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 山东八仙
过海导游词(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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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篇一

八仙过海是一种流传最广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分别为汉钟
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及
曹国舅。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山东八仙过海导游词五篇范
文，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到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游览观
光，八仙过海景区又称八仙过海口，八仙渡我是导游员，我
很荣幸为各位导游，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带领大家走过牌坊后)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是苏轼(苏东
坡)同期所题，在春夏之交，这片海面上经常出现海市蜃楼，
景象十分神奇，所以蓬莱自古以来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带领游客向前走至距桥南端三分之一处)



八仙过海景区就象一只宝葫芦横卧在海上，传说当年八仙在
此各凭宝器过海时，铁拐李将宝葫芦向大海一抛，乘此宝器
过海以展神威，后来这个地方就化成了形状象宝葫芦的仙岛。

(向前走至桥中央)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的在海面上
嬉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为什么在
这里安祥的栖息呢?因为它们也知道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
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
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生态保护的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象，我们看到了人与自
然的融合，它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保护、爱护生态，所以仙人
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相约过海，大家今天来此拜仙
祈福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走至云外仙都下方)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云外仙都”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堪称
很有灵气的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米芾
同时代的大书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
游，沾了仙气，就会得道成仙了。

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宗李世民



所题，传说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途经此地，恰遇海市蜃
楼，只见海面上祥云缭绕，亭台楼阁时隐时现，仙人穿梭往
来，惊叹之余信笔写下“仙源”二字，仙源的含义是蓬莱是
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是仙人的家乡，跨进仙源大门您就
步入仙境了。大家请往下看，门两旁的楹联“鉴性明心通净
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游此
地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淡
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求清虚无为
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超然、宁静
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荡。

大家请向前走，我们看到的这个拱月型影壁叫八仙壁，它描
述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相传当年八仙历经磨难，修成正果，
得道成仙。一日，八仙在蓬莱聚会饮酒，一时兴起，欲过海
一游，相约不得乘舟，各显其能，遂到此地，汉钟离抢先把
手中扇子一抛，那扇子刹那间便大如蒲席浮在海面。汉钟离
跃身卧在上面向远方飘去。何仙姑不甘落后，随手抛出荷花，
那花忽然大如磨盘，红光耀眼，清香四溢，仙姑在花上亭亭
玉立，随波逐浪。其余六位纷纷抛出自己的宝器法物，跃入
海中，飘飘荡荡，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上。八仙的宝器，震撼
了龙宫，龙王大怒，命太子外出查询，龙王之子欲夺八仙法
物，双方大战一场。后经观音调解，双方罢战，八仙终于飘
洋过海而去。从此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美谈。

眼前这座雕栏玉砌的楼阁叫望瀛楼，匾额上的“望瀛楼”三
个字是当代书坛泰斗启功先生所题。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在东海之滨有三仙山，蓬莱、瀛洲、方丈，山上住着仙人，
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山上的亭台楼阁均是黄金白玉所做，登
此楼就可望到海上仙山。望瀛楼由六层组成，水上四层，水
下两层为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展示了几百种珍奇的海洋生物，
其中大海龟数十只，鲨鱼有数百条，最大的有近3米长、重
达300多斤，尤其是大鲨鱼有了雅兴，它格外慷慨的允许我们
景区的潜水员和它手拉手一起遨游大海，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海豹岛，岛中放养了数十头斑海豹，这种
斑海豹是渤海特有的海洋生物。它属于哺乳动物，用肺呼吸，
以鱼肉为食，在水中行动非常敏捷，头脑聪明，十分可爱，
大家可以去买份鱼食喂喂它们，亲近爱抚一下这些海洋生灵，
还可欣赏海豹水上芭蕾等表演，会有很多乐趣。

这个水榭叫“流香轩”，相传当年何仙姑东渡过海时，曾在
此停留过，当时恰逢她手持的莲花盛开，她便信手摘下一片
花瓣，留在此处，从此廊轩中经常飘溢着淡淡的荷香，因此
得名“流香轩”。西边的水榭叫清风榭，“琴临池水弹明月，
酒向仙阁酌清风”，待会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前面假山旁是钟楼，撞击五六声福星到，敲打七八次鸿运来，
各位有兴可以上去敲钟祈福，每敲一声都有不同的含义，欢
迎大家撞钟祈福;西边的是鼓楼，碧落天鼓送迟暮，渔舟唱晚
迎早潮，听听晨钟暮鼓，将会使您抛却所有人间的烦恼。

大家请往上看，匾额上“天风海涛”四个大字，是刘海粟大
师于1982年88岁高龄时到此游览兴致大发所题。下面的楹
联“登斯楼也听涛揽海，待远舶兮送往迎来”是当代大书法
家欧阳中石先生所书，这幅楹联的意思是登上望瀛楼，壮丽
的大海景色一览无遗，涛声阵阵，令人心旷神怡，每天游人
如织，仙人在此热情的欢迎大家，迎来送往。更深的含义是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过客，大自然送往迎来着一代
代人们，生生不息，无穷循环，人的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朋友们，展现在你们眼前的两只大海龟，大的有一千多年，
小的也有几百多年了。因此他们象征着长寿和吉祥，它的身
上也会集了天地之灵气，据说如果把硬币仍在他背上您就能
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扔在它的脚上就会前途无量，一帆风
顺。若扔在它的头上就象征着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子孙满
堂，希望各位朋友试试运气，为您和家人求得一份平和吉祥。



大家请随我来，现在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位于望瀛楼水下两层
的海洋世界。海洋世界主要展示了黄渤海及南海的各种珍奇
生物，大家游览此景，尤其是海底隧道，会有置身大海之中
的感觉，海洋世界也是反映景区海疆文化的精华部分，大家
马上就可以一饱眼福。全国同类的海洋世界门票价格都
在60——120元不等，但在我们景区只需花30元钱就可以看
到60——120元的景观，真可谓物超所值。(走至门口处，介
绍一下参观须知)。

(走出海龟池后介绍山枣巨树)

这棵山枣古树原在蓬莱(古称登州)城南遇驾沟村三官庙前，
当属山枣之王。树高15米，胸径 75厘米，冠幅6 x 7米，干
高3米，树龄1700余年。有碑记云“唐二主征东时即有此树”。
经查证，在我国境内的山枣树中，树龄和树高堪称之最，被
世人称为神树。蓬莱是三神山之一，相传山上有巨枣，仙人
所食之物。诗仙李白东游留诗曰“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此树的神奇之处可见一斑。今
做为镇园之宝供奉于此。

(简单介绍一下一楼的钟乳石、花瓶等)

大家请随我登二楼，二楼是旅游音乐茶座，迎面这幅图是碧
水映春光图，是用24k纯金制作而成(是扬州漆器厂大师制作
的)，大家请看舞台上方的这幅群仙祝寿图，展现的就是群仙
给王母娘娘祝寿举行蟠桃盛会的宏大场面，正中上方骑凤凰
的是西王母和侍奉她的仙女，下方从右至左分别是吕洞宾、
蓝采和、韩湘子、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何仙姑、汉钟
离八位神仙，这是老子和他的书童，再往左是刘海、麻姑、
和合二仙、哪吒、福禄寿三星，这幅壁画是用1888块翡翠、
象牙、玉石精雕而成，是由专为国家领导制作出口礼品的扬
州漆器厂的大师们精心制做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幅漆雕
镶嵌壁画，价值连城。大家游览景区后，可以到此稍事休息，
一边品茶一边聆听古典名曲，得到神仙般的享受。请到二楼



平台南侧，请看这幅楹联“瀛海绮澜三岛近，蓬壶珠树五云
高”，是清末名臣曾国藩手书。大家请随我到平台北部，这幅
“海市蜃楼瞬息看仙山琼阁，青山绿水百年可退老养生”楹
联，是中国当代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八十高龄时为我们景区
所题。冯老这幅楹联的意思是海市蜃楼的景象是虚无缥缈的，
瞬息即逝。暗喻了人生的短暂，不要被功名利禄所困扰，超
脱出红尘滚滚的喧闹世界，回归自然，在宁静悠远的青山绿
水中颐养天年，才能象神仙一样逍遥快乐。

大家请随我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是八仙修炼的居所，传说八
仙常在此品茶聚会，望海赏景，我们景区专门聘请了天下闻
名的浙江木雕师，用各种名贵木材按照明清风格建造了八个
高档雅间，雅间内有茶艺表演员为您表演茶道，您可品尝我
们景区特制的八仙茶，八仙茶又称为八仙长寿茶，是用人参
等贵重中药材精心酿制而成，具有补肾健脾、益气温阳、抗
衰防老的效果，常饮此茶可养生保健、延年益寿。记得我曾
跟大家说过在望瀛楼上可望到海上仙山吗?请大家先随我到仙
姑间，大家请看窗外，在远处可看到重楼玉阁，房屋鳞次栉
比，车马行人往来其中，非常奇妙，只要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您都会看到。

望瀛楼最顶层是海风堂艺术馆，大家请上楼，这里珍藏着我
公司多年来收藏的古今中外的名人字画，古代的有扬州八怪、
张路、查士标、何绍基、刘墉、董其昌、铁保等的真迹，当
代的有国学大师季羡林、红学泰斗冯其庸、书界大家启功、
沈鹏、欧阳中石等，以及各类珍贵古籍画作。

山东蓬莱八仙过海景区位于蓬莱市北黄海之滨，与长山列岛
隔海相望，是一个三面环海的葫芦岛，有一座八仙桥通向景
区，将人间与仙境紧紧的连在一起，游览面积5.5万平方米，
主要景点近40处。周围海域天高水阔，景色壮观，空气宜人，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春夏之交，常有海市、海滋出现，虚
幻缥缈，美不胜收。景区以道教文化和蓬莱神话为背景，以
八仙传说为主题，突出大海仙山的创意，集古典建筑与艺术



