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恒山旅游 著名的山西恒山导游
词(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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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山西恒山旅游篇一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光临北岳恒山旅游、观光!北岳恒山与东岳泰山、
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齐名天下。既是
我国重要的文物古迹荟萃地，又是著名的道教发祥地和北方
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现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
家aaaa级旅游区。

恒山，亦名“太恒山”，又名“元岳、紫岳、大茂山”，汉
时因避汉文帝刘恒讳，一度改称为“常山”。据《尚书》载：
舜帝北巡时，曾遥祭北岳，遂封北岳为万山之宗主;之后，大
禹治水时有“河之北属恒山”的记载;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
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封北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又尊北
岳为神，可见历史之悠久。

恒山山脉祖于内蒙阴山，西衔雁门、东跨河北、南屏三晋、
北临燕云，奔腾起伏，绵延五百里，号称108峰。主峰天峰岭
坐落于浑源城南，海拔20xx米，叠嶂拔峙、气势雄伟，自古
以来被誉为“人天北柱”、“绝塞名山”。同西面的翠屏峰
两山对峙，浑水从中奔腾而泻，幽峡深谷，蓝天一线，形成
一道绝塞天险。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曾有“天地有五岳，恒岳
居其北，岩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的诗句，明代大旅行家



徐霞客面对恒山的雄浑险峻，惊叹不已，在其游记中写
道：“伊阙双峙，武夷九曲，俱不足以比拟也!”正因为恒山
具有扼关带水，地险山雄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其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受到历代军事专家所倚重，
后人集历史经验总结的“代国靠恒山而存天下，燕赵凭恒山
而立天下，匈奴依恒山而争天下，晋慕容据恒山而威天下，
拓跋氏靠恒山而分天下”，充分证实了恒山的军事价值。

恒山汉代建庙，到清初仅恒山主峰周边就建有各种寺庙六十
余处，有三寺四祠七亭阁，七宫八洞十五庙之说，形成蔚为
壮观庞大的古建筑群，和浓郁的道教文化氛围，显示出北岳
恒山无穷的魅力。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玄妙古老的
中国道教在恒山留下了他们风雨苍桑的足迹。远在春秋太上
老君相传在北岳恒山千佛岭结炉炼丹，燃灯道人演兵斗法;西
汉初昌蓉往来于恒山;西汉景帝、宣帝年间三茅真君(即茅盈、
茅固、茅衷兄弟三人)在恒山修炼神仙之术，留下了千年不解
的三茅窟;北魏被太武帝尊为天师的寇谦之在北岳宣扬道教新
法，其高足李皎从嵩岳投奔恒山修炼香火盛极一时;唐朝时八
仙之一的张果老在恒山修炼，名道人管革结炉悟道，致使恒
山道教道场香火名扬天下。恒山道教主流属全真教龙门派，
也有正一教分支和太乙派，丹道、符篆，性、命双修一应俱
全。

恒山道教文化博大精深，而恒山的风光美景更是锦绣中华壮
丽山河的杰出代表。出浑源城南不远，雄伟的恒山拔地而起，
东为天峰岭，西为翠屏峰，浑水从深峡窄谷中奔腾而泻，注
入桑干河，这段深谷长峡就是“金龙峡”。相传公元前220xx年
(即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祭祀恒山，穿行此处时，面对飞
舞的巨龙，夺口而泻的飞瀑，一幅活灵活现的“巨龙吐瀑”
图，使这位中国的始皇惊叹不已：“乃为神龙也”，后人在
山崖上镌刻了“金龙口”三个字。

走出金龙口便是恒山山门。恒山山门高10米，宽16米，明清
风格，为四柱七楼，三开门格式，混凝土浇注，纯白大理石



围基，斗拱铺作，黄琉璃瓦覆顶，正面正中匾额“北岳恒
山”为原新华社长、当代大手笔穆青题写，后面匾额“绝塞
胜境”系当代书法名家夏桐郁所书，整个山门庄严雄浑。

穿过山门沿山路盘行十里便到了停旨岭村。因过去皇帝祭祀
北岳，此处为停接御旨的地方，故而得名。并建真武大庙，立
“停旨”石碑一通。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停
旨岭新架客运索道一条，新修全国最大的山岳型停车场14000
平方米，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中外游客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

