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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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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山导游词篇一

正值酷暑，炙热的天气令人实在烦燥!早就听闻绵山胜景令人
流连，索性约好友一起游玩!如果不是亲历，我很难相信在黄
土飞扬的山西，会有如此奇绝美妙的山水。它的奇绝，足以
让人惊魂;它的美妙，足以令人心醉!

由于对绵山不很熟悉，于是和朋友商量着联系了一个旅行团，
随团出游。一清早就乘车出发了，抵达绵山时已近10∶00。
坐在车上，盘山而行，只见四处是悬崖峭壁，如斧劈刀削。
重重山崖绝壁间，工整平直的道路，决非单凭人力所能及，
这山势本身便是一道奇观。更令人称绝的是绵山上的建筑，
多是依绝壁而临深谷，仿佛已溶入山体;还有的竟以悬崖为基，
公路为顶，日日受车轮碾踏，却无坍塌之虑。再看险峰之上，
也有寺庙悬于半空，凌空而架的阶梯，刻画出巨大的之字，
觉得惊险万分。

我们的导游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精神而干练。在她的讲解
下，让我对绵山的历史有所追寻。绵山，可上溯至春秋年间。
那个曾在危难之际挽救晋文公重耳，并且辅助他建立起属于
自己的国家后归隐的介子推就隐居于此，直到他被焚烧于此。
于是，留给后人了一个关于寒食节的典故。在其后，有张良、
朱元璋的足迹遍及此地，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更是在这里安营
扎寨，山头上至今留有唐营的遗迹，让人时不时浮想起当时



征战的场面，似乎还可以听到战鼓的号角。

虽然是在盛夏，可我们还是顶着烈日，一口气爬到了山巅。
站在山颠，擦干汗水，举目四望，一种包容天地、吞吐万物
的气势扑面而来。很早就期盼着“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可
是，我们感觉的不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而是一览群峰低。

也许正由于我们在险峰之上，才有幸真正领略了它的无限风
光。难怪如此陡峭的山，而千百年来登临者却络绎不绝。绵
山，它不仅陡峭奇绝，更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充满慈悲为怀的
佛性的灵光。它集道、佛、儒三教于一体，方圆几十里的岩
上岩下，名刹古庙星罗棋布。

我和朋友仅有一天的游览时间，所以，只是就近游览了绵山
最著名的大罗宫\云峰寺\水涛沟。云峰寺原名抱腹寺，因建
于抱腹岩而得名。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距今一千七百余年。
抱腹岩坐东面西，高60米，深50米，长180米，分上下两层，
抱二百余间殿宇、馆舍于“腹”内，容两千年历史文明于其
间，为天下“绝无仅有”。抱腹岩顶壁挂铃，场面惊心动魄，
令人赞叹叫绝。铁索岭是天下最古老的攀崖铁索险道。铁索
岭的铁索和下方云梯悬挂于唐代之前，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
当年登山的一条险径。明末清初大学者傅山于崇祯十
年(1637)题写的长联，清光绪三年(1877)皇帝所赐“慈云法
雨”御匾，以及当代著名学者，邑人张颔所题“抱腹栖云”
的匾额，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空王佛是云峰寺以及整个绵山供奉的佛祖，据说是汉人中最
早成佛的人。这个佛祖俗名叫田志超，他对佛教禅宗的弘扬
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圆寂坐地成佛。殿内供奉的佛像是他的
包骨真身，是佛转世后又成佛的空王佛。据传当年李世民为
感谢田志超“解民倒悬”之恩，率众臣朝山拜佛。在抱腹岩，
当得知田志超己圆寂西归，李世民不禁仰天长叹：“此行空
望佛矣!”顿时天空出现了“空王佛”字样，于是唐太宗下旨
在这里修建了空王殿。殿内所有构件，包括台座门拱等都保



持了唐代以前的风格。

在云峰寺的石佛殿等殿宇内，大量宋代之前及宋、元、明时
期的雕塑异彩纷呈，颇具文物价值。站在这古洞前，望着这
横空出世一般大腹便便的抱腹岩，我在想：抱腹岩，你也像
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一样能容进天下难容之事吗?不过有一
点我已清晰：它腹内包容的绝不只是二百余间殿堂庙宇，更
包容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沧桑和道德文明史。站在岩下，
看到陡立的岩壁上有无数系着红绳带的挂铃在风中摆动唱响。
原来抱腹岩挂铃是绵山的一绝。据说，每逢庙会，许多了愿
的善男信女们就雇人从岩顶将挂铃者用绳子吊在半空，然后
利用前后晃动的力量将人悠进洞内，用铁钩钩住顶壁打楔系
铃，操作完毕再用绳子把挂铃者放到岩下。场面惊心动魄，
令人惊叹不已。岩壁上的一个个红色的银铃，向佛主表达着
一份份真诚，向人们展示着一份份美好的夙愿。我想如果佛
主真的有灵的话，一定会为这些善男信女的虔诚而感动的吧!

