至今，除经历上千年风吹雨打和日晒之
外，还经历过30次的强地震的考验。其中，明朝正德年间的
大地震，大理古城房屋绝大部分倒塌，千寻塔也折裂如破竹，
可十天后竟然奇迹般的自行复合如初。1920xx年的大地震，
城乡房屋倒塌达99%，科千寻塔只是震落了顶上的宝刹，这对
于没有石基而直接在土基上修建的三塔来说无疑是又一个奇



迹。 崇圣寺三塔作为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筑之一，
是大理白族文化的象征，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三塔
浑然一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民族风格。千余年来，三
塔几经沧桑，经历风雨的剥蚀和多次强烈的地震仍然巍然屹
立，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
学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古代建筑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
料。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xx
年被评为全国四a级旅游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大理的标志和象征，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区大理的重要
人文景观。

各位朋友，我们进入了大理崇圣寺三塔大门，参观了“永镇
山川”的巍巍三塔，继续往里走就是钟楼。南诏建极大钟铸
于南诏建极十二年，故名南诏建极大钟。徐霞客曾在《游滇
日记》中写道：“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其声可八
十里。”因而“钟震佛都”曾成为大理著名的十六景之一。
建极大钟毁于清咸丰同治年间。我们看见的重铸的建极大钟，
高3.86米，直径2.138米，重16.295吨。是目前中国第四大钟，
云南第一大钟。此钟的重建安装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
在恢复“钟震佛都”胜境的时候，也有警示之意。

各位朋友，我们参观拥有云南第一大钟的建极钟楼后，沿着
宽阔的通道，登上数十级台阶，就迈入了雄伟的雨铜观音殿。

雨铜观音铸于南诏中兴二年，即公元899年。传说当时大理崇
圣寺有一位高僧曾发誓终身募化铸一铜观音像，当铸到观音
像的肩部时，所准备的铜已经用尽，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
恰好此时天降铜雨，满地铜珠，，用来铸像，不多不少。于
是取名为“雨铜观音”。雨铜观音像高24尺，与三塔和建极
大钟，共为崇圣寺五大重器中最重要的三大重器之一。雨铜
观音毁于十年文革，如今所看到的雨铜观音殿是在原址上扩
大重建的，殿高29.99米，占地面积8100平方米，建筑面
积4384平方米，是三塔文物景区的又一个重要景点，于1999
年建成，是云南省迎接世博会的精品工程。现在重铸的观音



像是根据清末遗存照片精心复制的，在雨铜观音与左右两边
的四位观音【水月观音、阿嵯(cuo)耶观音、男身梵僧观音、
负石观音】全都铸造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我们登上雨铜观音殿二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幅稀世画
卷，分别是《南诏国史图传》和《张胜温画梵像卷》。

《南诏国史图传》成画于公元899年，为南诏国官员张顺和王
奉宗所绘，献给南诏国最后一个王：舜化贞。原画为纸本彩
绘，长580.2厘米，宽31.5厘米。画卷分为三个部分：巍山起
因、祭铁柱、西饵河记，是研究南诏历史、宗教、民俗的珍
贵资料。

《张胜温画梵像》又称为《大理国梵像卷》。成画于公
元1180年，由大理国绘工张胜温所绘，这幅画卷在云南艺术
史上地位极高，有“北有《清明上河图》，南有《张胜温画
梵像卷》”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被美誉为“南北双骄”。

大理是滇西高原上的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地，
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并且是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

大理古称叶榆，因五代时白蛮首领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而得
名。唐宋时，大理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理的名胜有苍山、洱海、古城及蝴蝶泉，我们今天要游览
的是崇圣寺三塔，它已成为大理旅游的标志。

崇圣寺概况

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北1.5公里处，东临洱海，西靠苍山应乐
峰。

崇圣寺建成的时间为南诏国后期，为南诏国第十代王劝丰佑时



(824—859年)所建。建成之后即为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佛教
活动的中心，到大理国时成为著名的皇家寺院。故崇圣寺
有“佛都”之誉。

