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苏州虎丘塔导游词(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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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苏州虎丘塔导游词篇一

游客朋友们，欢迎您们游览吴中第一山--虎丘。

虎丘，位于苏州古城区西北约5公里处。这是一座突兀于一片
平原上的山丘，高度为30多米，占地面积约300亩。相传，远
古时期，这里曾经是东部海岸线上的一个海湾，而虎丘是由
火山爆发而产生的灼热岩浆堆积而成的小岛，涨潮时被水淹
没，退潮时又涌出海面，当时被称为海涌山或海涌峰。久而
久之，海陆变迁，海涌峰就演变成了陆地上的一座山丘。

海涌峰为何被称为虎丘?这还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说
起。3000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
让王位，离开陕西岐山，来到太湖之滨，建立了勾吴部落，
经过十几代人的开拓和积聚，建立了吴国。泰伯的二十一世
孙吴王阖闾为了争霸事业，重用孙武和伍子胥，“设守备，
实仓廪，治兵库”，于公元前520_年始建阖闾大城，成为东
南的一大都会，使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4，吴王阖闾
乘越王允常去世的机会，亲自率兵攻打越国。由于阖闾骄傲
轻敌，中了越王勾践的埋伏，在槜李地区受伤，回师途中在
嘉兴去世，归葬海涌山。这段历史，在唐代陆广微先生撰写的
《吴地记》上是这样记载的："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
阖闾葬此山中。发五郡之人作坟，铜椁三重，水银灌体，金
银为坑。《史记》云：\'阖闾坟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
坟，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
越春秋》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



白虎蹲其上，因号虎山。

自此以后，虎丘就成了苏州的一大名胜。千百年来，无数英
雄豪杰、文人雅士凭借着虎丘这个舞台，演出了许多威武壮
丽的史剧，从而留下了无数的宝贵遗迹，增添了浓厚的传奇
色彩。可以说，虎丘是苏州2500百年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

苏州虎丘塔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导游小傅。欢迎大家来到“人间天堂”苏州，今
天将由我带您一同游览素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虎丘。

虎丘坐落在苏州城西北郊，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
于此，葬后三日有白虎出现，因而得名虎丘。

各位游客，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憨憨泉”!相传梁代有个僧人
叫憨憨法师，是庙里的挑水和尚。他自小患有眼疾，但他的
耳朵灵心眼儿好。一次，他挑水经过这儿时，踩在青苔上摔
了一跤。他就想到这下面可能有泉水，于是就在这里挖土寻
找泉眼。有个村民看见了，就嘲笑说，要是能找出泉眼来，
他就变成一只大青蛙!正说着，从地下冒出一股清泉喷到了憨
憨法师的脸上。他顿时感到一阵清凉，随后双眼就重见了光
明。这个时候，憨憨法师才发现那个农夫果然变成了一只青
蛙，久久地守在了这憨憨泉旁。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虎丘剑池”。据说，这四字原为唐代大
书法家颜真卿所题，后因年代久远，石面经风霜剥蚀，“虎
丘”两字断落湮没。在明代万历年问，由一个名叫章仲玉的
苏州刻石名家照原样拓摹重刻，补上了这“虎丘”二字，但
与原来的真迹相比却逊色不少，缺少力度，所以就有了“真



剑池，假虎丘”一说。

苏州虎丘塔导游词篇三

虎丘，位于苏州古城区西北约5公里处。这是一座突兀于一片
平原上的山丘，高度为30多米，占地面积约300亩。相传，远
古时期，这里曾经是东部海岸线上的一个海湾，而虎丘是由
火山爆发而产生的灼热岩浆堆积而成的小岛，涨潮时被水淹
没，退潮时又涌出海面，当时被称为海涌山或海涌峰。久而
久之，海陆变迁，海涌峰就演变成了陆地上的一座山丘。

海涌峰为何被称为虎丘?这还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说
起。3000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
让王位，离开陕西岐山，来到太湖之滨，建立了勾吴部落，
经过十几代人的开拓和积聚，建立了吴国。泰伯的二十一世
孙吴王阖闾为了争霸事业，重用孙武和伍子胥，“设守备，
实仓廪，治兵库”，于公元前5始建阖闾大城，成为东南的一
大都会，使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乘
越王允常去世的机会，亲自率兵攻打越国。由于阖闾骄傲轻
敌，中了越王勾践的埋伏，在槜李地区受伤，回师途中在嘉
兴去世，归葬海涌山。这段历史，在唐代陆广微先生撰写的
《吴地记》上是这样记载的：“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
步，阖闾葬此山中。发五郡之人作坟，铜椁三重，水银灌体，
金银为坑。

