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 四川黄龙溪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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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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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篇一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成都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黄龙溪古镇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南部边缘，是以旅游业为龙
头，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型城镇。黄龙溪古镇属四川省历史文
化古镇及省级旅游风景区，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
旅游资源。

黄龙溪古镇位于双流县西南，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至今
已有1700多年历史。镇上有明清时代的青石板古街，与古牌
坊、古寺庙、古建筑民居等浑然一体。镇上传统民俗“烧火
龙”活动，场面恢宏，被称为“中国火龙之乡”。

古镇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水乡”的风味。一条溪水
穿城而过，两岸是青石铺就的路面。路两边多为明清建筑，
傍水而筑，木柱青瓦的楼阁房舍，镂刻精美的栏杆，宁静古
朴。如今古镇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电影《芙蓉镇》、电
视剧《海灯法师》等近多部影视片在这里取过景。

正街上有三座古寺，分别是镇江寺、潮音寺和古龙寺。古龙
寺内有上千年的黄桷树、清代的戏台。此外还有一个奇异
的“三县衙门”，因历史上的黄龙溪镇地处三县的交界处，



号称“一脚踏三县”，所以三县在这里设立了这个机构。

黄龙溪古镇的小吃也是鼎鼎有名，一根面、焦皮肘子、珍珠
豆花、红烧黄辣丁等都值得品尝，在古镇内的大部分餐馆都
能吃到。

黄龙溪民俗风情浓郁，以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的“烧火龙”
为最。“火龙”栩栩如生，而家家户户则准备好烟花爆竹，
待龙灯临门时，烟花齐射向龙身，表演结束后，众人将龙身
烧毁，残灰撒入江河，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

游玩黄龙溪古镇，可以成都当日往返，也可以在镇上住宿一
晚。古镇入口处的新镇有很多住宿点;古镇中心有家“大院
坝”，是一座真正的川西大院，也提供住宿。

黄龙溪位于成都平原南部，距成都市区40公里，距双流县
城35公里，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型城镇，
是成都市郊区新的旅游热点，是以旅游业为主，商贸服务业
为辅的旅游型山水小城镇。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
国家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国家级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示范
镇、四川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四川省省级风景名胜区、成
都市旅游重点镇。黄龙溪位于成都双流县西南部府河、鹿溪
河交汇处;是一个风景优美、历史悠久并拥有浓厚文化底蕴的
川西水上古镇，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该镇属四川省历史文化古镇及省级旅游风景区。古镇不仅风
光秀丽、环境优美，还是驰名中外的天然影视摄影基地。古
镇主要特色是:古街、古树、古庙、古水陆码头、古建筑和古
朴的民风民俗。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
乡、国家级环境优美小城镇。素有“影视城”、“中国好莱
坞”之称。

黄龙溪迄今保留着正月表演火龙灯、狮灯、牛儿灯、幺妹儿
灯、四月初八放生会、端阳节赛龙舟，还有代代相传的府河



号子、民间儿歌、童谣、谚语，扯响簧、翻筋斗、踢毽子等。
古镇至今保留着打更的习俗，按时辰鸣锣报时从亥时(晚九
点)起打更，每个时辰打一更，直到卯时(早上五点)，共打五
更，一更鸣锣一声，二更鸣锣两声，依次类推。夜深人静之
时，清脆的打更声会让你睡得分外香甜。

黄龙溪火龙节:时间：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黄龙溪国际龙狮
文化艺术节:时间：大年初一至初七。

去黄龙溪旅游，带些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作为纪念品或者购
买一些风味特色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以下是黄龙溪古镇具
有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或者风味食品。

牧马山地瓜：学名豆薯，别名沙葛、凉薯、地瓜、土瓜等。
原产中国南部、墨西哥、中北美洲。我国四川、重庆地区和
台湾省栽培较多。

黄龙溪黑芝麻糕：黄龙溪黑芝麻糕通过传统工艺制作而成。
酥香适口，老少皆宜。

瓷胎竹编：又称“竹丝扣瓷”，是竹编工艺品中的一种独具
特色的品种，它是以瓷器器皿为胎，用纤细如发的竹丝，柔
软如绸的竹蔑依胎编织而成。

手工织布：手工织布除了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现在已很
难看到了。这种传承了中国几千年的男耕女织，还能在这儿
看到它的踪影。这台手工木制织布机，可算得上是“文物”
了。手工织布，有“宽蓬”、“窄蓬”之分。宽蓬即宽幅，
机上正在织的这种布，俗称“宽蓬家机布”。

四川成都双流县黄龙溪古镇是十大水乡古镇之一，有着1700
余年的历史，位于成都平原南部，距成都市40公里，距双流
县城35公里，是以旅游业为龙头，农业为基础的旅游型城镇，
是成都市郊区新的旅游热点，是以旅游业为主，商贸服务业



为辅的旅游型山水小城镇。始终坚持以旅游为龙头，农业为
基础，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黄龙溪正在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交通便捷，设施配套，
布局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是有浓郁特色的旅游型山
水小城镇。

黄龙溪古镇坐落在黄龙溪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心，位于成都市
双流县境内，是川西保存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川古镇之
一。镇上古牌坊、古寺庙、古建筑民居与古榕树、古崖墓浑
然一体，古色古香，与现代大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附近毛
家湾，四川足球训练基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无论春秋，
一派静谧。正街、新街、横街、上河街、下河街、复兴街等
六条老刚进行完一年的闭关维修改造，全部铺上了红石街面，
两侧建筑也恢复了本色，古色古香。

黄龙溪位于成都东南方向行40公里处，是近几年被影视界人
士和旅游者看好的新辟旅游景点--黄龙溪。黄龙溪东临府
河(锦江)，北靠牧马山，当年镇上曾有7座庙宇和仁(寿)、
彭(山)、华(阳)总府衙门。码头上舟揖如林，商旅云集，一
派繁荣景象。黄龙溪古镇之所以引起影视界人士关注，是因
为这里清代风格的街肆建筑仍然保存完好。青石板铺就的街
面，木拄青瓦的楼阁房舍，镂刻精美的栏杆窗棂，无不给人
以古朴宁静的感受。镇内还有6棵树龄在300年以上的黄角树，
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给古镇更增添了许多灵气。镇内现还
保存有镇江寺、潮音寺和古龙寺三座古庙，每年农历六月初
九和九月初九的庙会，还能再现昔日阳古镇的喧闹场面。

古镇黄龙溪之所以为游人所青睐，是因为这里不仅山清水秀，
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与嘈杂;更因这里弯弯曲曲的石径古道，河
边飞檐翘角的木质吊脚楼，街道上的茶楼店铺，古庙内的缭
绕青烟等，展现出一幅四川乡镇的民俗风情图，给人一种古
朴而又新奇的感受。黄龙溪镇东临府河，北靠牧马山，依山
傍水，风景秀丽，镇上的居民就生活在这幽静古朴的环境中。



文档为doc格式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篇二

四川黄龙风景区有非常美丽的风景，大家去过这里游玩吗?以
下是小编分享的四川黄龙风景区导游词范文，有需要学习的
朋友欢迎阅读!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黄龙。

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黄龙。

黄龙，位于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山下，是国务院公布
的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同九寨沟景区一道被
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黄龙沟长约7公里，景区段4.7公里，宽约1-2公里。

景区海拔3145米-3575米之间，纵坡平均降为8.7%。

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流出的一股泉水有直接
关系。

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流而下，没有固定的河床。

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钙物质逐渐沉淀，形成了以
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观。

上段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层层
叠叠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

黄龙沟的中段是一条约1.5公里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



称为“金沙铺地”。

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异的钙化彩池为主
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的艳丽奇巧，只好
尊奉它人“人间瑶池”。

黄龙，过云人都称之为黄龙寺，因为明朝时驻松潘兵马使朝
觐在沟内修建有改善龙前寺、中寺、后寺3座寺庙。

现前寺已荡然无存，中寺仅剩凤音殿，后寺也只有1座院落。

“黄龙”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
水时，有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
了黄龙沟内。

《松潘县志》记为：“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禹治水，
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色山水于
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

”另一说是古进修有位黄龙真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

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建黄龙寺。

《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兵马使马朝
觐所建，亦雪山寺。

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名。

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

两条记载都源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窟谁真谁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
龙”一名肯定与沟内景物有关。



所以本导游还是称之为“黄龙”风景名胜区。

下面我们开始黄龙游览。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

过涪源桥，沿着林间小道进入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
水池，被命为“迎宾池”。

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大小不一，形态
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人迎进景区，又
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

池子周围古树参天，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
玲珑剔透。

池中清水，湛蓝透绿。

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蓝各种色调。

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动人，这便是
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了。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疲乏上，但见左前方
一铺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
飞泻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宕，形成数十道梯级
瀑布。

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落。

水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为基调的钙化结晶面，使
瀑布更显得富丽堂皇。

如遇朝阳中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还会变幻出不同的色彩，
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