崇圣寺又名三塔寺，也就是我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游
日记》中所写的三塔寺和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天龙八
部》中所提到的天龙寺。崇圣寺壮观的庙宇建筑在清咸丰同
治年间烧毁，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

崇圣寺中的“圣”指的是观音，大理地区观音崇拜极盛，一
年一度的三月街也称观音街。《续云南通志》记载：“崇圣
寺前有三塔，寺内有观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时董善明铸。
”

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xx年被评为全国aaaa级旅游区。

崇圣寺到了，请随我下车。

塔的基本知识

进入大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位于台阶之上的三塔。前方
正中较大的称千寻塔，两侧位置靠后的塔规模较小一些。

塔起源于印度，最早用于藏佛的舍利，形状为一个半圆形坟
冢。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演化出丰富的形
式，有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等。我们现在
看到的三塔均为密檐式。

大理地区盛行建塔，除三塔外，还有一塔、蛇骨塔等。

千寻塔

千寻塔全名为“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建于唐代南诏劝丰佑



时期，据说是唐代恭韬、徽义两位工匠用了48年时间设计建
造的。

千寻塔矗立在两层高大的台基上，塔高69.13米，共有16层，
是我国少有的层数较多的偶数层塔。

塔的结构为密檐式空心砖塔，塔心中空，古时有井字形楼梯
供人攀登。

自下而上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每层正面中
央开券龛，龛内有白色大理石佛像一尊，两边龛为窗洞。两
层窗洞的方向交替错开，以利于塔内的采光和通风，同时交
错开窗有利于塔的坚固性。

塔檐越往上间距越小，自第三、四层起逐渐向内收束，最后
收束于塔顶。使得塔身的外形轮廓不是僵硬的直线向上，而
是呈上下向内收，中部微凸的曲线，其形制与西安小雁塔略
同。

以前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的金翅鸟，传说用以镇压洱海中
的龙妖水怪。

照壁

塔正中朝东一面有一照壁，照壁上有“永镇山川”四个楷书
大字，每个字高1.7米。为明代黔国公沐世阶所书。

题这四个字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理地区水患
多，“永镇山川”意在镇服水患，塔顶的大鹏金翅鸟也是镇
龙之物;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被纳入明朝的版图后，镇守云南的
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题下“永镇山川”意在誓死镇守云
南山川。 来源:

崇圣寺三塔，距离下关14千米，位于大理以北1.5千米苍山应



乐峰下，背靠苍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
成，呈鼎立之态，远远望去，雄浑壮丽，是苍洱胜景之一。

崇圣寺三塔的基座为方形，四周有石栏，栏的四角柱头雕有
石狮，其东面正中有块石照壁，上书“永镇山川”四个大字，
每字1.7米，笔力雄浑苍劲，气势磅礴。塔下仰望，只见塔矗
云端，云移塔驻，似有倾倒之势。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
为方形16层密檐式塔，底宽9.9米，高69.13米，塔顶有铜制
覆钵，上置塔刹，与西安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

崇圣寺三塔相传建于南诏保和时期，近年来曾在塔顶发现南
诏、大理中时期的重要文物600余件。南、北二小塔，位于主
塔之后，两塔间距97.5米，与主塔相距70米，成三塔鼎足之
势，两塔均为八斛形檐式空心砖，共10级，各高43米。

崇圣寺三塔布局齐整，保存完善，外观造型相互协调。大塔
协领两座小塔，突出其主要地位，同时又衬托出小塔的玲珑
雅致;小塔紧随大塔，衬托出大塔的高大、雄伟。

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篇二

文献名邦大理是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是云南历史文化的最
早发祥地之一.秦王朝把大理地区正式纳入统治的封建国家版
图,汉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唐代的南诏国和宋代的大理国在
这里建国都,大理成为当时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古
城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献名邦”,“亚洲文化十字路口
的古都”的美誉,是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荣获“最佳
中国魅力城市”称号.悠久的历史及其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了众
多的文物古迹.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理三塔,它以其悠久的
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于1961年被国务
院例为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众多游客的心
目中,它是大理的象征,也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到了大
理如果不游三塔,就不算游了大理.