站在停车场向东仰望，一座刀削般突兀的峭壁映入眼帘，峭
壁上“恒宗”两个大字分外耀眼，此乃明成化三十年大同知
府张升手笔，两字总高十三米，宽六米，字体雄浑，遒劲刚
健，横直如栋梁，点捺大如牛。恒山作为道教名山留下数以
千计的石刻铭文，但“恒宗”二字最具恒山特色。

连接“恒宗”与“恒宗殿”的这段路叫“步云路”。过去，
恒山林茂树密，除少有的晴天朗日外，大多为烟云缭绕，当
您踏上步云路，犹如在浓云密雾中穿行，所以又有“云路春
晓”之说，为恒山古十八景之一。在这云雾弥漫中，一里一
亭，一步一松，亭亭不同，松松各异，有诗赞曰：“鸟道横
斜一线天，谁知高上最翩翩，青来两眼千山翠，白曳又凫万
壑烟，抱朴古松阴道左，避人元鹤午云边，扶藜待叩元通迹，
踏遍灵崖采石莲”。

沿步云路上行至一华里，便是著名的“虎风口”。不远处屹
立着一株参天古松曰“悬根松”，所以此处又称“虎口悬
松”，为恒山古十八景之一。因地处风口，恒山又山高风大，
登临此处，风声树声交织在一起，如猛虎咆哮，声震幽谷。
穿过悬根松，我们发现在光滑的岩石路面上有许多蹄形的小
圆坑，浅的一、二寸，深的四、五寸。传说，八仙之一的张
果老在恒山修道，经常骑一白驴出入恒山，天长日久留下了
行行仙踪，至今仙驴蹄迹依稀可见，后世人习惯地称这段路为



“果老岭”，也称“果老仙迹”，恒山古十八景之一。

果老岭东侧是一处耸入云天的万仞绝壁，危崖欲倾，古松摩
云，大有恒山压顶，悬崖欲摧之势。每当夕阳西下，残阳辉
映山壁，便会出现“余辉返照千山色，满峪参差入画中”的
奇光异景，名曰“夕阳返照”为恒山一大奇观。穿越林荫道，
走出果老岭，正陶醉于峰回路转之时，便看到一座木刻牌坊，
上有道光皇帝御书“人天北柱”四个大字，过牌坊，穿马殿，
在接官厅旁是一座四柱木结构方亭，名曰玄井亭，这便是恒
山著名的“苦甜井”。亭内并列两井，相距不足三尺，而水
质大相径庭。一口如甘似露，清凉爽口，一口奇苦浑浊，难
以下咽。明代诗人曾留下这样的诗名：

山腰双涌碧瑶泉，甘苦平分别有天。

闻说应龙频洒泽，为霖济旱别有天。

因恒山苦甜井有“潜龙泉”之说，大唐玄宗皇帝亲下御书，
赐额“龙泉观”。后来，苦井被填没，现仅存甜井一眼。

离开“龙泉观”沿着林荫曲径继续向东南攀越，峰南高处有
一大石窟，名曰：“飞石窟”。恒山自古有“灵石东飞”之
说，相传，舜帝北巡，祭祀北岳，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将
舜帝阻于河北界内，不能登岳祭拜，只好在曲阳遥祭。正当
祭典之时，突有一块巨石从恒山飞落帝前，便将此石封
为“安王石”，并建庙宇在曲阳祭之，这便是“恒山下庙”。
灵石飞去，形成一处大的幽窟，名曰“飞石窟”。之后此处建
“北岳庙”，为“恒山上庙”，后毁于大火，魏武帝太延元年
(公元438年)重建。明洪治十四年(公元1520xx年)明王朝为
进一步扩建恒山，将飞石窟旧岳庙改为“北岳寝宫”，在天
峰岭的半崖间兴建新岳庙，即今天的“恒宗殿”。