《史记》云：’阖闾坟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坟，取土
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越春秋》
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
其上，因号虎山。”’自此以后，虎丘就成了苏州的一大名
胜。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文人雅士凭借着虎丘这个舞
台，演出了许多威武壮丽的史剧，从而留下了无数的宝贵遗
迹，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可以说，虎丘是苏州2500百年
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



吴王夫差为报仇雪恨，率兵攻打越国，在太湖中的夫椒山大
败越军，拘捕越王勾践夫妇到虎丘，令其在阖闾墓前守坟养
马。

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曾登山游览，并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求
吴王宝剑，而终无所得。秦未，项羽组织江东八千子弟兵，
在虎丘揭竿起义，转战南北，在巨鹿之战中击败秦军主力，
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基础，成为风云一时的西楚霸王。

东汉末年，孙权以苏州作为根据地发展争雄事业，为巩固和
发展孙吴政权，曾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找地下宝藏，也一无
所获。

唐代宝历年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一年多时间(825年5月
至826年9月)里，开通了自阊门至虎丘的山塘河，沿河边筑了
一条七里长堤，堤上夹种桃李，水中栽植莲荷，使苏州增添
了不少秀色。

宋代苏东坡多次游览虎丘，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认为：“游
苏州者不游虎丘，乃憾事也”。

明代唐伯虎曾经发现剑池干涸后暴露出来的阖闾墓的甬道口，
几乎差一点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明代末年，以张溥为首的复社曾经在虎丘千人石聚会，有来
自全国的复社成员共上千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清代康熙、乾隆曾多次出巡苏州，在虎丘留下了许多墨宝，
在苏州民间传为佳话。

清代末年，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苏州发起组织了近代第一
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举行第一次
雅集，宣告正式成立。这个团体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清
王朝专制统治，影响很大。陈去病于1933年去世后，葬在虎



丘山南麓。

虎丘也是江南有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讲到虎丘的佛教文化的
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东晋司徒王珣和司空王珉
兄弟，在虎丘营造馆舍作为别墅。咸和二年(327年)舍宅为东
西两寺，以剑池为界，后两寺合二为一。唐代因避唐太祖讳，
改虎丘为武丘，寺庙称为武丘寺。北宋时改称云岩禅寺。五
代周显德六年(959年)，虎丘云岩寺始建佛塔，于北宋建隆二年
(961年)竣工。寺庙几经兴废，于清康熙年间重建，改名
为“虎阜禅寺”。虽然现在这里的寺庙建筑遗存已不再是宗
教活动场所，但从其规模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佛寺的盛况。

苏州虎丘塔导游词篇四

游客朋友们，欢迎您们游览吴中第一山--虎丘。虎丘，位于
苏州古城区西北约5公里处。这是一座突兀于一片平原上的山
丘，高度为30多米，占地面积约300亩。相传，远古时期，这
里曾经是东部海岸线上的一个海湾，而虎丘是由火山爆发而
产生的灼热岩浆堆积而成的小岛，涨潮时被水淹没，退潮时
又涌出海面，当时被称为海涌山或海涌峰。

久而久之，海陆变迁，海涌峰就演变成了陆地上的一座山丘。
海涌峰为何被称为虎丘?这还要从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说
起。3000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
让王位，离开陕西岐山，来到太湖之滨，建立了勾吴部落，
经过十几代人的开拓和积聚，建立了吴国。

泰伯的二十一世孙吴王阖闾为了争霸事业，重用孙武和伍子
胥，”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公元前514年始建阖闾
大城，成为东南的一大都会，使吴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
前496年，吴王阖闾乘越王允常去世的机会，亲自率兵攻打越
国。由于阖闾骄傲轻敌，中了越王勾践的埋伏，在槜李地区
受伤，回师途中在嘉兴去世，归葬海涌山。



这段历史，在唐代陆广微先生撰写的《吴地记》上是这样记
载的：”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阖闾葬此山中。发
五郡之人作坟，铜椁三重，水银灌体，金银为坑。《史记》
云：'阖闾坟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坟，取土临湖葬。经
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越春秋》云：'阖闾葬
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
山。

自此以后，虎丘就成了苏州的一大名胜。千百年来，无数英
雄豪杰、文人雅士凭借着虎丘这个舞台，演出了许多威武壮
丽的史剧，从而留下了无数的宝贵遗迹，增添了浓厚的传奇
色彩。可以说，虎丘是苏州2500百年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
吴王夫差为报仇雪恨，率兵攻打越国，在太湖中的夫椒山大
败越军，拘捕越王勾践夫妇到虎丘，令其在阖闾墓前守坟养
马。

