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鹤楼导游词(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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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黄鹤楼导游词篇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xx旅行社”的导游员xx，在这里我对
大家光临武汉市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将由我
为各位提供导游讲解服务，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各位的行程，
使大家在这次旅游活动中感到开心愉快。

好，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去参观武汉市最有特色的景点黄鹤
楼。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23年，至今已有
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屡建屡毁，现在的黄鹤楼是以清
代黄鹤楼为蓝本，于1981年重建，85年落成的，现在大家所
看见的前面这幢高大雄伟的建筑就是黄鹤楼，它以号称天下
绝景而名贯古今，蜚声中外，它与江西滕王阁、湖南岳阳楼
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楼阁”。

关于黄鹤楼的雄伟，曾经有这么一个趣闻，说是湖北、四川
两地的客人相会在江上，攀谈间，竞相赞美自己的家乡，四
川客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客
人笑道：“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插在云里头。”惊得四川
客人无言以对。当然，这个故事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黄鹤楼
确以壮丽的景观，动人的传说及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着中外
游人。

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到黄鹤楼的里面去看看吧。



走进了大厅，最引人注意的就要数这幅《白云黄鹤图》了，
它取材于驾鹤登仙的古神话，兼取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
之意，大家请看画面上的这位仙者，他口吹玉笛，俯视人间，
似有恋恋不舍之情，下面黄鹤楼的人群或把酒吟诗，或载歌
载舞，大有祝愿仙人黄鹤早返人间之意。

其实在这幅壁画的后面还有一个传说故事，给黄鹤楼蒙上了
一层神秘的色彩：古时候，有个姓辛的人在黄鹤山头卖酒度
日，一天，有个衣衫褴褛的老道蹒跚而来，向他讨酒喝，辛
氏虽本小利微，但为人忠厚善良，乐善好施，他见老道非常
可怜，就慷慨应允。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辛氏则有求必应，
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老道忽然来告别说：“每日饮酒无
以为酬，只有黄鹤一只可借，聊表谢意。”说罢，他拾起地
上的一片桔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对辛氏说：“只要你
拍手相招，黄鹤便会下来跳舞，为酒客助兴。”，说完后老
道就不见了。辛氏拍手一试，黄鹤果然一跃而下，应节起舞。
消息传开后，吸引了远近的游人都来饮酒，酒店的生意大为
兴隆，辛氏因此而发了财。十年后，老道突然出现在酒店，
对辛氏说：“十年所赚的钱，够还我欠的酒债吗？”辛氏忙
道谢，老道取下随身携带的铁笛，对着墙上的黄鹤吹起一只
奇妙的曲子，黄鹤闻声而下，载着老道飞走了。由此便出现
了壁画上的情景。

除此壁画之外，就是这幅被誉为黄鹤楼二绝之一的楹联：爽
气西来，云雾扫干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意
思是清爽怡人的空气自西而来，驱散了积于云层的迷雾，将
天地间令人遗憾的事情一扫而光；奔腾不息的长江滚滚东去，
将古往今来令人感到烦恼的事都冲洗干净了。

好，下面再请大家和我一起上楼去游览。

“久”同音，有天长地久的意思。在这个跑马廊里主要是陈
列一些名人字画，供大家观赏。



各位朋友，来到了黄鹤楼的二楼，我们就可以看到黄鹤楼的
历史，先请看这幅题为《孙权筑城》的壁画，再现了当年修
建黄鹤楼时的历史背景。赤壁之战后，刘备借荆州，取四川，
势力大盛，却不肯归还荆州。东吴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
夺回荆州后不久，刘备亲率十几万大军伐吴，孙权知道战事
不可避免，便一面向魏称臣求和，一面集中力量对付刘备。
为了就近指挥这场大战，孙权在长江边上依黄鹤山之险筑夏
口城，并在城头黄鹤矶上建楼作观察了望之用，这便是最初
的黄鹤楼。

大家再看中间的《黄鹤楼记》，论三大名楼，黄鹤楼排在首
位，而论楼记，最没有名的就属黄鹤楼楼记了。现在我们看
到的这篇是从十多篇楼记中选出的，它偏重于写实景，整篇
文章不足三百字，但却写清了黄鹤楼的地理位置、建筑形式、
传说以及人们在黄鹤楼上活动的情形。另外在这里还展出了
历代黄鹤楼的模型，共有六个，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黄
鹤楼饱经了历史的沧桑。我们现在这个黄鹤楼就是以清同治
楼为雏形重新设计建造的。

下面请各位再和我一起上三楼看看。三楼展示的是黄鹤楼的
文化渊源。这组《文人荟萃》的板画再现了历代文人墨客来
黄鹤楼吟诗作赋的情景。在壁画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位穿
红衣的诗人，他就是崔颢，虽然很有才气，但因奸臣当道，
他仕途颇不得意，这种怀才不遇的心境使他萌生了学道成仙
的念头，《黄鹤楼》这首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倾诉。现在可以
收集到关于黄鹤楼的诗词共有一千七百多首，但因版面有限，
这里只选择了十一位著名诗人的诗句。