飞石窟内，布满了历代名士墨客的题刻和诗碑，在众多的题
刻中，以明御史王献臣题写的“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雁



门使者郑洛题写的“耸翠流丹”最为上乘。不但书体流畅，
字迹佳丽，同时也是对恒山奇峰怪石赞叹的绝笔。透过文人
墨客的生花之笔，高悬于飞石窟南崖的“一德峰”更是含概
了宗教文化的玄机。从道家来讲一者万物之本也，道于一，
造化天地，化成万物。德者八功德水，佛界认为须弥山大海
中，有八功德水(一甘、二冷、三软、四轻、五清净、六不臭、
七不损喉、八不伤腹)把道家的根本和佛界的万能，有机地融
合，反映出道教的文化精髓。飞石窟西侧是一道草木丛丛，
曲折出奇的深沟，沟内山桃花遍峪盛开，灌木林遮天蔽日，
这里生长着几十种名贵中药材，在众多的中药材中，尤以恒
山紫芝最为名贵。据《恒山志》记载，恒山灵芝仙草为镇山
之宝，状如紫色云锦，服之可延年益寿，起死回生，当地人
们传说：每一株灵芝草，便有一条双头毒蛇看护，又说恒山
灵芝平时肉眼看不到，只有祈祷北岳大帝，灵芝才会现形放
光。神奇的恒山灵芝仙草飞飞扬扬传遍四方，嘉靖二十五年，
明世宗委派朝廷大员，指令州衙官吏，摘取真芝十二本(株)。
留下了《采取玄芝记》的石碑一通。

紫芝峪的东北是一道十分险峻的岗岭，名栈云岗，上有一石
洞，洞口的大小、深浅、通向，向来无人知晓，因岗上经常
凝云聚雾，不时有云雾进出，当地人称为“出云洞”，又
称“白云灵穴”。为恒山十八景之中的奇观。诗曰：

玉洞空明秘宝藏，白龙蟠引气舒扬。

谁知变化须臾及，沛作甘霖遍四方。

过了紫芝峪就是规模宏大的“恒宗殿”。恒宗殿，亦名贞元
殿，又名元灵宫，俗称朝殿，是明洪治十四年(公元1520xx
年)都御史刘宇奉孝宗皇帝御旨兴建。大殿位于天峰岭半崖峭
壁间，这组建筑群包括藏经楼、更衣楼、钟鼓楼、青龙殿、
白虎殿、崇灵门、二郎庙，总占地面积为1215.23平方米。恒
宗殿是一座单檐双下昂五铺作斗拱，坐北朝南的歇山土木建
筑，进深三间，面宽五间，殿身崇高，用材硕大。大殿内塑



北岳大帝金身神像，头戴天冠，身披朱绫，目光微启，端庄
沉静，一派帝王气概。两旁恭立四大文臣和四大武将，高达
丈余，置身朝殿，如赴金銮，令人诚惶诚恐。神座上方悬挂
清康熙皇帝御匾“化垂悠久”题额。

恒宗殿殿西侧，置一块状如古磬的青石，以石击之，声震幽
谷，酷似雄鸡鸣叫，称为“金鸡石”，为恒山又一奇观。从
朝殿向东远望，在翠壁丹崖处，有白石累累，在云的拂动下
犹如绵羊吃草，别有情趣，称为“玉羊游云”。与“金鸡
石”并称“金鸡玉羊”，为恒山十八景之一。有诗云：

