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 河南开封铁塔
导游词(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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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篇一

游客友人：

大家好!在开封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铁塔是开封的标记性建
造之一，成了游客必到之地，就像人们所说的：“来开封不
登铁塔，即是没来过开封”。

铁塔位于开封城内东北隅铁塔景致区内，奇丽挺立，雄居中
原，以它高深绝妙的修建艺术跟宏伟奇丽的苗条身姿而驰誉
中外，被人们誉为 “天下第一塔”。

铁塔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就是公元1049年，因当年建在开宝
寺内，称开宝寺塔。又因其表面全以褐色琉璃砖镶嵌，远看
近似铁色，加之自身牢固异样，如同铁铸，故从元代起民间
称之为“铁塔”。据史料记录，铁塔前身是一座木塔，系我
国北宋时代有名建筑学家喻浩为供佛祖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
造的。据说，他经由八年的构想设计和建造，终于在公元989
年把这座佛塔建成。木塔共八角十三层，高120米，上安千佛
万菩萨，塔下作地宫，供奉佛祖的舍利子，造工精致，木塔
在京城诸塔中最高，“其土木之雄伟，金碧之炳耀，自佛法
入中国，未之有也。” 因而该塔被称为“天下之冠”。初建
成的塔向西北倾斜，有人问喻浩原因，他说京师无山，又多
西冬风，离此地不远又有大河流过，用不到百年的时光，塔
受风力作用和河水浸岸的影响，就天然会直过来了，并预言



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会倒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木塔在
宋仁宗庆历四年，就是公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仅
存在五十多年。到了皇佑元年，宋仁宗下诏在距此塔不远的
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款式建造了咱们今天所看到这座铁色琉
璃砖塔。

铁塔是因其卓绝的修筑艺术驰名遐迩的。铁塔现高55.88米，
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楼阁式，底层每面阔4米多，向上逐层
递减，层层开设明窗，一层向北，二层向南，三层向西，四
层向东，以此类推，其余皆为盲窗。设计明窗，除有采光、
透风、了望之用，还能减缓强风对塔身的冲击力。明代嘉靖、
万历年间，又在塔心柱正对明窗之处，镶嵌了琉璃佛砖，维
护塔心柱免受风力侵蚀。

远看近观，铁塔好像是一座木塔，小巧剔透。本来设计师在
设计建造铁塔时，采取仿木结构，它以很多外形大小各异的
“结构砖 ”相组合。这些构造砖，就像经过斧凿的木料一样，
有榫、有眼，组装起来，周密合缝。塔身的檐、椽、瓦等，
也俱为琉璃砖所成。砖型的规格化是我国佛塔建筑的一大提
高，能够砌出各种仿木结构，这些特色使铁塔在我国佛教建
筑史上占领主要位置。

粗壮的塔心柱是支撑塔壁，抵抗外力的中心局部。各种不同
用处的外壁砖瓦构件通过登道与塔心柱严密连接，异常坚牢，
浑然一体，具备很强的抗震才能。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地
震、狂风水灾，特殊是1938年5月，日军用大炮对铁塔进行轰
炸，北面从第四层至第十三层的各级檐角、塔壁遭遇到不同
水平的损坏，但依然矗立。对此，民间老人们说明说：铁塔
作为一座佛塔，阅历如斯多的灾害而不倒塌，是受佛祖保佑
的成果。佛教信任三世循环，所以当地信佛的白叟常告知游
客，假如你缭绕铁塔左绕三圈，右绕三圈，佛祖将保佑你毕
生安全。

铁塔外壁镶嵌的花纹砖有五十余种，花纹图案包含飞天、降



龙、麒麟、坐佛、玉佛、菩萨、狮子、伎乐、花卉等，造型
精美，精妙活泼，存在赫然的宋代艺术作风。

铁塔原建于夷山之上，后因由于黄河泥沙沉积，将夷山及塔
基淤没。据《如梦录》载，基座辟有南北二门，向南一门匾
曰：“天下第一塔”。基座下有一八棱方池;北面有小桥跨池
而过，由小桥进北门入塔。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铁塔犹如一
株破水而出的芙蓉，亭亭玉破，更使塔身外观出落得挺拔灵
秀，瑞丽伸展。