园林于一体，内涵丰富，意境深远，观览性极强。

景区如同横卧在海上的宝葫芦，美仑美奂，维妙维肖，景点
错落有致，分布其间。主中轴线上有：八仙坊、八仙桥、仙
源楼、八仙壁、望瀛楼、八仙祠、会仙阁、颐心亭、仙人桥、
拜仙坛。东环线上有：流香轩、钟楼、祈福殿、拐李亭、采
和亭、国舅亭、洞宾亭、龙王宫、假山瀑布。西环线上有：
清风榭、鼓楼、财神殿、果老亭、仙姑亭、湘子亭、钟离亭、
妈祖殿等。环区景观还有滨海平台、观景长廊，适合儿童观
赏，更有奇石林、海豹岛等，令您流连忘返。

整个景区漂浮在大海上，景中有海，海中有景，内外海水相
连，点点渔帆与岸边景色相映成趣;玉楼仙阁，祥云缭绕;亭
台轩榭，步移景异;四季变幻，晨昏景异，山情海韵，蔚为大
观。当夜幕降临，更有一番迷人景象，为您增添新的旅游体
验。观斯景，三山烟霞瑰丽，仙渡流光溢彩;蓬瀛瑞气毕现，
宝礁祥光普照。踏围廊幽径，临海国信风，听渔歌唱晚，观
碧波灵光，仙之魂，神之韵，涛之声，海之梦，诗情画意，
不胜陶然。

由于八仙过海景区是环保生态景区，于是在八仙桥两侧引来
了成千上万只海鸥悠闲自得的飞翔、觅食，场面极其壮观。
八仙过海景区是观海市、海滋的最佳去处，无论是在望瀛楼、
会仙阁、拜仙坛，游客有幸都可看到海市，最特别的是在望
瀛楼三楼的仙姑间望向窗外，可见山海楼台，草木隐映等海
市奇景。登上昔年秦皇汉武为求长生不老药而设的拜仙坛，
望海上仙山，得天地灵气。乘八仙观光游艇作环岛游，在观
看包括蓬莱阁全景在内的海上十大景观的同时，还可以感受
八仙遨游大海的乐趣。

在景区望瀛楼三楼的茶艺表演馆，您可欣赏到茶文化和仙文
化融为一体的八仙茶艺表演，体现了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浓厚
的茶文化特色，因为您所品尝的八仙茶充满了仙乡神韵，所
以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在原基本茶的基础上用上等的



西洋参和名贵的中草药经过精心调制而成的八仙长寿茶，能
让您和家人沾沾仙气，永保平安。

千百年来，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海市蜃楼的今古奇观，碧
海蓝天的无限美景，秦皇汉武唐太宗来此求仙留下的神奇故
事，让这里成为人们拜仙祈福、浏览观光的绝佳去处。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八仙过海景区。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八仙过海景区的基本情况。八仙过海景
区又称“八仙渡”、“八仙过海口”，坐落在蓬莱城北的黄
海之滨，与丹崖山、蓬莱阁毗邻，与庙岛群岛隔海相望。整
个景区呈宝葫芦状横卧在海上，景区周围海域天高水阔，景
色十分壮观。春夏之交，这里常有海市、海滋奇观出现，虚
幻缥缈，，美不胜收。景区是在原来民间修建的八仙祠基础
上扩建而成的，游览面积五万平方米，内有景点四十余处。
景区紧密联系道教文化和蓬莱仙境神话，以八仙传说为主题，
突出了大海仙山的创意，集古典建筑与艺术园林于一体，意
境深远，观览性很强。

蓬莱自古是人们求仙的地方，又迭蒙帝王临幸，便自然平添
了神秘色彩。历代文人墨客常把蓬莱和海上神山联系起来，
留下了许多赞美仙岛神乡的咏唱。蓬莱以其鲜明突出的神话
题材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奠定了它在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
地位。人们总是把蓬莱与神山仙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蓬莱
也便自然地成为神仙世界的代名词。

凡是到蓬莱的客人，大多都是冲着“神仙”两个字来
的。“八仙过海，传文如此多奇;万事由人，风景这边独
好。”(越南友人黄文欢的题词)不管是否灵验，在这里你总
是可以感受一下神仙的逍遥与超脱，精神上是会得到满足的。

八仙坊与八仙桥：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
口”五个大字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墨宝，八仙过海的故事在



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影响深广，他们的神奇故事数百年来结
晶为一句民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
可资借鉴的榜样和永久的魅力。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也是苏轼所
题。《海内十洲记》叙及的三神山中，说蓬莱周围环绕着黑
色的圆海，瑰丽而神秘。最重要的是神山上有各种使人长生
不老的仙药、仙草、仙果和仙水。这种缥缈迷人的仙境，寄
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的人生的超脱心
理，随着道教的盛行又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追求长生是
人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精神。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地在海面上嬉
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好象也知道
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
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
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得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
景象，我们看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它告诫人们要
重视保护自然生态。所以仙人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
享受逍遥自在的生活。大家今天来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
家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这里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是很有灵气的
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大书



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游，沾了仙气，
就会成为仙人了。

仙源楼：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
宗李世民所题，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大军就是从这里乘
船出发的，对于云烟缥缈、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这位唐二
主是十分神往的，虽然是否如愿很难考究，却留下了这“仙
源”二字。蓬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跨进仙源大门您就会产
生超凡脱俗进入仙界的感觉。大家请看，门两旁的楹联“鉴
性明心通净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
先生游此地时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
心寡欲、淡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
求清净无为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
超然、宁静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
荡。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到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游览观
光，我是导游员，我很荣幸为各位导游，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八仙过海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八仙之名，时代以
前众说不一。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
不相同.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 汉钟
离 吕洞宾 曹国舅 何仙姑 韩湘子 蓝采和 张果老.在传说中,
八仙各有不同的法器,铁拐李有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有芭蕉扇,
张果老有纸叠驴,蓝采和有花蓝,何仙姑有莲花,韩湘子有横笛,
吕洞宾有长剑,曹国舅有玉版.他们随身所携带的法器各有妙
用.

《八仙过海》根据民间传说改编成电视剧,据传原来的八仙也
是凡人,他们是经过仙人的点化而成仙的,八位仙人就有八个



成仙的故事,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但却有共同点,比如斩妖驱
邪,锄恶扬善,造福人类,在世间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最早见于杂剧《争
玉板八仙过海》中。相传白云仙长有一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
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回程时铁拐李建议不搭船
而各自想办法，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
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此时李铁拐抛下自己另一项法器
铁拐，汉钟离扔了芭蕉扇，张国老放下坐骑“纸驴”，其他
神仙也各掷法器下水，横渡东海。

由于八仙的举动惊动龙宫，东海龙王率领虾兵蟹将前往理论，
不料发生冲突，蓝采和被带回龙宫。之后八仙大开杀戒，怒
斩龙子，而东海龙王则与北海、南海及西海龙王合作，一时
之间惊涛骇浪。此时曹国舅拿出玉板开路，将巨浪逼往两旁，
顺利渡海。最后由南海观音菩萨出面调停，要求东海龙王释
放蓝采和之后，双方才停战。

有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今天他
们过海用的便是一只体形硕大的乌龟。

的大海，即兴创作一曲，心中快乐无比。

人财两旺的寓意，正中间的寿字也蕴含着寿比南山，福如东
海的道理。

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篇二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八仙过海景区。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八仙过海景区的基本情况。八仙过海景
区又称“八仙渡”、“八仙过海口”，坐落在蓬莱城北的黄
海之滨，与丹崖山、蓬莱阁毗邻，与庙岛群岛隔海相望。整



个景区呈宝葫芦状横卧在海上，景区周围海域天高水阔，景
色十分壮观。春夏之交，这里常有海市、海滋奇观出现，虚
幻缥缈，美不胜收。景区是在原来民间修建的八仙祠基础上
扩建而成的，游览面积五万平方米，内有景点四十余处。景
区紧密联系道教文化和蓬莱仙境神话，以八仙传说为主题，
突出了大海仙山的创意，集古典建筑与艺术园林于一体，意
境深远，观览性很强。

蓬莱自古是人们求仙的地方，又迭蒙帝王临幸，便自然平添
了神秘色彩。历代文人墨客常把蓬莱和海上神山联系起来，
留下了许多赞美仙岛神乡的咏唱。蓬莱以其鲜明突出的神话
题材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奠定了它在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
地位。人们总是把蓬莱与神山仙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蓬莱
也便自然地成为神仙世界的代名词。

凡是到蓬莱的客人，大多都是冲着“神仙”两个字来
的。“八仙过海，传文如此多奇;万事由人，风景这边独
好。”(越南友人黄文欢的题词)不管是否灵验，在这里你总
是可以感受一下神仙的逍遥与超脱，精神上是会得到满足的。

八仙坊与八仙桥：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
口”五个大字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墨宝，八仙过海的故事在
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影响深广，他们的神奇故事数百年来结
晶为一句民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
可资借鉴的榜样和永久的魅力。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也是苏轼所
题。《海内十洲记》叙及的三神山中，说蓬莱周围环绕着黑
色的圆海，瑰丽而神秘。最重要的是神山上有各种使人长生
不老的仙药、仙草、仙果和仙水。这种缥缈迷人的仙境，寄
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的人生的超脱心
理，随着道教的盛行又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追求长生是
人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精神。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地在海面上嬉
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好象也知道
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
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
莱竖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得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
象，我们看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它告诫人们要重
视保护自然生态。所以仙人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享
受逍遥自在的生活。大家今天来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
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这里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是很有灵气的
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大书
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游，沾了仙气，
就会成为仙人了。

仙源楼：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
宗李世民所题，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大军就是从这里乘
船出发的，对于云烟缥缈、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这位唐二
主是十分神往的，虽然是否如愿很难考究，却留下了这“仙
源”二字。蓬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跨进仙源大门您就会产
生超凡脱俗进入仙界的感觉。大家请看，门两旁的楹联“鉴
性明心通净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
先生游此地时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
心寡欲、淡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



求清净无为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
超然、宁静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
荡。