东岳大夫之松，西岳仙人之掌，

南衡龙书蛇篆，北恒金鸡玉羊。

恒宗殿西北上方，名曰“集仙洞”，依崖建有“会仙府”古
建筑群。整组建筑占地381.9平方米，主殿会仙府坐北向南，
面宽三间11.5米，进深10.43米，出廊硬山土木建筑。殿内塑
有二十七尊神象，正中是福禄寿三星，两旁是上中下八洞神
仙。会仙府又名“集仙阁”，自古为仙人炼丹之处，《广仙
列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光五年以后，先后有茅氏三兄弟茅盈、
茅衷、茅固在此修炼，东汉明帝永平20xx年(公元71年)五岳
道士与佛教徒焚经斗法，参加头号斗法的道士裴文度也曾居
于此。北魏天师寇谦之在恒山讲经说法后，将高足弟子李皎
等多人留此修炼，唐代管革，恒山遇张果老，果老见他道骨
不凡，收为弟子，在这里修炼成仙。

会仙府四周悬崖上集中了大量的摩崖题刻。“天地大
观”、“壁立万仞”、“昆仑首派”等历朝历代各种书体应
有尽有，笔划如椽，字大过丈，为书法佳品，体现了恒山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在会仙府东建有“玉皇阁”、“御碑亭”。“御碑亭”是一
处八面出廊，四面有门窗的八角单檐尖顶建筑，亭中竖高三



米，宽90厘米，厚30厘米的青石石碑一通，碑刻“化垂悠
久”四个大字，系清代康熙皇帝的亲笔御书。

沿会仙府西北攀越，有巨石迸裂，裂石中有一条半米宽的岩
缝，沿岩缝攀上陡壁高处在一片2.5平方米的方形岩石，台平
如砥，台上残棋一局，台岩上刻“琴棋台”三个大字。台西
侧为“通元谷”，是当年张果老修练之处，因昔日果老与仙
人抚琴、对奕，故留下此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笑傲江
湖》，恒山掌门令狐冲征服魔教后，把天下的三教九流集中到
“通元谷”修行，说的就是此处。琴棋台除留有历代文人题
诗外，台畔峭壁上还刻有“悟道仙踪”，“一局烂
柯”，“斗北一柱”，“仙山显岳”，“石壁凌云”等题刻。

顺“通元谷”沿阶而上，便登上了北岳恒山的主峰“天峰
岭”。天峰岭海拔20xx米，在五岳中海拔高度仅次于西岳华
山，排行第二。登临此处，良辰美景尽收眼底，您可以尽情
地体验“一览众山小”的感受。

“通元谷”下线，是恒山“九天宫”，又称“娘娘庙”。正
殿两旁建有配殿和钟鼓楼，整体结构对称，规模仅次于恒宗
殿，可见九天宫的特殊地位。明万历二十四年，神宗皇帝赐
给北岳道径五百一十二卷，共一千四百七十九种，派遣御马
监白忠专程从北京护送到恒山，神宗勒渝恒山北岳住持道士
的亲笔圣旨就存放在九天宫内。九天宫内塑有九天玄女娘娘、
眼光娘娘、耳光娘娘、乳母娘娘诸神象。九天玄女亦称“元
女”，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一九八五年中国台湾“九
天玄女”道教团，回国寻根，确认恒山九天宫为“九天玄女
祖庙”。

于九天宫平行修建的还有“纯阳宫”。此宫面宽三间，进深
一间，三面有廊，插木入山为基，上铺龙骨作面，下用长短
不等的木材支撑，总建筑面积37.2平方米，内塑吕洞宾，柳
仙等神像。吕洞宾，唐末进士，号重阳子，山西永乐县人，
六十四岁进士及第，游长安遇汉钟离“授以大道天遁剑法”、



“龙虎金庙秘文”，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系八洞神仙
之一，全真教奉为北五祖之一。他的理论道德以慈悲度世为
成道之路径，对中国道教的发展和释道儒三者的通融有着极
大的影响。