登上了黄鹤楼的四楼，大家可以看出这里是黄鹤楼的文化活
动场所，它专门陈列当代书画家游览黄鹤楼留下的即兴作品。
中间为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右边是李苦禅先生的遗作，左
边则是吴作人先生特为黄鹤楼作的《翔千里》。另外，这里
还备有文房四宝，可供游客即兴挥毫。（有兴趣的话大家也
可以试试，说不定将来这里也会陈列您的作品。）



好了各位朋友，下面我们就要登上黄鹤楼的顶楼了（，看看
在那里各位是不是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呢？）、大厅里
展示的这是一组题为《江天浩瀚》的组画，面积达99平方米，
是全楼中规模最大的，它由十幅金碧重彩画组成，表现了长
江的自然景观和文明史话渊源。从这里放眼望去，武汉三镇
尽收眼底，或俯瞰，或眺望，一片绮丽风光，令人赏心悦目。
黄鹤楼坐落在蛇山头，由于这列山丘东西延绵，形似长蛇，
俗称蛇山。

隔江对岸的则是汉阳的龟山，由于地层错动和大江冲击，造
成龟蛇两山隔江对峙的独特地貌，长江大桥则把两岸山系连
成一体，这样，东西延绵的莽莽山岭和南北穿行的浩浩长江
在武汉大地上划了一个巨大的十字，黄鹤楼正好在这个交点
旁。

东望则又是一番景象，山岭延绵起伏，湖泊星罗棋布。

在我们现在黄鹤楼所在的蛇山之东是双峰山和洪山，这两座
山是武汉市的宗教胜地，其间有几处著名的道观及寺庙。

再往东，则是著名的东湖风景区和武汉市文教区，一些著名
的大专院校都集中在这里。

好了各位朋友，关于黄鹤楼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
我的讲解能给大家留下一点印象，不详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
多海涵。

黄鹤楼导游词篇二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在这美好的时节，非常荣幸与您相约在美丽的江城
武汉。我是您此行的导游。今天，我将陪同您走进千年文化
名楼—黄鹤楼，一起去领略她的楚风神韵。



我们的游览路线是从南大门进入，经过鹅字碑，归鹤图，崔
颢题诗壁、搁笔亭，最后到达黄鹤楼的主楼。好了，现在就
请您随我一起开始今天的“黄鹤之旅”吧。

黄鹤楼是闻名中外的历史名胜，是素有“九省通衙”之称的
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无论您是乘船漫游于万里长江之上，
还是乘车经过京广铁路线，一抬眼便可以看到这座巍然耸立
于蛇山之上的千古名楼。可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
上历史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歌赋、楹联匾额，造就了这座山
川美与人文美相辅相成的文化名楼。自古就享有“天下江山
第一楼”的美誉。

武汉地处中原，长江和汉水将武汉划分为武昌、汉口、汉阳
三镇，黄鹤楼就坐落于长江南岸的蛇山之上。它与江西的滕
王阁、湖南的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楼阁”。黄鹤楼始
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223年，由孙权依山而建的
一座军事扫所演变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现
代黄鹤楼是以清代黄鹤楼为蓝本，于1981年重建，1985年落
成的。

您看，主楼共五层，高51.4米，黄瓦红柱，金碧辉煌，而且
全部楼体由钢筋水泥浇铸而成。它既不失黄鹤楼的独特造型，
又比历代旧楼更加雄伟壮观，故享有“天下绝景”的美誉。

一来到黄鹤楼，您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了，这座楼为什么
取名黄鹤楼呢？别着急，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先走进它的一
楼大厅，然后听我慢慢说来。大厅内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这幅
《白云黄河图》了。壁图取材于《驾鹤登仙》的古神话，兼
取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之意。您看，画面上有位仙人驾
着黄鹤腾空而起，他口吹玉笛，俯视人间，似有恋恋不舍之
情。下面黄鹤楼的人群，有的把酒吟诗，有的载歌载舞，大
有祝愿仙人黄鹤早返人世之意，底下还盛开着许多梅花，由
于梅花是武汉市的市花，作者也是想借此点明黄鹤楼所处的
地理位置。而其楼阁的得名还得从它的神话传说谈起。