铁塔内遏砖砌登道，绕塔心柱回旋而上，历一百六十八层台
阶可至塔顶。登到第五层，可以看到城内风景;登到第七层，
可以看到城外旷野;登到第九层，可以看到浩瀚奔跑的黄河，
领略到黄河号称“天河”的含意;登到第十二层，则祥云环绕，
云雾扑面，似入太空幻景。此即著名的古开封汴京八景之一的
“铁塔行云” 。诗曰：“浮图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
润彩氤氲疑锦绣，行人迢递见觚棱。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
莲花夜放灯。我昔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 每当风
采云穿时，环挂在塔身檐下的每层八个共一百零四个铁铃悠
然而动，叮当作响，更让人赏心悦目、留连来回。

仔细的游客在观赏这座卓绝的建筑艺术时，总能惊疑地发明
面前的铁塔是座斜塔，已向东南方向倾斜。看来，喻浩先生
当年的担忧并非过剩!

在铁塔西百米处，是一座重檐伟阁、漆栋画梁的大殿，名
叫“接引殿”。周围由二十四根大柱支持，青石栏杆。望柱
上雕刻有状态各异的九十六只小狮子。

殿内耸立着一尊高大慈善的站佛，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
主阿弥陀佛，俗称接引佛。这尊高大的接引佛像，是宋元时
期用全铜锻造的，身高5.4米，重12吨，赤足站立，胸前铸有
象征吉利的万字符号。穿有山水云朵花纹的袈裟法衣。左手
禅定在胸，右手下垂指地，表现能满意众生的欲望，接引众



生达到西方净土的及时行乐。最上方有一“光亮无穷”的匾
额。周围四根柱子上写有两副楹联：一为 “诸恶莫做，众善
奉行，已了如来实在意;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是为波罗密多
心”。 一为“四八愿普被群机，决议万修万人去;二五有同
生正信，合当一念一如来。”佛像四周的殿壁上绘制有大型
壁画“ 西天极乐世界图”上有佛像七十多樽，图中有慈眉善
目标菩萨，婀娜多姿的彩女，手托花盘的仙娥，舞姿轻巧的
飞天等，锦衣广带，彩绦飘飞，笙箫悠扬，鹤舞鹿鸣，一派
温馨协调的天国气象。

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篇二

铁塔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北门大街铁塔公园的东半部，也是主
要的景点，始建于公元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素有“天下
第一塔”之称。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河南开封铁塔的导
游词，欢迎大家参阅。

游客友人：

大家好!在开封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铁塔是开封的标记性建
造之一，成了游客必到之地，就像人们所说的：“来开封不
登铁塔，即是没来过开封”。

铁塔位于开封城内东北隅铁塔景致区内，奇丽挺立，雄居中
原，以它高深绝妙的修建艺术跟宏伟奇丽的苗条身姿而驰誉
中外，被人们誉为 “天下第一塔”。

铁塔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就是公元1049年，因当年建在开宝
寺内，称开宝寺塔。又因其表面全以褐色琉璃砖镶嵌，远看
近似铁色，加之自身牢固异样，如同铁铸，故从元代起民间
称之为“铁塔”。据史料记录，铁塔前身是一座木塔，系我
国北宋时代有名建筑学家喻浩为供佛祖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
造的。据说，他经由八年的构想设计和建造，终于在公元989



年把这座佛塔建成。木塔共八角十三层，高120米，上安千佛
万菩萨，塔下作地宫，供奉佛祖的舍利子，造工精致，木塔
在京城诸塔中最高，“其土木之雄伟，金碧之炳耀，自佛法
入中国，未之有也。”因而该塔被称为“天下之冠”。初建
成的塔向西北倾斜，有人问喻浩原因，他说京师无山，又多
西冬风，离此地不远又有大河流过，用不到百年的时光，塔
受风力作用和河水浸岸的影响，就天然会直过来了，并预言
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会倒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木塔在
宋仁宗庆历四年，就是公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仅
存在五十多年。到了皇佑元年，宋仁宗下诏在距此塔不远的
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款式建造了咱们今天所看到这座铁色琉
璃砖塔。

仔细的游客在观赏这座卓绝的建筑艺术时，总能惊疑地发明
面前的铁塔是座斜塔，已向东南方向倾斜。看来，喻浩先生
当年的担忧并非过剩!

