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武汉介绍词吃的 介绍武汉景点的导
游词(实用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一

大家好，趁现在还没到达红楼，我先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
红楼的概况。

作为“九省通衢”、“南北枢纽”的华中重镇，武汉在军事
上具有扼险控要的重要地位，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
革命也是从武汉开始改变中国历史的行程，武汉因此被称为
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

近一个世纪前的19是中国旧历的辛亥年，一年伊始，反清起
义便接连不断。继4月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5月四川发起
了保路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汉秘密建
立了中部总会，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
武装起义。10月9日，负责军事组织的孙武在俄租界配制炸药
不慎引爆，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名册、印信被抄，起义总指
挥蒋翊武出走。十日晨，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
被捕遇难。在此危急关头，新军中革命党人主动联络，决定
按原计划立即起义。晚上8点多钟，新军工程营、辎重营首先
发难，首先是工程第八营的几个士兵拒交子弹，打死了前来
镇压的反动军官，打响武昌起义的枪。

工程营夺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推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
麟为临时总指挥，各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晚，起义军兵



分三路向总督署及第8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炮击总督署，湖广
总督瑞徵、第8镇统制张彪仓皇出逃。11日天亮后起义者便占
领了武昌全城，革命党人的“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
上。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汉口、汉阳的新军也起义占领了两
镇，同日，武昌成立了军政府。当时孙中山还忙于在海外筹
款，黄兴也未赶到，由于变起仓促，群龙无首，起义士兵们
硬把一个毫无革命思想的协统(旅长)黎元洪搜出来——民间
称作“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用手枪逼着他当了都督。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后来又在各地冒出了无数个割据称霸
的“土皇帝”，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面前无异螳臂挡车，
中国历史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
只有十几天或几十天的寿数。辛亥革命成就了“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而
千古留芳。

在武昌的首义路南端，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掩映着一组
红色楼房，因为它红墙红瓦，武汉人亲切的称它为红楼，这
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旧址。整个
院落占地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红楼建于清
宣统二年(1910)，其前身是清政府为了玩弄“立宪”骗局而
设立的湖北省谘议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
日，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云集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以黎
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发布了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
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从而开启了
划时代的“民国之门”。

红楼前建有碧樟广场和花坛喷泉，广场中央耸立着1931年铸
造的孙中山铜像，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
面南而立。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
台”纪念碑，碑作方型，四面中突，顶呈锥体，锐利向上，
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
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匾额。红楼的主楼为红色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面阔73米，进



深42米。建造型式仿照西方国家的行政大厦，风格典雅庄重：
花岗石砌台基，红砖砌墙，廊前列柱起券，檐下饰飞头，檐
上压以女儿墙。外墙砖砌，间饰附加假柱、柱头和垂花、垂
禾、束莲等图案。红瓦覆顶，屋顶正中矗立“圭”字形望
楼(原为穹窿顶式，于1911年12月1日被清军炮弹击毁)。主楼
平面呈“山”字形，门前有突出的门廊和回车道，前方及两
翼为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

纪念馆内复原了军政府大门、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
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
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
等一系列场馆，再现了当年神秘而又庄严的的历史场景，而
凝聚其中的那种紧张而又热烈的战斗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
位来访者。大量详实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武昌首义和辛亥
革命，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对民国史的认识，更增进对中山
先生的敬仰之情。

一本《孙大总统伦敦蒙难记》虽然写得有声有色，但却淡化
了中山先生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
远涉重洋宣传革命，潜心着意地营造组织建设，还直接领导
了钦廉二州和黄花岗的反清起义，确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驱。武昌首义成功，自然首推孙文。武汉人对黄兴评价甚
高，至今尚有黄兴路、拜将台，在黄鹤楼剧场的山腰上还有
黄兴的纪念铜像，江城人民没有忘记他在群龙无首而墨云压
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赶赴武汉，没有忘记他在阳夏保卫战
中“受命于危难之时”、呕心沥血于共和大业，没有忘记他
在辛亥革命中追随中山先生的屡建奇功和创建成民国的不辞
辛劳。