因此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

瀑布顶端的彩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
景观。

飞瀑是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宁静，恬静。

它们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而完
美的风景线。

缓缓地走过“飞瀑流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
不知不觉到了黄龙沟第二级台阶前。

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堵宽约40余米、高约10米的乳黄色崖
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化层似围幔、似悬瀑，十分壮美。

崖壁表面溪水漫 流，像一层薄薄的轻纱飘飘洒洒地铺展在崖
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盆里。

岩壁下端有一溶洞，高级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瀑似串
串珍珠悬垂，洞内景物隐约可见。

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路，还没有人去探
测此洞到底有多深。

据地质学者考证，该洞是古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

因其古老、神秘，于是当地藏民传说它是古时候仙人们净身
的地方，因取名“洗身洞”。

传说，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体进洞净身，就像
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

这“至圣至洁”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足在洞内
让自然流淌下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



的疾病，获得圣洁的身躯。

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藏民中又传说不育妇女进洞
洗身后可喜得贵子。

此传说颇富吸引力，因而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
国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进洞去试，因
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不起此“考
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致疾病缠身。

翻越钙化崖壁，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游人面前的是偌大一
片坡状钙化景观。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金沙铺地”的钙化流。

它长约1500米，宽100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认定：这是目前世
界上发现的同类形态景观中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处。

坡面的岩溶层凹凸不平，色调以金黄色为主，间或有乳白色、
灰色、暗绿色板块镶嵌其中。

坡面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清流。

由于 水流受坡面鳞状的钙化层而形成变幻莫测的银色涟漪，
好似金河泻玉。

零零散散生活在钙化坡地上的一簇簇水柳、灌木丛，以极其
顽强的生命力与强风、劲流抗争，诉说着景观的古老历史。

爬上金沙铺地顶端，俯视整个钙化坡面，竟是两侧低、中间
一溜脊梁且表面呈鳞状，宛如一条黄色的蛟龙俯卧在坡面。

到此，诸位一定已经想到，关于“黄龙”的传说故事，不正



是源于这条坡状钙化流吗!

位于金沙铺地下半段左侧的盆景池，是一组由近100个彩池组
成的彩池部落。

彩池随地势的起伏层层叠置，形态多变。

但它们又是堤坎相连、碧水同源;池中有池，池外套池，宛如
一串串割不断。

理还乱的多胞治。

池畔翠柏挺拨，老干悬抓;池中灌木杂陈，花草伴生，又像一
个个水中盆景。

综景盆池群落，树水相映、碧水涟涟，确有诗一般的意境。

位于金沙铺地上半段左侧的一组池群，有大小彩池80余个，
被名为“明镜倒映池”。

因为池群紧靠沟边林区，由于水平如镜，远山近树，艳阳明
月等世间景物，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倒映池中，任凭游
客赏玩。

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环境，游人除在池边尽情欣赏倒影美景外，
还常常以水为镜，对镜梳理打扮一番，或用照相机镜头把水
中景物和自己的尊容拍摄下来，对影成双，别有一番情趣。

离开明镜倒映池继续上行，过“迎仙桥”可见左侧又有一组
彩色池群掩映在一片茂密的娑罗树丛中，因此命名“娑罗映
彩池”。

这里所产的娑罗就是杜鹃。

彩池边的杜鹃品种据统计有20余种之多。



由于杜鹃品种不同，花期也尽相同，花形花色各异。

所以彩池边的杜鹃花从春天开到夏天，绵延不断，有的艳如
桃红，有的素如白绢，妖柔艳美，尽映池中。

秋天，经霜的红叶好似满天红霞倒映池中;冬天水竭，如玉的
冰花与银装素裹的彩池融为一休，宁静而淡雅。

继续上行，请看，游览道右而又有一大片彩池群，不仅数量
众多，且色彩缤纷各逞艳丽，被命名为“争艳池”。

池群计有大大小小的彩池500多个，可说是黄龙沟规模最大的
一级彩池群，也是黄龙钙化池景观中色彩最丰富的池群之一。

为什么叫“争艳池”呢?说的是群池中无论从形态大小、颜色、
质地等不同角度去观赏，每个池子都有各自的奇特和艳丽之
处，真有争奇斗艳的感觉。

从池子的大小看，有大至数亩者，波光潋滟;有小如盆、碟者，
玲珑精巧。

从形态看，有的状若荷花，有的形似柳叶，千有效期万别，
无一雷同。

从颜色看，有的水色淡绿，有的水色乳白，或显出孔雀蓝、
翡翠绿、鹅黄、淡金等斑斓色彩，晶莹剔透，艳丽动人。

从质地看，有的池堤状如金盔，有的池埂亮如银鳞，流光溢
彩，美不胜收。

彩池中的水底世界更为丰富多彩，任游人去心驰神往地尽情
欣赏这大自然造就的奇妙世界。

在争艳彩池对面的树丛中还有“琪树流芳池”和“龙背镏金
瀑”等景观，因处于沟边偏僻处，离游览道远一些，所以游



客很光光顾。

从争艳池上行到黄龙中寺的一段是林莽灌丛，没有彩池景观。

游览道上仅有宿云桥和接仙桥在迎送过往客人。

黄龙中寺距沟口约3.5公里，距后寺约有1公里。

这黄龙中寺原有弥勒、灵官、天王、大佛、观音等5座殿宇，
均为单檐歇式造型，现仅存观音殿旧址1座，供上下游客休息
之用。

离开黄龙中寺向黄龙后寺进发，可见路旁有两个较小的小池，
一名“簸箕海”，与民间用的簸箕大小差多;一名“马蹄海”，
比真马蹄要大好多倍。

这两个黄龙沟内惟一的“海”的池子，其实应列入沟内最小
的池子之列。

它凭什么却得“海”了头衔?大家认真的端详一番便会发现个
中秘密。

原来，这两个池子虽然面积不大，却深不可测。

按照民间的传说，水深的地方一定是与龙宫相通，或许是哪
王开的一道门亦未可知，当然就应该叫“海”了。

簸箕海的西边林莽之中还有一群水池，取名叫“映月彩池”，
因位于沟侧林阴中，水面平静，月影倒映，更显清丽明亮。

但白天无月影可赏，所以游客多半是直上黄龙后寺游览“石
塔镇海”池和“转花漱玉”池等景点。

来到黄龙后寺，眼一片开阔地，这儿应该算是黄龙沟最大一
块平坦地界了。



眼前的黄龙寺看上去已显得十分简陋，只寺门上方那条彩色
巨龙十分醒目。

门楣上一块古匾倒引的游人左看右看，不肯离去，似乎杨从
中寻找些什么东西。

待近前一看才知道，原来这匾额经过了一番奇特的艺术加工：
你从正面看是“黄龙古寺”四个大字;从左面看则变成了“飞
阁流丹”四字;从右面看，又变成了“山空水碧”四字，且书
法雄浑俊美，题词寓意深刻。

寺前左侧一片杜鹃花丛中一地洞口，外貌不扬，深入洞内，
方知里面别有天地。

它便是有名的黄龙洞，又名佛爷洞。

黄龙洞的大小深浅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游人足迹所至约有100
米左右，洞内有潺潺清泉，百态钟乳。

进洞10米后，空间逐渐增大，并一间宽50余米、高20余米的
大厅。

厅内套有无数小洞。

沿大厅右侧天我石级而上，可见3尊高1.2米的坐佛;另人宝莲
灯一盏，以及势欲腾空而起的数条白龙。

据考证，佛像建于明代，由于数百看碳酸泉水的浸淋，塑像
表面已蒙上一层淡黄色钙化晶体，不知情者，还会误认为是
大自然的杰作。

不过，像这种天人合作的艺术珍品，在世界上也确实少见。

溶洞顶部还有石幔、石瀑、石吊灯等玲珑精致的石钟乳，也
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每年深秋至次年初春，洞内泉水分别变成了冰笋、冰林、冰
幔、冰瀑等自然奇观，又成洞内冬景一绝。

黄龙寺后一大片灌木丛上方，还有一组艳丽奇绝的彩池群，
计有大小彩池40余个，也是黄龙沟海拔最高的一组彩池，名为
“石塔镇海”池，池群后人们称之为边石坝的台地上，池坝
形态各异：有弧形、有扇形，还有裙边形等，参差错落，层
叠而上。