在铁塔西百米处，是一座重檐伟阁、漆栋画梁的大殿，名
叫“接引殿”。周围由二十四根大柱支持，青石栏杆。望柱
上雕刻有状态各异的九十六只小狮子。

铁塔是因其卓绝的修筑艺术驰名遐迩的。铁塔现高55.88米，
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楼阁式，底层每面阔4米多，向上逐层
递减，层层开设明窗，一层向北，二层向南，三层向西，四
层向东，以此类推，其余皆为盲窗。设计明窗，除有采光、
透风、了望之用，还能减缓强风对塔身的冲击力。明代嘉靖、
万历年间，又在塔心柱正对明窗之处，镶嵌了琉璃佛砖，维
护塔心柱免受风力侵蚀。

远看近观，铁塔好像是一座木塔，小巧剔透。本来设计师在
设计建造铁塔时，采取仿木结构，它以很多外形大小各异的
“结构砖”相组合。这些构造砖，就像经过斧凿的木料一样，
有榫、有眼，组装起来，周密合缝。塔身的檐、椽、瓦等，
也俱为琉璃砖所成。砖型的规格化是我国佛塔建筑的一大提



高，能够砌出各种仿木结构，这些特色使铁塔在我国佛教建
筑史上占领主要位置。

粗壮的塔心柱是支撑塔壁，抵抗外力的中心局部。各种不同
用处的外壁砖瓦构件通过登道与塔心柱严密连接，异常坚牢，
浑然一体，具备很强的抗震才能。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地
震、狂风水灾，特殊是1938年5月，日军用大炮对铁塔进行轰
炸，北面从第四层至第十三层的各级檐角、塔壁遭遇到不同
水平的损坏，但依然矗立。对此，民间老人们说明说：铁塔
作为一座佛塔，阅历如斯多的灾害而不倒塌，是受佛祖保佑
的成果。佛教信任三世循环，所以当地信佛的白叟常告知游
客，假如你缭绕铁塔左绕三圈，右绕三圈，佛祖将保佑你毕
生安全。

铁塔外壁镶嵌的花纹砖有五十余种，花纹图案包含飞天、降
龙、麒麟、坐佛、玉佛、菩萨、狮子、伎乐、花卉等，造型
精美，精妙活泼，存在赫然的宋代艺术作风。

铁塔原建于夷山之上，后因由于黄河泥沙沉积，将夷山及塔
基淤没。据《如梦录》载，基座辟有南北二门，向南一门匾
曰：“天下第一塔”。基座下有一八棱方池;北面有小桥跨池
而过，由小桥进北门入塔。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铁塔犹如一
株破水而出的芙蓉，亭亭玉破，更使塔身外观出落得挺拔灵
秀，瑞丽伸展。

铁塔内遏砖砌登道，绕塔心柱回旋而上，历一百六十八层台
阶可至塔顶。登到第五层，可以看到城内风景;登到第七层，
可以看到城外旷野;登到第九层，可以看到浩瀚奔跑的黄河，
领略到黄河号称“天河”的含意;登到第十二层，则祥云环绕，
云雾扑面，似入太空幻景。此即著名的古开封汴京八景之一的
“铁塔行云”。诗曰：“浮图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
润彩氤氲疑锦绣，行人迢递见觚棱。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
莲花夜放灯。我昔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每当风
采云穿时，环挂在塔身檐下的每层八个共一百零四个铁铃悠



然而动，叮当作响，更让人赏心悦目、留连来回。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来到铁塔公园参观游览，希望通过我的导游讲解能使大
家更多的了解开封、了解铁塔。

开封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七大古都之一，历史上曾有七个
朝代在此建都，并且市区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素有北方水
城的美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使得开封的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在众多的文物古迹中，铁塔作为开封的象征展示着
古城人民的睿智和坚强，开封人都以拥有铁塔而感到自豪。

铁塔公园是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百家名园之一，坐落在
开封城的东北隅，总面积为37.24公顷。园内的主要景点有：
天下第一塔石碑、盆景苑、灵感院、接引殿、铁塔、铁塔文
物陈列馆、何公轩、开封古城墙，以及月季园、上方苑、竹
园、铁塔湖等等，铁塔公园集文物古迹、园林艺术为一体，
一展风姿，广迎四方游客。