八仙壁：大家请往前走，我们看到的这个拱月形影壁叫八仙
壁，上面的浮雕描述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相传当年八仙历
经磨难，得道成仙。一日，八仙在蓬莱聚会饮酒，一时兴起，
欲过海一游，相约不得乘舟，而要凭法器踏浪漂渡。于是，
汉钟离抢先把手中的扇子一抛，那扇子刹那间便大如蒲席浮
在海面，汉钟离跃身卧在上面向远方漂去。荷仙姑不甘落后，
随手抛出荷花，那花大如磨盘，红光耀眼，清香四溢，仙姑
在花上亭亭玉立，随浪漂流。其余六位也纷纷抛出自己的宝
器法物，跃入海中，漂漂荡荡，遨游在万倾碧波之上。八仙
的行动，惊动了龙宫，龙王大怒，命太子外出查询，龙太子
欲夺八仙法物，双方大战一场，后经观音调解，双方罢战，
八仙终于漂洋过海而去。从此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的成语。当年铁拐李的宝葫芦化作一片葫芦状的岛礁，
就形成了后来的八仙过海景区。

眼前这座雕梁画栋典雅古朴的楼阁叫望瀛楼，匾额上的“望
瀛楼”三个字是当代书坛泰斗启功先生所题。蓬莱和瀛洲常
常被人们连在一起，称为“蓬瀛”，《拾遗记》里也有“历
蓬瀛而超碧海”的诗句。这里的望瀛楼，指的是在蓬莱仙岛
这座琼楼之上眺望瀛洲，接受神山祥光的吉照，自然会有福
祉降临了。望瀛楼由六层组成，水上四层，水下两层。水上
所展示的是丰富的仙境文化。海洋世界展示了几百种珍奇的
海洋生物，其中有千年神龟2只，大鲨鱼有数十条，最大的有
近3米长、重达300多斤。大鲨鱼很有灵性，如果有雅兴，它
会允许景区的潜水员和它拉手一起遨游大海，令人叹为观止。

海豹岛：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海豹岛，岛中放养了数十头斑海
豹，这种斑海豹是渤海特有的生物。它属于哺乳动物，用肺
呼吸，以鱼肉为食，在水中行动非常敏捷，头脑聪明，十分
可爱。大家可以去买份鱼食喂喂它们,亲近爱抚一下这些海洋



生灵。还可欣赏海豹水上芭蕾表演，会有很多乐趣。

流香榭：这个水榭叫“流香轩”，相传当年荷仙姑东渡过海
时，曾在此停留过，当时恰逢她手持的莲花盛开，她便信手
摘下一片花瓣，留在此处，从此廊轩中经常飘溢着淡淡的荷
香，因此得名“流香轩”。西边的水榭叫清风榭，“琴临池
水弹明月，洒向仙阁酌清风”，充满了诗情画意，待会儿大
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钟鼓楼：前面假山旁誓楼，撞击五六声福星到，敲打七八次
鸿运来，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去敲鼓祈福，每敲一声都有不同
的含义，欢迎大家敲击祈福;“碧落天鼓送迟暮，渔舟唱晚迎
早潮”，听听晨钟暮鼓，将会使您抛却所有人间的烦恼。

望瀛楼与海底世界：大家请往上看，匾额上“天风海涛”四
个大字，是刘海粟大师于1982年到蓬莱游览时所题。下面的
楹联“登斯楼也听涛览海，待远舶兮送往迎来”是当代大书
法家欧阳中石所书，这幅楹联的意思是登上望瀛楼，壮丽的
大海景色一览无余，涛声阵阵，令人心旷神怡。当舟楫靠向
八仙渡，宾客纷纷而至。这里游人如织，仙人在此热情的欢
迎大家。(更深的含义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现
实世界送往迎来着一代代人们，生生不息，无穷循环，人的
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大家请随我来，现在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位于望瀛楼水下两层
的海洋世界，海洋世界主要展示了黄渤海及南海的各种珍奇
生物。游览此景，尤其是海底隧道，会有置身大海之中的感
觉。大家或许要问，这海洋世界与神仙文化有什么联系呢?中
国东方的仙文化是来自大海的，大海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它对神山仙岛的传说起到了一种背景衬托作用。我们徜徉在
蓝色的海国之中，既会产生一些奇妙的联想，又可增加一些
知识，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请随我攀登二楼，二楼是旅游音乐茶座，迎面这幅屏壁
图是《碧水映春光》图，是用24k纯金制作而成(是扬州漆器
厂大师制作的)，大家请看舞台上方的这幅《群仙祝寿》图，
展现的就是蟠桃会上群仙给王母娘娘祝寿的场面，正中上方
骑凤凰的是西王母和侍奉她的仙女，下方从右至左分别是吕
洞宾、蓝采和、韩湘子、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何仙姑、
汉钟离八位神仙。这是老子和他的书童，再往左是刘海、麻
姑、和合二仙、哪吒、福禄寿三星。这幅画是用888块翡翠、
象牙、玉石精雕而成，是由专为国家领导制作出口礼品的扬
州漆器厂的大师们精心制作的，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幅漆
雕镶嵌壁画，十分珍贵。大家游览景区后可以稍事休息，一
边品茶一边聆听古典名曲，心情会感到格外轻松和温馨。请
到二楼平台南侧。请看这副楹联“瀛海绮澜三岛近，蓬壶株
树五云高”，是清末名臣曾国藩手书。大家请随我到平台北
部。这副“海市蜃楼瞬息看仙山琼阁，青山绿水百年可退老
养生”楹联，是中国当代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八十高龄时为
我们景区所题。冯老这副楹联的意思是海市蜃楼的景象是虚
无缥缈的，瞬息即逝。暗喻了人生的短暂，不要被功名利禄
所困扰，超脱出红尘滚滚的喧闹世界，回归自然，在宁静悠
远的青山绿水中颐养天年，才能象神仙一样逍遥快乐。

大家请随我更上一层楼。这里是品茶观海、赏景听涛的地方。
神仙们往往是饮酒作乐，放浪形骸，而我们却终归是人间情
怀，清茶一杯，十分风雅。茶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之一，是人生的必需品。特别是在这望瀛楼上,静静品茶
会使你进入物我两忘，禅意融融的佳境。“从来佳茗似佳
人”，同对一片沧海，同伴一缕清幽，细啜慢饮之中，自有
无穷韵味。我们景区专门聘请了著名的浙江木雕师，用各种
名贵木材按照清代风格建造了八个高档雅间，雅间内有茶艺
表演员为您表演茶道，您可品尝我们景区特制的八仙茶，八
仙茶又称为八仙长寿茶，是用人参等贵重中药材精心酿制而
成，具有补肾健脾、益气温阳、抗衰防老的效果，常饮此茶
可养生保健、延年益寿。



来到蓬莱的客人，常常为见不到海市奇观而感到遗憾。而在
八仙渡，却可以从望瀛楼上观看到绰约迷离的瀛楼海市，领
略到虚幻飘渺的奇异景象，得到感观上的满足。从这小小的
观景台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光的折射而映现在楼窗
玻璃上的海天景象。丹崖仙阁和田横山的虚景与长山列岛实
景连在一起，绵延成一幅亦真亦幻的海上仙山图。蓬莱仙城
的楼台，观光大道上的车流，还有八仙渡环海西长廊的倩影，
都映现在这方透明的屏幕上。其实，这里的景象和真实的海
市的道理是差不多的，都是一种光学折射的作用，只不过真
实的海市是出现在海天之间的，这里却是窗前之观，实际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前面的仙姑间和其他几个地方我们都
可以通过窗口见到这种生动神奇的景象。

望瀛楼最顶端是海风堂艺术馆。大家请上楼。这里珍藏着古
今中外的名人字画，古代的有扬州八怪、张路、查士标、何
绍基、刘墉、董其昌、铁保等的真迹，当代的有国学大师季
羡林、红学泰斗冯其庸、书界大家启功、沈鹏、欧阳中石等，
以及各类珍贵古籍画作。

八仙祠：眼前这座建筑便是八仙祠。大门口这位手持托盘的
孩童便是善财童子，专门为乐善好施的人们降财赐福。

正对大门的是八仙祠正殿，八仙祠匾额是由当代著名书法家
刘炳森先生题写的，楹联“九天阊阖开宫阙，八仙过海在蓬
莱”是由国家功勋艺术家、著名学者杨仁恺先生题写。八仙
祠里面供奉的便是八仙了。西配殿是财神殿，里面供奉的是
文武财神、月老和文曲星;东配殿是祈福殿，里面供奉的是福、
禄、寿、禧四位神仙。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八仙祠。

关于八仙的传说，在我国流传久远，影响深广。最早可追溯
到唐宋时期，诗词、杂记中都有八仙之说。《太平广记》中
也有八仙人物的记载。但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并非后人所传的



八位仙人。到元明时期的杂剧中，才认定了我们今天所说
的“过海八仙”。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八位仙人形象，实际上
并不甘愿接受玉皇大帝的管束，也不听从道家之祖老子调遣，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天上仙人中的一个小小的流派，即
所谓的“散仙”。

八仙祠正中供奉着漂洋过海的八仙，在他们的东面是东西南
北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位神仙受太上老
君调遣，掌管天上二十八星宿，为人间排忧解难，保佑人间
平安。西面是风婆雨神雷公电母四位神仙，掌管风雨雷电。
中间八仙中的第一位是长相最英俊的韩湘子，据说他是唐朝
大诗人韩愈的侄孙，生性狂放，宝器是手中的洞箫。第二位
是成仙最早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汉朝人，他的宝器是身
下的芭蕉扇。第三位是长相最丑但道行最高的铁拐李，据说
他的大葫芦里有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因此又被称为药仙。
在我们的后景区有一个汉白玉的大葫芦，就是根据传说所设
计的。第四位是年纪最大的张果老，民间有张果老倒骑驴的
故事。他为什么要倒骑驴呢?有这样四句话可做解释“访过多
少人，不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这位老人
处事小心谨慎，凡事回头看，便于总结经验。他的法器是手
中的渔鼓。第五位是八仙之首吕洞宾，号纯阳子，唐代两举
进士不第，后隐居终南山修道。传说他可以点石成金，他的
法器是身后的阴阳宝剑。第六位是八仙中唯一的一位女仙-荷
仙姑，广东增城人，少时家贫，常在山中采野果奉母，自己
却以矿石云母粉充饥，孝心至诚，感动天地，遂成女仙。她
的法器是盛开的荷花。第七位是年纪最小的蓝采和，成仙时
年仅十四岁，宝器是手中的花篮。最后一位是成仙最晚的皇
亲国戚曹国舅，宋代人，原名曹权，对其弟仗势作恶深为不
满，看破红尘，散财济民，入山修道，列入仙班，他的法器
是手中的云笏板。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神仙”连在一起称谓，其实“神”
和“仙”是有区别的。神话中的“神”是天生的，而仙话中的
“仙”却是修炼而成的。这既符合了宗教的劝世之宗旨，又