似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

池水的色调亦随水底沉积物和池坝颜色有深浅而变得多姿多
彩。

当阳光高照或白雪掩映的时候，池水会变得更加艳丽动人，
勾起游人无限情思。

最叫人称绝的是在两个较大型的彩池中间，分别有两尊石塔
和石层露出水面，下半截已被钙化沉淀物淹没。

据考证，石塔和石屋都是黄龙寺遗物，说明这组彩池形成的
年代并不长，但眼前场景却给人一种神秘、久远的印象和云
雾仙宫的感觉。

可能是因此，人们称黄龙彩池为“人间瑶池”，像天上的王
母娘娘居住的地方。

正是：瑶池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处寻?可偏偏在黄龙这人
迹罕至的地方找到了。

这便是黄龙景观的圣洁迷人之处。

在石镇海池上部约100米处还有一奇特的彩池。

池面约有2平方米左右，绿树掩映，碧水涟涟。



池水自行旋流，水面泛起圈圈涟漪。

如向池中投以鲜花、树叶，甚至硬币，你们会随着碧水旋转
不停，慢慢沉入池底。

这旋转的水流是怎么形成的?大家仔细观察就知：池底有一股
泉水涌出，泉水冲出地面的方向正好与池壁成一定角度，泉
水随池壁旋转，带动池子里的水跟着旋转，因引出现前述奇
观，“转花漱玉池”的名称亦因此而来。

黄龙沟景区的程就此结束。

各位如兴致尚浓，可登上后面的玉翠峰顶鸟瞰黄龙全景，
将“玉嶂参天一径苍松迎白雪;金沙铺地千层碧水走黄龙”的
奇特美景尽收眼底。

黄龙后寺左侧高坡上建有一观景台，登台暸望，黄龙后寺及
石塔镇海全景一览无遗，是拍照留影的理想选择。

下山时我们可从黄友沟左侧森林中开出的游览便道和栈桥下
沟去，不仅可以换一个角度欣赏黄龙彩池美景，更可尽情地
吮吸森林中富贪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

它会给您疲惫的身躯注入新的活力，让您带着兴奋与满足离
开这难以忘怀的“人间瑶池”。

黄龙溪古镇位于双流县西南，距离成都市区约40公里，至今
已有1700多年历史。

镇上有明清时代的青石板古街，与古牌坊、古寺庙、古建筑
民居等浑然一体。

镇上传统民俗“烧火龙”活动，场面恢宏，被称为“中国火
龙之乡”。



古镇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有“水乡”的风味。

一条溪水穿城而过，两岸是青石铺就的路面。

路两边多为明清建筑，傍水而筑，木柱青瓦的楼阁房舍，镂
刻精美的栏杆，宁静古朴。

如今古镇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电影《芙蓉镇》、电视剧
《海灯法师》等近多部影视片在这里取过景。

正街上有三座古寺，分别是镇江寺、潮音寺和古龙寺。

古龙寺内有上千年的黄桷树、清代的戏台。

此外还有一个奇异的“三县衙门”，因历史上的黄龙溪镇地
处三县的交界处，号称“一脚踏三县”，所以三县在这里设
立了这个机构。

黄龙溪古镇的小吃也是鼎鼎有名，一根面、焦皮肘子、珍珠
豆花、红烧黄辣丁等都值得品尝，在古镇内的大部分餐馆都
能吃到。

黄龙溪民俗风情浓郁，以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的“烧火龙”
为最。

“火龙”栩栩如生，而家家户户则准备好烟花爆竹，待龙灯
临门时，烟花齐射向龙身，表演结束后，众人将龙身烧毁，
残灰撒入江河，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

游玩黄龙溪古镇，可以成都当日往返，也可以在镇上住宿一
晚。

古镇入口处的新镇有很多住宿点;古镇中心有家“大院坝”，
是一座真正的川西大院，也提供住宿。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篇三

黄龙，位于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山下，是国务院公布
的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同九寨沟景区一道被
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沟长约7公里，景区
段4.7公里，宽约1-2公里。景区海拔3145米-3575米之间，纵
坡平均降为8.7%。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流出
的一股泉水有直接关系。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流而
下，没有固定的河床。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钙物
质逐渐沉淀，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观。
上段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层层
叠叠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黄龙沟的中
段是一条约1.5公里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称为“金沙
铺地”。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异的钙化
彩池为主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的艳丽奇
巧，只好尊奉它人“人间瑶池”。

黄龙，过云人都称之为黄龙寺，因为明朝时驻松潘兵马使朝
觐在沟内修建有改善龙前寺、中寺、后寺3座寺庙。现前寺已
荡然无存，中寺仅剩凤音殿，后寺也只有1座院落。“黄龙”
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水时，有
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了黄龙沟
内。《松潘县志》记为：“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禹治
水，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色山
水于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另一说是古进修有位黄龙
真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建
黄龙寺。《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兵
马使马朝觐所建，亦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名。
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

两条记载都源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窟谁真谁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
龙”一名肯定与沟内景物有关。所以本导游还是称之为“黄
龙”风景名胜区。下面我们开始黄龙游览。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过涪源桥，沿
着林间小道进入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水池，被命
为“迎宾池”。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
人迎进景区，又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池子周围古树参天，
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玲珑剔透。池中清
水，湛蓝透绿。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
蓝各种色调。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
动人，这便是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了。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疲乏上，但见左前方
一铺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
飞泻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宕，形成数十道梯级
瀑布。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
落。水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为基调的钙化结晶面，
使瀑布更显得富丽堂皇。如遇朝阳中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
还会变幻出不同的色彩，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因此
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瀑布顶
端的彩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景观。
飞瀑是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宁静，恬静。它
们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而完美
的风景线。

缓缓地走过“飞瀑流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
不知不觉到了黄龙沟第二级台阶前。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
堵宽约40余米、高约10米的乳黄色崖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
化层似围幔、似悬瀑，十分壮美。崖壁表面溪水漫流，像一
层薄薄的轻纱飘飘洒洒地铺展在崖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
盆里。岩壁下端有一溶洞，高级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
瀑似串串珍珠悬垂，洞内景物隐约可见。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
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路，还没有人去探测此洞到底有多深。
据地质学者考证，该洞是古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因其古老、
神秘，于是当地藏民传说它是古时候仙人们净身的地方，因
取名“洗身洞”。传说，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



体进洞净身，就像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
这“至圣至洁”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足在洞内
让自然流淌下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
的疾病，获得圣洁的身躯。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
藏民中又传说不育妇女进洞洗身后可喜得贵子。此传说颇富
吸引力，因而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国人，甚至
还有外国人。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
进洞去试，因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
不起此“考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
致疾病缠身。

翻越钙化崖壁，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游人面前的是偌大一
片坡状钙化景观。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金沙铺地”的钙化流。
它长约1500米，宽100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认定：这是目前世
界上发现的同类形态景观中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处。
坡面的岩溶层凹凸不平，色调以金黄色为主，间或有乳白色、
灰色、暗绿色板块镶嵌其中。坡面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清流。
由于水流受坡面鳞状的钙化层而形成变幻莫测的银色涟漪，
好似金河泻玉。零零散散生活在钙化坡地上的一簇簇水柳、
灌木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强风、劲流抗争，诉说着景
观的古老历史。爬上金沙铺地顶端，俯视整个钙化坡面，竟
是两侧低、中间一溜脊梁且表面呈鳞状，宛如一条黄色的蛟
龙俯卧在坡面。到此，诸位一定已经想到，关于“黄龙”的
传说故事，不正是源于这条坡状钙化流吗!

位于金沙铺地下半段左侧的盆景池，是一组由近100个彩池组
成的彩池部落。彩池随地势的起伏层层叠置，形态多变。但
它们又是堤坎相连、碧水同源;池中有池，池外套池，宛如一
串串割不断。理还乱的多胞治。池畔翠柏挺拨，老干悬抓;池
中灌木杂陈，花草伴生，又像一个个水中盆景。综景盆池群
落，树水相映、碧水涟涟，确有诗一般的意境。

位于金沙铺地上半段左侧的一组池群，有大小彩池80余个，
被名为“明镜倒映池”。因为池群紧靠沟边林区，由于水平



如镜，远山近树，艳阳明月等世间景物，皆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倒映池中，任凭游客赏玩。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环境，
游人除在池边尽情欣赏倒影美景外，还常常以水为镜，对镜
梳理打扮一番，或用照相机镜头把水中景物和自己的尊容拍
摄下来，对影成双，别有一番情趣。

离开明镜倒映池继续上行，过“迎仙桥”可见左侧又有一组
彩色池群掩映在一片茂密的娑罗树丛中，因此命名“娑罗映
彩池”。这里所产的娑罗就是杜鹃。彩池边的杜鹃品种据统
计有20余种之多。由于杜鹃品种不同，花期也尽相同，花形
花色各异。所以彩池边的杜鹃花从春天开到夏天，绵延不断，
有的艳如桃红，有的素如白绢，妖柔艳美，尽映池中。秋天，
经霜的红叶好似满天红霞倒映池中;冬天水竭，如玉的冰花与
银装素裹的彩池融为一休，宁静而淡雅。