铁塔一带古时是一座佛教寺院，最初建于北齐天宝十年〈559
年〉，名独居寺。唐代，开元十七年〈720_年〉唐玄宗东封
泰山归来，途经汴洲，在独居寺旁设行宫作短暂休息时，游
幸独居寺，下诏改独居寺为封禅寺。到了北宋时期，宋太祖
赵匡胤于开宝三年〈970年〉以北宋开宝年号，改其名为开宝
寺。在此前后，北宋朝廷连年拨款扩建开宝寺寺院，使开宝
寺规模宏伟，殿堂壮丽，斋舍完备，僧侣众多。内部划分为
二百八十区，设有福胜院，上方院，等觉院，永安院，双林
院，仁王院等二十四禅院，成为京城最大寺院之一，和大相
国寺共同分辖东京各寺院僧侣，当时京师立左右街僧录，左
街相国寺，右街开宝寺，同为首都佛教寺院领袖，加之北宋
历代皇帝时常到寺院内游幸，祈祷和宴享，并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在寺内设礼部贡院，考试全国举子，故而寺院名声大
噪，成为宋代闻名遐迩的皇家寺院，在国际佛教界影响巨大，



同国际间的佛事活动往来很多，开宝寺进入历史上鼎盛时期。
其规模宏阔、巍峨壮丽，加之北宋历代皇帝时常游幸、祈祷，
故而寺院名声大噪，成为宋代闻名遐迩的巨刹。但因历代战
乱和黄河多次冲淹，开宝巨刹如同当时的氤氳烟火一样，早
已荡然无存，当我们登铁塔观行云之际，不能不激起对往夕
开宝寺盛观的遐想。

开封铁塔景区导游词默认分类除了文物古迹，园内还有盆景
苑、灵感院、竹园、上方苑、赏心园、梅园等多处景点，把
江南园林和北方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的风格巧妙
的融为一体，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一
步一景，步移景变，美不胜收，构成了意境深远的游览空间。

祐国寺塔就是铁塔。

在河南宋代砖塔中，铁塔也是杰出的代表。这不在于其建材
昂贵与外观豪华，而在于它那挺拔有力、气宇轩昂的艺术风
格，是中国最高的琉璃塔。但是它的绝对高度在全国诸塔中，
并不算十分突出，它比时代相近的河北料敌塔(84米)，和应
县木塔、都要低些。但铁塔给人的印象却是那样高大，像是
立在古都开封的擎天巨柱。

从造型到色调都有铁打铜铸的深厚气质。河南宋塔，在建筑
上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外轮廓线上下较直，这和宋代以
前的河南唐塔(如法王寺塔等)与宋代同时的河南金塔(如白马
寺齐云塔)外部多呈柔和的抛物曲线之做法都不相同。不过，
有不少宋代砖塔(如鄢陵等地的宋塔)上部各层收分过急，出
现很突然的尖锥状，艺术效果不佳。而开封铁塔就没有这种
感觉，上下收分比例协调自然，很象是人们的视觉差呈现出
的比例。经实地勘察发现，铁塔各层斗拱是一样的规格，各
层面阔的大小，主要在于檐部与平座斗拱数目的调整变化。
除柱头斗拱之外，各面的补间斗拱，有一个平缓渐变的程序。
自下而上，檐部斗拱与平座斗拱的补间数目是：一层(六与
六)、二层(六与五)、三层(五与五)四层(五与五)、五层(五



与五)、六层(五与五)、七层(四与四)、八层(四与四)九
层(三与三)、十层(三与三)十一层(三与四)十二层(三与零)
十三层(二与零)。从塔的总高度与其下层底平面直径相比，
约五比一。

各位朋友、来宾，铁塔的游览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铁塔能
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谢谢您!再见!

据史料记载，开封铁塔的前身是座木塔，位于开宝寺福胜院
内，始建于太平兴国七年，也说是公元982年，建成于宋太宗
端拱二年，谓之福胜塔，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有金光出
相轮，车驾临幸，舍利乃见，因赐名灵感塔”，是宋太宗用
来供奉吴越国进贡的阿育王佛舍利用的。

铁塔的建造开始于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但何时落成，
至今尚未发现有确切记载。这是铁塔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
河南大学教授魏千志考证，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惯撰写
一部《北道刊误志》，此书对京师(开封)名胜，记载颇丰，
而唯独缄口不言开宝寺塔。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十月，日本国僧侣成寻曾在开宝
寺福胜院等处参观礼拜，其记述当时的情景说，原藏在灵感
木塔下的佛舍利，现“宿置”于“一间小殿”中。建塔的目
的就是奉藏舍利，舍利置于“小殿”中。说明新塔尚未建成。
又据魏千志教授躬身登临铁塔考查，塔身的第三层砖上出现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在位的最后一年)的年号，塔顶发
现“熙宁”(神宗第一个年号)字样的琉璃砖。再参照日僧成寻
《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有关记载，这就说明，铁塔最后的落
成时间，大概在神宗熙宁年间的后期，亦即1073年至1077年
之间。