站在云峰寺的顶峰上，仰望天空，天蓝蓝，云淡淡;举头看山，
山巍巍，草青青。峭岩绝壁，殿宇林立，古筑肃然，钟声悠
悠，香烟缭绕。佛光普照的那一份空灵之感，大概只有此时
此地才会有的吧!有人说，大海能净化人的灵魂。而我却要说，
大山也同样能净化人的心灵，何况是这样充满灵性的名山。
绵山，在我心中是一幅画，一首诗，看它读它，心灵深处那
种只可感知而不可言喻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真的已经触摸到
了这山的灵秀之气。“道通天地大，德贯古今长”，无意中
我把那个高大的殿宇门相的话记在了心里。

最后一个景点是水涛沟。与山而言，我更喜欢水的灵动，水
涛沟从名字听来就知道一定少不了水，我一直喜欢有水的山，
这样的山更显得出尘的美，只可惜刚进景区，天色即变，也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久留，刚进山就出山，顷刻间大雨倾盆
直下，虽遭大雨，却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心情，通过车窗，绵
山在整个风雨中显得更加妖娆。



绵山导游词篇二

前几天，我们去绵山旅游。火车一路飞奔，一会儿介休战就
到了。坐上汽车驶出了介休市，再在换乘站换了车，我们向
绵山进发。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我们离山顶越来越近
了。不一会儿，就山上了。

绵山一共有八个景点：龙头寺、云峰寺、正果寺、栖仙谷、
朱家凹、一斗泉、古藤谷、水涛沟。

一会儿，汽车在云峰寺停了。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
一山青一山绿，还有深不见底的沟。我叫了一声，还有一圈
一圈的回音。还有一面是高耸入云的山壁，上面修着一条长
龙似的寺庙。我不禁很佩服工人叔叔的精湛技术。我又和妈
妈走着去了栖仙谷。在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我和妈妈的脚
步声。

栖仙谷幽哗哗流的瀑布。有一个长廊修在水上面。我伏在长
廊里的椅子上，向水中望去。哇，一条肥肥大大的白金鱼。
在白金鱼的后面，跟着大大小小的金鱼，它们绕着一根柱子
游来游去，好像在散步哩。我在一个小瀑布前蹲下来，捧起
一把水，水冰凉冰凉的，但清澈见底，可以和山泉媲美。

最后到了水涛沟。那里的树木直插云端，而且长得棵棵郁郁
葱葱，形成了天然的绿色隧道。再加上天气本来就热，每棵
树就像一个个绿色的遮阳伞，为人们挡着阳光。我想摘片树
叶，又蹦又跳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摘下一片树叶。

到了黄昏，我们该回家了。我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绵
山仍是那么雄伟、壮丽，令人流连忘返。

绵山导游词5

在暑假里，我去了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绵山，我最喜欢的



地方就是埋藏着介子推的绵山。

当我们来到绵山脚下，我抬头望这，那高大的绵山，我望不
到山顶，只能看见云雾缭绕的半山腰。刚开始上山十路十分
平坦，可是没多久平坦的路变了。他变成了两条十分惊险的
路。一条是铁链和木条连接成的木桥。另一条，而是从石头
里探出的铁台阶。无论是木桥还是铁台阶都十分的惊险。都
是在汹涌的瀑布上建立的。最后我们选择了铁台阶。我们紧
紧地抓住那条不知从多高的地方垂下来的铁链。好像随时都
会掉进那条瀑布被卷到远方。走着走着我们不再有选择的余
地。因为让条道路都变成了铁台阶。现在无论你喜欢铁台阶
还是木桥都必须走起台阶了。我们走着，路又变得十分平坦，
我们偶尔还会发现几条毛，呈银灰色松鼠，我们都在谈论松
鼠在山上吃什么呢?这里没见到一棵松树呀。不一会又变成了
铁台阶。我们一路紧紧地抓住那条铁链。当走到稍微平坦的
地方，我们就会弯下腰来清洗已经弄得很脏了的手。我们用
手弄起一缕又一缕一得水的水。又清又凉。