迎合了人们乐于长生的心理，因此能较长时间适应历史变化，
在千百年中盛传不衰。群仙形象体现了民族文化心态，成为
我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也大量进入古代文学创作，在形
成文学的民族风貌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八仙故事的丰富想
象力，至今仍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美感的享受。八仙被誉
为平安神。平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各位来到这块神
仙宝地，不妨入乡随俗拜拜八仙，保佑您和家人平安健康。

请到西配殿，西配殿是财神殿，“财路随缘取之有道，神灵
主理造化在天”，供有四位神仙。第一位是月老，俗话
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月老手中的红线，会系住天下有情
人，保佑他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美满幸福。第二位是文
财神，第三位是武财神，这二位在民间被称为“文武财神”，
保佑你的孩子学业有成，一举高中。(“财路随缘取之有道，
神灵主理造化在天”，此联意是，拜了财神就与神灵有了缘
分，就可以得到保佑了。“无为而治”是道家的理论之
一，“有所求而无所得，无所求而有所得”从表面上看是以
静待动，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但是认真感悟，就会发现
一种深层次的人生哲理。道家一再强调“物极必反”，凡事
要把握好一个“度”，对钱财看得太重，必然对亲朋情谊看
得很轻，那么你就会失去很多亲朋好友，也就失去了财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亲朋好友就是财富，甚至有人把它比作
“生产力”，一个人的仕途的升迁，生意场上的良好商机的
出现，都离不开一条原则，就是老朋友感情的加深和新朋友
的结识。如果失去了新老朋友一切都无从谈起。假如你始终
如一地讲道德作好人，广交朋友，你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如期
得到。)

东配殿是祈福殿，“道德神仙增荣益誉，福禄寿禧长乐永
康”，这里供奉着四位神仙。第一位是福星，掌管人间旦夕
福祸;第二位是禄星，掌管人间功名利禄;第三位是寿星，保
佑人们身体健康，多福多寿;第四位禧星也就是送子娘娘，无
子求子，有子保子，保护子孙后代平安成长。(“道德神仙增
荣益誉，福禄寿禧长乐永康”的联意是，追求幸福安康是人



貌同心愿，但是神仙告诫人们，只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
能如愿以偿。才者德之资也。有才有德是圣人，有德无才是
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无才无德是庸人。在仕途也好，生
意场上也好，结交或用人，当然最好是德才兼备的圣人。如
果二者不能兼备时怎么办呢?神仙认为，宁用有德无才的君子，
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小人太能制造祸端。所以近君子
避小人，也就是近福避祸。生活中结交的君子多了，自然可
以得到福禄寿禧，长乐永康也就实现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景区北部，这里海中有岛，岛中有海，面
前这片水域称为瑶池，里面放养着当地特产的海参和各种鱼
类。瑶池正中是“会仙阁”稍后我将带领大家登阁拜仙。路
边这个大葫芦，就是前面所说的铁拐李的法器，当地俗话
说“摸摸葫芦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葫芦腚，一辈子不生
病”。各位不妨去摸一摸，沾点仙气，消灾去病。西边还有
一只神驴，是张果老老先生的坐骑，待会各位有兴趣可以去
骑一骑，体验一下回头看的乐趣。

奇石林：这里有我国北方最大的奇石林景观。水是园之脉，
石是园之骨，这里既有以瘦、透、陋、皱闻名于世的江苏太
湖石，又有充满灵气的安徽灵壁石，敲击它则有天籁之声。
还有山东的奇石。这些奇石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尤其
是夜晚在月光掩映下，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美仑美奂。

环海长廊：石林外边是长达1000米的环海长廊。在环海长廊
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蓝天碧海，近看八仙渡中充满了神韵的亭
台楼阁，会给人一种超凡脱俗、心旷神怡的感觉。长廊里共
设有九座亭子，八位神仙到此各据一亭，东西八座分别是钟
离亭、洞宾亭、果老亭、拐李亭、湘子亭、采和亭、仙姑亭、
国舅亭，正中间的亭子叫“颐心亭”。

长廊下是触摸池，放养着海星、海葵、各种小鱼小虾。随我
游览景区后您可以在这里脱下鞋子、挽起裤管，亲密接触一
下海洋生物，有小孩的朋友还可以认识海洋生物，增长知识。



拜仙坛：前面就是拜仙坛。传说，当年秦皇汉武到东海访仙，
求长生不老药，特地设坛，并举行盛大的拜仙仪式，其场面
气势恢宏，鼓乐喧天，声音响彻了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
山，以此祈求神仙保佑长生不老。后来鸣放鞭炮拜仙祈福成
为一种传统风俗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您来到这里，可以亲手
点燃鞭炮、祭上香火来表达您对神仙的敬仰，感受当年秦皇
汉武拜仙时的盛大气氛，爆竹声声会给您和家人带来仙人的
祝福，祝福您一生平安、健康长寿。同时，这里四周礁石林
立，北望海天辽阔，长山列岛历历在目。春夏、夏秋之交，
则有海市蜃楼奇观出现，山海楼台，草木隐现，车马行人，
忽去忽来，景象神奇莫测。但愿各位在蓬莱旅游期间，有幸
见到这一奇观。各位可以乘坐八仙快艇去遨游大海，作一回
海上仙。

妈祖殿：我们西边这座建筑是妈祖殿。妈祖又称天妃、天后、
天上圣母等，她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卒于雍熙四
年(987年)福建莆田湄州人，是都巡检林愿之女。降生时，红
光满室，异气飘香，弥月不闻其声，故名林默娘。少时聪颖，
遇一道人授以“玄徽真法”。长大成人后，曾在古井中得
到“天书”，从此颇具神异，通晓变化，常在海上搭救遇难
船只，受到人们爱戴。是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崇信的海上保护
神。道教兴起，佛教西来，成仙成佛成了教徒们追求的目标。
妈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被人们崇奉为神，当然要有
一段故事论述她成神的原因和经过。其实她是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人物。今天妈祖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共同
供奉的女神，并且传播到日本、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及美洲地区，成为世界共同信奉的女神。每年农历三月
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和九月九日谢世之日各地都有热闹的祭祀
活动。如果您乘车坐船，请拜一拜妈祖，她会保佑您一帆风
顺、一路平安。

龙王宫：东边是龙王宫。龙王是民间普遍信仰的神灵，掌管
江、河、湖、海、泉、泽、井，是水之神灵。旧时民俗每逢
遇到旱灾、水灾、火灾都求龙王保佑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八仙过海时虽然和龙王发生了冲突，但经观音调解，双
方化干戈为玉帛，龙王就在此“降甘霖恩施万古，息风波泽
被千秋”了，一年中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龙王的恩泽。

会仙阁：我们眼前的这座高达42米气势磅礴的古建筑就是会
仙阁。会仙阁的意思是众仙相聚、会合仙宾，也是凡人与神
仙会面的地方。(神，也叫神灵或神道，是宗教和古代神话中
所幻想的主宰世界、超自然、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偶像。道教
为多神教，崇敬和供奉的神很多。)会仙阁中荟萃了道教最有
代表性的72位神仙，供奉有道教地位最高的神仙三清、四御，
还有五斗星君、四值功曹、九天玄女、千里眼、顺风耳等32
位神仙。在地下一层的会仙殿中供奉有降兽八仙和庄子、姜
尚、安期公等40位神仙。匾额“会仙阁”和楹联“常称香港
通海客，且看蓬莱会神仙”是由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
题写，另一侧的“披云卧雪”匾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
鹏先生题写。大家请看正门上“众妙之门”这四个大字，意
思是踏过这个门，在阁中可感悟道家的玄妙与深奥，登上阁
顶，凭栏远望，碧海蓝天尽收眼底，正像著名作家杨朔描述
的那样“一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你的
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现在请大家登阁观海，登阁的
过程叫“得道成仙”。

会仙阁一层供奉着九天玄女、麻姑、千里眼、顺风耳、温琼、
马王爷、王灵官;二层供奉的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值
年、值月、值日、值时神(四值功曹);三层供奉的是五斗星
君;四层供奉的是四御：玉皇大帝、太皇大帝、天皇大帝、土
皇地和三官：天官紫薇大帝(主赐福)、地官清虚大帝(主赦
罪)、水官洞阴大帝(主解厄);五层供奉的是道教地位最高的
神仙三清：玉清原始天尊(盘古)、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
上清灵宝天尊(太上道君)。

(道教的中心：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宇宙间
的天地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妙的母体--道。所谓的道是
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又不可言说的



物性;它是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浑沌混一的原始形态，又是超
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法则。大道无形无名却孕含着一切有
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元气又分为阴阳二气，就是
说：从空虚无形的道首先生出浑沌混一的元气，元气分为阴
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冲和而化生和气，再由此派生出世界
万物。天地万物皆为阴阳二气冲和而成，所以包含着阴阳两
个方面，这便是道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基本理论。

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篇三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带领大家走过牌坊后)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是苏轼(苏东
坡)同期所题，在_，这片海面上经常出现海市蜃楼，景象十
分神奇，所以蓬莱自古以来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带领游客向前走至距桥南端三分之一处)

八仙过海景区就象一只宝葫芦横卧在海上，传说当年八仙在
此各凭宝器过海时，铁拐李将宝葫芦向大海一抛，乘此宝器
过海以展神威，后来这个地方就化成了形状象宝葫芦的仙岛。

(向前走至桥中央)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的在海面上
嬉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为什么在
这里安祥的栖息呢?因为它们也知道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
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
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生态保护的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象，我们看到了人与自
然的融合，它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保护、爱护生态，所以仙人
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相约过海，大家今天来此拜仙
祈福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篇四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到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游览观
光，我是导游员，我很荣幸为各位导游，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八仙过海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八仙之名，时代以
前众说不一。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
不相同.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汉钟
离吕洞宾曹国舅何仙姑韩湘子蓝采和张果老.在传说中,八仙
各有不同的法器,铁拐李有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有芭蕉扇,张果
老有纸叠驴,蓝采和有花蓝,何仙姑有莲花,韩湘子有横笛,吕
洞宾有长剑,曹国舅有玉版.他们随身所携带的法器各有妙用.