铁塔从建造到竣工，前后总共经过近30年的时间。但这仅是



魏千志教授的一家之言，铁塔确切的落成时间，仍尚有待于
硕学博闻之士释疑解难。

历经宋、金、元、明、清5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漫长岁月，遭
受地震43次，冰雹1o次，风灾19次，河患6次，雨患17次，其
间曾数次增补葺修。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周王重修，
塔内嵌置黄琉璃阿弥陀佛48尊，两旁刻字足证。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周王又增修，有碑记证明。又据近
人关百益(曾著《铁塔》和龙非了(曾著《铁塔考察记》)考证，
在塔身上数层的琉璃花纹砖面上周围，发现有明洪武二十九
年仲夏、正德七年(1520_年)十二月、嘉靖八年(1520_年)六
月、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
三月及六月、万历五年(1577年)四月及五月、万历六年(1578
年)四月、万历十八年年(1590年)十一月、清乾隆三十八
年(1773年)夏四月等字样。

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篇三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来到铁塔公园参观游览，希望通过我的导游讲解能使大
家更多的了解开封、了解铁塔。

开封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七大古都之一，历史上曾有七个
朝代在此建都，并且市区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素有北方水
城的美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使得开封的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在众多的文物古迹中，铁塔作为开封的象征展示着
古城人民的睿智和坚强，开封人都以拥有铁塔而感到自豪。

铁塔公园是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百家名园之一，坐落在
开封城的东北隅，总面积为37.24公顷。园内的主要景点有：
天下第一塔石碑、盆景苑、灵感院、接引殿、铁塔、铁塔文



物陈列馆、何公轩、开封古城墙，以及月季园、上方苑、竹
园、铁塔湖等等，铁塔公园集文物古迹、园林艺术为一体，
一展风姿，广迎四方游客。

铁塔一带古时是一座佛教寺院，最初建于北齐天宝十年〈559
年〉，名独居寺。唐代，开元十七年〈720xx年〉唐玄宗东封
泰山归来，途经汴洲，在独居寺旁设行宫作短暂休息时，游
幸独居寺，下诏改独居寺为封禅寺。到了北宋时期，宋太祖
赵匡胤于开宝三年〈970年〉以北宋开宝年号，改其名为开宝
寺。在此前后，北宋朝廷连年拨款扩建开宝寺寺院，使开宝
寺规模宏伟 ，殿堂壮丽，斋舍完备，僧侣众多。内部划分为
二百八十区，设有福胜院，上方院，等觉院，永安院，双林
院，仁王院等二十四禅院，成为京城最大寺院之一，和大相
国寺共同分辖东京各寺院僧侣，当时京师立左右街僧录，左
街相国寺，右街开宝寺，同为首都佛教寺院领袖，加之北宋
历代皇帝时常到寺院内游幸，祈祷和宴享，并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在寺内设礼部贡院，考试全国举子，故而寺院名声大
噪，成为宋代闻名遐迩的皇家寺院，在国际佛教界影响巨大，
同国际间的佛事活动往来很多，开宝寺进入历史上鼎盛时期。
其规模宏阔、巍峨壮丽，加之北宋历代皇帝时常游幸、祈祷，
故而寺院名声大噪，成为宋代闻名遐迩的巨刹。但因历代战
乱和黄河多次冲淹，开宝巨刹如同当时的氤氳烟火一样，早
已荡然无存，当我们登铁塔观行云之际，不能不激起对往夕
开宝寺盛观的遐想。

祐国寺塔就是铁塔。

铁塔原建于夷山之上，后来由于黄河泥沙沉积，将夷山及塔
基淤没。据《如梦录》载，基座辟有南北二门，向南一门匾
曰：天下第一塔。基座下有一八棱方池;背面有小桥跨池而过，
由小桥进北门入塔。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铁塔如同一株破水
而出的芙蓉，亭亭玉立，更使塔身外观出落得挺拔灵秀，瑞
丽舒展。如果大家仔细地观察铁塔会发现，铁塔并非是垂直
于地面而建，而是微向东南方向倾斜，这就要追朔到铁塔的