走了很久之后，路由恢复了开始的平坦。只不过路上多了一
些鹅卵石，仿佛是在为那些。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铁台阶的人
们做一些脚部的按摩，一路上还有很多时像这些石像都是由
于人的身体，动物的头构成的。这些都是天兵都是来守护介
子推的。渐渐的路上的松鼠越来越多，我们刚才一直猜的难
题解开了。原来松鼠在这里吃东西呀。又走了好长时间平坦
的路，渐渐地往上倾斜了，又走了很久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
这时往下看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这时我便明白了
为什么要把介子推埋在这么高的山上。本来以为是因为怕猛
兽，吃介子推的尸体原来是让介子推在高山上俯视整个天下
呢!刚下山是我们再也没有力气了。就乘坐缆车下山。

我觉得这次绵山之旅，对我非常有价值。



绵山导游词篇三

介子推，你从禹都夏县走来。巍巍绵山，传颂着你的千古圣
名；悠悠青史，流芳着你的风骨亮节。

去看绵山吧，去谒介公吧！沿着崎岖的山路，循着你当年的
足迹，怀着敬仰的心情，我们来了，从老家来了，带着家乡
父老的深情厚谊来看你这位客居他乡的游子。登临绵山，沐
浴清风，饱览美景，感悟险峻，令人心旷神怡。绵山之巅，
介公那悲壮而感人的传说，穿越岁月的荣枯兴衰，如泣如诉，
更令我们心生感慨，垂首举哀。

在那狼烟四起，诸侯争雄的春秋时代，介公啊，你忧国忧民，
忠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载，履险蹈危，历厄饱艰，辅佐文
公成就一代霸业。流亡途中，面对饥困欲绝的重耳，你割股
啖君不言痛，殷殷鲜血眏红耿耿忠心；霸业功成之时，诸臣
们向文公邀功争宠，你却躲封不仕携母隐居绵山。试问那些
士大夫，面对淡泊名利的介公，你们赧颜吗？绵山，绵延上
百里，方圆数十里，峭壁如削，松柏叠翠，秀水长流，似乎
有一种包容天地吞吐万物的大气。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介
公啊，你心怀“无欲则刚”的信条，在绵山寻找灵魂的慰藉。

晋文公感念辅佐情，不舍患难臣，率众登峰峦，下沟壑，入
密林，探洞穴，四下寻呼难觅你的踪影，无奈中放火焚山，
意欲逼你返归朝廷，怎料想你与老母合抱一棵柳，浴火亮高
风，化作青烟冉冉去也。面对枯木青烟，痛失贤士的文公悔
恨交加，与随从一道涕泪哀号，响彻林野。绵山在熊熊的烈
火中被晋文公封为介山，同时下旨在你的忌日举国禁火做饭，
以寒食寄托哀思，以表国殇。寒食节，苍天默然，大地沉寂，
哀痛厚重，敬仰无限，冥思深远。

有诗云：“绵山忆介子，殁后几千春。独有英明主，终恋患
难臣。断霞余古烧，悲鸣自荒榛。岁岁逢寒食，其如惆怅人。
”介公，你可知否？屈原在《九章》中：“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为之禁兮，抱大德之悠游。思久故之
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介公哟，绵山因你而生辉，你在
绵山得永生。绵山有幸埋忠骨，我辈自豪有先祖。介公，在
苍松翠柏间，椭圆形的墓冢，简朴凝重，掩埋着你高洁的的
身躯和灵魂，没有玉砌雕栏，没有花团锦簇，但拜谒者络绎
不绝。两千六百余载，你长眠于此，听松涛阵阵，赏鸟鸣声
声，品泉水潺潺，观云海茫茫，没有怨恨，没有悲叹，只有
淡然清逸。肃立在你的墓前，缅怀你这位禹都先贤，我顿觉
一股浩然之气沉蕴于胸中，灵魂在自省中得到洗礼。你的精
神情操与日月共辉，同山河映秀，引无数文人墨客顶礼膜拜。

一个大写的人长眠于绵山，一种精神融入绵山，一种品格雕
铸绵山，绵山因此苍翠，思念从此绵绵，岁岁年年！

绵山导游词篇四

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绵山导游词，欢迎阅读!