大理三塔立在苍山之麓,洱海之畔.湖光山色把三塔打扮的分
外妖娆,而三塔对持,金碧交辉,又把苍山洱海点缀得更加秀美.
大理三塔就象美丽而多情的白族少女,以其独特的卓越风姿,
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据载,大理三塔原是崇圣寺的一部分,
如今寺院已在历代的战乱和灾害中毁坏,而三塔却历经千余年
沧桑而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缘分.

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篇三

大理是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是云南历史文化的最早发祥地
之一.秦王朝把大理地区正式纳入统治的封建国家版图,汉王
朝在这里设置郡县,唐代的南诏国和宋代的大理国在这里建国
都,大理成为当时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古城是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有"献名邦","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的美
誉,是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荣获"最佳中国魅力城市"
称号.悠久的历史及其灿烂的文化遗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
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大理三塔,它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
化内涵及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于1961年被国务院例为第一批公
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众多游客的心目中,它是大理
的象征,也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到了大理如果不游三
塔,就不算游了大理.

大理三塔立在苍山之麓,洱海之畔.湖光山色把三塔打扮的分
外妖娆,而三塔对持,金碧交辉,又把苍山洱海点缀得更加秀美.
大理三塔就象美丽而多情的白族少女,以其 独特的卓越风姿,
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据载,大理三塔原是崇圣寺的一部分,
如今寺院已在历代的战乱和灾害中毁坏,而三塔却历经千余年
沧桑而保存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缘分.

大理千寻塔高69.13米,而西安小雁塔仅高46米,如果把小雁塔
比做苗条端庄的少女,那么在千寻塔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杭州
的雷峰塔建于宋代,只有5层,而大理千寻塔建于唐代,高16层,
历史的久远和建造技法的高超无一不显示出大理三塔独特的
魅力.尤其是明正德九年(公元1520xx年)大地震,千寻塔"裂



二尺许,形如破竹",但"旬日复合";民国十四年(1920xx年)强
地震,大理城十室九塌,而千寻塔仅塔刹震落,金鹏倒毁.这不
能不说是奇迹.大家仔细看一定发现了塔前照壁上刻有"永镇
山川"四字,字体苍劲有力,耐人寻味.为什么 千寻塔底座会
有"永镇山川"四字呢?因为在历史上,大理是一个多水患的地
方,"永镇山川"反映了当时修建三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镇伏水
患.同时,这四个字也体现了大理三塔的重要历史地位.顺便提
一下,古往今来,塔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崇扬佛教,镇灾降邪,
观赏三种.而千寻塔兼具三种功能于一身,具有教高的文化艺
术价值.

千寻塔还在令我们叹为观止,分立在大塔之后的南北两小塔又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两小塔分立于大塔西南,西北两面,均距主
塔70米,与主塔成等腰三角形.它们是五代时期大理国建造的,
两小塔形制一样,均为10层,高42.4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
塔.三塔各据一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从远处看,三塔浑然一
体,气势雄伟,具有古朴的白族民族风格.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三塔具有不同于内地塔的两个特点:一是
三塔层数均为偶数,而内地塔多为奇数.二是中原塔由基座向
上直线收缩,下大上小,呈矩梯形;而三塔上下较小,中部较大,
外部轮廓呈曲线,具有曲线美,与中原塔相比更为挺拔俊秀.

