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川成都导游词(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四川成都导游词篇一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到四川旅游的游客有增无减。下面是
本站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四川成都导游词导游词，欢迎参考!

“蓉城”成都，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九天开出
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在中国偌大的历史版图上，成
都是惟一建城以来城址以及名称从未更改的城市。这座西南
重镇，巴蜀之都，历代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
长江流域的重要城市。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她的生活节奏保持在一个极为人性化的速度上。

成都人常挂在嘴边的“巴适”是舒服合适的意思，满城的茶
馆正是这座城市悠闲的气质的最好体现。闲适的生活节奏是
这座城市的名片，而满街的川菜馆、火锅店、小吃店更是让
人流连忘返的罪魁祸首。成都，仿佛一张柔软的沙发，仓促
的步履行到此处便不禁放缓，不禁自拔的陷进温柔乡的怀抱。

成都可能是你前往九寨沟、泸沽湖、稻城亚丁等地的中转站，
但是他绝对不只是一个交通枢纽。雪山、大河、藏区离得如
此之近，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穿越贡嘎雪山，就可
以领略三星堆的神秘，就可以在康巴的转经筒前许下今生的
诺言。来到这座城市，与其忙于参观城内外的景点，不如在
其中悠闲的享受着生活，不如将自己抛向遍布风霜的征途。

成都(chengdu)，简称蓉，四川省会，199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



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是设
立外国领事馆数量最多、开通国际航线数量最多的中西部城
市 。20xx年由国务院批复并升格为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
城市 。

成都位于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成都东与德阳、
资阳毗邻，西与雅安、阿坝接壤，南与眉山相连。成都市下
辖锦江区等10区5县，代管4个县级市。20xx年末，成都市辖区
建成区面积60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42.8万人 。

成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承载着三千余年的历史，拥有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
金沙遗址、明蜀王陵、望江楼、青羊宫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
文景观。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将于20xx年、第22届世
界航线发展大会将于20xx年在成都举办。

成都地处我国西南，地势险要，有盆地之称。四川旅游资源
极其丰富，并且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四川旅游板块中历史文
化名城很多，如都江堰、乐山、成都等都有着自身优良的旅
游环境。

成都作为四川旅游的中心，有着发达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
更有众多的美景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是西部最繁华的城市。
九寨沟旅游去作为四川旅游景点中的王牌，每年吸引众多游
客光顾。峨眉风景秀天下，佛教文化流传已久，还有乐山大
佛景区以及贡嘎山、剑门等著名景点都为四川旅游增色不少。
此外能代表四川特色的还有美味的川菜，享誉海内外的川酒
等，令游客欣欣向往。

四川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位于省境
中部，以汉族为多，有回、蒙古、藏、苗、满、土家等44个



少数民族，辖7区8县，代管4个县级市。名胜古迹众多，有武
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王建墓、什邡堂古邛窑遗址、辛
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有彭大
将军家珍殉国纪念碑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2处，有孙中山铜
像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8处。

四川成都导游词篇二

屹立于武侯祠大门内碑亭中的唐碑，又称三绝碑，是成都最
古老的碑刻之一。说到在后世的名声和影响，此碑在成都则
首屈一指。

三绝碑唐碑本名《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唐宪宗元和四年
(809)立。碑身及碑帽通高367cm，宽95cm，厚25cm，下有碑
座。碑帽的云纹雕饰，具有唐代石刻艺术特点。其石质为峡
石。碑文共22行，每行约50字，楷书。

碑文作者裴度，是唐代中后期有名的政治家。元和二年(807)
成都动乱，唐王朝派相国武元衡出任剑南四川节度使，裴度
作为幕僚随行。裴度久欲撰文颂扬诸葛亮，到成都游武侯祠
后，便怀着景仰之情写了这通碑文。碑文内容分序文和铭文。
序文开篇处，裴度称颂诸葛亮兼具开国之才、治人之术、事
君之节和立身之道，是千古罕有的封建政治家。斐度说，
当[汉末]大乱，群雄纷争之际，士人奔走献策唯恐不力，诸
葛亮独高卧隆中，自比管、乐，一旦刘备三顾，诸葛亮便以
《隆中对》一言而定其机势，确立三分鼎立的大计，出手不
凡。斐度赞扬诸葛亮革除[汉末]弊政，执法公允，任人唯贤，
治戒讲武。他认为经诸葛亮的苦心治理，僻陋的`[蜀汉]政令
划一，道德风行，一跃而为殷富之国，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
劲旅。斐度驳斥崔浩等人对诸葛亮的评价，认为不可以成败
论英雄，假如上天再给诸葛亮一些时间，必能完成统一国家
的大业。铭文为骈体，四言为句，共64句，铭文将诸葛亮比
于前代名臣伊尹、姜尚、萧何、张良，盛赞其不朽业绩。最