今天我们将要游览的是介休绵山，绵山是太行山支脉，海拔
高度为2000多米，因山势绵豆而取名为绵山。后因春秋时期
晋臣介子推被焚此山而名声大震。历代都在绵山兴建了许多
寺院禅房，于是成了著名的佛教圣地。而且绵山风景绝佳，
也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之一。从介休南行20公里到
达绵山脚下的`兴地村，在兴地村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就
是我们在游绵山之前先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回銮寺。

回銮寺是由于唐太宗当年到绵山想登山未成在此回銮而得名。
当时唐太宗还留下题诗一首：“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
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焚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寂尔
真仙境，超然离俗尘。”大家请随我进寺内参观。这座寺庙
在五代时曾遭战乱的破坏，宋代时又重新修建。寺内院落宽
展宏敞，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左右垛殿和东西配
殿。从天王殿向内观望，虽然院内建筑物不高，却庄重、肃



穆。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殿，原有元代泥塑佛像群和铁佛像、
木雕佛像，而且四壁绘有元代壁画，可惜十年动乱中被毁掉
了。现在寺内生长有古松、龙槐、杉树等，夏日槐荫如伞，
四季古松清幽，给寺内增添了勃勃生机。

朋友们，从回銮寺出发，再南行约1.5公里的路程，我们就要
开始登山了。山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但景点较
为分散，往返路程约9公里左右，俗称“九里十八弯，二十四
座诸天小庙，各处罗列。”

我们现已到达绵山的第一个重要景区——龙头寺。龙头寺是
绵山入口处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从这里向南可直插绵山
腹地。寺分为上下两层，上为龙头寺，。下为关帝庙。从龙
头寺出来，沿途两山对峙，怪石磷响，风景绝佳。小路像一
条飘带盘绕山腰。朋友们请继续向上爬。在这个险要处，有
一个巨石垒堡当道而立，高约7米，宽4米，在堡门里有屋子，
供人看守。门前是一条很深的沟，设有门板吊桥。从上面的
了望孔口能看见进山的人。如果放行就将吊桥放下，待来人
通过后，便又将吊桥扯起。门的左右是深渊绝壁，真可谓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

继续前行，不远处就可看到一高数十米，宽三四余米的凹崖，
崖根处有数十个碧绿的石乳倒挂在石壁之上，被称作“石乳
泉”，据说此水可疗痼疾。过了石乳泉，山势愈加险要，沿
途群峰环绕、烟云缥缈、两山对峙，不知脚下的路在何方。
其实“绵山十里山水画卷”这才开始。首先看到的是建于悬
崖绝壁处的白云洞，洞内有团团白云不断涌出，据说还能预
测阴雨。过了白云洞，来到一座木桥上，桥上怪石嶙峋，桥
下万丈绝涧，行人都必须贴壁而行，万分小心，可见桥之险
要。传说绵山山主田志超最初来绵山时，前有断崖挡路，后
有猛虎追赶，幸有鹿兔以蹄相搭，方才通过。所以这座桥就
被后人称之为“兔桥”，前面1公里处的另一座桥被命名
为“鹿桥”。



绵山导游词篇五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绵山。

你怎么学我说话？

没有啊，我是小导游，我带大家游览绵山有什么不对吗？我
明白了，你是来抢饭碗的。

你要水平高，我哪能抢了你饭碗，大家说，是不是？

照你这么说，咱俩今天非得比试比试了。

比就比，谁怕谁呀！

好，现在就开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的绵山。绵山，亦名绵
上，因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而闻名天下。绵山地处汾
河之阴，在介休市南20公里处，山势陡峭，苍松翠柏，自然
景色非常优美，是国家5a级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山。

我们现已到达绵山的第一个重要景区——龙头寺。龙头寺是
绵山入口处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从这里向南可直插绵山
腹地。龙头寺原名塔岩头，因岩下黄土坡原有空王塔院而得
名，后因唐太宗李世民来绵山朝山谢雨，见双龙显灵而改现
名。寺分为上下两层，上为龙头寺，下为关帝庙，共有二十
多处景点。从龙头寺远眺，只见两山对峙，怪石磷峋，风景
绝佳。

游完龙头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第二个景点———介公岭。
说起介公岭，还有一段故事呢。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
时饥饿难忍，介子推割股奉君。后来，重耳做了国君，介子
推不求名利，隐居绵山。