纯阳宫东南不远是“十王殿”，殿内正中塑汉化的地藏王菩
萨，左右分开塑十殿闫君神像，主管人世间生死轮回。

各位朋友!恒山的主要景点和美丽传说还有很多，作为一座历
史悠久的道教名山，它的文化博大精深，每一处景观都赋予
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漫山游遍，意犹未尽。它不仅景观奇特，
植被同样丰富多样。每当春夏之交，满山遍野的山桃花，红
如朱点，粉似女颊，含娇滴露，烂若云霞。恒山桃花美丽娇
艳，不知陶醉了多少风流人物，《笑傲江湖》中就有“桃谷
六仙”的神话形象，传说中的“桃花仙子”就是在恒山修练
得道的。另外，恒山豹榆，是恒山独特的树种，为全国所稀
有。因树干酷似金钱豹斑剥陆离的花纹而得名，生长于恒宗
殿四周，质地坚实而又顽韧，是古代将士制作弓箭的上等原
料。传说中“后羿射日”所用弓箭就是恒山豹榆材质。

恒山的游历，会使您灵魂得到净化，人格得以升华，刹那间
您将会从浮衍走向现实，从平庸走向高尚。当您感受千峰竞
秀，万山胜境时，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北岳山川秀，风光在
险峰。

山西恒山旅游篇二

悬空寺由于科学的选址，是建在崖壁凹回去的部分，且两边
突出的山崖缓解了风势，东边天峰岭遮挡了太阳，年平均日
照时间为2小时，风侵，雨蚀、日晒都对其损害不大。

遭到破坏，而且历代都加以维修、完善，(悬空寺的现貌是保
存了金大定18年修缮后的基本原貌)，足以说明天下渴望和平
的无穷力量。



山西恒山旅游篇三

大家好!欢迎光临北岳恒山旅游、观光!北岳恒山与东岳泰山、
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齐名天下。既是
我国重要的文物古迹荟萃地，又是著名的道教发祥地和北方
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现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
家aaaa级旅游区。

恒山，亦名“太恒山”，又名“元岳、紫岳、大茂山”，汉
时因避汉文帝刘恒讳，一度改称为“常山”。据《尚书》载：
舜帝北巡时，曾遥祭北岳，遂封北岳为万山之宗主;之后，大
禹治水时有“河之北属恒山”的记载;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
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封北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又尊北
岳为神，可见历史之悠久。

恒山山脉祖于内蒙阴山，西衔雁门、东跨河北、南屏三晋、
北临燕云，奔腾起伏，绵延五百里，号称108峰。主峰天峰岭
坐落于浑源城南，海拔20_米，叠嶂拔峙、气势雄伟，自古以
来被誉为“人天北柱”、“绝塞名山”。同西面的翠屏峰两
山对峙，浑水从中奔腾而泻，幽峡深谷，蓝天一线，形成一
道绝塞天险。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曾有“天地有五岳，恒岳居
其北，岩峦叠万重，诡怪浩难测”的诗句，明代大旅行家徐
霞客面对恒山的雄浑险峻，惊叹不已，在其游记中写
道：“伊阙双峙，武夷九曲，俱不足以比拟也!”正因为恒山
具有扼关带水，地险山雄的特殊地理环境，成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其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受到历代军事专家所倚重，
后人集历史经验总结的“代国靠恒山而存天下，燕赵凭恒山
而立天下，匈奴依恒山而争天下，晋慕容据恒山而威天下，，
拓跋氏靠恒山而分天下”，充分证实了恒山的军事价值。

果老岭东侧是一处耸入云天的万仞绝壁，危崖欲倾，古松摩
云，大有恒山压顶，悬崖欲摧之势。每当夕阳西下，残阳辉
映山壁，便会出现“余辉返照千山色，满峪参差入画中”的
奇光异景，名曰“夕阳返照”为恒山一大奇观。穿越林荫道，



走出果老岭，正陶醉于峰回路转之时，便看到一座木刻牌坊，
上有道光皇帝御书“人天北柱”四个大字，过牌坊，穿马殿，
在接官厅旁是一座四柱木结构方亭，名曰玄井亭，这便是恒
山著名的“苦甜井”。亭内并列两井，相距不足三尺，而水
质大相径庭。一口如甘似露，清凉爽口，一口奇苦浑浊，难
以下咽。明代诗人曾留下这样的诗名：