后，铭文称颂诸葛亮功德如高山流水，长存于天地之间，长
存于蜀地百姓心中。

铭文:昔在先主，思启疆宇，扰攘靡依，英雄无辅，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礼仪干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劳
而不怨，用之有伦。柔胜蛮落，铺敦渭滨，摄迹畏威杂居怀
仁。中原旰食，不测不克，以待可胜，允臻其极。天未悔祸，
公命不果，汉祚其亡，将星中坠。反旗鸣鼓，犹走司马，死
而可作，当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齐管晏，揔汉
萧张，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呜呼:奇
谋奋发，美志夭遏。吁嗟严立，感受谪罚，闻之痛之，或泣
或绝。甘棠勿翦，骈邑斯夺，由是而言，殊途共辙。本于忠
恕，孰不感悦，苟非诚悫，徒云固结。古柏森森，遗庙沉沉，
不殄禋祀，以乞于今，靡不骏奔，若有照临。蜀国之风，蜀
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岑，入海际天，知公德音。元和
四年，岁在己丑，二月二十九日建。书丹者柳公绰，为楷书
中柳体创始人柳公权之兄，其书法浑厚笃实，既有柳体笔韵，
又自具风格。后人赞赏唐碑碑文笔力雄健、辞丽义精，书法
遒劲端严。加之刻工鲁建，刀法谨严，超群绝伦，故该碑有
三绝之誉。如明代四川巡抚荣华在碑阳(正面)题跋，称斐文
柳书诚二绝也，堪与诸葛功德相与垂于不朽。其后，人们便
习称为三绝碑。

三绝碑一千多年来，唐碑随岁月流逝也有所损伤，但剥蚀不
大，至今绝大部分仍字迹朗整，基本完好。由于石质、气候
等等原因，成都地区保存下来的古碑较少，此碑即为成都仅
存较完整的唐代碑刻。

成都武侯祠中现存的53座碑刻中，最有名气的当属被誉为三
绝碑的唐碑。此碑刻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高3、
67米，宽0、95米，厚0、25米;因为碑文由曾任监察御史、宰
相的裴度所撰，由曾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又是著名书法
家柳公权之兄的柳公绰所书，由当时蜀中名匠鲁建所刻，xx、
书法、刻工均属上乘，故被称为三绝碑，而其《蜀丞相诸葛



武侯祠堂碑》的本名，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

四川成都导游词篇三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游览杜甫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
肃省南部)入蜀。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
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
堂”。

在这里，诗人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
有240多首。由于成都远离战乱的中原，而草堂又地处郊野，
因此诗人的生活比较安定，心绪也较为宁静，这就使他在草
堂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田园风味，如《堂成》、《江村》、
《春夜喜雨》等篇章都是如此。然而杜甫毕竟是一位有远大
政治抱负的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忧虑，使
他始终不能忘怀现实。因此忧国忧民的诗歌作品，仍然是他
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写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恨别》、《病桔》-、《枯棕》等著名诗篇都是感人
至深的现实主义不朽之作。正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诗歌创作给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所以，后世把成都杜甫草堂誉
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

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门我们来到草堂的正门，就看见一条波光翻翻的河流从门
前环流而过，这就是杜甫诗中多次提到的浣花溪。

说到“浣花溪”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动人
的故事呢。相传唐时溪边住着一位姓任的姑娘，貌美而心善。
一天，她正在溪畔洗衣，走来一位浑身疮疥的和尚，行人都
躲得远远的，唯有这位任姑娘不避让。于是那和尚脱下沾满