《八仙过海》根据民间传说改编成电视剧,据传原来的八仙也
是凡人,他们是经过仙人的点化而成仙的,八位仙人就有八个
成仙的故事,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但却有共同点,比如斩妖驱
邪,锄恶扬善,造福人类,在世间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山东八仙过海景区在哪篇五

八仙过海位于蓬莱市海滨路8号，著名景点八仙坊、仙人桥、
仙源楼、八仙壁、望瀛楼、八仙祠。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
精选5篇山东八仙过海导游词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八仙过海景区。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八仙过海景区的基本情况。八仙过海景
区又称“八仙渡”、“八仙过海口”，坐落在蓬莱城北的黄
海之滨，与丹崖山、蓬莱阁毗邻，与庙岛群岛隔海相望。整
个景区呈宝葫芦状横卧在海上，景区周围海域天高水阔，景
色十分壮观。春夏之交，这里常有海市、海滋奇观出现，虚
幻缥缈，美不胜收。景区是在原来民间修建的八仙祠基础上
扩建而成的，游览面积五万平方米，内有景点四十余处。景
区紧密联系道教文化和蓬莱仙境神话，以八仙传说为主题，
突出了大海仙山的创意，集古典建筑与艺术园林于一体，意
境深远，观览性很强。

蓬莱自古是人们求仙的地方，又迭蒙帝王临幸，便自然平添
了神秘色彩。历代文人墨客常把蓬莱和海上神山联系起来，
留下了许多赞美仙岛神乡的咏唱。蓬莱以其鲜明突出的神话
题材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奠定了它在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
地位。人们总是把蓬莱与神山仙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蓬莱
也便自然地成为神仙世界的代名词。

凡是到蓬莱的客人，大多都是冲着“神仙”两个字来
的。“八仙过海，传文如此多奇;万事由人，风景这边独
好。”(越南友人黄文欢的题词)不管是否灵验，在这里你总
是可以感受一下神仙的逍遥与超脱，精神上是会得到满足的。

八仙坊与八仙桥：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
口”五个大字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墨宝，八仙过海的故事在



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影响深广，他们的神奇故事数百年来结
晶为一句民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
可资借鉴的榜样和永久的魅力。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也是苏轼所
题。《海内十洲记》叙及的三神山中，说蓬莱周围环绕着黑
色的圆海，瑰丽而神秘。最重要的是神山上有各种使人长生
不老的仙药、仙草、仙果和仙水。这种缥缈迷人的仙境，寄
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的人生的超脱心
理，随着道教的盛行又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追求长生是
人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精神。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地在海面上嬉
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好象也知道
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
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
莱竖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得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
象，我们看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它告诫人们要重
视保护自然生态。所以仙人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享
受逍遥自在的生活。大家今天来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
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这里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是很有灵气的
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大书



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游，沾了仙气，
就会成为仙人了。

仙源楼：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
宗李世民所题，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大军就是从这里乘
船出发的，对于云烟缥缈、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这位唐二
主是十分神往的，虽然是否如愿很难考究，却留下了这“仙
源”二字。蓬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跨进仙源大门您就会产
生超凡脱俗进入仙界的感觉。大家请看，门两旁的楹联“鉴
性明心通净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
先生游此地时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
心寡欲、淡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
求清净无为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
超然、宁静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
荡。

八仙壁：大家请往前走，我们看到的这个拱月形影壁叫八仙
壁，上面的浮雕描述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相传当年八仙历
经磨难，得道成仙。一日，八仙在蓬莱聚会饮酒，一时兴起，
欲过海一游，相约不得乘舟，而要凭法器踏浪漂渡。于是，
汉钟离抢先把手中的扇子一抛，那扇子刹那间便大如蒲席浮
在海面，汉钟离跃身卧在上面向远方漂去。荷仙姑不甘落后，
随手抛出荷花，那花大如磨盘，红光耀眼，清香四溢，仙姑
在花上亭亭玉立，随浪漂流。其余六位也纷纷抛出自己的宝
器法物，跃入海中，漂漂荡荡，遨游在万倾碧波之上。八仙
的行动，惊动了龙宫，龙王大怒，命太子外出查询，龙太子
欲夺八仙法物，双方大战一场，后经观音调解，双方罢战，
八仙终于漂洋过海而去。从此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的成语。当年铁拐李的宝葫芦化作一片葫芦状的岛礁，
就形成了后来的八仙过海景区。

眼前这座雕梁画栋典雅古朴的楼阁叫望瀛楼，匾额上的“望
瀛楼”三个字是当代书坛泰斗启功先生所题。蓬莱和瀛洲常
常被人们连在一起，称为“蓬瀛”，《拾遗记》里也有“历



蓬瀛而超碧海”的诗句。这里的望瀛楼，指的是在蓬莱仙岛
这座琼楼之上眺望瀛洲，接受神山祥光的吉照，自然会有福
祉降临了。望瀛楼由六层组成，水上四层，水下两层。水上
所展示的是丰富的仙境文化。海洋世界展示了几百种珍奇的
海洋生物，其中有千年神龟2只，大鲨鱼有数十条，最大的有
近3米长、重达300多斤。大鲨鱼很有灵性，如果有雅兴，它
会允许景区的潜水员和它拉手一起遨游大海，令人叹为观止。

海豹岛：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海豹岛，岛中放养了数十头斑海
豹，这种斑海豹是渤海特有的生物。它属于哺乳动物，用肺
呼吸，以鱼肉为食，在水中行动非常敏捷，头脑聪明，十分
可爱。大家可以去买份鱼食喂喂它们,亲近爱抚一下这些海洋
生灵。还可欣赏海豹水上芭蕾表演，会有很多乐趣。

流香榭：这个水榭叫“流香轩”，相传当年荷仙姑东渡过海
时，曾在此停留过，当时恰逢她手持的莲花盛开，她便信手
摘下一片花瓣，留在此处，从此廊轩中经常飘溢着淡淡的荷
香，因此得名“流香轩”。西边的水榭叫清风榭，“琴临池
水弹明月，洒向仙阁酌清风”，充满了诗情画意，待会儿大
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钟鼓楼：前面假山旁誓楼，撞击五六声福星到，敲打七八次
鸿运来，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去敲鼓祈福，每敲一声都有不同
的含义，欢迎大家敲击祈福;“碧落天鼓送迟暮，渔舟唱晚迎
早潮”，听听晨钟暮鼓，将会使您抛却所有人间的烦恼。

望瀛楼与海底世界：大家请往上看，匾额上“天风海涛”四
个大字，是刘海粟大师于1982年到蓬莱游览时所题。下面的
楹联“登斯楼也听涛览海，待远舶兮送往迎来”是当代大书
法家欧阳中石所书，这幅楹联的意思是登上望瀛楼，壮丽的
大海景色一览无余，涛声阵阵，令人心旷神怡。当舟楫靠向
八仙渡，宾客纷纷而至。这里游人如织，仙人在此热情的欢
迎大家。(更深的含义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现
实世界送往迎来着一代代人们，生生不息，无穷循环，人的



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大家请随我来，现在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位于望瀛楼水下两层
的海洋世界，海洋世界主要展示了黄渤海及南海的各种珍奇
生物。游览此景，尤其是海底隧道，会有置身大海之中的感
觉。大家或许要问，这海洋世界与神仙文化有什么联系呢?中
国东方的仙文化是来自大海的，大海确实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它对神山仙岛的传说起到了一种背景衬托作用。我们徜徉在
蓝色的海国之中，既会产生一些奇妙的联想，又可增加一些
知识，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请随我攀登二楼，二楼是旅游音乐茶座，迎面这幅屏壁
图是《碧水映春光》图，是用24k纯金制作而成(是扬州漆器
厂大师制作的)，大家请看舞台上方的这幅《群仙祝寿》图，
展现的就是蟠桃会上群仙给王母娘娘祝寿的场面，正中上方
骑凤凰的是西王母和侍奉她的仙女，下方从右至左分别是吕
洞宾、蓝采和、韩湘子、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何仙姑、
汉钟离八位神仙。这是老子和他的书童，再往左是刘海、麻
姑、和合二仙、哪吒、福禄寿三星。这幅画是用888块翡翠、
象牙、玉石精雕而成，是由专为国家领导制作出口礼品的扬
州漆器厂的大师们精心制作的，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幅漆
雕镶嵌壁画，十分珍贵。大家游览景区后可以稍事休息，一
边品茶一边聆听古典名曲，心情会感到格外轻松和温馨。请
到二楼平台南侧。请看这副楹联“瀛海绮澜三岛近，蓬壶株
树五云高”，是清末名臣曾国藩手书。大家请随我到平台北
部。这副“海市蜃楼瞬息看仙山琼阁，青山绿水百年可退老
养生”楹联，是中国当代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八十高龄时为
我们景区所题。冯老这副楹联的意思是海市蜃楼的景象是虚
无缥缈的，瞬息即逝。暗喻了人生的短暂，不要被功名利禄
所困扰，超脱出红尘滚滚的喧闹世界，回归自然，在宁静悠
远的青山绿水中颐养天年，才能象神仙一样逍遥快乐。

大家请随我更上一层楼。这里是品茶观海、赏景听涛的地方。



神仙们往往是饮酒作乐，放浪形骸，而我们却终归是人间情
怀，清茶一杯，十分风雅。茶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之一，是人生的必需品。特别是在这望瀛楼上,静静品茶
会使你进入物我两忘，禅意融融的佳境。“从来佳茗似佳
人”，同对一片沧海，同伴一缕清幽，细啜慢饮之中，自有
无穷韵味。我们景区专门聘请了著名的浙江木雕师，用各种
名贵木材按照清代风格建造了八个高档雅间，雅间内有茶艺
表演员为您表演茶道，您可品尝我们景区特制的八仙茶，八
仙茶又称为八仙长寿茶，是用人参等贵重中药材精心酿制而
成，具有补肾健脾、益气温阳、抗衰防老的效果，常饮此茶
可养生保健、延年益寿。