前身。铁塔未建之前，在开宝寺福胜院内，曾仿照天宫的形
状，建有一座纯木结构的佛塔灵感木塔。后人视它为铁塔的
前身，也有人称它为铁塔的母塔。为供奉从吴越国领地杭州
迎取的佛舍利，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开始筹建开宝
寺木塔，筹建的木塔决定建于开宝寺的福胜院内，负责设计
和监造的是当时著名的木工喻浩。喻浩：浙东人，虚心善学，
技艺超群曾任杭州都料匠，史书上称他有巧思，超流辈著有
《木经》三卷，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木工专著，惜其散失，今
已不存。喻浩督造的开宝寺塔，八角十三层，高360尺，上安
千佛万菩萨塔下作天宫奉安佛舍利，历时八年，终于端拱二年
〈989年〉竣工落成。据记载：塔初成，望其不正，而势倾西
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多西北风，吹之不过
百年当正也。由此可见他的用意精细，谋筹深远。此塔极其
伟丽，在京师诸塔中最高，且制度甚精。其土木之宏伟，金
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国，未之有也，被赞为一时之盛观、
天下之冠、巨细精巧，近代所无，喻浩也因此被喻为造塔鲁
班之称。后人对建造开宝寺木塔作出重大贡献的喻浩和郭忠
恕多有赞叹曰：郭家画本千秋重，喻皓神功一代殊。开宝寺
木塔因建造在开宝寺的福胜院内，故初名福胜塔，宋真宗天
宝祥符六年〈1020xx年〉，有金光出相〈即塔顶铜宝珠放光〉
车驾临幸，舍利乃现，固赐名灵感塔。可惜喻浩设计建造的
这座华美绝伦的灵感木塔仅存世56年，就于宋仁宗庆历四 年
〈1049年〉六月遭雷击而焚毁了。到了皇祐元年，宋仁宗下
诏在距此不远的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样式，改用琉璃砖，建
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铁色琉璃砖塔。

铁塔塔身挺拔，装饰华丽，层层开设明窗，其余皆为盲窗。
明窗取向不同，一层北，二层南，三层西，四层东，依此类
推。设计明窗，除有采光、通风、瞭望之用，还能减缓强风
对塔身的冲击力。远看近观，铁塔仿佛是一座木塔，玲珑剔
透，精湛绝妙。塔砖以许多形状大小各异的结构砖相组合。
这些结构砖，就像经过斧凿的木料一样，有榫、有眼，组装
起来，严密合缝。铁塔外壁镶嵌的花纹砖有五十余种，花纹
图案包括飞天、降龙、麒麟、坐佛、玉佛、菩萨、狮子、伎



乐、花卉等，造型优美，精妙生动，具有鲜明的宋代艺术风
格，这些砖是研究北宋雕刻艺术和塑造艺术的精品。铁塔内
有砖砌登道，绕塔心柱盘旋而上，历一百六十八层台阶可至
塔顶。登到第五层，可以看到城内景色;登到第七层，可以看
到城外原野;登到第九层，可以看到浩瀚奔腾的黄河，领略到
黄河号称天河的含义;登到第十二层，则祥云缠绕，云雾扑面，
似入太空幻景。此即著名的古开封汴京八景之一的铁塔行云。
诗曰：浮图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润彩氤氲疑锦绣，
行人迢递见觚棱。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莲花夜放灯。我昔
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每当风度云穿时，环挂在塔
身檐下的每层八个共一百零四个铁铃悠然而动，叮当作响，
更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

粗壮的塔心柱是支撑塔壁，抵御外力的核心部分。各种不同
用途的外壁砖瓦构件通过登道与塔心柱紧密衔接，异常坚牢，
浑然一体，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地
震、暴风、水患，特别是1938年5月，日本用大炮对铁塔进行
轰炸，北面从第四层至十三层的各级檐角、塔壁遭受到不同
程度的毁坏，但仍巍然屹立。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
来汴视察黄河时，顺便游览了铁塔和龙亭。陪同毛泽东主席
游览的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塔侧向毛主席介绍说： 塔
上的大窟窿是1938年日军侵占开封时，用大炮打的。毛主席
回答说：这个铁塔名不虚传，代表我们中国人民是打不倒的，
他们把它打不倒，我们把它修起来。领袖的一番赞扬，是对
铁塔精神品质的高度概括。在1956年和1957年对铁塔进行了
一次全面最大的修复。