脓血的架裟求她浣洗，任姑娘欣然接受。哪知架裟一入水，
霎时满溪泛起莲花朵朵，再看那和尚，却早已不知去向。人
们十分惊异，就把这条河命名为浣花溪了。

其实，浣花溪的得名与任氏无关。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因为
当时沿溪居住者多以造纸为业，他们取溪水来制十色彩
笺，“其色如花”，溪因此而得名。浣花溪在唐代江阔水深，
能行大舟，溪畔风光秀丽，杜甫的一首《绝句》作了生动的
描绘：“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
(成都西面为岷山山脉，古代空气澄净，能远眺雪山)，门泊
东吴万里船(浣花溪属长江水系，由此乘船出府河可直下东
吴)。正门匾额“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的第十七子、
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所书。“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
这副对联，是杜甫《怀锦水居止》诗中的句子，它点明了草
堂的地理方位：“万里桥”就在现在的南门大桥，史载三国
时蜀相诸葛亮送费韦出使东吴，在此设宴饯别，诸葛亮深感
费韦此行路途遥远，联吴抗魏任务艰巨，故说道：“万里之
行始于此。”桥因此而得名。草堂正在桥的西边;“百花潭”
是浣花溪上游现名“龙爪堰”的地方，它的得名有人说是因
为这里水浅滩急，翻涌起一片浪花好似百花开放;又有人说是
因当时浣花溪畔花树繁茂，“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
花溪。”(陆游诗)花飞花谢，满潭溢香。所以，草堂正在潭
的北面。而不是成都现在的百花潭公园，现在的百花潭是清
人黄云鹄寻访古百花潭旧址时，听信当地人随口所言而树碑
误定的。

步入正门，我们看到整个庭园竹树成荫，绿水萦回，一派自
然天成的清幽景色，这正体现出杜甫的诗意：“浣花溪水水
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大廨，“廨”是官署，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由于杜甫曾做
过左拾遗和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出于尊崇，就把这处建筑
作了如此命名。



厅中的杜甫塑像，是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的
杰作。这尊铜像呈跪姿，身材精瘦，以较为抽象和夸张的艺
术造型，来表现诗人饱经忧患的一生和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我们在此驻足凝视，似乎感到时光已经倒流回一千二百多年
前，诗人正漂泊在江河之上，他跪立船头，手抚诗卷，头部
微仰，双眉紧蹙，仿佛正向苍天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
时毕”的沉重慨叹。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公元72019年出生于河南巩县，770
年因贫病交困，死于湖南湘江的一条船上。杜甫生活在唐王
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王朝。由
于他具有“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政治抱负，却始终得不到重
用，一生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因此，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当
时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体验到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
和困苦，并用诗歌把这一切反映了出来。他传世的1400多首
诗，大都是这种反映现实、忧国忧民的不朽作品。如“三吏
三别”、《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等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篇。因为杜甫有着深沉而博大的思
君、忧国、爱民的情怀，还因为他的诗歌代表着中国古典诗
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所以后世把他尊为“诗圣”。叶剑英元
帅曾撰书对联评价说杜甫写诗，笔锋直指社会弊端与逆臣贼
子，他的爱国忧民情怀与日月同辉而长存天地间。这正是对
杜甫的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的极高评价。

大廨东西两壁还悬挂有一副清代学者顾复初的名联。上
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意思是：我
(作者)与你(杜甫)生活在不同的朝代，试问这人杰地灵的神
州河山，古往今来，在众多诗人墨客中，能有几个像你我这
样才华横溢、立志报国但却不能为世所重，只能如蜷龙卧虎，
不得伸展凌云壮志!下联“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
一草堂。”是说：您杜少陵先生和我一样，也是流寓作客在
蜀中，但您却留下了这座伴随着明月清风而流芳千古的草堂，
与天地共存。言外之意是同为流寓，我的命运更为不幸，什
么也没留给后人，身后只能是形销而迹灭了。可是作者却没



有想到，正是因为撰写了这副对联，所以他的名字竟得与草
堂共存。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含蓄婉致而耐人寻味。1958年毛
泽东同志游览草堂时在这里仔细观赏，久久沉思。郭沫若称
赞它是“句丽词清，格高调永”。您能品出它的独特韵味来
吗”大廨内还可以看到杜甫草堂全景图。杜甫于公元765年春
天离开成都，顺长江向东飘泊。诗人离去不久，草堂便毁损
颓败。