继续上行，请看，游览道右而又有一大片彩池群，不仅数量
众多，且色彩缤纷各逞艳丽，被命名为“争艳池”。池群计
有大大小小的彩池500多个，可说是黄龙沟规模最大的一级彩
池群，也是黄龙钙化池景观中色彩最丰富的池群之一。为什
么叫“争艳池”呢?说的是群池中无论从形态大小、颜色、质
地等不同角度去观赏，每个池子都有各自的奇特和艳丽之处，
真有争奇斗艳的感觉。从池子的大小看，有大至数亩者，波
光潋滟;有小如盆、碟者，玲珑精巧。从形态看，有的状若荷
花，有的形似柳叶，千有效期万别，无一雷同。从颜色看，
有的水色淡绿，有的水色乳白，或显出孔雀蓝、翡翠绿、鹅
黄、淡金等斑斓色彩，晶莹剔透，艳丽动人。从质地看，有
的池堤状如金盔，有的池埂亮如银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彩池中的水底世界更为丰富多彩，任游人去心驰神往地尽情
欣赏这大自然造就的奇妙世界。

在争艳彩池对面的树丛中还有“琪树流芳池”和“龙背镏金
瀑”等景观，因处于沟边偏僻处，离游览道远一些，所以游
客很光光顾。从争艳池上行到黄龙中寺的一段是林莽灌丛，
没有彩池景观。游览道上仅有宿云桥和接仙桥在迎送过往客



人。黄龙中寺距沟口约3.5公里，距后寺约有1公里。这黄龙
中寺原有弥勒、灵官、天王、大佛、观音等5座殿宇，均为单
檐歇式造型，现仅存观音殿旧址1座，供上下游客休息之用。

离开黄龙中寺向黄龙后寺进发，可见路旁有两个较小的小池，
一名“簸箕海”，与民间用的簸箕大小差多;一名“马蹄海”，
比真马蹄要大好多倍。这两个黄龙沟内惟一的“海”的池子，
其实应列入沟内最小的池子之列。它凭什么却得“海”了头
衔?大家认真的端详一番便会发现个中秘密。原来，这两个池
子虽然面积不大，却深不可测。按照民间的传说，水深的地
方一定是与龙宫相通，或许是哪王开的一道门亦未可知，当
然就应该叫“海”了。

簸箕海的西边林莽之中还有一群水池，取名叫“映月彩池”，
因位于沟侧林阴中，水面平静，月影倒映，更显清丽明亮。
但白天无月影可赏，所以游客多半是直上黄龙后寺游览“石
塔镇海”池和“转花漱玉”池等景点。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篇四

黄龙以彩池、雪山、峡谷、森林“四绝”著称于世，再加上
滩流、古寺、民俗称为“七绝”。景区由黄龙沟、丹云峡、
牟尼沟、雪宝鼎、雪山梁、红星岩，西沟等景区组成。主要
景观集中于长约3.6公里的黄龙沟，沟内遍布碳酸钙华沉积。
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精选5篇四川黄龙导游词范文，欢迎借
鉴参考。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到中国黄龙风景名胜区旅游。希
望我的讲解能使您满意，如果您有什么要求，请随时向我反
映。我将尽力为您服务，尽力满足您的要求。

黄龙风景区由黄龙景区、丹云峡景区、雪山梁景区、雪宝顶
景区、牟尼沟景区等五大景区组成，总面积达700平方公里。



人们称黄龙为"人间瑶池"。1993年黄龙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我们今天只能游黄龙景区中的主景区——黄龙。黄龙是因流
水中岩溶沉淀的堆积，形成相连成串的8个主要群体，共
计3400余个高山彩池，加上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的钙华流滩"
金沙铺地"，5 个岩溶瀑布，4个钟乳石溶洞，造就出举世无
双的露天喀斯特奇观。什么叫喀斯特?一会儿到了迎宾池我们
再说。

本次游程是不很轻松的。理论上我们将从海拔3199米爬到海
拔3853米，垂直高差达659米。虽说实际上只到3569米，也直
上了370米。因此大家在游览中一定要"平心静气"，缓步而行，
普通话说的"悠着点"。我相信沿途的妙景，会让你忘掉上山
的艰辛。我们四川人形容上山下山有两句押韵的话，上旬是
"上山脚杆软"，下旬呢?等下再说给大家听。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黄龙的第一个彩池——迎宾彩池。这个彩
池的水一般要在农历6月15前后才有。大家看彩池的池埂，这
就是喀斯特。大家知道这个水，如果一加热(比如茶壶)，或
者是热水在温水瓶里，常常会形成一层水垢，其实这水垢就
是碳酸钙沉积。因为一般水中，特别是硬水中，都富含钙镁
离子，当有了一定温度，钙镁离子就从水中析出附着在壶壁
或瓶胆壁上。九寨沟的翠海有些也是这个原理形成的。那么
什么叫喀斯特呢?在我国就叫岩溶，或称为钙华堆积。喀斯特
是斯洛文尼巡和国境内伊斯的利亚半岛北部一个山地的地名。
19世纪末，南斯拉夫地理学家司威治首先将那里的地貌命名
为喀斯特。喀斯特成为国际上对岩溶地貌的通称。19历年，
我铭家的一次岩溶学术会议决定，在我国将"喀斯特"一词改
为岩溶。岩溶地貌在贵州、云南的地下很多，那是溶洞为主
的地下景观，桂林山水也是岩溶地貌。但黄龙这样大型的、
美丽非凡的露天岩溶地貌景观，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大家看，这是飞瀑流辉，从这里到后寺也就是景观的尾声部
分，共有3.5公里的路程，屈原说"路迢迢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如果不走到底的话你会终身遗憾。旅游的求索是



精神需求的满足和知识的积累，到了后寺你会获得很多意想
不到的收获。我们留下几个题目给大家:一是黄龙形成的时间。
你可以从一把新茶壶到积上半厘米水垢的时间去推算。二是
黄龙彩池形成的原因。第三是黄龙后寺负离子的浓度多少。

我们现在的高度是3233米，脚下是钙华沉积，当夕阳斜照时，
可以看见金黄的钙华在水的映照下闪光。

大家看那一道钙华堤埂，中间那个溶洞叫洗身洞，民间传说
洞中沐浴，就可以怀上孩子，过去还真有不少人想怀孕就钻
进去蹲一会儿，洗了身子，把内衣换下挂在洞外树上。有效
没有效，只有天知道了。

先生们，女士们，您现在直面的正是壮丽的金沙铺地。这是
一个大规模的钙华流，它长750米，最宽处122米，最窄处40
米，面积8万平方米，相对高差116米，海拔为3281米至3397
米。大家仔细看，水在斜坡上跳跃的时候又生下钙华沉积，
片状的钙华层层搭叠，好象龙的鳞甲，所以有人把这称为黄
龙的背，到了冬天，片状钙华结为冰，冰上覆盖着雪，那
真?"战罢玉龙千百万"。明代有一位不见经传的诗人偶然来到
这里，写了一首诗:"碧野两岸是绿洲，垂地金沙莽莽流。珍
珠浪落玉倒碎，雪岭深处是源头。"

清代有一位学者曾写了一幅对联，上联"玉嶂参天一径苍松迎
白雪"，下联的开头四个字就是这个滩的名字:"金沙铺地"，
怎么样，谁来说出后几个字?对"千层碧水走黄龙"。

大家稍稍休息一下，"劳其筋骨者"感受最多。虽然是路漫漫，
但漫漫路上有景观。

您现在站在了500彩池的边上，请大家爱护景观，因为钙华是
十分酥脆的，轻轻一摁可能就会破坏它自然的美。这里最大
的彩池可以用亩来计算，最小的呢?有句话说"小可藏袖"，就
是说小巧的可以装在袖子里，当然请您别把彩池装在衣袖里。



您看，彩池的形状有的与地势有关，有的与枯枝败叶有关，
还有的和动物踏踩有关。至于色彩就更丰富了，这池是蓝色，
那池是黛绿，这池蔚蓝，那池紫红，真是五光十色、绚丽出
奇。古人有诗赞叹这里，说"溢出红蓝青橙紫，彩池彩波同争
艳 "。这片池群也得名于此诗，叫争艳池。而每一个彩池也
应有名字，您也可以给它们取些名字:荷花池，龙嘴含珠
池……。

看到这里，人们总是想起一句形容美的音乐时说的:"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如此美好的景色匀灰彩此景只应
天堂有，人间那得几回看"。所以人们称黄龙景观为人间瑶池。
带相机的朋友可不要吝啬胶卷。

怎么样，再前行吧，大家齐努力，"无限风光在险峰"。请看
栈道两边的杜鹃林，当地人叫"姿萝"。"婆萝"是杜鹃的别名。
您别小看这一大片杜鹃林，它有16个品种，有凝毛杜鹃，樱
草杜鹃、红背杜鹃、皱皮杜鹃等等。品种不同，花期也不同，
从春到夏，陆续绽放，杜鹃花与彩池相映，更增添娇柔美艳。
因而这个景点叫做 "姿萝映彩"。现在已到"中寺"，是登山的
中途休息站，请大家稍事休息。