大理三塔千百年来历经岁月的沧桑和风雨的洗礼,仍巍然屹立.
成为研究大理国历史及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当时,大理国
的白族居民就能建造高达69米堪称中国南方第一塔的千寻塔,
无疑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千余年来千寻塔是如何建成的一直是
一个谜.相传古时修建三塔,采用的是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
法,塔修好后,将土筑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三塔的建造方
法一直都有"堆土建塔"和"挖土现塔"之说.由此也不难想见,
南诏时期的大理已经呈现出经济繁荣,文化异彩纷呈,民族团
结的空前盛况.1978年,在对三塔进行大规模维修时,在千寻塔
内发现了佛教文物600余件,其中有大量的佛像和写本佛经,还
有一尊金质观音像,极为珍贵.这些发现,揭开了古代大理这



个"佛国"的神秘面纱.据载,南诏时期云南境内有小寺三千,大
寺八百.当时大理崇圣寺成为佛教活动中心,而大理也被称为"
佛国","妙香国".透过三塔,我们不难想像佛教文化对大理的
深刻影响.

三塔参观完了,我们可以到"钟震佛都"的钟楼和雨铜观音殿去
看一看.此钟与三塔崇圣寺的镇寺之宝,筑于南诏建极十二年,
惜已毁于清咸丰年间,现在这口巨大铜钟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按南诏建极大钟旧制而新造的,高3.86米,口径2.138米,
重16吨多.钟楼高19.97米,取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之意.钟楼
后面是雨铜观音殿,里面供奉着云南最大最高的室内观音像--
-雨铜观音.雨铜观音像原铸于南诏建极十三年,可惜文革时期
被毁,重铸造的雨铜观音像依据清末遗寸照片精心复制,高8.6
米,加上莲花座和须弥座总高12.6米.莲花座与观音像为铜像
贴金,重11吨.造型如唐吴道子所绘细腰颇足观音像,又有大理
地区男身女相的特点.

各位朋友,三塔景区的游程就要结束了,重建的崇圣寺建筑群
规模宏大,再现了历史上"妙香佛国"大理皇家寺院的辉煌.欢
迎你再次游览崇圣寺三塔风景区!

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篇四

进入大门，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位于台阶之上的三塔。前方
正中较大的称千寻塔，两侧位置靠后的塔规模较小一些。

塔起源于印度，最早用于藏佛的舍利，形状为一个半圆形坟
冢。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演化出丰富的形
式，有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等。我们现在
看到的三塔均为密檐式。

大理地区盛行建塔，除三塔外，还有一塔、蛇骨塔等。

千寻塔



千寻塔全名为“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建于唐代南诏劝丰佑
时期，据说是唐代恭韬、徽义两位工匠用了48年时间设计建
造的。

千寻塔矗立在两层高大的台基上，塔高69.13米，共有16层，
是我国少有的层数较多的偶数层塔。

塔的结构为密檐式空心砖塔，塔心中空，古时有井字形楼梯
供人攀登。

自下而上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每层正面中
央开券龛，龛内有白色大理石佛像一尊，两边龛为窗洞。两
层窗洞的方向交替错开，以利于塔内的采光和通风，同时交
错开窗有利于塔的坚固性。

塔檐越往上间距越小，自第三、四层起逐渐向内收束，最后
收束于塔顶。使得塔身的外形轮廓不是僵硬的直线向上，而
是呈上下向内收，中部微凸的曲线，其形制与西安小雁塔略
同。以前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的金翅鸟，传说用以镇压洱
海中的龙妖水怪。

照壁

塔正中朝东一面有一照壁，照壁上有“永镇山川”四个楷书
大字，每个字高1.7米。为明代黔国公沐世阶所书。

题这四个字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理地区水患
多，“永镇山川”意在镇服水患，塔顶的大鹏金翅鸟也是镇
龙之物;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被纳入明朝的版图后，镇守云南的
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题下“永镇山川”意在誓死镇守云
南山川。



崇圣寺三塔导游词创意开场白篇五

大理三塔，又叫崇圣寺三塔，崇圣寺三塔位于原崇圣寺正前
方，呈三足鼎立之势。下面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大理崇圣寺
三塔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北1.5公里处，东临洱海，西靠苍山应乐
峰。

崇圣寺建成的时间为南诏国后期，为南诏国第十代王劝丰佑时
(824—859年)所建。建成之后即为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佛教
活动的中心，到大理国时成为著名的皇家寺院。故崇圣寺
有“佛都”之誉。