1911年9月25日，辛亥革命“荣县独立”，成立军政府，行使
军、政、财、文大权。军政府设在县署衙内。今旧址(即人民
政府办公大楼后面)，由旧县署的三堂、后堂及两边的厢房组
成三合院。系木结构，穿斗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两堂合
在一起，前有廊，廊宽1.6米。总占地700平方米。今为辛亥



革命荣县独立历史陈列室，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列馆正
厅檐上有胡耀邦题写“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址”的匾
额;厅内正面，挂有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蒲洵的肖像;
文物有木板“水电报”(复制品)、马刀、铁矛和历史文告、
照片等。院内植有花草、树木，环境幽静。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二

此刻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归元寺的三门，也就是归元寺的大门，
佛寺的大门称三门，即佛经里的三解脱门，中间的是空门，
左右分别是无相和无作门。这门的建筑形式也是有说法的，
归元寺的三门呈八字朝阳外开，就是象征着广结善缘，普度
众生，喻意吉祥。大家再看门上方的蓝底镶金边的长方形竖
匾，相传当年白光法师要离去，主峰及众僧挽留不住，只好
请他题写寺名，永志纪念，白光盛意难却，便在临行时亲笔
写下了这归元禅寺四个字。

步入三门，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晚清文人张日煜的手
迹“南无阿弥陀佛”，意思呢就是皈依阿弥陀佛。此刻在大
家右边的是北院，里面主要有念佛堂、藏经阁等几座建筑，
下面我们就从北院开始游览。

大家看这圆形门上的“翠微妙境”，“翠微”二字还是源于
王氏葵园，据记载，当年王章甫购得太湖石，在葵园中垒砌
了一座高大假山，雅称翠微峰，供高朋玩赏，当年的翠微峰
比此刻的藏经阁还要高，可惜的是在明朝末年毁于战乱。建
造归元寺的时候又搬掉了颓废的残石，翠微峰便名存实亡，
白光法师感到很惋惜，就将此石移到了寺右后方的小石山上
至今。此刻归元寺附近的“翠微街”等皆是由此而得名。那
里的“妙境”两个字则是蕴藏着佛教的色彩。

那里就是念佛堂了，念佛堂供奉着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和
他的两个协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另外还有文殊和普贤
菩萨。念佛堂内神龛高6米，宽5米，顶饰红日高照，二龙出



海，双凤朝阳，寓意“龙凤呈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这
个供桌了吧它长达4.5米，是于1935年制成的，上面刻了五组
浮雕图案，各位能看得出来刻的是什么吗其实它从左到右再
现了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几个情节，分别为：唐太
宗为唐僧师徒送行、如来向伽蓝等菩萨说法、四大天王
及“七佛”、如来说法于树下、佛祖给唐僧师徒封位。很有
意思吧!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三

自古以来，东湖就是游览胜地。屈原在东湖“泽畔行吟”，
楚庄王在东湖击鼓督战(清河桥古桥遗址);三国时期，刘备在
东湖磨山设坛祭天;南宋诗人袁说友用“只说西湖在帝都，武
昌新又说东湖”赞美东湖;李白在东湖湖畔放鹰台题诗;毛泽
东建国后先后视察东湖44次，在东湖接待了64个国家的94批
外国政要;朱德在50多年前写下“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
西湖强”的诗句;当代作家陈运和在其散文《长江，中国的
肠;东湖，武汉的胃》中，夸奖“曾消化过多少历史故事，也
健壮了一座城市肌体”。近现代还有九女墩、陶铸楼、屈原
纪念馆、朱碑亭等历史文化遗址，均在此。湖北省博物馆是
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馆藏文物20余万件，国家一级文物945
件(套)，荟萃了湖北地区的文化遗珍。曾侯乙编钟、越王勾
践剑、骨化石郧县人头为镇馆之宝。

毛泽东曾在东湖宾馆感慨：“这里有长江，夏天可以游泳，
东湖的樟树、桂花树、竹子风景真好，四周的柳树、水杉树
甚多，对岸是老鼠尾、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
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东湖真好!”南水北调、炮击金门、
人民公社、小平复出……建国后，毛泽东同志曾在东湖做出
许多重大决策。