来到蓬莱的客人，常常为见不到海市奇观而感到遗憾。而在
八仙渡，却可以从望瀛楼上观看到绰约迷离的瀛楼海市，领
略到虚幻飘渺的奇异景象，得到感观上的满足。从这小小的
观景台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通过光的折射而映现在楼窗
玻璃上的海天景象。丹崖仙阁和田横山的虚景与长山列岛实
景连在一起，绵延成一幅亦真亦幻的海上仙山图。蓬莱仙城
的楼台，观光大道上的车流，还有八仙渡环海西长廊的倩影，
都映现在这方透明的屏幕上。其实，这里的景象和真实的海
市的道理是差不多的，都是一种光学折射的作用，只不过真
实的海市是出现在海天之间的，这里却是窗前之观，实际上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前面的仙姑间和其他几个地方我们都
可以通过窗口见到这种生动神奇的景象。

望瀛楼最顶端是海风堂艺术馆。大家请上楼。这里珍藏着古
今中外的名人字画，古代的有扬州八怪、张路、查士标、何
绍基、刘墉、董其昌、铁保等的真迹，当代的有国学大师季
羡林、红学泰斗冯其庸、书界大家启功、沈鹏、欧阳中石等，
以及各类珍贵古籍画作。

八仙祠：眼前这座建筑便是八仙祠。大门口这位手持托盘的
孩童便是善财童子，专门为乐善好施的人们降财赐福。



正对大门的是八仙祠正殿，八仙祠匾额是由当代著名书法家
刘炳森先生题写的，楹联“九天阊阖开宫阙，八仙过海在蓬
莱”是由国家功勋艺术家、著名学者杨仁恺先生题写。八仙
祠里面供奉的便是八仙了。西配殿是财神殿，里面供奉的是
文武财神、月老和文曲星;东配殿是祈福殿，里面供奉的是福、
禄、寿、禧四位神仙。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八仙祠。

关于八仙的传说，在我国流传久远，影响深广。最早可追溯
到唐宋时期，诗词、杂记中都有八仙之说。《太平广记》中
也有八仙人物的记载。但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并非后人所传的
八位仙人。到元明时期的杂剧中，才认定了我们今天所说
的“过海八仙”。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八位仙人形象，实际上
并不甘愿接受玉皇大帝的管束，也不听从道家之祖老子调遣，
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是天上仙人中的一个小小的流派，即
所谓的“散仙”。

八仙祠正中供奉着漂洋过海的八仙，在他们的东面是东西南
北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位神仙受太上老
君调遣，掌管天上二十八星宿，为人间排忧解难，保佑人间
平安。西面是风婆雨神雷公电母四位神仙，掌管风雨雷电。
中间八仙中的第一位是长相最英俊的韩湘子，据说他是唐朝
大诗人韩愈的侄孙，生性狂放，宝器是手中的洞箫。第二位
是成仙最早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汉朝人，他的宝器是身
下的芭蕉扇。第三位是长相最丑但道行最高的铁拐李，据说
他的大葫芦里有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因此又被称为药仙。
在我们的后景区有一个汉白玉的大葫芦，就是根据传说所设
计的。第四位是年纪最大的张果老，民间有张果老倒骑驴的
故事。他为什么要倒骑驴呢?有这样四句话可做解释“访过多
少人，不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这位老人
处事小心谨慎，凡事回头看，便于总结经验。他的法器是手
中的渔鼓。第五位是八仙之首吕洞宾，号纯阳子，唐代两举
进士不第，后隐居终南山修道。传说他可以点石成金，他的



法器是身后的阴阳宝剑。第六位是八仙中唯一的一位女仙-荷
仙姑，广东增城人，少时家贫，常在山中采野果奉母，自己
却以矿石云母粉充饥，孝心至诚，感动天地，遂成女仙。她
的法器是盛开的荷花。第七位是年纪最小的蓝采和，成仙时
年仅十四岁，宝器是手中的花篮。最后一位是成仙最晚的皇
亲国戚曹国舅，宋代人，原名曹权，对其弟仗势作恶深为不
满，看破红尘，散财济民，入山修道，列入仙班，他的法器
是手中的云笏板。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神仙”连在一起称谓，其实“神”
和“仙”是有区别的。神话中的“神”是天生的，而仙话中的
“仙”却是修炼而成的。这既符合了宗教的劝世之宗旨，又
迎合了人们乐于长生的心理，因此能较长时间适应历史变化，
在千百年中盛传不衰。群仙形象体现了民族文化心态，成为
我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也大量进入古代文学创作，在形
成文学的民族风貌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八仙故事的丰富想
象力，至今仍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美感的享受。八仙被誉
为平安神。平安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各位来到这块神
仙宝地，不妨入乡随俗拜拜八仙，保佑您和家人平安健康。

请到西配殿，西配殿是财神殿，“财路随缘取之有道，神灵
主理造化在天”，供有四位神仙。第一位是月老，俗话
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月老手中的红线，会系住天下有情
人，保佑他们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美满幸福。第二位是文
财神，第三位是武财神，这二位在民间被称为“文武财神”，
保佑你的孩子学业有成，一举高中。(“财路随缘取之有道，
神灵主理造化在天”，此联意是，拜了财神就与神灵有了缘
分，就可以得到保佑了。“无为而治”是道家的理论之
一，“有所求而无所得，无所求而有所得”从表面上看是以
静待动，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但是认真感悟，就会发现
一种深层次的人生哲理。道家一再强调“物极必反”，凡事
要把握好一个“度”，对钱财看得太重，必然对亲朋情谊看
得很轻，那么你就会失去很多亲朋好友，也就失去了财富。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亲朋好友就是财富，甚至有人把它比作



“生产力”，一个人的仕途的升迁，生意场上的良好商机的
出现，都离不开一条原则，就是老朋友感情的加深和新朋友
的结识。如果失去了新老朋友一切都无从谈起。假如你始终
如一地讲道德作好人，广交朋友，你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如期
得到。)

东配殿是祈福殿，“道德神仙增荣益誉，福禄寿禧长乐永
康”，这里供奉着四位神仙。第一位是福星，掌管人间旦夕
福祸;第二位是禄星，掌管人间功名利禄;第三位是寿星，保
佑人们身体健康，多福多寿;第四位禧星也就是送子娘娘，无
子求子，有子保子，保护子孙后代平安成长。(“道德神仙增
荣益誉，福禄寿禧长乐永康”的联意是，追求幸福安康是人
貌同心愿，但是神仙告诫人们，只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才
能如愿以偿。才者德之资也。有才有德是圣人，有德无才是
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无才无德是庸人。在仕途也好，生
意场上也好，结交或用人，当然最好是德才兼备的圣人。如
果二者不能兼备时怎么办呢?神仙认为，宁用有德无才的君子，
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小人太能制造祸端。所以近君子
避小人，也就是近福避祸。生活中结交的君子多了，自然可
以得到福禄寿禧，长乐永康也就实现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景区北部，这里海中有岛，岛中有海，面
前这片水域称为瑶池，里面放养着当地特产的海参和各种鱼
类。瑶池正中是“会仙阁”稍后我将带领大家登阁拜仙。路
边这个大葫芦，就是前面所说的铁拐李的法器，当地俗话
说“摸摸葫芦头，一辈子不发愁;摸摸葫芦腚，一辈子不生
病”。各位不妨去摸一摸，沾点仙气，消灾去病。西边还有
一只神驴，是张果老老先生的坐骑，待会各位有兴趣可以去
骑一骑，体验一下回头看的乐趣。

奇石林：这里有我国北方最大的奇石林景观。水是园之脉，
石是园之骨，这里既有以瘦、透、陋、皱闻名于世的江苏太
湖石，又有充满灵气的安徽灵壁石，敲击它则有天籁之声。
还有山东的奇石。这些奇石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尤其



是夜晚在月光掩映下，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美仑美奂。

环海长廊：石林外边是长达1000米的环海长廊。在环海长廊
上远眺一望无际的蓝天碧海，近看八仙渡中充满了神韵的亭
台楼阁，会给人一种超凡脱俗、心旷神怡的感觉。长廊里共
设有九座亭子，八位神仙到此各据一亭，东西八座分别是钟
离亭、洞宾亭、果老亭、拐李亭、湘子亭、采和亭、仙姑亭、
国舅亭，正中间的亭子叫“颐心亭”。

长廊下是触摸池，放养着海星、海葵、各种小鱼小虾。随我
游览景区后您可以在这里脱下鞋子、挽起裤管，亲密接触一
下海洋生物，有小孩的朋友还可以认识海洋生物，增长知识。

拜仙坛：前面就是拜仙坛。传说，当年秦皇汉武到东海访仙，
求长生不老药，特地设坛，并举行盛大的拜仙仪式，其场面
气势恢宏，鼓乐喧天，声音响彻了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
山，以此祈求神仙保佑长生不老。后来鸣放鞭炮拜仙祈福成
为一种传统风俗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您来到这里，可以亲手
点燃鞭炮、祭上香火来表达您对神仙的敬仰，感受当年秦皇
汉武拜仙时的盛大气氛，爆竹声声会给您和家人带来仙人的
祝福，祝福您一生平安、健康长寿。同时，这里四周礁石林
立，北望海天辽阔，长山列岛历历在目。春夏、夏秋之交，
则有海市蜃楼奇观出现，山海楼台，草木隐现，车马行人，
忽去忽来，景象神奇莫测。但愿各位在蓬莱旅游期间，有幸
见到这一奇观。各位可以乘坐八仙快艇去遨游大海，作一回
海上仙。

妈祖殿：我们西边这座建筑是妈祖殿。妈祖又称天妃、天后、
天上圣母等，她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卒于雍熙四
年(987年)福建莆田湄州人，是都巡检林愿之女。降生时，红
光满室，异气飘香，弥月不闻其声，故名林默娘。少时聪颖，
遇一道人授以“玄徽真法”。长大成人后，曾在古井中得
到“天书”，从此颇具神异，通晓变化，常在海上搭救遇难
船只，受到人们爱戴。是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崇信的海上保护