五代时，诗人韦庄在成都做前蜀政权的宰相，他寻找到“柱
砥犹存”的草堂遗址，便“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怀念
之情。北宋元丰年间(11世纪)，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
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性质。以
后历代，草堂多次重修，其中最大的两次，是在明代弘治十
三年(公元152019年)和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2019年)，基
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
杜甫当年“诛茅初一亩”的草堂故居，已成为今天供人们瞻
仰、凭吊“诗圣”的纪念性建筑群，面积也扩展到240多
亩(包括建国后扩建的梅苑与原草堂寺)。由于它既是诗人的
故居旧址，又具有纪念祠堂的性质，因此整个园林与建筑便
有机地融汇了这两者的特点：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不作雕梁
画栋的处理，也不很高大，而是接近于民居;建筑格局则以一
条中轴线贯穿始终，主体建筑从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
到工部祠都在这条线上，两旁以对称的附属建筑相配，其间
又有溪流索回，小桥相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重肃穆，又
清幽雅洁;漫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瞻仰凭吊诗圣，表达心中
的敬意，还可以返璞归真，发思古之幽情。所以说，草堂是
纪念性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诗史堂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因为杜甫
的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素
有“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说法，故被誉为“诗史”，建
筑以此为名。

厅堂中央，安放着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的杜甫半身铜



像。塑像两侧是朱德同志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
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
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

诗史堂内还悬挂有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书法家
郭沫若撰写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
澜。”此联高度概括了杜诗忧国(上联)与忧民(下联)的两个
方面，内容深刻，对仗工稳，书法潇洒而富激情，历来受到
人们的称道。

水槛和柴门出诗史堂，我们看见一条小溪穿插在建筑群之间，
上面有一座小石桥勾连交通。小桥左侧竹丛中，有“水槛”
横跨溪上;过小桥，“柴门”迎面而开。“水槛”与“柴门”
都是当年杜甫的草堂曾经有过的建筑，杜诗中有“新添水槛
供垂钓”、“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描述。所谓“水槛”，就
是搭在水亭上的木栏，“柴门”也不过是茅屋的篱笆门，可
以说都是很简朴的，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现在
的“水槛”与“柴门”，是后人重修草堂、扩大庭园时所造
的象征性建筑，但我们仍可以睹物思人，想象出当年诗人在
这里迎送客人或凭栏垂钓的情景。柴门楹柱上悬挂着明人何
宇度撰写、今人陈云诰补书的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
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对联构思非常巧
妙。上联“万丈光芒”，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诗
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信有文章惊海内”与
下联“犹劳车马驻江干”，则出自杜甫《宾至》诗中“岂有
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两句。杜甫诗的意思是：我
哪有什么名篇佳作震动天下呢既然如此也就空劳宾客乘着车
马到江边来相访了!这本是诗人的自谦之语，但何宇度将两句
诗各改动了一个字：把“岂”改为“信”(信，确实、果然之
意)，“漫”(漫，徒自、枉自之意)改为“犹”(犹，还、仍
之意)，整个对联的意思就变成了赞誉之辞：您先生的大作确
实称得上光芒万丈，可以震动海内，因此千年之后人们仍然
怀着景仰倾慕的心情，乘车骑马来到浣花溪畔，瞻仰您的草
堂故址。不是吗，我们今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不远千里万



里来游草堂。可见对联作者还是很有“预见”的呢!

碑亭工部祠的东边有一间小小的茅亭，内立石碑一通，上
刻”少陵草堂”四字，也是果亲王的手迹。

“少陵”本为地名，在西安市南长安县。那里原是古代杜伯
国的旧地，汉宣帝死后葬在那里，其墓因此而称“杜陵”，
宣帝许皇后的墓在附近，因规模小于帝陵，所以称“少
陵”(“少”即“小”之意)。杜甫远祖就是“京兆杜陵人”，
他自己也在这里住过较长时间，在诗中曾自称“杜陵野老”、
“少陵野客”，人们也就称他为“杜少陵”了。前面已经说
过，杜甫的茅屋早已毁坏。公元761年秋天，一阵大风把他苦
心经营的茅屋吹破，才使诗人写出千古不朽的名篇《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诗人表现的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忘我精
神，千百年来一直令人感动不己!当然，也不难看出这茅屋是
很不结实的。杜甫离去后，草堂破败，经后人多次重修，已
成纪念祠宇，再难觅“茅屋”踪迹，而建造这座草亭，其用
意就是以此引发人们对昔日那简朴自然的草堂的联想。看来
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许多游览草堂的人都要在这里摄影留念，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参观杜甫草堂，值得一游的地方还有红墙夹道、修竹掩映的
花径，碎瓷镶嵌、古雅别致的“草堂”影壁以及风景秀丽、
独具魅力的梅苑。妙境入目，各自都有体会，就不用我一一
介绍了。