武汉东湖风景区位于武汉市城区的武汉二环线与武汉三环线
之间，景区面积73平方公里，其中湖面面积33平方公里，是
中国第二大的城中湖。加上沿湖陆地风景区，面积达八十余



平方公里。东湖湖岸曲折，港汊交错，素有九十九湾之说。
东湖风景区景观景点100多处。12个大小湖泊，120多个岛渚
星罗，112公里湖岸线曲折，环湖34座山峰绵延起伏，10000
余亩山林林木葱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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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介绍词吃的篇四

欢迎各位来辛亥革命博物馆参观!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族
民主革命运动，由于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把这场革命
称为辛亥革命。大家知道吗?这场革命首先就是在我们湖北武
昌爆发的。各位来到的所在，正是中国一段旧历史的终点，
也是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通俗地讲，这里推翻了清朝，
开创了民国，打倒了皇帝，催生了总统。

我馆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占地约28亩。它
的主体建筑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幢房子，因为它红墙红瓦，
人们称之为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咨议局是清朝末
年，为了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
它的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建成。1911年10月10日
也就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地区
的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第二天，就在这儿组
建了鄂军都督府，都督府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义
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
开了闸门。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在红楼后面，这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
员们生活起居场所。目前在复原维修之中，没有对外开放。
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心，和平统一”。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馆已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景点和
全国有名的教育基地。

我馆布置有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鄂军都督府旧址，也就
是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各位
将会看到鄂军都督府成立初期的机构和格局;另一个是布置于
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展现了武昌起
义的历史过程。

我们首先从《旧址复原陈列》开始。

从《格局图》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
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了。共设五个部，即
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府、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
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
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来是咨议局议事堂。武昌起义第二天，
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
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五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江城——武汉游览观光，我们今
天将要去游览的是著名的辛亥革命首义旧址——红楼。

趁现在还没到达红楼，请允许我先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红
楼的概况。

作为“九省通衢”、“南北枢纽”的华中重镇，武汉在军事
上具有扼险控要的重要地位，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
革命也是从武汉开始改变中国历史的行程，武汉因此被称为
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

近一个世纪前的19是中国旧历的辛亥年，一年伊始，反清起
义便接连不断。继4月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5月四川发起
了保路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汉秘密建
立了中部总会，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
武装起义。10月9日，负责军事组织的孙武在俄租界配制炸药
不慎引爆，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名册、印信被抄，起义总指
挥蒋翊武出走。

十日晨，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难。在此
危急关头，新军中革命党人主动联络，决定按原计划立即起
义。晚上8点多钟，新军工程营、辎重营首先发难，首先是工
程第八营的几个士兵拒交子弹，打死了前来镇压的反动军官，
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工程营夺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推左
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各营革命党人纷
纷响应。当晚，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署及第8镇司令部发起
进攻，炮击总督署，湖广总督瑞徵、第8镇统制张彪仓皇出逃。

11日天亮后起义者便占领了武昌全城，革命党人的“十八星
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汉口、汉阳



的新军也起义占领了两镇，同日，武昌成立了军政府。当时
孙中山还忙于在海外筹款，黄兴也未赶到，由于变起仓促，
群龙无首，起义士兵们硬把一个毫无革命思想的协统(旅长)
黎元洪搜出来——民间称作“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用
手枪逼着他当了都督。

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了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后来又在各地冒出了无数个割据称霸
的“土皇帝”，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面前无异螳臂挡车，
中国历史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
只有十几天或几十天的寿数。辛亥革命成就了“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而
千古留芳。

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
义，建立中华民国，从而开启了划时代的“民国之门”。

红楼前建有碧樟广场和花坛喷泉，广场中央耸立着1931年铸
造的孙中山铜像，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
面南而立。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
台”纪念碑，碑作方型，四面中突，顶呈锥体，锐利向上，
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
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匾额。红楼的主楼为红色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面阔73米，进
深42米。建造型式仿照西方国家的行政大厦，风格典雅庄重：
花岗石砌台基，红砖砌墙，廊前列柱起券，檐下饰飞头，檐
上压以女儿墙。外墙砖砌，间饰附加假柱、柱头和垂花、垂
禾、束莲等图案。红瓦覆顶，屋顶正中矗立“圭”字形望
楼(原为穹窿顶式，于1911年12月1日被清军炮弹击毁)。主楼
平面呈“山”字形，门前有突出的门廊和回车道，前方及两
翼为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