参观完铁塔，请大家跟随我参观公园的另一处文物景点：接
引殿。接引殿建于1985年，里面供奉着宋金时期的珍贵文物：
接引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尊高大慈悲的站佛，就是西方极
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俗称接引佛。这尊高大的接引佛像，是
北宋开宝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全铜铸造，身高5.14米，
重12吨，赤足站立，胸前铸有象征吉祥的万字符号。穿有山
水云朵花纹的袈裟法衣。左手横胸是将佛教徒送往西方极乐



世界，右手下垂是以此宝手接引众生。最上方有一光明无量
的匾额。周围四根柱子上写有两副楹联：一为诸恶莫做，众
善奉行，已了如来真实意。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是为波罗
密多心。一为四十八愿普被群机，冻定万修万人去。二十五
有同生正信，合当一念一如来。佛像周围的殿壁上绘制有大
型壁画西方净土变，上有佛像七十多尊，图中有慈眉善目的
菩萨，婀娜多姿的彩女，手托花盘的仙娥，舞姿轻盈的飞天
等，锦衣广带，彩涤飘飞，笙箫婉转，鹤舞鹿鸣，一派温馨
和谐的天国景象。

开封铁塔景区导游词默认分类除了文物古迹，园内还有盆景
苑、灵感院、竹园、上方苑、赏心园、梅园等多处景点，把
江南园林和北方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的风格巧妙
的融为一体，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草树木相映成趣，一
步一景，步移景变，美不胜收，构成了意境深远的游览空间。

各位朋友、来宾，铁塔的游览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铁塔能
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谢谢您!再见!

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篇四

游客朋友：

大家好!在开封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铁塔是开封的标志性建
筑之一，成了游客必到之地，就像人们所说的：“来开封不
登铁塔，等于没来过开封”。

铁塔位于开封城内东北隅铁塔风景区内，秀丽挺拔，雄居中
原，以它精湛绝妙的建筑艺术和雄伟秀丽的修长身姿而驰名
中外，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塔”。

铁塔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就是公元1049年，因当年建在开宝



寺内，称开宝寺塔。

又因其外表全以褐色琉璃砖镶嵌，远看近似铁色，加之本身
坚固异常，犹如铁铸，故从元代起民间称之为“铁塔”。

据史料记载，铁塔前身是一座木塔，系我国北宋时期着名建
筑学家喻浩为供佛祖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

据说，他经过八年的构想设计和建造，终于在公元989年把这
座佛塔建成。

木塔共八角十三层，高120米，上安千佛万菩萨，塔下作地宫，
供奉佛祖的舍利子，造工精细，木塔在京城诸塔中最
高，“其土木之宏伟，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国，未之有
也。

”因此该塔被称为“天下之冠”。

初建成的塔向西北倾斜，有人问喻浩缘由，他说京师无山，
又多西北风，离此地不远又有大河流过，用不到百年的时间，
塔受风力作用和河水浸岸的影响，就自然会直过来了，并预
言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会倒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木塔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就是公
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仅存在五十多年。

到了皇佑元年，宋仁宗下诏在距此塔不远的夷山上，仿照木
塔的样式建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座铁色琉璃砖塔。

铁塔是因其卓绝的建筑艺术闻名遐迩的。

铁塔现高55.88米，平面作八角形，十三层楼阁式，底层每面
阔4米多，向上逐层递减，层层开设明窗，一层向北，二层向
南，三层向西，四层向东，以此类推，其余皆为盲窗。



设计明窗，除有采光、通风、了望之用，还能减缓强风对塔
身的冲击力。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又在塔心柱正对明窗之处，镶嵌了琉
璃佛砖，保护塔心柱免受风力侵蚀。

远看近观，铁塔仿佛是一座木塔，玲珑剔透。

原来设计师在设计建造铁塔时，采用仿木结构，它以许多形
状大小各异的“结构砖”相组合。

这些结构砖，就像经过斧凿的木料一样，有榫、有眼，组装
起来，严密合缝。

塔身的檐、椽、瓦等，也俱为琉璃砖所成。

砖型的规格化是我国佛塔建筑的一大进步，可以砌出各种仿
木结构，这些特点使铁塔在我国佛教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粗壮的塔心柱是支撑塔壁，抵御外力的核心部分。

各种不同用途的外壁砖瓦构件通过登道与塔心柱紧密衔接，
异常坚牢，浑然一体，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

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地震、暴风水患，特别是1938年5月，
日军用大-炮对铁塔进行轰炸，北面从第四层至第十三层的各
级檐角、塔壁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但仍然屹立。