我们现在走上了后寺。这里是黄龙洞，这个洞也叫佛爷洞，
三佛洞，寻真洞。请大家慢慢下到洞里，有带手电筒的吗?请
走前面。这个洞也就是一般的溶洞。溶洞里面形成的主要有
石笋、石钟乳，也是由于水的作用形成各式的钙华沉积，但
与露天岩溶的差别很大。看见这三尊被碳酸钙沉淀物覆盖的
雕塑吗?这就是三佛像，中间的那一尊就是黄龙。古人有诗
说:"石床与古佛，构造知何年?天浆滴出石钟乳，洞底应有龙
潜渊"。这洞里的水最后在百里之外的松潘县岷江乡观音岩鱼
洞口流出，而且还产一种头上有红星的鱼，据说是当年专供
黄龙食用的。

现在我们返回地面。"洞中方一日，地上已千年"，再不出去
您可能不认得一切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后寺。看门上的匾额:正看是什么:"黄龙古
寺"，右看:"飞阁流丹"，左看:"山空水碧"。其实这一匾额启
示我们一个道理:无论什么景观，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都有不
同的色彩和形状，都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凡事都要多方面
了解，不能大而化之。否则，就象一首打油诗所说的:远看大
石头，近看石头大，石头果然大，果然大石头。除了石头，
什么也没看出来。

现在出寺到寺后去看五彩池群。"飞来玉璋叠茏葱，雪岭晶寒
峙碧空。谷口云霞香绚烂，溢水彩池信玲珑。天开图画芳池
里，水漾琉璃夕照红。层层仙池参芳艳，镇海玉池精华中。"
写这首诗的人早已魂归天外，也没留下名字，但是他却眼光
独到地描绘出五彩池的绝妙景观。

这里海拔3522至3569米，形成有400多个彩池，面积达 1056
平方米。请大家一直保持深呼吸。

看见池中的百塔和石碑了么?相传唐代开国元勋程咬金的孙儿
夫妇，也就是程世昌夫妇，在这里修炼，羽化后葬在池边，
日积月累，钙华沉积掩盖了碑和塔。唐朝至今有千多年，那
么千年的钙华这么高，黄龙的岁数有多大?清末有个叫祈鼎求
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前几句说:"君不见，程生访道居此间，
洞中七日证仙缘，渴饮玉泉食石髓，夫妻羽化上池?"好了。
如果有力气的朋友愿意，可以跟我去"喊泉"看看，不愿走的
可以在这里照像休息，等会儿回来的人给你们谈谈观感。

这是"喊泉"。大家轻点。一齐来大喊一声"达美溪修"。看，
泉水出来了。"达美溪修"是赐圣水的意思。其实这是声场不
同引起的现象。距地表一定的高处的水同一定的地面空气压
强处于相持平衡状态时，水不流动，当喊叫声使空气震动，
压强超过一定限度时，地下水就被压迫而出。

传说，黄龙真人在这里修炼时，附近三寨十八堡山民生了一
种怪疮，夏天一到更是蛆涌脓流，痛不欲生。黄龙就叫义女



达美去拯救山民。达美目睹惨景，忍不住热泪奔涌，乡民们
就捧泪点疮，全都好了。后来达美就摘了一只眼放在这里让
人们喊她的名字来祈水。少了一只眼的达美也就化为玉翠山。
大家看，那就是黄龙睡美人，达美变的。

现在我们又回到后寺，让我们来想想上山前的几个问题。请
大家深呼吸。为什么?大家知道当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达到
11104个/立方厘米时，人们的学习、工作效率可以成倍提高，
免疫力得以增强，这里的负离子浓度为18400个/立方厘米，
比大连海滨还高三倍。所以我刚才叫大家深呼吸。

现在我们来谈谈黄龙形成的时间。

相传玉皇大帝的七仙女下凡不归，玉帝大怒，派天兵天将捉
拿，七仙女就骑马往这沟里跑，天兵天马乱踏在沟里就铸成
了彩池。

还有一个传说是黄龙真人的弟子磨豆腐，因贪玩忘鉴中煮沸
了的豆浆，豆浆溢出来顺沟而下，变成彩池和金沙滩。

传说毕竟是传说，那么黄龙究竟形成于何时呢?大家猜猜， 1
万年，不对，10万年，太多。我们现在站的脚下是一条完整
的第四纪古冰川底碛。大约距今3万年前，当冰川退缩后，地
下泉水开始重新塑造这一古冰川遗迹 ——底碛，让它披上五
彩缤纷的外衣，科学上称为"冰川型钙华"。具体说来是这样
一个演变过程，冰川退缩后，森林茂密地生长起来，那时松、
柳丛生，根系交错。这时上游，也就是我们站的这地方往上
一带浅层中富含重碳酸钙的潜水出露地层后，呈片状流撒向
整个沟床，在那些杉树、柳树和其它树中穿行。因为气温、
水温、潜水承压力等多种因素条件的骤然变化，水中富含的
碳酸盐纷纷析出着于这些冰川底碛横七竖八的断枝残根上，
慢慢就形成一个个彩池。由于地貌的凸凹不平，加之树根的
盘曲，枯枝、败叶、石块、局部阻塞和受热不均，使水的蒸
发量速度不一，造成钙华堆砌上差异很大，塑造出千姿百态



的彩池和滩流。

那么谁知道彩池为什么色凋不一呢?殊线吗还是矿物质? 都有
原因。科学考证，首先是硬水型钙华池透明度高的基础，再
加上大气辐射损失小(空气洁净)，使池中水体颜色又有蓝色
的基调。在这个基调上，影响人们对湖泊色彩的感知，因此
有什么?大家仔细看，是不是有树叶的色彩——橙黄、红色、
橙红。水底有什么?附生藻类的淡黄、黄褐色、绿色，流水附
近岩石中所含钙、镁、硫、磷、钡、锶、铁、钛等多种矿物
质，而矿物质有其独特颜色，使池底呈现出颜色。我们读中
学时老师说水是什么?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所以水的颜
色都是外界因素造成的。而且黄龙彩池的水很少超过两米深，
如果池底的钙华在沉积中混入了粘土、有机质及金属离子，
就便钙华的色彩向棕黄、黄色或者灰黑色变化。底色一固定
又加上钙离子富于吸收蓝、绿光，当然水的颜色就更丰富了。
所以有诗人写诗说:"山溪澎湃欲渲天，流入池中色色鲜。漾
出丹青谁点缀，滴来苍翠更芳妍。"

好了，游程将尽，让我们一齐高歌下山。还记得上山时我说
的一句四川话吗?"上山脚杆软。"现在你可体会到下山的滋味
了:"下山打闪闪"。就是这脚好象支不起力似的。可你一想到
您又游览了一处世界自然遗产，你就会非常非常高兴的。

在游程结束的时候，请大家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不久的将
来黄龙可能会架设索道，到那时欢迎您再来与黄龙相会，因
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各位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黄龙风景区，黄龙位于
松潘县境内，在岷山主峰雪宝顶山麓。主景区为黄龙沟，长
约7千米，景区段4.7千米，宽约1~2千米。景区海
拔3145~13575米之间。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
流出的一股泉水有直接关系。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
流而下，没有固定的河床。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
钙物质逐渐沉淀，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



观。上段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
层层叠叠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黄龙沟
的中段是一条约1.5千米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称
为“金沙铺地”。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
异的钙化彩池为主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
的艳丽奇巧，只好尊奉它们为“人间瑶池”。

“黄龙”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
水时，有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
了黄龙沟内。《松潘县志》：“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
禹治水，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
色山水于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另一说逝时候有位黄
龙真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
建黄龙寺。《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
兵马使马朝觐所建，亦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
名。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两条记载都源
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究谁真谁假。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龙”一名肯定与
沟内景物有关。下面请随我进沟欣赏黄龙美景。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过涪源桥，沿
着林间小道进人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水池，被命
为“迎宾池”。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
人迎进景区，又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池子周围古树参天，
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玲珑剔透。池中清
水，湛蓝透绿。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
蓝各种色调。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
动人，这便是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道，但见左前方一铺
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飞泻
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岩，形成数十道梯级瀑布。
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落。水



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基调的钙化结晶面，使瀑布
更显得富丽堂皇。如遇朝阳和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还会变
幻出不同的色彩，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因此人们给
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瀑布顶端的彩
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景观。飞瀑是
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恬静祥和。它们在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的完美风景线。

我们现在来到的景点是洗身洞，让我们缓缓地走过“飞瀑流
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不知不觉到了黄龙
沟第二级台阶前。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堵宽约40余米、高
约10米的乳黄色崖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化层似围幔、如悬
瀑，十分壮美。崖壁表面溪水漫流，像一层薄薄的轻纱飘飘
洒洒地铺展在崖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盆里。岩壁下端有
一溶洞，高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瀑似串串珍珠悬垂，
洞内景物隐约可见。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
路，目前还没有人去探测此洞到底有多深。据地质学者考证，
该洞逝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因其古老、神秘，于是当地藏
民传说它逝时候仙人们净身的地方，因而取名“洗身洞”。
相传，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体进洞净身，就像
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这“至圣至洁”
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据说在洞内让自然流淌下
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的疾病，获得
圣洁的身躯。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藏民中又传说
不育妇女进洞洗身后可喜得贵子。此传说颇富吸引力，因而
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国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进洞去试，因
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不起此“考
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致疾病缠身。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九寨沟一黄龙风景区的游览就到此告一
段落了，四川还有非常多的美景等待大家去欣赏、去发现。
祝大家旅途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您光临规模宏大、结构奇特的黄龙
风景名胜区，黄龙导游词。我是这里的导游，将陪伴您度过
一个愉快、难忘的黄龙一日游。

在自然遗产——黄龙景区里，您会饱览到它独特的魅力和优
美的风景，小学生作文《黄龙导游词》。来到这儿，您会感
到好象与神仙一起到了神奇的瑶池和别具一格的树丛。好了，
让我们登上大巴车，欢度这五彩之旅吧!