四川成都导游词篇四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们光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近几年，她又以
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成就，先后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人



居奖"和"最佳范例奖"两项殊誉。

成都是一座融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特大城市。她是
稀世珍宝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和"窗口"。她
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风光绚丽多姿和名胜古迹众多
而闻名于世。"锦城""蓉城"是成都的别名;芙蓉、银杏是成都
的市花和市树。

成都市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西部地势较高，
中部和东南部是广阔的成都平原，平均海拔500米左右。境内
兼有山景、平原和丘陵之美，且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
均气温16℃上下，降水量约1000毫米，素有"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之誉，加以土地肥沃，水利先进，物产十分富饶，历来
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天府明珠"。

成都市的全市总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000万人，
辖区划为7区4市(县级市)、8县。即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
金牛区、武侯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都江堰市、彭州市、
崇州市、邛崃市;温江县、新都县、双流县、大邑县、新津县、
郫县、金堂县、蒲江县。此外，还设有国家级四川成都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我们一般说的成都市区
则指市中心部位的五个区，简称为"五城区"。其余的统称"市
郊县"。

成都早在一万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在
市区和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古
蜀先民们就用自己辛勤劳动的双手，在这里创造了具有鲜明
地域特征的古蜀文明。大约2520xx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把
国都从樊乡(今彭州市、新都县交界处)迁到此处，取周太王
迁歧"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一典故，定名"成都"。这时的
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公元前320xx年，秦国把
四川纳入版图，成都是蜀郡的首府。自此以后，成都一直是
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皆为郡、州、省一级
行政区的治所和军事重镇。其间，成都曾前后有7个割据政权



的都城设在此，它们是，西汉末年的公孙述"大成政权"，公
元二世纪时"三国"的蜀汉王朝，三世纪的"成汉"政权，九世
纪前后的"前蜀"和"后蜀"政权，北宋时期农民起义的"大蜀"
政权和明末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成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工商发展历史，特别是丝织业的发达，
名冠中华，远销国外。西汉时期，成都因经济繁荣成为当时
中国的"五都"之一，织锦业已成为汉朝的重要国库收入来源。
成都是蜀锦织造中心，朝廷在此设置了"锦官城"，派有"锦
官"进行管理。这也是成都又称为"锦城"，绕城而过的府南河
又称为 "锦江"的原因。蜀汉时期，诸葛亮在四川实行休养生
息，扶持农商的经济政策，成都作为蜀汉首都得到了更大的
发展，从晋代左思《蜀都赋》的叙述可见当时盛况。他说"市
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万千，堕贿山积，纤丽
星繁......"好一幅百货云集、万头攒动的市场交易图!唐代，
成都有"扬一益二"之誉，说她的繁华仅次于江南的扬州。到
北宋时期，成都已成为仅次于汴京的大都会。这时的成都，
由于在晚唐五代的纷争中处于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工农商业
都有所发展，商市贸易突破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发展了专门
的交易市场，不仅有城内东南西北的综合市场，也有了专营
产品的市场，如草市、糠市、盐市、骡马市等，闹市区还有
了"夜市"。此后的成都历经元、明、清诸朝和民国时期，其
间虽有多次的兴衰起落，但她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的地位并
无变化。

成都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工艺之乡。蜀绣、蜀锦名满天下，列
入中华四大名绣、四大名锦之列;成都的漆器以制作精美、工
艺独特，为历代传世名品，近代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成都
漆器可以作证;唐代成都出产的"雷琴"，载誉全国，被声乐界
视同珍宝;成都的印刷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
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赞誉，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中有
五代时期成都的木刻"历书"，为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印本;成
都的造纸业也很著名，唐代成都造的"益州麻纸" 是官方规定
的诏书、册令用纸;女诗人薛涛制作的"薛涛笺"被文人诗客视