湖北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历史800年，建都湖北的历史就
有400多年，所以黄鹤楼作为楚文化的载体，自然而然便产生
了众多充满神奇和浪漫色彩的传说。明代《报恩录》里就曾
记载；一位老道在一个叫辛和的人开的酒馆里喝了半年酒，
却没付一分钱。临别时，他用地上的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
黄鹤，并告诉辛和，只要拍手相招，黄鹤便会下来跳舞为酒
客助兴。从此，辛和的酒馆因为有了这只黄鹤，生意十分红
火。辛和为了感激老道，在原地盖起了一座高楼，取名黄鹤
楼。数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成为黄鹤楼“因
仙得名”最有影响的传说。而实际上，黄鹤楼名的真正由来，
主要是因山得名，因为黄鹤楼最初建在蛇山的第一座山峰黄
鹄矶上，古代的“鹄”与“鹤”是通义字，所以人们常称黄
鹄矶为黄鹤矶，黄鹤矶上所修的楼自然被称为“黄鹤楼”了。
但在历史上，人们更愿意相信因仙得名之说，因为这一说法
满足了人们精神超越的需求，也更符合楚国人可以追求浪漫
的审美价值，从而成为黄鹤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
追求浪漫的楚国人编织了美丽的黄鹤楼神话，那么勤劳智慧
的楚国人，则创造了黄鹤楼的建筑奇迹。岳阳胜景，黄鹤胜
制。历代黄鹤楼在建筑形制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
清代黄鹤楼恐怕是古代黄鹤楼中最具特色的一座。1868年，
也就是清同治年间，是清王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为安定
民心，清政府耗资三万两白银，动用千余名工匠，花费尽10
个月的时间，建成了这座清代最后的楼阁。楼阁的建筑数理
非常讲究。您看，楼体分为三层，以应天、地、人三才；第
一层的十二个角应一天有十二个时辰；第二场的十二个角应
一年有十二个月，而顶层的二十八个角则应天上有二十八星
宿。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清楼因山下房屋失火，于1884年
化为灰烬。

清楼的毁灭，似乎也预示着清王朝的没落，此后的100年间，
这座千古名楼一直未能再现江城。直到1981年，我们现在这
座黄鹤楼的破土动工，才结束了这段“有诗可悼，无楼可
登”的历史。



古人说；文因景成，景借文传。这句话对黄鹤楼来说是再恰
当不过了。走进黄鹤楼诗词的大观园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
是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
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平时崔颢的诗
流于旖旎做作，而独独在黄鹤楼上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七
言律诗。据说当年李白与他的书童来到黄鹤楼，本想题诗一
首，当他看到崔颢这首后，便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
题诗在上头”然后搁笔离去了。从此以后，在文坛上留下
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美谈。

一代伟人毛主席，也特别钟爱我们的黄鹤楼，1927年春，他
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时，曾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茫
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

可以说，上下数千年，洋洋洒洒千百首诗，构成了独特的黄
鹤楼文化。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领略楚文化的魅力，更能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登上黄鹤楼的五楼，武汉三镇尽收眼底，令人赏心悦目。黄
鹤楼坐落在蛇山之上，隔江对岸的是汉阳方向的龟山，由于
地层错动和大江冲击，形成龟蛇锁大江的独特地貌。雄伟的
武汉长江大桥则把两岸山系连成一体，也与汉水上的桥把武
汉三镇连成一体。难怪毛主席盛赞它“一桥飞架南北，天堑
变通途”。

今天的黄鹤楼，不仅以它雄伟的身姿、厚重的文化，吸引着
南来北往的朋友，更像是武汉的保护神，庇佑着武汉的繁荣
与昌盛。20xx年中秋节，中央电视台在黄鹤楼前举办了“江城
月，中华情”中秋双语晚会，并对全球华人进行了现场直播。
那天，远远的中秋月，微微的黄鹤楼，勾起了无数海外华人
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这台晚会还在第39届美国休斯
敦国际影视节上荣获电视文艺类最高奖——“白金奖”。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黄鹤之旅到此就结束了。非常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不足之处，还请您多多海涵。美丽的
黄鹤楼期待与您再次相逢。最后，预祝您旅途愉快，万事如
意。

文档为doc格式

黄鹤楼导游词篇三

朋友们：

现在我们大家已经到黄鹤楼了，请大家和我一起下车一起去
观赏吧，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观赏的黄鹤楼了，现在我
们大家已经要回去了，我知道大家恋恋不舍，我也恋恋不舍。
但是我们现在要是要走了。

我们大家现在要道别了，希望我们大家有缘能再次相会，再
见。

黄鹤楼导游词篇四

游客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黄鹤
楼，位于长江南岸，武昌蛇山之巅，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
二年，即公元223年，距今天已有1700多年历史了。黄鹤楼虽
然历史悠久却是历经沧桑，屡建屡毁，历史上最后一座黄鹤
楼也叫同治楼于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毁于火灾。我们今天要
去的黄鹤楼，是于1981年动工修建，以清朝同治楼为蓝本，
用钢筋混泥土框架仿木结构的现代工艺和现代材料于1985年6
月建成开放的，说到这楼可以用五个字概括其特点：高、奇、
险、美、妙。高就高在山高楼更高，上刺青云与云霞比翼：
奇就奇在神仙驾鹤，神化流传；险就险在临江而立；美就美
在武汉风光尽收眼底；妙就妙在文人墨客，逸事流传。说了