绵山导游词篇六

绵山，亦名绵上，后因春秋晋国介之推携母隐居被焚又称介
山。古老神奇的绵山，历史悠久，2640年的'历史博大精深。
人文景观雄壮宏伟，自然风光优美，集秦山之雄奇、无水不
秀、无涧不幽、无景不典；气势恢弘，巧夺天工，苍松翠柏，
山环水绕，人称北方九寨沟。

绵山的吃、住、行、游、购、娱各具特色，住在悬崖上，吃
在岩沟边，行在云雾中，游在飘飘欲仙，似仙非仙。登介公
岭拜介公，游仙洞，龙头寺观日落。远眺中国最大道观建筑
群大罗宫，穿越天桥漫步一斗泉，拾阶朱家凹，观佛教圣地
云峰寺，探秘九曲一线天栖贤谷，远足龙脊岭，畅游自然景
观北方九寨沟——十里画廊水涛沟，令游客目不暇接，流连
忘返。

绵山之所以享誉海内外，千百年来登临者络绎不绝，在于她
步步有景，景景有典，奇岩、秀水、古柏、唐碑、宋塑、名
刹、巨宫和真神介之推，空王真佛以及流传千年而不衰的寒
食清明节习俗，形成了绵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纷至踏来。绵山人间仙境，旅游好去处，堪称全国之“最”，
千山万水看不尽绵山，游绵山，看尽千山万水。

绵山导游词篇七

今天我们将要游览的是介休绵山，绵山是太行山支脉，海拔
高度为2000多米，因山势绵豆而取名为绵山。后因春秋时期
晋臣介子推被焚此山而名声大震。历代都在绵山兴建了许多
寺院禅房，于是成了著名的佛教圣地。而且绵山风景绝佳，
也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旅游风景区之一。从介休南行20公里到
达绵山脚下的兴地村，在兴地村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就
是我们在游绵山之前先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回銮寺。

回銮寺是由于唐太宗当年到绵山想登山未成在此回銮而得名。



当时唐太宗还留下题诗一首：“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
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焚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寂尔
真仙境，超然离俗尘。”大家请随我进寺内参观。这座寺庙
在五代时曾遭战乱的破坏，宋代时又重新修建。寺内院落宽
展宏敞，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左右垛殿和东西配
殿。从天王殿向内观望，虽然院内建筑物不高，却庄重、肃
穆。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殿，原有元代泥塑佛像群和铁佛像、
木雕佛像，而且四壁绘有元代壁画，可惜十年动—乱中被毁
掉了。现在寺内生长有古松、龙槐、杉树等，夏日槐荫如伞，
四季古松清幽，给寺内增添了勃勃生机。

朋友们，从回銮寺出发，再南行约1。5公里的路程，我们就
要开始登山了。山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但景点
较为分散，往返路程约9公里左右，俗称“九里十八弯，二十
四座诸天小庙，各处罗列。”

我们现已到达绵山的第一个重要景区——龙头寺。龙头寺是
绵山入口处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从这里向南可直插绵山
腹地。寺分为上下两层，上为龙头寺，。下为关帝庙。从龙
头寺出来，沿途两山对峙，怪石磷响，风景绝佳。小路像一
条飘带盘绕山腰。朋友们请继续向上爬。在这个险要处，有
一个巨石垒堡当道而立，高约7米，宽4米，在堡门里有屋子，
供人看守。门前是一条很深的沟，设有门板吊桥。从上面的
了望孔口能看见进山的人。如果放行就将吊桥放下，待来人
通过后，便又将吊桥扯起。门的左右是深渊绝壁，真可谓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

继续前行，不远处就可看到一高数十米，宽三四余米的凹崖，
崖根处有数十个碧绿的石乳倒挂在石壁之上，被称作“石乳
泉”，据说此水可疗痼疾。过了石乳泉，山势愈加险要，沿
途群峰环绕、烟云缥缈、两山对峙，不知脚下的路在何方。
其实“绵山十里山水画卷”这才开始。首先看到的是建于悬
崖绝壁处的白云洞，洞内有团团白云不断涌出，据说还能预
测阴雨。过了白云洞，来到一座木桥上，桥上怪石嶙峋，桥



下万丈绝涧，行人都必须贴壁而行，万分小心，可见桥之险
要。传说绵山山主田志超最初来绵山时，前有断崖挡路，后
有猛虎追赶，幸有鹿兔以蹄相搭，方才通过。所以这座桥就
被后人称之为“兔桥”，前面1公里处的另一座桥被命名
为“鹿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