为上品。成都的金银丝制品、竹编、草编、也都有数百上千
年的历史。

扬雄两位，晋代史学家《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唐代女诗人
薛涛、音乐家段安节、五代词人欧阳炯、绘画大师黄筌、宋
代学者《资治通鉴》副主编范祖禹、理学家魏了翁、医学家
唐慎微、明代文学家杨长庵、清代著名的 "儒将"岳钟祺，加
上现代文学巨子巴金、艾芜、沙汀等人都是成都人士。当然，
造就成都文明史的还有历史上众多的外来名臣、文士的巨大
贡献，成都是历史上文化名流汇集之地。大诗人李白、杜甫、
岑参、高适、韦庄、陆游、大文豪苏轼等人都曾寓居这里，
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产，使成都的发达文化享誉国内
外。

有关成都的历史和发展的史话，我们就说到这里。让我再为
大家说说今日成都的现状。

汉文化

作为第一批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的成都，旅游资源得
天独厚，最突出的是"蜀汉文化"、"熊猫故乡"、"天府风光"
三大特色。

下面，请让我分别简述一下：

成都是蜀汉文化的发源地。蜀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都江堰芒城、温江县鱼凫城、郫县三道堰、新津龙马
古城和附近的广汉三星堆等遗址说明，蜀汉文化有悠久的历
史。

成都作为数代古蜀王朝的都城和四川地区的首府，孕育了历
代多少风流人物，拥有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仅以各
级政府明令公布保护的重点文物单位全市就有118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23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大型水利



工程，构思之巧妙，计算之精确，手段之高明，工程之宏伟，
功能之完善，管理之科学，效益之长远，无不让到此的中外
游客为之倾倒，她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
的"天府"，给四川带来了富裕和繁荣，被誉为 "独奇千古的
天府银河"和"镇川之宝"，是人类文明的不朽杰作。

武侯祠座落在成都市南郊的一片森森翠柏之中，公元五世纪，
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这是全国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武侯祠，是中国众多三国遗迹中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的单位。馆藏极其丰富的成都武侯祠，与周边其他州、
市、县丰富的蜀汉文化景观构成的"三国遗迹寻踪"黄金旅游
者的欢迎。

堂现存各种杜诗版本、多种文字译本、杜诗书法作品及其他
有关资料3000余册，文物 20xx余件。杜甫草堂不仅为人们研
究杜甫、杜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是中外人士瞻仰杜
甫遗容的胜地。

成都市的宗教文物也很丰富。全市现有佛寺、道观、教堂近
百处。大邑县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并以"青城天下
幽"的景观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市区内的青羊宫规模宏大，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为"太上老君"(即老子)坐台
传授道法之处。成都佛寺众多，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宝光寺、
石经寺、大慈寺、昭觉寺、文殊院等。宝光寺相传建于东汉，
被誉为长江流域四大丛林之一。其他的文物古迹，诸如望丛
祠、望江楼、明僖王陵、永陵、东汉墓、观音寺壁画、辛亥
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等，就不再一一列述了。

今日成都

今日成都，可以说是既古老又年青，既安宁又繁荣，在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大好形势下，正扬起风帆，向着
现代化的大都市目标迈进。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成都焕发了青春。工农业生产都有突
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前期，国家大力进行的"三线"
建设，使成都基本上形成以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和轻纺
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成为四川和中国西部新兴的工业基
地。

1978年以来，成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
期，凭藉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地处中西部结合处的区位优势，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
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中国的特大城
市之一。

今日的成都，干道纵横、街市宽整、高楼林立、绿树成荫，
市容美丽，商业服务行业网点遍布全市，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日益增强;绕城而过的府南河，经过全市人民的五年奋斗，全
面整治告捷，如今的府南河水质变得清亮，两岸的花木、草
坪、雕塑、亭榭与栉比鳞次的现代化民居高楼相映争辉，犹
如在城市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翡翠项链"，它不仅具有防洪、
环保和交通运输的功能，还成了市民和游人最喜爱的休闲观
光好去处。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通信枢纽，铁路有成渝、宝成、成
昆和达成铁路交汇于此;公路除成渝、成绵、成乐、成雅、成
灌高速公路外，还有3条国道通过，形成了以川陕、川藏、川
甘和成渝、成阿等23条省级以上公路为骨干的放射型公路网
络，成都市是全国公路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成都是西南地区最
大的航空港。双流国际机场是全国四大空港之一，现已开通
了国际国内航线170多条。成都又是西南地区邮电通讯交换中
心之一，并先后与16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信联系。便捷
的交通，发达的通讯，把成都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架起了成都通向世界各地的桥梁。