现在，我们所在的山叫做藏龙山。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都
是大大小小的水池。一共有多少个呢?大家肯定会产生这样的
疑问。我告诉大家吧，彩池一共有3400多个。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左边，这就是有名的黄龙沟。它的色彩
为深浅不一的黄色，呈现中国传说中龙的形状，故此得名黄
龙沟。顺着黄龙沟，我们开始走向另一个自然奇观——五彩
瑶池。

来到五彩瑶池，看着五光十色的池水，您是否感到神清气爽
呢?

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瑶池中的水明明是清水，可在五彩瑶池
里就变成了三至四种颜色!这就是五彩瑶池的神奇所在。水底
高低不平，有的地儿像起伏的山丘，有的像凹进去的峡谷。
阳光照射在水面上，加上水底的凹凸不平，才形成这瑰丽无
比的五彩瑶池。

游完五彩瑶池，我们来到黄龙寺。大家注意，不是因为这个
景区叫黄龙，这座寺就叫黄龙寺。那为什么叫黄龙寺呢?相传
有一位黄龙真人在此游玩过，因此，明代1368年建起这座寺
院。

让我们再次登上大巴车，我希望您能在结束我们的游览之前
关注一下这里的树木，能发现品种非常多。看右边小溪旁还



长着那么多的芦苇，太不可思议了!大家都知道，高原上是没
有芦苇的，而这点，谁也解释不清楚。

终点站到了，我们结束了黄龙景区一日游!我相信这宝贵的世
界遗产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什么不足之处，请
您谅解，并指出。最后，我欢迎您下次光临，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纯爱旅行团，我姓卢，大家就叫我卢
导游吧!今天，就有我带大家去黄龙风景名胜区。

黄龙风景名胜区位于松潘县城东56公里，隔高耸的岷山雪峰
与九寨沟相邻。从山脚流出的一股富含碳酸钙质的泉水顺着
沟坡漫流而下，经长年龙沟下段因碳酸钙沉积物堵水而形成
层层叠叠的池子，称泉华台。乳黄色的长坡上，薜萝丛生，
花木况秀，碧水映绿，清泉滚泻。迂回周折、层层嵌砌的彩
池，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深浅不一，澄净无尘，随周围景色
变化和阳光反射色度不同，呈现出各种奇幻的色彩，区内有
迎宾池、飞瀑流泉、洗耳恭听身洞、金沙铺地等景点。 我们
再去看看黄山的怪石吧!大家请往我的右边看，你们猜这是什
么?对了，这就是著名的“松鼠跳天都”了。大家看，那就是
天都峰，那块怪石就像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准备往天都峰下跳
呢!

你们今天很幸运，能看到雨后处晴的“霞海”。你们看!奇松、
怪石、峰林漂浮在“霞海”中，若隐若现，犹如进入了梦幻
境地，飘飘欲仙。

现在，大家自由解散，

不过，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里的山路不是很平坦，大家要注意安全。2、黄山是我
国的自然文化遗产之一，请大家不要乱涂乱画，乱丢垃圾，
要保护环境，还有，请大家在下午3点到这里集合。最后，祝



大家旅途愉快!

黄龙，位于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山下，竖务院公布的
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同九寨沟景区一道被列
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沟长约7公里，景区段4.7
公里，宽约1-2公里。景区海拔3145米-3575米之间，纵坡平
均降为8.7%。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流出的一
股泉水有直接关系。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流而下，
没有固定的河床。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钙物质逐
渐沉淀，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观。上段
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层层叠叠
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黄龙沟的中段是
一条约1.5公里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称为“金沙铺
地”。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异的钙化彩
池为主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的艳丽奇巧，
只好尊奉它人“人间瑶池”。

黄龙，过云人都称之为黄龙寺，因为明朝时驻松潘兵马使朝
觐在沟内修建有改善龙前寺、中寺、后寺3座寺庙。现前寺已
荡然无存，中寺仅剩凤音殿，后寺也只有1座院落。“黄龙”
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水时，有
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了黄龙沟
内。《松潘县志》记为：“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禹治
水，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色山
水于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另一说逝进修有位黄龙真
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建黄
龙寺。《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兵马
使马朝觐所建，亦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名。
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

两条记载都源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窟谁真谁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
龙”一名肯定与沟内景物有关。所以本导游还是称之为“黄
龙”风景名胜区。下面我们开始黄龙游览。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过涪源桥，沿
着林间小道进入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水池，被命
为“迎宾池”。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
人迎进景区，又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池子周围古树参天，
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玲珑剔透。池中清
水，湛蓝透绿。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
蓝各种色调。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
动人，这便是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了。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疲乏上，但见左前方
一铺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
飞泻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宕，形成数十道梯级
瀑布。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
落。水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为基调的钙化结晶面，
使瀑布更显得富丽堂皇。如遇朝阳中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
还会变幻出不同的色彩，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因此
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瀑布顶
端的彩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景观。
飞瀑是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宁静，恬静。它
们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而完美
的风景线。

缓缓地走过“飞瀑流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
不知不觉到了黄龙沟第二级台阶前。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
堵宽约40余米、高约10米的乳黄色崖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
化层似围幔、似悬瀑，十分壮美。崖壁表面溪水漫流，像一
层薄薄的轻纱飘飘洒洒地铺展在崖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
盆里。岩壁下端有一溶洞，高级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
瀑似串串珍珠悬垂，洞内景物隐约可见。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
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路，还没有人去探测此洞到底有多深。
据地质学者考证，该洞逝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因其古老、
神秘，于是当地藏民传说它逝时候仙人们净身的地方，因取名
“洗身洞”。传说，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体进



洞净身，就像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
这“至圣至洁”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足在洞内
让自然流淌下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
的疾病，获得圣洁的身躯。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
藏民中又传说不育妇女进洞洗身后可喜得贵子。此传说颇富
吸引力，因而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国人，甚至
还有外国人。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
进洞去试，因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
不起此“考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
致疾病缠身。

翻越钙化崖壁，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游人面前的是偌大一
片坡状钙化景观。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金沙铺地”的钙化流。
它长约1500米，宽100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认定：这是目前世
界上发现的同类形态景观中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处。
坡面的岩溶层凹凸不平，色调以金黄色为主，间或有乳白色、
灰色、暗绿色板块镶嵌其中。坡面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清流。
由于水流受坡面鳞状的钙化层而形成变幻莫测的银色涟漪，
好似金河泻玉。零零散散生活在钙化坡地上的一簇簇水柳、
灌木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强风、劲流抗争，诉说着景
观的古老历史。爬上金沙铺地顶端，俯视整个钙化坡面，竟
是两侧低、中间一溜脊梁且表面呈鳞状，宛如一条黄色的蛟
龙俯卧在坡面。到此，诸位一定已经想到，关于“黄龙”的
传说故事，不正是源于这条坡状钙化流吗!