纪念馆内复原了军政府大门、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
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



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
等一系列场馆，再现了当年神秘而又庄严的的历史场景，而
凝聚其中的那种紧张而又热烈的战斗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
位来访者。大量详实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武昌首义和辛亥
革命，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对民国史的认识，更增进对中山
先生的敬仰之情。

一本《孙大总统伦敦蒙难记》虽然写得有声有色，但却淡化
了中山先生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
远涉重洋宣传革命，潜心着意地营造组织建设，还直接领导
了钦廉二州和黄花岗的反清起义，确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驱。武昌首义成功，自然首推孙文。武汉人对黄兴评价甚
高，至今尚有黄兴路、拜将台，在黄鹤楼剧场的山腰上还有
黄兴的纪念铜像，江城人民没有忘记他在群龙无首而墨云压
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赶赴武汉，没有忘记他在阳夏保卫战
中“受命于危难之时”、呕心沥血于共和大业，没有忘记他
在辛亥革命中追随中山先生的屡建奇功和创建成民国的不辞
辛劳。

1911年9月25日，辛亥革命“荣县独立”，成立军政府，行使
军、政、财、文大权。军政府设在县署衙内。今旧址(即人民
政府办公大楼后面)，由旧县署的三堂、后堂及两边的厢房组
成三合院。系木结构，穿斗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两堂合
在一起，前有廊，廊宽1.6米。总占地700平方米。今为辛亥
革命荣县独立历史[b]陈列[/b]室，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
列馆正厅檐上有胡耀邦题写“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
址”的匾额;厅内正面，挂有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蒲洵
的肖像;文物有木板“水电报”(复制品)、马刀、铁矛和历史
文告、照片等。院内植有花草、树木，环境幽静。

好了，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现在请大家随我一起下车参观!

大家请看，我们面前的这幢建筑就是鄂军都督府的旧址，也
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它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



建筑风格是模仿西方议会大厦的。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
是“两岸一新，和平统一”;楼后是议员公所;还有东、西配
楼，其中东配楼专管陈列辛亥文物300余件，许多都是世界罕
见的珍品。

我们今天主要参观的是纪念馆的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红
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另一个则是布
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

好，现在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红楼参观《旧址复原陈列》吧!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军都督府的会议厅了，它原来是
咨议局的议事堂。在主席台正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面旗帜，
它叫做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民国成立后，十八星
旗被搬定位民国陆军军旗。旗上十八颗黄星代表的是山海关
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
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用“铁
血精神”即武力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十八星旗左边的这
份文告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它的发布
对于稳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
受到各界欢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
职务后，就首先来到湖北访问。4月10日这一点，孙中山先生
在这里发表了演讲。

这里是外交部，革命党人胡瑛曾任部长，它是1911年10月25
日后鄂军都督府所设置的九部(军令、参谋、军务、内务、外
交、交通、理财、司法、编制)之一。它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
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军政府成立之初，曾给汉口的五国
领事馆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却迟迟
不给答复。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
战，民军大获全胜之后，五国这才看到革命党人的力量强大，
于是就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与清军是对等的实体，他



们保持中立。这份布告实际上是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
朝是一个打击。当然，这纸布告到后来也只是一纸空文，因
为五国后来在暗中帮助袁世凯获得了总统的宝座，由此可以
看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十分不愿意看到中国走独立的资
本主义道路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西配楼参观一下“武昌起义史迹陈
列”，它分为七个部分、九个厅。从清朝末年的武汉、武昌
起义的孕育、到武昌起义的爆发、鄂军都督府的建立，再到
民国的肇建，和现在武汉首义的纪念。全景展现了武昌起义
的历史和影响。

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
称的武汉也未能幸免。自19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后，德、
法、俄、日等国也相继而来。他们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
行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统治的
危机也日益加深。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
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挽狂澜于既
倒，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听闻的“湖北新政”，主体
思想就是“中体西用”，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思想为
根本，以西方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甲午战败后，张之洞深受刺激，为了加强军力，他开始在湖
北编制“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特点以外，张
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一种时
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
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着条件，
而革命党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走上了更加务实的道
路，很多革命党人都投身于起义，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
军1.5万人中有1/3是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随即成立鄂军都督府，推举原清
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并发布公告，宣告了中华
民国的成立。清政府闻讯后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