对此，民间老人们解释说：铁塔作为一座佛塔，经历如此多
的灾难而不倒塌，是受佛祖保佑的结果。

佛教相信三世轮回，所以当地信佛的老人常告诉游客，如果
你围绕铁塔左绕三圈，右绕三圈，佛祖将保佑你一生平安。

铁塔外壁镶嵌的花纹砖有五十余种，花纹图案包括飞天、降



龙、麒麟、坐佛、玉佛、菩萨、狮子、伎乐、花卉等，造型
优美，精妙生动，具有鲜明的宋代艺术风格。

铁塔原建于夷山之上，后来由于黄河泥沙沉积，将夷山及塔
基淤没。

据《如梦录》载，基座辟有南北二门，向南一门匾曰：“天
下第一塔”。

基座下有一八棱方池;北面有小桥跨池而过，由小桥进北门入
塔。

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铁塔如同一株破水而出的芙蓉，亭亭玉
立，更使塔身外观出落得挺拔灵秀，瑞丽舒展。

铁塔内遏砖砌登道，绕塔心柱盘旋而上，历一百六十八层台
阶可至塔顶。

登到第五层，可以看到城内景色;登到第七层，可以看到城外
原野;登到第九层，可以看到浩瀚奔腾的黄河，领略到黄河号称
“天河”的含义;登到第十二层，则祥云缠绕，云雾扑面，似
入太空幻景。

此即着名的古开封汴京八景之一的“铁塔行云”。

诗曰：“浮图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

润彩氤氲疑锦绣，行人迢递见觚棱。

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莲花夜放灯。

我昔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

”每当风度云穿时，环挂在塔身檐下的每层八个共一百零四
个铁铃悠然而动，叮当作响，更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往返。



细心的游客在欣赏这座卓绝的建筑艺术时，总能惊奇地发现
眼前的铁塔是座斜塔，已向东南方向倾斜。

看来，喻浩先生当年的担心并非多余!

在铁塔西百米处，是一座重檐伟阁、漆栋画梁的大殿，名
叫“接引殿”。

周围由二十四根大柱支撑，青石栏杆。

望柱上雕刻有形态各异的九十六只小狮子。

殿内矗立着一尊高大慈悲的站佛，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
主阿弥陀佛，俗称接引佛。

这尊高大的接引佛像，是宋元时期用全铜铸造的，身高5.4米，
重12吨，赤足站立，胸前铸有象征吉祥的万字符号。

穿有山水云朵花纹的袈裟法衣。

左手禅定在胸，右手下垂指地，表示能满足众生的愿望，接
引众生到达西方净土的极乐世界。

最上方有一“光明无量”的匾额。

开封铁塔导游词讲解篇五

祐国寺塔就是铁塔。

在河南宋代砖塔中，铁塔也是杰出的代表。这不在于其建材
昂贵与外观豪华，而在于它那挺拔有力、气宇轩昂的艺术风
格，是中国最高的琉璃塔。但是它的绝对高度在全国诸塔中，
并不算十分突出，它比时代相近的河北料敌塔(84米)，和应
县木塔、都要低些。但铁塔给人的印象却是那样高大，像是



立在古都开封的擎天巨柱。

从造型到色调都有铁打铜铸的深厚气质。河南宋塔，在建筑
上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外轮廓线上下较直，这和宋代以
前的河南唐塔(如法王寺塔等)与宋代同时的河南金塔(如白马
寺齐云塔)外部多呈柔和的抛物曲线之做法都不相同。不过，
有不少宋代砖塔(如鄢陵等地的宋塔)上部各层收分过急，出
现很突然的尖锥状，艺术效果不佳。而开封铁塔就没有这种
感觉，上下收分比例协调自然，很象是人们的视觉差呈现出
的比例。经实地勘察发现，铁塔各层斗拱是一样的规格，各
层面阔的大小，主要在于檐部与平座斗拱数目的调整变化。
除柱头斗拱之外，各面的补间斗拱，有一个平缓渐变的程序。
自下而上，檐部斗拱与平座斗拱的补间数目是：一层(六与
六)、二层(六与五)、三层(五与五)四层(五与五)、五层(五
与五)、六层(五与五)、七层(四与四)、八层(四与四)九
层(三与三)、十层(三与三)十一层(三与四)十二层(三与零)
十三层(二与零)。从塔的总高度与其下层底平面直径相比，
约五比一。

各位朋友、来宾，铁塔的游览活动就要结束了，希望铁塔能
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谢谢您!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