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曾登山游览，并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求
吴王宝剑，而终无所得。秦未，项羽组织江东八千子弟兵，
在虎丘揭竿起义，转战南北，在巨鹿之战中击败秦军主力，
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基础，成为风云一时的西楚霸王。
东汉末年，孙权以苏州作为根据地发展争雄事业，为巩固和
发展孙吴政权，曾派人挖掘阖闾墓，寻找地下宝藏，也一无
所获。

唐代宝历年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一年多时间(825年5月
至826年9月)里，开通了自阊门至虎丘的山塘河，沿河边筑了
一条七里长堤，堤上夹种桃李，水中栽植莲荷，使苏州增添
了不少秀色。宋代苏东坡多次游览虎丘，写下了许多诗词，
他认为：“游苏州者不游虎丘，乃憾事也”。明代唐伯虎曾
经发现剑池干涸后暴露出来的阖闾墓的甬道口，几乎差一点
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明代末年，以张溥为首的复社曾经在
虎丘千人石聚会，有来自全国的复社成员共上千人参加了这
次盛会。清代康熙、乾隆曾多次出巡苏州，在虎丘留下了许
多墨宝，在苏州民间传为佳话。清代末年，柳亚子、陈去病



等人在苏州发起组织了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09
年11月13日，南社在虎丘举行第一次雅集，宣告正式成立。
这个团体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影响很
大。

陈去病于1933年去世后，葬在虎丘山南麓。虎丘也是江南有
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讲到虎丘的佛教文化的历史渊源，最早
可以追溯到晋代。东晋司徒王珣和司空王珉兄弟，在虎丘营
造馆舍作为别墅。咸和二年(327年)舍宅为东西两寺，以剑池
为界，后两寺合二为一。唐代因避唐太祖讳，改虎丘为武丘，
寺庙称为武丘寺。北宋时改称云岩禅寺。五代周显德六
年(959年)，虎丘云岩寺始建佛塔，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
竣工。寺庙几经兴废，于清康熙年间重建，改名为“虎阜禅
寺”。虽然现在这里的寺庙建筑遗存已不再是宗教活动场所，
但从其规模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当年佛寺的盛况。

苏州虎丘塔导游词篇五

宋朝著名诗人苏东坡先生说过：“到苏州不到虎丘，乃憾事
也!”就因这句话，我们便将游虎丘的行程安排在苏州之旅的
第一天。

来到大门口，欢迎我们的是牌坊上“吴中第一山”五个散发
着活力的大字。透过牌坊，可以看见远处山上矗立着一座宝
塔，这就是这里最著名的建筑——云岩寺塔。

为了尽快一睹塔的全貌，我们坐上了观光车。一路上全是林
荫大道，树木葱茏，青翠欲滴，呼吸着树木味的新鲜空气，
心情舒畅，暑热全消。啊，居住在这儿的人们真幸福啊!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山顶，终于看到了云岩寺塔的
真身：塔呈八角形，塔身很粗大，越往上越细。仔细数，有
七层高，塔尖直冲云霄，傲对苍穹，在蓝天白云、苍翠古树
的映衬下，更显露出它那历史悠久、饱经风霜的尊容。



不过这都不是它成为世界著名建筑的原因，它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塔身居然是倾斜的，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比萨斜塔，也是
世界第二斜塔。

这座塔为什么是斜的呢?不是故意要建造成这样，而是因为塔
身太重，有六千多吨，相当于一千多头大象的重量，因此地
基松动了，导致了塔的倾斜。但是这么多年来居然没有倒塌，
真是一大奇迹。

拍够了，看够了，便往下走，就来到了剑池。池子里是一湾
碧绿碧绿的潭水，池里还有一群金鲤鱼在嬉戏呢!池上方横跨
着一座石桥。石桥、金鱼、碧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难怪人们都在这儿拍照留念呢!

令我奇怪的是，这里的石头都有些发红。一问才知道，这里
面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呢!

相传这里有吴王阖闾的墓。这阖闾酷爱宝剑，所以陪葬品就
是各种各样的剑，说不定很多有名却未被发现的剑就藏身其
中，因此墓上的一个小池就叫剑池。墓建好后，为了保密，
便在此地举行宴会，官员们在酒里下毒，毒死了成千上万的
建墓工人，这里的石头便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了解了这段历史故事，我的心沉甸甸的，好在盆景园解了我
的心结，让我豁然开朗。这里的盆景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我在这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中留连忘返，难以移步。是的，
只有和平年代艺术才会格外的繁荣，生活才会格外的自在，
就像我家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虎丘名不虚传，此行受益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