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路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
用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军政府
成立以后立即扩军备战，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足3天，即募
集到了3万人，未经训练便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由于
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焚
烧汉口，使繁华的街市变成一片焦土。

革命党人黄兴听到起义消息后，一路乔装打扮，乘船到武汉，
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其后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略总司令
一职，负责阳夏保卫战。这座由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
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形。这场战役虽然以民军退驻武昌
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之身躯血战坚守14天，为其他各省
的独立减少了障碍，赢得了时间，可谓是“败中寓胜”了。

武昌起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相应，最先相应的是湖南
和陕西，随后江西、山西、云南等各省也相继光复。1911年，
孙中山自海外归来，1912年元旦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余年的封建帝
制从此告终。

作为“首义之区”的武汉，今天还能找到那场革命带来的印
记;首义遗踪处处，纪念设施种.种。孙宗山的孙子孙志强先
生在红楼参观时提笔写下了“民国之门”四字，由此可见鄂
军都督府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了。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红楼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谢谢
大家今天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同时，如果我在工作中有
什么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现在
是自由活动时间，40分钟后我们在红楼外集合。下午我们将
继续我们的愉快旅程!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六

下面再请大家和我一齐去游览罗汉堂。我国五百罗汉的形象



是自唐以后，由五代开始兴盛，人们将散见于各经之中的名
号录出，不足的就加以杜撰，凑足了五百个。北宋以后各地
的寺院就多建有罗汉堂，而到了这天，在全国寺庙中保存比
较完好的罗汉堂已为数不多，主要有北京碧云寺、武汉归元
寺、昆明筇竹寺、成都宝光寺、重庆罗汉寺和苏州的西园寺。
相比较而言，又属归元寺的罗汉堂最有特色，名气最大。

罗汉堂的平面布局呈田字形，内有四院，是为了使殿内的罗
汉有充足的光线。另外田字恰好又是佛教中正反两个“万”
字相叠加，这种布局暗示着一种善神降世的吉祥和神秘感。

这罗汉堂除了可供参观外，人们还喜欢用它来预测一年内的
祸福，也就是武汉人说的“数罗汉”，方法是随意选中一尊
罗汉，然后顺着数下去，数到和自己年龄数相等时看看那尊
罗汉是什么样貌就能够推测这一年的运势了。

我国有句俗语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而在归元寺的
罗汉堂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那里的罗汉既不是木雕也不是
泥塑，而是采用的一种盛行于唐代的独特工艺制成的夹伫像，
又称脱纱像或干漆像，归元寺的罗汉塑像属活脱干漆，其制
作过程较为复杂，首先要用粘土做成人形胎模，干后用生漆
将丝绸或夏布层层粘附于其上，再用生漆将混合的膏灰、木
粉调匀涂刮，塑造细部，阴干后再打磨抛光，然后在塑像的
背后开一个小孔，注水化泥成浆脱出胎模并冲洗干净，晾干
后再木块封口，再刷上生漆、贴上金箔，最后涂上桐油或亮
漆以持续光泽。那里的罗汉造价虽然很高，但采用的工艺不
仅仅省料，而且每尊不超过25公斤，体轻质坚，不透水，不
怕水浸。很适应武汉地势低洼，湿度大的气候环境。1954年
武汉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很多地方都变成了废墟，这
些罗汉也浸泡在水里，洪水退后，罗汉却安然无恙。所以如
此看来，别说是过江，就算是让它们去漂洋过海恐怕也不成
问题。

好了各位朋友，关于归元寺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那里，期望



我的讲解能令大家满意，不详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海涵。
欢迎各位再次光临武汉，再来看看归元寺。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七

俗话说得好“人生在世，就是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肚子。”每
个地区都有自己独具特色与风味的食品：天津的狗不理包子，
四川的麻婆豆腐……这些食品无不显示着当地的民风民俗，
而我对武汉的热干面情有独钟了！