神。道教兴起，佛教西来，成仙成佛成了教徒们追求的目标。
妈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被人们崇奉为神，当然要有
一段故事论述她成神的原因和经过。其实她是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人物。今天妈祖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共同
供奉的女神，并且传播到日本、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及美洲地区，成为世界共同信奉的女神。每年农历三月
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和九月九日谢世之日各地都有热闹的祭祀
活动。如果您乘车坐船，请拜一拜妈祖，她会保佑您一帆风
顺、一路平安。

龙王宫：东边是龙王宫。龙王是民间普遍信仰的神灵，掌管
江、河、湖、海、泉、泽、井，是水之神灵。旧时民俗每逢
遇到旱灾、水灾、火灾都求龙王保佑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八仙过海时虽然和龙王发生了冲突，但经观音调解，双
方化干戈为玉帛，龙王就在此“降甘霖恩施万古，息风波泽
被千秋”了，一年中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龙王的恩泽。

会仙阁：我们眼前的这座高达42米气势磅礴的古建筑就是会
仙阁。会仙阁的意思是众仙相聚、会合仙宾，也是凡人与神
仙会面的地方。(神，也叫神灵或神道，是宗教和古代神话中
所幻想的主宰世界、超自然、具有人格和意识的偶像。道教
为多神教，崇敬和供奉的神很多。)会仙阁中荟萃了道教最有
代表性的72位神仙，供奉有道教地位最高的神仙三清、四御，
还有五斗星君、四值功曹、九天玄女、千里眼、顺风耳等32
位神仙。在地下一层的会仙殿中供奉有降兽八仙和庄子、姜
尚、安期公等40位神仙。匾额“会仙阁”和楹联“常称香港
通海客，且看蓬莱会神仙”是由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
题写，另一侧的“披云卧雪”匾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
鹏先生题写。大家请看正门上“众妙之门”这四个大字，意
思是踏过这个门，在阁中可感悟道家的玄妙与深奥，登上阁
顶，凭栏远望，碧海蓝天尽收眼底，正像著名作家杨朔描述
的那样“一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你的
五脏六腑都洗得干干净净”。现在请大家登阁观海，登阁的
过程叫“得道成仙”。



会仙阁一层供奉着九天玄女、麻姑、千里眼、顺风耳、温琼、
马王爷、王灵官;二层供奉的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值
年、值月、值日、值时神(四值功曹);三层供奉的是五斗星
君;四层供奉的是四御：玉皇大帝、太皇大帝、天皇大帝、土
皇地 和三官：天官紫薇大帝(主赐福)、地官清虚大帝(主赦
罪)、水官洞阴大帝(主解厄);五层供奉的是道教地位最高的
神仙三清：玉清原始天尊(盘古)、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
上清灵宝天尊(太上道君)。

(道教的中心：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宇宙间
的天地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妙的母体--道。所谓的道是
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又不可言说的
物性;它是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浑沌混一的原始形态，又是超
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法则。大道无形无名却孕含着一切有
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元气又分为阴阳二气，就是
说：从空虚无形的道首先生出浑沌混一的元气，元气分为阴
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冲和而化生和气，再由此派生出世界
万物。天地万物皆为阴阳二气冲和而成，所以包含着阴阳两
个方面，这便是道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基本理论。

与道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德”。德的意思是得道，即认识
和体验道，按照道的自然法则修身治国。老子把道看作神秘
世界的本源。他主张人们去直接体认隐藏在不断变化事物背
后的道理和法则。体认的方法是闭目塞听、绝圣弃知、涤除
玄览、致虚守静，使内心清静归于道的真理。(在老子思想中
还包含着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美丑、善恶、祸福、有
无、难易、高下等矛盾对立面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且认识到
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物极必反，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
但是他又认为事物的变化运动循环往复最终仍然复归于静止
不变。)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到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游览观
光，八仙过海景区又称八仙过海口，八仙渡我是导游员，我



很荣幸为各位导游，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带领大家走过牌坊后)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是苏轼(苏东
坡)同期所题，在春夏之交，这片海面上经常出现海市蜃楼，
景象十分神奇，所以蓬莱自古以来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带领游客向前走至距桥南端三分之一处)

八仙过海景区就象一只宝葫芦横卧在海上，传说当年八仙在
此各凭宝器过海时，铁拐李将宝葫芦向大海一抛，乘此宝器
过海以展神威，后来这个地方就化成了形状象宝葫芦的仙岛。

(向前走至桥中央)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的在海面上
嬉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为什么在
这里安祥的栖息呢?因为它们也知道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
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
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莱竖家级风景名胜区，生
态保护的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象，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
的融合，它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保护、爱护生态，所以仙人们
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相约过海，大家今天来此拜仙祈
福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走至云外仙都下方)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云外仙都”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堪称
很有灵气的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米芾
同时代的大书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
游，沾了仙气，就会得道成仙了。

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宗李世民
所题，传说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途经此地，恰遇海市蜃
楼，只见海面上祥云缭绕，亭台楼阁时隐时现，仙人穿梭往
来，惊叹之余信笔写下“仙源”二字，仙源的含义是蓬莱是
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是仙人的家乡，跨进仙源大门您就
步入仙境了。大家请往下看，门两旁的楹联“鉴性明心通净
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游此
地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淡
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求清虚无为
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超然、宁静
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荡。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八仙过海景区。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八仙过海景区的基本情况。八仙过海景
区又称“八仙渡”、“八仙过海口”，坐落在蓬莱城北的黄
海之滨，与丹崖山、蓬莱阁毗邻，与庙岛群岛隔海相望。整
个景区呈宝葫芦状横卧在海上，景区周围海域天高水阔，景
色十分壮观。春夏之交，这里常有海市、海滋奇观出现，虚
幻缥缈，，美不胜收。景区是在原来民间修建的八仙祠基础
上扩建而成的，游览面积五万平方米，内有景点四十余处。



景区紧密联系道教文化和蓬莱仙境神话，以八仙传说为主题，
突出了大海仙山的创意，集古典建筑与艺术园林于一体，意
境深远，观览性很强。

蓬莱自古是人们求仙的地方，又迭蒙帝王临幸，便自然平添
了神秘色彩。历代文人墨客常把蓬莱和海上神山联系起来，
留下了许多赞美仙岛神乡的咏唱。蓬莱以其鲜明突出的神话
题材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奠定了它在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
地位。人们总是把蓬莱与神山仙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蓬莱
也便自然地成为神仙世界的代名词。

凡是到蓬莱的客人，大多都是冲着“神仙”两个字来
的。“八仙过海，传文如此多奇;万事由人，风景这边独
好。”(越南友人黄文欢的题词)不管是否灵验，在这里你总
是可以感受一下神仙的逍遥与超脱，精神上是会得到满足的。

八仙坊与八仙桥：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
口”五个大字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墨宝，八仙过海的故事在
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影响深广，他们的神奇故事数百年来结
晶为一句民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
可资借鉴的榜样和永久的魅力。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也是苏轼所
题。《海内十洲记》叙及的三神山中，说蓬莱周围环绕着黑
色的圆海，瑰丽而神秘。最重要的是神山上有各种使人长生
不老的仙药、仙草、仙果和仙水。这种缥缈迷人的仙境，寄
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于纷扰、短促的人生的超脱心
理，随着道教的盛行又带上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追求长生是
人们的普遍愿望，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热爱生活的精神。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地在海面上嬉
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好象也知道
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
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



莱竖家级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得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
象，我们看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它告诫人们要重
视保护自然生态。所以仙人们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享
受逍遥自在的生活。大家今天来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
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这里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是很有灵气的
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大书
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游，沾了仙气，
就会成为仙人了。

仙源楼：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
宗李世民所题，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大军就是从这里乘
船出发的，对于云烟缥缈、神秘莫测的海市蜃楼，这位唐二
主是十分神往的，虽然是否如愿很难考究，却留下了这“仙
源”二字。蓬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跨进仙源大门您就会产
生超凡脱俗进入仙界的感觉。大家请看，门两旁的楹联“鉴
性明心通净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
先生游此地时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
心寡欲、淡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
求清净无为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
超然、宁静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
荡。



八仙过海是八仙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最早见于杂剧《争
玉板八仙过海》中。相传白云仙长有一回于蓬莱仙岛牡丹盛
开时，邀请八仙及五圣共襄盛举，回程时铁拐李建议不搭船
而各自想办法，就是后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八仙
过海、各凭本事”的起源。 此时李铁拐抛下自己另一项法器
铁拐，汉钟离扔了芭蕉扇，张国老放下坐骑“纸驴”，其他
神仙也各掷法器下水，横渡东海。

由于八仙的举动惊动龙宫，东海龙王率领虾兵蟹将前往理论，
不料发生冲突，蓝采和被带回龙宫。之后八仙大开杀戒，怒
斩龙子，而东海龙王则与北海、南海及西海龙王合作，一时
之间惊涛骇浪。此时曹国舅拿出玉板开路，将巨浪逼往两旁，
顺利渡海。最后由南海观音菩萨出面调停，要求东海龙王释
放蓝采和之后，双方才停战。

有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今天他
谬海用的便是一只体形硕大的乌龟。

的大海，即兴创作一曲，心中快乐无比。

人财两旺的寓意，正中间的寿字也蕴含着寿比南山，福如东
海的道理。

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各位来到八仙过海旅游景区游览观
光，八仙过海景区又称八仙过海口，八仙渡我是导游员，我
很荣幸为各位导游，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各位请看，迎面这座牌坊上的“八仙过海口”五个大字是宋
代大文豪苏轼做登州太守时所题八仙过海口顾名思义就是八
仙过海之地，大家现在就已经到了八仙过海的地方。

(带领大家走过牌坊后)

大家请回头看，牌坊上的“人间仙境”四个大字是苏轼(苏东



坡)同期所题，在春夏之交，这片海面上经常出现海市蜃楼，
景象十分神奇，所以蓬莱自古以来有人间仙境的美誉。

(带领游客向前走至距桥南端三分之一处)