位于金沙铺地下半段左侧的盆景池，是一组由近100个彩池组
成的彩池部落。彩池随地势的起伏层层叠置，形态多变。但
它们又是堤坎相连、碧水同源;池中有池，池外套池，宛如一
串串割不断。理还乱的多胞治。池畔翠柏挺拨，老干悬抓;池
中灌木杂陈，花草伴生，又像一个个水中盆景。综景盆池群
落，树水相映、碧水涟涟，确有诗一般的意境。

位于金沙铺地上半段左侧的一组池群，有大小彩池80余个，
被名为“明镜倒映池”。因为池群紧靠沟边林区，由于水平



如镜，远山近树，艳阳明月等世间景物，皆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倒映池中，任凭游客赏玩。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环境，
游人除在池边尽情欣赏倒影美景外，还常常以水为镜，对镜
梳理打扮一番，或用照相机镜头把水中景物和自己的尊容拍
摄下来，对影成双，别有一番情趣。

离开明镜倒映池继续上行，过“迎仙桥”可见左侧又有一组
彩色池群掩映在一片茂密的娑罗树丛中，因此命名“娑罗映
彩池”。这里所产的娑罗就是杜鹃。彩池边的杜鹃品种据统
计有20余种之多。由于杜鹃品种不同，花期也尽相同，花形
花色各异。所以彩池边的杜鹃花从春天开到夏天，绵延不断，
有的艳如桃红，有的素如白绢，妖柔艳美，尽映池中。秋天，
经霜的红叶好似满天红霞倒映池中;冬天水竭，如玉的冰花与
银装素裹的彩池融为一休，宁静而淡雅。

继续上行，请看，游览道右而又有一大片彩池群，不仅数量
众多，且色彩缤纷各逞艳丽，被命名为“争艳池”。池群计
有大大小小的彩池500多个，可说是黄龙沟规模最大的一级彩
池群，也是黄龙钙化池景观中色彩最丰富的池群之一。为什
么叫“争艳池”呢?说的是群池中无论从形态大小、颜色、质
地等不同角度去观赏，每个池子都有各自的奇特和艳丽之处，
真有争奇斗艳的感觉。从池子的大小看，有大至数亩者，波
光潋滟;有小如盆、碟者，玲珑精巧。从形态看，有的状若荷
花，有的形似柳叶，千有效期万别，无一雷同。从颜色看，
有的水色淡绿，有的水色乳白，或显出孔雀蓝、翡翠绿、鹅
黄、淡金等斑斓色彩，晶莹剔透，艳丽动人。从质地看，有
的池堤状如金盔，有的池埂亮如银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彩池中的水底世界更为丰富多彩，任游人去心驰神往地尽情
欣赏这大自然造就的奇妙世界。

在争艳彩池对面的树丛中还有“琪树流芳池”和“龙背镏金
瀑”等景观，因处于沟边偏僻处，离游览道远一些，所以游
客很光光顾。从争艳池上行到黄龙中寺的一段是林莽灌丛，
没有彩池景观。游览道上仅有宿云桥和接仙桥在迎送过往客



人。黄龙中寺距沟口约3.5公里，距后寺约有1公里。这黄龙
中寺原有弥勒、灵官、天王、大佛、观音等5座殿宇，均为单
檐歇式造型，现仅存观音殿旧址1座，供上下游客休息之用。

离开黄龙中寺向黄龙后寺进发，可见路旁有两个较小的小池，
一名“簸箕海”，与民间用的簸箕大小差多;一名“马蹄海”，
比真马蹄要大好多倍。这两个黄龙沟内惟一的“海”的池子，
其实应列入沟内最小的池子之列。它凭什么却得“海”了头
衔?大家认真的端详一番便会发现个中秘密。原来，这两个池
子虽然面积不大，却深不可测。按照民间的传说，水深的地
方一定是与龙宫相通，或许是哪王开的一道门亦未可知，当
然就应该叫“海”了。

簸箕海的西边林莽之中还有一群水池，取名叫“映月彩池”，
因位于沟侧林阴中，水面平静，月影倒映，更显清丽明亮。
但白天无月影可赏，所以游客多半是直上黄龙后寺游览“石
塔镇海”池和“转花漱玉”池等景点。

游四川黄龙的感受篇五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黄龙。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黄龙。

黄龙，位于潘县境内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山下，是国务院公布
的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同九寨沟景区一道被
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黄龙沟长约7公里，景区
段4.7公里，宽约1-2公里。景区海拔3145米-3575米之间，纵
坡平均降为8.7%。黄龙景观的形成与从沟顶端分水岭处流出
的一股泉水有直接关系。泉水富含碳酸钙类，它顺坡漫流而
下，没有固定的河床。溪水在顺坡而下的过程中，碳酸钙物
质逐渐沉淀，形成了以乳白色和淡黄色为基调的钙化景观。
上段和下段因坡地较平缓，碳酸钙流泉遇阻沉积而形成层层



叠叠如玉石砌成的池子，地质学上称为泉化台。黄龙沟的中
段是一条约1.5公里长的坡状乳黄色钙化沉积带，称为“金沙
铺地”。黄龙景观以雪山和森林拱卫着无数形态各异的钙化
彩池为主要特色，人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些彩池的艳丽奇
巧，只好尊奉它人“人间瑶池”。

黄龙，过云人都称之为黄龙寺，因为明朝时驻松潘兵马使朝
觐在沟内修建有改善龙前寺、中寺、后寺3座寺庙。现前寺已
荡然无存，中寺仅剩凤音殿，后寺也只有1座院落。“黄龙”
一名则是根据两个古老的传说而来：一是说大禹治水时，有
一条黄龙负舟帮助大禹疏通岷江，到了松潘后留在了黄龙沟
内。《松潘县志》记为：“禹治水至茂州，黄龙负舟助禹治
水，自茂州而上，始有岷江……后黄龙修道而去，遗五色山
水于世，世人建寺，岁岁朝祀。”另一说是古进修有位黄龙
真人在此修道成仙而去。后人为纪念黄龙真人，在沟内修建
黄龙寺。《松潘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龙寺，明兵
马使马朝觐所建，亦雪山寺。相传黄龙真人修道于此，故名。
有前中后三寺，殿阁相望，各距五里”。

两条记载都源于传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去探窟谁真谁假。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是先有黄龙沟，后有黄龙寺，，“黄
龙”一名肯定与沟内景物有关。所以本导游还是称之为“黄
龙”风景名胜区。下面我们开始黄龙游览。

黄龙沟口经过的这一条小河就是涪江的源头。过涪源桥，沿
着林间小道进入沟口，迎接游人的第一组梯级水池，被命
为“迎宾池”。它由100多个以蓝色为基调的彩池组成，池子
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山间石径环绕着池子曲折盘旋，把游
人迎进景区，又把游人送往景区深处。池子周围古树参天，
群花争艳;池子的堤埂如玉石、玛瑙铸成，玲珑剔透。池中清
水，湛蓝透绿。阳光透过树隙照在湖面上，变幻着黄、绿、
蓝各种色调。微风吹过，池中泛起阵阵彩色涟漪，格外清艳
动人，这便是人们赞叹不已的“黄龙彩池”的第一处景观了。



告别迎宾池，踏上用木头搭成的人行栈疲乏上，但见左前方
一铺碧水从密林中冲出，又从高约10米，宽约60米的崖沿上
飞泻而下，在起伏不定的崖壁上几经跌宕，形成数十道梯级
瀑布。有的如帘瀑高挂，云蒸雾腾;有的似断线珍珠，串串滚
落。水瀑后面的崖壁，透视出了金黄色为基调的钙化结晶面，
使瀑布更显得富丽堂皇。如遇朝阳中落日余辉的点染，瀑布
还会变幻出不同的色彩，似道道彩霞铺呈在我们眼前。因此
人们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飞瀑流辉”。瀑布顶
端的彩池，既是瀑布的水源，又是与瀑布迥然不同的景观。
飞瀑是那样的辉煌、奔放，彩池则显得分外宁静，恬静。它
们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共同组成了一道动静和谐而完美
的风景线。

缓缓地走过“飞瀑流辉”斜坡，徜徉在五颜六色的彩池群畔，
不知不觉到了黄龙沟第二级台阶前。横亘在游人面前的是一
堵宽约40余米、高约10米的乳黄色崖壁，崖壁表面厚厚的钙
化层似围幔、似悬瀑，十分壮美。崖壁表面溪水漫 流，像一
层薄薄的轻纱飘飘洒洒地铺展在崖壁上，跌落在金黄色的池
盆里。岩壁下端有一溶洞，高级约1米，宽约1.5米，洞前帘
瀑似串串珍珠悬垂，洞内景物隐约可见。进洞1米处这密密麻
麻的钟乳石挡住了去路，还没有人去探测此洞到底有多深。
据地质学者考证，该洞是古代冰川的一个出水口。因其古老、
神秘，于是当地藏民传说它是古时候仙人们净身的地方，因
取名“洗身洞”。传说，凡人如想修行得道，必须先赤身裸
体进洞净身，就像汉族地区流行的斋戒前必须沐浴净身一样。
这“至圣至洁”的洗身洞，由钙化物质结晶而成，足在洞内
让自然流淌下来的泉水洗涤，可以洗刷掉过去的罪孽和全身
的疾病，获得圣洁的身躯。由于洗身洞富有神秘色彩，当地
藏民中又传说不育妇女进洞洗身后可喜得贵子。此传说颇富
吸引力，因而进去尝试者还大有人在，不仅有中国人，甚至
还有外国人。不过我奉劝各位，身体不壮实者千万不要轻易
进洞去试，因洞内虽然洁净，但潮湿、阴冷、寒气逼人，经
不起此“考验”者，不但达不到“净身”的目的，反而会遭
致疾病缠身。



翻越钙化崖壁，眼前豁然开朗，展现在游人面前的是偌大一
片坡状钙化景观。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金沙铺地”的钙化流。
它长约1500米，宽100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认定：这是目前世
界上发现的同类形态景观中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处。
坡面的岩溶层凹凸不平，色调以金黄色为主，间或有乳白色、
灰色、暗绿色板块镶嵌其中。坡面上荡漾着一层薄薄的清流。
由于 水流受坡面鳞状的钙化层而形成变幻莫测的银色涟漪，
好似金河泻玉。零零散散生活在钙化坡地上的一簇簇水柳、
灌木丛，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与强风、劲流抗争，诉说着景
观的古老历史。爬上金沙铺地顶端，俯视整个钙化坡面，竟
是两侧低、中间一溜脊梁且表面呈鳞状，宛如一条黄色的蛟
龙俯卧在坡面。到此，诸位一定已经想到，关于“黄龙”的
传说故事，不正是源于这条坡状钙化流吗!