相传还有个关于热干面的故事呢：20世纪到30年代初期有个
叫李包的食贩，在关帝庙一代靠买凉粉与汤面为生。有一天，
天气异常炎热，不少剩面未卖完，她怕面馊了会变质，便将
剩面煮熟沥干，晾在案板上。却不小心碰到了案上的油壶。
麻油泼到了面条上面，李包无可奈何，只好拿着那些面去卖，
没有想到误打误撞，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面，于是，它变成
为了武汉广为流传的美食——热干面。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它见证的热干面的独特性，因此这
个美食是在误打误撞中被研制出来的。她既不同于汤面，也
不同于凉面，有独特的烹饪之法，加上丰富香醇的配料，成
品味道劲道十足，黄而鲜美，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一
旦入口，麻辣的青椒、酸甜的陈醋、辣辣的萝卜，美味多汁
侵蚀着你的味觉，麦色的面条滋润着你的喉咙，一口下咽，
就抵抗不住它的魅力……让人回味那味道。

怎么样呢？听了我对武汉热干面的介绍，你有没有想吃呢？
你如果去武汉，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人尽皆知的美食哦！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八

东湖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部，是全国首批命名的44个名胜风
景区之一，同时也是首批获国家4a级景区其一。它于1982
年11月被国务院审定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面



积88.2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33平方公里，其岸线曲折，
港汊交错，碧波万顷，渔舟荡漾，青山环绕，是我国最大的
城中湖。

东湖的湖面辽阔，烟波浩渺，素有99湾之称。东湖有大小山
峦34个，连绵起伏，高低错落。东湖的山，山青如黛，东湖
的水，水碧如蓝。33平方公里的东湖碧波在它的东、西、北
三面紧紧环绕，使它犹如一座美丽的半岛。在这里登高峰而
望清涟，踏白浪以览群山，能体会到各种山水之妙。充足的
雨量与光照使这里各种观赏树种达250多种，共200余万株，
在武汉有“绿色宝库”之誉，同时这里也是花的海洋，阳春
三月花开时节，漫山遍野花开如织，千姿百态，令人目接不
暇。

站在拉昂错湖畔，一股奇怪的感觉在胸中升起;偌大的湖区见
不到一人一畜，空旷得象是站在了宇宙边缘。圣鬼两湖不但
相隔不远而且两湖有水路相通。也许因为造化，圣湖和鬼湖
的水质完全不同：圣湖的水清冽甘爽，鬼湖的水苦涩难咽。
这两极的对立让我们不禁会想到本尊与佛母相拥的大象
征——宇宙乃至一个虫子的精神是和谐统一。就像你现在看
到的，圣湖和鬼湖同样在一阵柔风中轻轻起伏，没有炫耀没
有悲戚，只有千古的厮守。

瘦西湖(slenderwestlake)原名保障湖，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城
西北郊，总面积亩，水上面积700亩，游览区面积100公顷。
下面是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江苏扬州瘦西湖导游词全文，希望
大家喜欢!

在看到的这个楚字很像是由两个树木的木字中间加一个足字
组成的，似在表明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意思，的确，楚人立国
之初，偏僻狭小，但他们并不满足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国之所
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
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



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来到楚市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派楚地风貌，街市错落，黄
墙黑瓦，红漆门柱，青石小道。在这200多米长的街市上，采
用吊脚楼式的建筑，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据说所居住的吊
脚楼就是沿袭了这一传统，具有鲜明的楚文化风格。楚文化
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老
子和庄子的哲学、屈原的诗歌、庄子的散文、美术和乐舞等
内容。在这里，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具有楚地.特色的旅游商品，
大家尽可自由选购。

武汉介绍词吃的篇九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约在美丽的“江
城”武汉！我是您此次东湖之行的地陪导游xx，来自湖北xx旅
行社。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大家可以叫我x导或者小x，我将尽
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在这里，我代表武汉
人民以及我们湖北xx对大家的远道而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并预祝大家在武汉玩的舒心，游的尽兴。