崇圣寺又名三塔寺，也就是我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滇游
日记》中所写的三塔寺和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天龙八
部》中所提到的天龙寺。崇圣寺壮观的庙宇建筑在清咸丰同
治年间烧毁，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

崇圣寺中的“圣”指的是观音，大理地区观音崇拜极盛，一
年一度的三月街也称观音街。《续云南通志》记载：“崇圣
寺前有三塔，寺内有观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时董善明铸。
”

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xx年被评为全国aaaa级旅游区。

崇圣寺三塔早在1961年3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至1981年，国家又拨款对三塔进行了
历时三年维修加固。在这次维修加固中，有两项重要发现：
一是三塔的基脚不是石基而是土基，二是清理出佛像、写本
佛经等珍贵文物680余件，这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丰富的、最
重要的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成为研究南



诏和大理国历史的历史资料。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藏传
佛教、印度密教和禅宗(中原地区)等宗教文化曾在大理得以
交汇和融合。因此大理被社会学家称作“亚洲文化十字路口
上的古都”。

大理三塔三塔倒影公园。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50年代末大跃
进时修建的水库即积水潭衍生而来。公园占地27亩，有水面
积十余亩。公园坐北向南，背靠一公里外的崇圣寺三塔，以
园内的潭水能非常清晰地倒映出三塔的雄姿倩影而得名，它
为刚劲挺拔傲立千古的三座古塔镶嵌、制作了一面能一展倩
影芳容的的晶莹透亮的明镜，让屹立于苍穹的三塔美景增添
了许多秀丽与优美，园内建筑有体现白族民居的楹联照壁，
有题诗刻赋的大理石亭碑，有影摇水中的漾波亭。

内种植有各种茶花、缅桂、桂鹃等众多异草奇花。是游人吟
诵诗词楹联，或观赏百草花卉，或与水中三塔美景摄影留念
而怡然自得、流连忘返的绝佳之地。它不仅妙在阳光灿烂的
白天，而且还妙在月光如水的夜晚，月映三塔的绝佳美景才
称得上是真正的“三塔映月”。三塔倒影以其将大理的标志
性象征——三塔与蓝天白云，日月星辰和苍山雪景及四时鲜
花包涵、融入其中的绝佳美景，令世界称奇赞叹、为大理增
色添彩和扬名争光的亮丽风光，吸引来数不胜数的中外来宾
到此游览观光和摄影留念，被印上不少画报、书籍的封面和
邮票及明信片，多年来为大理赢得很大的名知度，为大理乃
至云南和中国都赢得不少的声誉……崇圣三塔和三塔倒影公
园相辅相成相互映衬而相得益彰，相与增色互为添辉，是最
能代表大理形象的重要人文景观和美丽象征。

崇圣寺三塔，距离下关14千米，位于大理以北1.5千米苍山应
乐峰下，背靠苍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
成，呈鼎立之态，远远望去，雄浑壮丽，是苍洱胜景之一。

崇圣寺三塔的基座为方形，四周有石栏，栏的四角柱头雕有
石狮，其东面正中有块石照壁，上书“永镇山川”四个大字，



每字1.7米，笔力雄浑苍劲，气势磅礴。塔下仰望，只见塔矗
云端，云移塔驻，似有倾倒之势。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
为方形16层密檐式塔，底宽9.9米，高69.13米，塔顶有铜制
覆钵，上置塔刹，与西安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

崇圣寺三塔相传建于南诏保和时期，近年来曾在塔顶发现南
诏、大理中时期的重要文物600余件。南、北二小塔，位于主
塔之后，两塔间距97.5米，与主塔相距70米，成三塔鼎足之
势，两塔均为八斛形檐式空心砖，共10级，各高43米。

崇圣寺三塔布局齐整，保存完善，外观造型相互协调。大塔
协领两座小塔，突出其主要地位，同时又衬托出小塔的玲珑
雅致;小塔紧随大塔，衬托出大塔的高大、雄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