位于金沙铺地下半段左侧的盆景池，是一组由近100个彩池组
成的彩池部落。彩池随地势的起伏层层叠置，形态多变。但
它们又是堤坎相连、碧水同源;池中有池，池外套池，宛如一
串串割不断。理还乱的多胞治。池畔翠柏挺拨，老干悬抓;池
中灌木杂陈，花草伴生，又像一个个水中盆景。综景盆池群
落，树水相映、碧水涟涟，确有诗一般的意境。

位于金沙铺地上半段左侧的一组池群，有大小彩池80余个，
被名为“明镜倒映池”。因为池群紧靠沟边林区，由于水平
如镜，远山近树，艳阳明月等世间景物，皆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倒映池中，任凭游客赏玩。因为有这样特殊的环境，
游人除在池边尽情欣赏倒影美景外，还常常以水为镜，对镜
梳理打扮一番，或用照相机镜头把水中景物和自己的尊容拍
摄下来，对影成双，别有一番情趣。

离开明镜倒映池继续上行，过“迎仙桥”可见左侧又有一组
彩色池群掩映在一片茂密的娑罗树丛中，因此命名“娑罗映
彩池”。这里所产的娑罗就是杜鹃。彩池边的杜鹃品种据统
计有20余种之多。由于杜鹃品种不同，花期也尽相同，花形
花色各异。所以彩池边的杜鹃花从春天开到夏天，绵延不断，



有的艳如桃红，有的素如白绢，妖柔艳美，尽映池中。秋天，
经霜的红叶好似满天红霞倒映池中;冬天水竭，如玉的冰花与
银装素裹的彩池融为一休，宁静而淡雅。

继续上行，请看，游览道右而又有一大片彩池群，不仅数量
众多，且色彩缤纷各逞艳丽，被命名为“争艳池”。池群计
有大大小小的彩池500多个，可说是黄龙沟规模最大的一级彩
池群，也是黄龙钙化池景观中色彩最丰富的池群之一。为什
么叫“争艳池”呢?说的是群池中无论从形态大小、颜色、质
地等不同角度去观赏，每个池子都有各自的奇特和艳丽之处，
真有争奇斗艳的感觉。从池子的大小看，有大至数亩者，波
光潋滟;有小如盆、碟者，玲珑精巧。从形态看，有的状若荷
花，有的形似柳叶，千有效期万别，无一雷同。从颜色看，
有的水色淡绿，有的水色乳白，或显出孔雀蓝、翡翠绿、鹅
黄、淡金等斑斓色彩，晶莹剔透，艳丽动人。从质地看，有
的池堤状如金盔，有的池埂亮如银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彩池中的水底世界更为丰富多彩，任游人去心驰神往地尽情
欣赏这大自然造就的奇妙世界。

在争艳彩池对面的树丛中还有“琪树流芳池”和“龙背镏金
瀑”等景观，因处于沟边偏僻处，离游览道远一些，所以游
客很光光顾。从争艳池上行到黄龙中寺的一段是林莽灌丛，
没有彩池景观。游览道上仅有宿云桥和接仙桥在迎送过往客
人。黄龙中寺距沟口约3.5公里，距后寺约有1公里。这黄龙
中寺原有弥勒、灵官、天王、大佛、观音等5座殿宇，均为单
檐歇式造型，现仅存观音殿旧址1座，供上下游客休息之用。

离开黄龙中寺向黄龙后寺进发，可见路旁有两个较小的小池，
一名“簸箕海”，与民间用的簸箕大小差多;一名“马蹄海”，
比真马蹄要大好多倍。这两个黄龙沟内惟一的“海”的池子，
其实应列入沟内最小的池子之列。它凭什么却得“海”了头
衔?大家认真的端详一番便会发现个中秘密。原来，这两个池
子虽然面积不大，却深不可测。按照民间的传说，水深的地
方一定是与龙宫相通，或许是哪王开的一道门亦未可知，当



然就应该叫“海”了。

簸箕海的西边林莽之中还有一群水池，取名叫“映月彩池”，
因位于沟侧林阴中，水面平静，月影倒映，更显清丽明亮。
但白天无月影可赏，所以游客多半是直上黄龙后寺游览“石
塔镇海”池和“转花漱玉”池等景点。

来到黄龙后寺，眼一片开阔地，这儿应该算是黄龙沟最大一
块平坦地界了。眼前的黄龙寺看上去已显得十分简陋，只寺
门上方那条彩色巨龙十分醒目。门楣上一块古匾倒引的游人
左看右看，不肯离去，似乎杨从中寻找些什么东西。待近前
一看才知道，原来这匾额经过了一番奇特的艺术加工：你从
正面看是“黄龙古寺”四个大字;从左面看则变成了“飞阁流
丹”四字;从右面看，又变成了“山空水碧”四字，且书法雄
浑俊美，题词寓意深刻。

寺前左侧一片杜鹃花丛中一地洞口，外貌不扬，深入洞内，
方知里面别有天地。它便是有名的黄龙洞，又名佛爷洞。黄
龙洞的大小深浅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游人足迹所至约有100米
左右，洞内有潺潺清泉，百态钟乳。进洞10米后，空间逐渐
增大，并一间宽50余米、高20余米的大厅。厅内套有无数小
洞。沿大厅右侧天我石级而上，可见3尊高1.2米的坐佛;另人
宝莲灯一盏，以及势欲腾空而起的数条白龙。据考证，佛像
建于明代，由于数百看碳酸泉水的浸淋，塑像表面已蒙上一
层淡黄色钙化晶体，不知情者，还会误认为是大自然的杰作。
不过，像这种天人合作的艺术珍品，在世界上也确实少见。
溶洞顶部还有石幔、石瀑、石吊灯等玲珑精致的石钟乳，也
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每年深秋至次年初春，洞内泉水分别变
成了冰笋、冰林、冰幔、冰瀑等自然奇观，又成洞内冬景一
绝。

黄龙寺后一大片灌木丛上方，还有一组艳丽奇绝的彩池群，
计有大小彩池40余个，也是黄龙沟海拔最高的一组彩池，名为
“石塔镇海”池，池群后人们称之为边石坝的台地上，池坝



形态各异：有弧形、有扇形，还有裙边形等，参差错落，层
叠而上。似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言的诗。池水的色调亦随
水底沉积物和池坝颜色有深浅而变得多姿多彩。当阳光高照
或白雪掩映的时候，池水会变得更加艳丽动人，勾起游人无
限情思。最叫人称绝的是在两个较大型的彩池中间，分别有
两尊石塔和石层露出水面，下半截已被钙化沉淀物淹没。据
考证，石塔和石屋都是黄龙寺遗物，说明这组彩池形成的年
代并不长，但眼前场景却给人一种神秘、久远的印象和云雾
仙宫的感觉。可能是因此，人们称黄龙彩池为“人间瑶池”，
像天上的王母娘娘居住的地方。正是：瑶池只应天上有，人
间能得几处寻?可偏偏在黄龙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找到了。这便
是黄龙景观的圣洁迷人之处。

在石镇海池上部约100米处还有一奇特的彩池。池面约有2平
方米左右，绿树掩映，碧水涟涟。池水自行旋流，水面泛起
圈圈涟漪。如向池中投以鲜花、树叶，甚至硬币，你们会随
着碧水旋转不停，慢慢沉入池底。这旋转的水流是怎么形成
的?大家仔细观察就知：池底有一股泉水涌出，泉水冲出地面
的方向正好与池壁成一定角度，泉水随池壁旋转，带动池子
里的水跟着旋转，因引出现前述奇观，“转花漱玉池”的名
称亦因此而来。

黄龙沟景区的程就此结束。各位如兴致尚浓，可登上后面的
玉翠峰顶鸟瞰黄龙全景，将“玉嶂参天一径苍松迎白雪;金沙
铺地千层碧水走黄龙”的奇特美景尽收眼底。黄龙后寺左侧
高坡上建有一观景台，登台暸望，黄龙后寺及石塔镇海全景
一览无遗，是拍照留影的理想选择。

下山时我们可从黄友沟左侧森林中开出的游览便道和栈桥下
沟去，不仅可以换一个角度欣赏黄龙彩池美景，更可尽情地
吮吸森林中富贪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它会给您疲惫的身躯
注入新的活力，让您带着兴奋与满足离开这难以忘怀的“人
间瑶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