熊猫故乡



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

成都近郊有国家森林公园4处，大熊猫生态自然保护区3处。
全世界仅存的一千余只大熊猫，80%左右分布在成都及其邻近
地区。

全世界最大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也建在成都。

成都动物园是世界上大熊猫最多的城市动物园。到成都旅游
您不但可以了解到大熊猫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与大熊猫有关
的背景和文化。

您还可以去成都鞍子河、大邑黑水河、都江堰市虹口，以及
宝兴蜂桶寨、卧龙保护区等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自然保护区，
领略大自然的风光，追寻大熊猫的踪迹。

天府风光

天府风光是吸引大量中外游人来成都观光游览的又一大特色
资源。天府乐土，成都宝地，独特的地型地貌，造就了成都
多姿多彩，独特有序的天府风光：田园、丘陵、河渠、湖泊、
峡谷、奇峰各具魅力，而且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
俗风情融为一体，秀色美景，汇成大观。古往今来，不知有
多少文人墨客赞美成都，真是个"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
入画图"，"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繁华盛丽
天下无。"

除开刚才已说过的都江堰——青城山景区之外，还有以原始
森林、飞瀑流泉、高山天景和雪山草场为特色的大邑西岭雪
山;奇险深幽，生态原始的彭州九峰山景区;凝幽滴翠，美自
天然的崇州九龙沟;湖山澄碧、曲折幽静的蒲江朝阳湖;丹霞
山景、世外仙原般的邛崃天台山，以及金堂的沱江风光、龙
池的山林奇观等等，都是爱好游山玩水的旅游者观光游览，
享受自然的理想之地。成都平原的农村田园风光富饶美丽，



民俗民风，遗存丰富，别真情趣，是天府风光中令人瞩目的
一大胜景。大邑县的刘氏庄原，郫县的友爱乡，龙泉的书房
村，是开展"农家乐"和田园风光游的好去处。

亲爱的朋友，不管您喜欢什么，在成都您都可以找到满意的
去处。想观花，这里有龙泉驿的桃花节、彭州的牡丹节、新
都的桂花节;想游湖，这里有风景秀丽的朝阳湖、龙泉湖、桂
湖和白塔湖;要登山，这里有奇峰怪石的龙门山，险峻雄奇的
天台山、花果飘香的龙泉山;要游园，这里有浓缩世界主要景
观的世界乐园，望江公园和人民公园;想感受成都传流的民居
文化的韵味，您可以走进一条条由无数四合院连接起来的大
街小巷;想领略乡间小镇质朴、宁静的自然风光，您可以到双
流黄龙溪古镇、那里古街、古树、古庙、古水陆码头、古战
场、古建筑、古文化融为一体，还是"中国火龙之乡";想观戏，
您可以步入戏院欣赏川戏、听那委婉动听的高腔，看那变幻
莫测的"变脸"、"吐火"等川剧绝技表演;想品茶，您可以到一
间间各具风格的茶馆、茶楼。四川茶馆的特殊氛围，盖碗茶
具和高超的掺茶技艺，会使您感受到浓浓的成都茶文化的气
息;想吃川菜，成都是正宗川菜发祥地，川菜馆遍布全市，名
师荟萃，品味正宗;想吃小吃，成都小吃"驰名中外，品种繁
多。色鲜味佳，物美价廉，担担面、钟水饺、龙抄手、赖汤
园、韩包子、夫妻肺片等都是成都"小吃"的传统名品，而近
年崛起的"火锅"正后来居上，风靡一时。总之一句话，"吃在
成都、玩在成都、游在成都"已成为旅游爱好者的共识。

更优质的旅游服务，迎接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到来，
我们相信大家的成都之旅一定能获得圆满和愉快的感受。

谢谢大家。

四川成都导游词篇五

五代时，诗人韦庄在成都做前蜀政权的宰相，他寻找到“柱
砥犹存”的草堂遗址，便“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怀念