这么多，我想大家也有点迫不及待了吧。正好，大家看，窗
外就是黄鹤楼景区了，请大家随我一同下车去游览。

各位游客朋友们，在游览完黄鹤楼公园南区的景点，品味了
黄鹤楼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后，我们到了黄鹤楼的内部大厅。
黄鹤楼的内部设计颇具匠心，五个大厅具有不同的文化层面，
分别由神话传说、历史沿革、人文荟萃、传统风韵，三楚精
神构成。黄河楼第一层楼大厅的艺术主题是"神话"。我们可
以看到，大厅分前后两厅，前厅迎面的这副壁画名为《白云
黄鹤图》，此副壁画取材于《驾鹤登仙》的古代神话，兼取
唐诗"昔人已乘黄鹤去"之意。大家请看，在画面上有一位仙
者驾着黄鹤腾空而起，他口吹玉笛，俯视人间，好象离去，
又似归来。画面下方绘有清代形制的黄鹤楼，楼前人群浮动，
或把酒吟诗，或载歌载舞，有如送别，又似接风。天上人间，
浑然一体，洋溢着神奇而浪漫的气氛。

黄鹤楼导游词篇五

亲爱的各位游客：

你们好。

今天我是你们的小导游——蒋佳丽。

我将带领大家去游览武汉的黄鹤楼。

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

其中黄鹤楼最为壮观，它一共有五层，大约有五十几米高，
每层都有许多翘角，那些翘角好像是一只只黄鹤在展翅。

楼正前面的顶层挂着一个非常气派的大匾子，上面书写
着“黄鹤楼”三个金灿灿的大字，进入楼里，每一层都有许
多名人字画。



一层层地仔细观赏，其中一层放置了历史时代的黄鹤楼模样，
每座都非常雄伟，不过还是我们现代早的这座楼更壮观精致。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顶层，放远望去，滚滚长江天际流，整个
武汉尽收眼底，武汉长江大桥飞跨两岸，桥上汽车川流不息，
江面上的船只也来来往往。

正好似“极目楚天江山如画”。

站在黄鹤楼上，望着远处的美景，心情也就非常愉快，应该
也会忘了登黄鹤楼的疲劳吧！也会不禁想起李白的那首《黄
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想想那时李白必定很忧伤吧！

好了，今天我带领大家游览了名胜风景区——黄鹤楼。

如果你有兴趣就来细细游览吧！

黄鹤楼导游词篇六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与您
相约在美丽的江城武汉，我是您此行的导游陈封榕，来自武
汉铁路旅行社，大家可以叫我。今天，我将陪同您走进千年
文化名楼，黄鹤楼，一同去领略她的楚风神韵。

黄鹤楼，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
名楼”，由于其历史悠久，楼姿雄伟，还被中国历代诗人吟
诗赞叹，居三楼之首，享有“天下绝景”的美誉。所以大家
来武汉一定要看看这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黄鹤楼。

大家有没注意黄鹤楼的名称，为什么是叫黄鹤楼呢，大家都
知道，大自然中的鹤有很多种类，有白鹤，灰鹤，丹顶鹤，
黑颈鹤等等，但是没有黄鹤，那么，武汉的老百姓为什么给
自己家乡的标志性建筑起名叫黄鹤楼？有2个来历，一个是因
山得名，一个是因仙得名。黄鹤楼是建在蛇山上，蛇山是由7



座首尾相连的山体组成，黄鹤楼建在其中的一座黄鹄山顶，
在古汉语中，“鹄”、“鹤”二字通用，故又称黄鹤山，黄
鹤山上建的楼阁，自然就叫黄鹤楼了。民间有很多关于黄鹤
楼的传说故事，武汉的老百姓更喜欢此楼是因仙得名的传说。
这个美丽的神化传说故事小陈先卖个关子等进入到黄鹤楼主
楼了再给大家徐徐道来。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进入到了黄鹤楼景区，看过了鹅池、
归鹤图，欣赏了崔颢的名诗，请大家向我手指的方向看，前
方那雄伟壮观的就是黄鹤楼了。大家有没觉得真的是不止一
点壮观呢。黄鹤楼历史悠久，它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
也就是公元223年，距今天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黄鹤楼
虽然历史悠久却是历经沧桑，屡建屡毁，历史上最后一座黄
鹤楼也叫同治楼是在清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毁于火灾。我
们现在看到的黄鹤楼，是于1982年动工修建，以清朝同治楼
为蓝本，于1985年6月建成开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