山腰双涌碧瑶泉，甘苦平分别有天。

闻说应龙频洒泽，为霖济旱别有天。

因恒山苦甜井有“潜龙泉”之说，大唐玄宗皇帝亲下御书，
赐额“龙泉观”。后来，苦井被填没，现仅存甜井一眼。

山西恒山旅游篇四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将参观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悬空寺位于中国第九
大古都、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雕塑之都、煤海之乡的大同市
东南约65公里处，从酒店出发需要大约1小时30分钟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我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悬空寺。

悬空寺，位于恒山脚下，在大同市浑源县城城南五公里处的
金龙峡内西岩峭壁上。自古以来，这里一直被列为北岳恒山
的第一奇观。新加坡电视连续剧《莲花争霸》曾在这里取景。

悬空寺，悬挂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
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公元491年)，始建初期，最高处的三教
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58米。1957年列为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
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
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联。



仅152.5平米的面积建有大小房屋40间。悬空寺的总体布局以
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太乙殿、关帝庙、鼓楼、钟楼、
伽蓝殿、送子观音殿、地藏王菩萨殿、千手观间殿、释迦殿、
雷音殿、三官殿、纯阳宫、栈道、三教殿、五佛殿等。

组合和空间对比达到了井然有序的艺术效果。远望悬空寺，
像一付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近看悬空寺，
大有凌空欲飞之势。登临悬空寺，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
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几经周折，忽上忽下，左右回旋，
仰视一线青天，俯首而视，峡水长流，叮咚成曲，如置身于
九天宫阙，犹如腾云皈梦。

悬空寺不仅外貌惊险，奇特、壮观，建筑构造也颇具特色，
形式丰富多彩，屋檐有单檐、重檐、三层檐，结桅构有抬梁
结构、平顶结构、斗拱结构，屋顶有正脊、垂脊、戗脊、贫
脊。总体外观，巧构宏制，重重叠叠，造成一种窟中有楼，
楼中有穴，半壁楼殿半壁窟，窟连殿，殿连楼的独特风格，
它既融合了我国园林建筑艺术，又不失我国传统建筑的格局。

悬空寺内现存的各种铜铸、铁铸、泥塑，石刻造像中，不少
风格，体例具有早时期的特点，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珍品。

山西恒山旅游篇五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吉祥美好的日子，光临中华五岳之一的
北岳恒山。

莽莽苍苍蜿蜒起伏的北岳恒山，有许多奇特的景观，古
有“恒山十八景”之说，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建于北魏后期
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金、明、清均有



重修，现为明清建筑风格，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
个建筑具有险、奇、巧的特点，共有楼阁40余间，从低到高
三层迭起，最高处三教殿距峡谷深处的高度曾为90余米，由
于1500余年峡谷河床沙石沉积，现高度仅为45米，但站在三
教殿仍有身临险境的感觉。这座纯木构建筑，瞩目远望，仿
佛是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大有凌空欲飞之势，鬼斧神工，
令人叹为观止。民间道：“悬空寺，半天高，三尺马尾空中
吊”，大诗人李白则用“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
声语，恐惊天上人”来形容之。

据史料记载，初建时，寺院高出地面近百米，而支撑寺院的
仅仅是十几根碗口粗的柱子。悬空寺为什么建在这悬崖峭壁
之上而不与地相接?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势力
的分裂，道教也分为南北天师道场。北魏时期，太武帝拓跋
焘崇信道教，曾一度灭佛兴道，并且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来
京都平城设立道坛。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孝文帝拓跋宏
下诏将天师道场移到恒山，就在当年，按照寇谦之道长“上
延霄客，下绝嚣浮”的遗训修建了“崇虚寺”，后来人们根
据崇虚寺建筑悬空的特点，改称如今的“悬空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