之情。北宋元丰年间（11世纪），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
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性质。以
后历代，草堂多次重修，其中最大的两次，是在明代弘治十
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基
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
杜甫当年“诛茅初一亩”的草堂故居，已成为今天供人们瞻
仰、凭吊“诗圣”的纪念性建筑群，面积也扩展到240多亩
（包括建国后扩建的梅苑与原草堂寺）。由于它既是诗人的
故居旧址，又具有纪念祠堂的性质，因此整个园林与建筑便
有机地融汇了这两者的特点：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不作雕梁
画栋的处理，也不很高大，而是接近于民居；建筑格局则以
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主体建筑从正门、大廨、诗史堂、柴
门到工部祠都在这条线上，两旁以对称的附属建筑相配，其
间又有溪流索回，小桥相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重肃穆，
又清幽雅洁；漫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瞻仰凭吊诗圣，表达
心中的敬意，还可以返璞归真，发思古之幽情。所以说，草
堂是纪念性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诗史堂是杜甫草堂纪念性祠宇的中心建筑。因为杜甫的诗歌
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素有“以诗证
史，以诗补史”的说法，故被誉为“诗史”，建筑以此为名。

厅堂中央，安放着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的杜甫半身铜
像。塑像两侧是朱德同志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
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
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

诗史堂内还悬挂有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书法家
郭沫若撰写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
澜。”此联高度概括了杜诗忧国（上联）与忧民（下联）的
两个方面，内容深刻，对仗工稳，书法潇洒而富激情，历来
受到人们的称道。

工部祠的东边有一间小小的茅亭，内立石碑一通，上刻”少



陵草堂”四字，也是果亲王的手迹。

“少陵”本为地名，在西安市南长安县。那里原是古代杜伯
国的旧地，汉宣帝死后葬在那里，其墓因此而称“杜陵”，
宣帝许皇后的墓在附近，因规模小于帝陵，所以称“少陵”
（“少”即“小”之意）。杜甫远祖就是“京兆杜陵人”，
他自己也在这里住过较长时间，在诗中曾自称“杜陵野老”、
“少陵野客”，人们也就称他为“杜少陵”了。前面已经说
过，杜甫的茅屋早已毁坏。

公元761年秋天，一阵大风把他苦心经营的茅屋吹破，才使诗
人写出千古不朽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表现的
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
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忘我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令人
感动不己！当然，也不难看出这茅屋是很不结实的。杜甫离
去后，草堂破败，经后人多次重修，已成纪念祠宇，再难
觅“茅屋”踪迹，而建造这座草亭，其用意就是以此引发人
们对昔日那简朴自然的草堂的联想。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许多游览草堂的人都要在这里摄影留念，就是最好的证明。

游览草堂不能亲眼目睹杜甫写出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的那座名扬古今的茅屋，怎么讲也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
的事情。为了弥补这个遗憾，使大家更好地领略当年杜甫的
生活环境，杜甫草堂博物馆于近年重建了一个“茅屋景区”。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依据杜甫诗歌的描写以及明代重修
草堂时的格局恢复重建的“茅屋景区”。景区内溪流环抱，
绿树成荫，竹篱柴扉，芳草青青，营造出“舍南舍北皆春
水”、“清江一曲抱村流”、“卜居必林泉”、“柴门古道
旁”、“野老篱边江岸回”、“草深迷市井”等杜甫诗句描
绘的郊野景象。推开咿呀作响的柴门，左植”四松”，右
栽“五桃”，古楠接茅亭，绵竹上青霄，菜圃青青，药栏郁
郁，诗人的老妻所画的棋盘仍留在石上，他的小儿女垂钓的
钓丝还倚靠在篱边……，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诗人生



活在这里时那种浓浓的田园情趣。而依川西乡间民居风格建
造的简朴茅屋，又印证了杜甫“熟知茅斋绝低小”的描写，
令不觉间吟诵出杜甫的《江村》诗：“但有故人供禄米，微
躯此外更何求！”

参观杜甫草堂，值得一游的地方还有红墙夹道、修竹掩映的
花径，碎瓷镶嵌、古雅别致的“草堂”影壁以及风景秀丽、
独具魅力的梅苑。妙境入目，各自都有体会，就不用我一一
介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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