八仙过海景区就象一只宝葫芦横卧在海上，传说当年八仙在
此各凭宝器过海时，铁拐李将宝葫芦向大海一抛，乘此宝器
过海以展神威，后来这个地方就化成了形状象宝葫芦的仙岛。

(向前走至桥中央)

大家请看，这上千只吉祥鸟——海鸥或悠闲自得的在海面上
嬉戏玩耍，或在蓝天白云碧海之间自由飞翔，它们为什么在
这里安祥的栖息呢?因为它们也知道这里是人间仙境，古语说
得好：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神仙们在这里修炼，海鸥象我们
一样也要沾沾仙气。另外，我们蓬莱竖家级风景名胜区，生
态保护的十分好，所以通过这一景象，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
的融合，它促使人们更加重视保护、爱护生态，所以仙人们
也选择在这里修炼、聚会、相约过海，大家今天来此拜仙祈
福参观游览，仙人定会给大家带来平安、吉祥。

现在我们脚下的这座桥名叫八仙桥，传说中八仙以惩恶扬善、
济世救人为己任，与他们有关的许许多多故事，早已深入人
心，世上的人都以遇到八仙为福气，所以这座桥自然也就充
满了吉祥与福瑞，走上这座桥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
这里有一句俗语：八仙桥上站一站，无灾无难保平安;八仙桥
上走一走，一生多福又多寿。

(走至云外仙都下方)

迎面牌坊上“云外仙都”四个大字是苏东坡同时期的大书法
家米芾所题，“云外仙都”是神仙们聚集修炼的地方，堪称
很有灵气的洞天福地。



请往里走，请回头看，牌坊上“得道成仙”四个大字是米芾
同时代的大书法家黄庭坚所题，各位朋友到八仙过海景区一
游，沾了仙气，就会得道成仙了。

前面这座楼叫仙源楼，楼上的“仙源”二字是唐太宗李世民
所题，传说当年李世民东征高丽时，途经此地，恰遇海市蜃
楼，只见海面上祥云缭绕，亭台楼阁时隐时现，仙人穿梭往
来，惊叹之余信笔写下“仙源”二字，仙源的含义是蓬莱是
中国东方仙文化的源头，是仙人的家乡，跨进仙源大门您就
步入仙境了。大家请往下看，门两旁的楹联“鉴性明心通净
化，参天悟道会清凉”，是当代大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游此
地有感所题，这幅楹联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清心寡欲、淡
薄名利才会真正感悟出“道”的深奥，才能去追求清虚无为
的最高境界，它告诫人们做人要豁达大度、洒脱超然、宁静
脱俗。去掉了世俗的浮躁，心情自然就会清爽坦荡。

大家请向前走，我们看到的这个拱月型影壁叫八仙壁，它描
述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相传当年八仙历经磨难，修成正果，
得道成仙。一日，八仙在蓬莱聚会饮酒，一时兴起，欲过海
一游，相约不得乘舟，各显其能，遂到此地，汉钟离抢先把
手中扇子一抛，那扇子刹那间便大如蒲席浮在海面。汉钟离
跃身卧在上面向远方飘去。何仙姑不甘落后，随手抛出荷花，
那花忽然大如磨盘，红光耀眼，清香四溢，仙姑在花上亭亭
玉立，随波逐浪。其余六位纷纷抛出自己的宝器法物，跃入
海中，飘飘荡荡，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上。八仙的宝器，震撼
了龙宫，龙王大怒，命太子外出查询，龙王之子欲夺八仙法
物，双方大战一场。后经观音调解，双方罢战，八仙终于飘
洋过海而去。从此留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美谈。

眼前这座雕栏玉砌的楼阁叫望瀛楼，匾额上的“望瀛楼”三
个字是当代书坛泰斗启功先生所题。据司马迁《史记》记载，
在东海之滨有三仙山，蓬莱、瀛洲、方丈，山上住着仙人，
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山上的亭台楼阁均是黄金白玉所做，登
此楼就可望到海上仙山。望瀛楼由六层组成，水上四层，水



下两层为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展示了几百种珍奇的海洋生物，
其中大海龟数十只，鲨鱼有数百条，最大的有近3米长、重
达300多斤，尤其是大鲨鱼有了雅兴，它格外慷慨的允许我们
景区的潜水员和它手拉手一起遨游大海，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海豹岛，岛中放养了数十头斑海豹，这种
斑海豹是渤海特有的海洋生物。它属于哺乳动物，用肺呼吸，
以鱼肉为食，在水中行动非常敏捷，头脑聪明，十分可爱，
大家可以去买份鱼食喂喂它们，亲近爱抚一下这些海洋生灵，
还可欣赏海豹水上芭蕾等表演，会有很多乐趣。

这个水榭叫“流香轩”，相传当年何仙姑东渡过海时，曾在
此停留过，当时恰逢她手持的莲花盛开，她便信手摘下一片
花瓣，留在此处，从此廊轩中经常飘溢着淡淡的荷香，因此
得名“流香轩”。西边的水榭叫清风榭，“琴临池水弹明月，
酒向仙阁酌清风”，待会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前面假山旁是钟楼，撞击五六声福星到，敲打七八次鸿运来，
各位有兴可以上去敲钟祈福，每敲一声都有不同的含义，欢
迎大家撞钟祈福;西边的誓楼，碧落天鼓送迟暮，渔舟唱晚迎
早潮，听听晨钟暮鼓，将会使您抛却所有人间的烦恼。

大家请往上看，匾额上“天风海涛”四个大字，是刘海粟大
师于1982年88岁高龄时到此游览兴致大发所题。下面的楹
联“登斯楼也听涛揽海，待远舶兮送往迎来”是当代大书法
家欧阳中石先生所书，这幅楹联的意思是登上望瀛楼，壮丽
的大海景色一览无遗，涛声阵阵，令人心旷神怡，每天游人
如织，仙人在此热情的欢迎大家，迎来送往。更深的含义是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过客，大自然送往迎来着一代
代人们，生生不息，无穷循环，人的一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朋友们，展现在你们眼前的两只大海龟，大的有一千多年，
小的也有几百多年了。因此他们象征着长寿和吉祥，它的身



上也会集了天地之灵气，据说如果把硬币仍在他背上您就能
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扔在它的脚上就会前途无量，一帆风
顺。若扔在它的头上就象征着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子孙满
堂，希望各位朋友试试运气，为您和家人求得一份平和吉祥。

大家请随我来，现在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位于望瀛楼水下两层
的海洋世界。海洋世界主要展示了黄渤海及南海的各种珍奇
生物，大家游览此景，尤其是海底隧道，会有置身大海之中
的感觉，海洋世界也是反映景区海疆文化的精华部分，大家
马上就可以一饱眼福。全国同类的海洋世界门票价格都
在60——120元不等，但在我们景区只需花30元钱就可以看
到60——120元的景观，真可谓物超所值。(走至门口处，介
绍一下参观须知)。

(走出海龟池后介绍山枣巨树)

这棵山枣古树原在蓬莱(古称登州)城南遇驾沟村三官庙前，
当属山枣之王。树高15米，胸径 75厘米，冠幅6 x 7米，干
高3米，树龄1700余年。有碑记云“唐二主征东时即有此树”。
经查证，在我国境内的山枣树中，树龄和树高堪称之最，被
世人称为神树。蓬莱是三神山之一，相传山上有巨枣，仙人
所食之物。诗仙李白东游留诗曰“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此树的神奇之处可见一斑。今
做为镇园之宝供奉于此。

(简单介绍一下一楼的钟乳石、花瓶等)

大家请随我登二楼，二楼是旅游音乐茶座，迎面这幅图是碧
水映春光图，是用24k纯金制作而成(是扬州漆器厂大师制作
的)，大家请看舞台上方的这幅群仙祝寿图，展现的就是群仙
给王母娘娘祝寿举行蟠桃盛会的宏大场面，正中上方骑凤凰
的是西王母和侍奉她的仙女，下方从右至左分别是吕洞宾、
蓝采和、韩湘子、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何仙姑、汉钟
离八位神仙，这是老子和他的书童，再往左是刘海、麻姑、



和合二仙、哪吒、福禄寿三星，这幅壁画是用1888块翡翠、
象牙、玉石精雕而成，是由专为国家领导制作出口礼品的扬
州漆器厂的大师们精心制做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幅漆雕
镶嵌壁画，价值连城。大家游览景区后，可以到此稍事休息，
一边品茶一边聆听古典名曲，得到神仙般的享受。请到二楼
平台南侧，请看这幅楹联“瀛海绮澜三岛近，蓬壶珠树五云
高”，是清末名臣曾国藩手书。大家请随我到平台北部，这幅
“海市蜃楼瞬息看仙山琼阁，青山绿水百年可退老养生”楹
联，是中国当代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八十高龄时为我们景区
所题。冯老这幅楹联的意思是海市蜃楼的景象是虚无缥缈的，
瞬息即逝。暗喻了人生的短暂，不要被功名利禄所困扰，超
脱出红尘滚滚的喧闹世界，回归自然，在宁静悠远的青山绿
水中颐养天年，才能象神仙一样逍遥快乐。

大家请随我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是八仙修炼的居所，传说八
仙常在此品茶聚会，望海赏景，我们景区专门聘请了天下闻
名的浙江木雕师，用各种名贵木材按照明清风格建造了八个
高档雅间，雅间内有茶艺表演员为您表演茶道，您可品尝我
们景区特制的八仙茶，八仙茶又称为八仙长寿茶，是用人参
等贵重中药材精心酿制而成，具有补肾健脾、益气温阳、抗
衰防老的效果，常饮此茶可养生保健、延年益寿。记得我曾
跟大家说过在望瀛楼上可望到海上仙山吗?请大家先随我到仙
姑间，大家请看窗外，在远处可看到重楼玉阁，房屋鳞次栉
比，车马行人往来其中，非常奇妙，只要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您都会看到。

望瀛楼最顶层是海风堂艺术馆，大家请上楼，这里珍藏着我
公司多年来收藏的古今中外的名人字画，古代的有扬州八怪、
张路、查士标、何绍基、刘墉、董其昌、铁保等的真迹，当
代的有国学大师季羡林、红学泰斗冯其庸、书界大家启功、
沈鹏、欧阳中石等，以及各类珍贵古籍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