在大家的家乡杭州，有大名鼎鼎的西湖，而在我们武汉呢，
则有美丽的东湖。东湖虽然比不上西湖那样有名，却也是国
家首批命名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它的湖面大约有33平方
公里，是杭州西湖的六倍，湖岸蜿蜒曲折，所以又素有99湾
之称。那么大家看着车窗外东湖的广阔湖面，优美的风景，
大家一定想知道东湖是怎么形成的吧？东湖濒临长江，在青
山港这个地方和长江相通，在这一片江湖之间，发育着一片
冲积平原，在堤内形成相对低下的凹地。大家可以闭上眼睛
发挥一下想象力，想象一下每当汛期的时候，长江水位上涨，
水流就流入这片凹地，等到汛期结束，枯水季节来临的时候
呢，水又无法外泻。于是，久而久之，在洼地内的积水就形
成了现在的东湖。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的东湖是没有现在
这么漂亮的，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个荒湖，从五十年代开始



政府就对它进行了规模的建设和改造，正如大家现在所看到
的一样，现在的东湖啊，已经是人们休闲度假，回归大自然
的好去处了！

按照它的自然环境，东湖可被分为听涛、落雁、白马、磨山、
吹笛、珞洪六个景区，但是现在对外开放的主要是磨山及落
雁以及我们今天要游览的听涛三大景区。朱德总司令在视察
完东湖以后，曾这样说过：“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
湖强！”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啊，大家在这次的游
览过程中，我建议大家不妨过一把评委瘾，睁大眼睛瞧一瞧，
集中精力比一比，看大自然造就的这两个姊妹湖，各有什么
特色，究竟哪个更强。好了，说着说着我们就来到了听涛景
区的大门外了，看大家都迫不及待了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下车，前往风景优美的听涛风景区吧！

进入了东湖的大门后，我们也就进入了听涛风景区。大家注
意到了这边的这些树木了吗？这就是被称为“活化石”的古
老植物水杉了，在三百万年以前它们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
各个地区，可是后来却一度消失了。所以它一度被世界各地
的植物学家认为：水杉和恐龙一样，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了。
可是幸运的是，1945年我国的森林工作者却在湖北省利川市
发现了水杉林区，并成为了轰动一时的世界新闻。为了纪念
这一古老树种在湖北省首次被发现，武汉市决定将水杉定为
市树，用它刚毅坚强、刚直不阿来象征热情奔放的武汉人民。
水杉的叶子在每年的深秋时节都会变红，在阳光下泛出金红
的光泽，十分的耀眼。

继续往东，我们就到了听涛轩，听涛轩的周围种有苍翠的竹
子和松树，大家看到前面石砌的护坡了吗？护坡上面有“松
坡”二字，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写的呢？其实这个人和杭州
西湖还有一定的渊源呢！对了，那就是苏东坡了！所以大家
可以在石刻旁边拍照留念，这样就可以把东坡居士的真迹免
费带回家了哦！大家再看石板上面有几株苍翠的松树，挺立
在陡峭的岩石岸边，也为这里的景色增添了一些神韵。在听



涛轩的斜对面就是水云乡。水云乡临湖并与磨山隔湖相望，
是一座二层楼的琉璃瓦建筑物，登上二楼远眺湖面，非常的
心旷神怡。那大家要是有时间，想放松一下心情的话呢，可
以登上水云乡，在上面喝一杯咖啡，看看杂志，听一听音乐，
您就会感觉仿佛置身于水云之中，特别的舒服。

走过荷风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三层绿瓦圆柱的楼阁，这
就是听涛游览区的中心——行吟阁。它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建的，说到屈原，我想大家一定会是
非常熟悉的，他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大家所熟知的，
民族特色十分浓郁的端午节，也是为了纪念他而来的。战国
时期楚国人，他开始十分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因此他也常向
楚怀王提出一些治国方针，对内实行“举贤授能”的政策，
对外实行“联齐抗秦”的战略，由于实施他这一套正确的方
针，使得楚国一度强盛。但是不是忠臣都会奸诈的小人陷害
呢？后来的屈原正是受到了小人的排挤，而被放逐到了江北。

在楚襄王继位后，他又被放逐到更远的江南。后来，秦国攻
破楚国都城，在江南过了二十年流亡生活的屈原目睹了国家
的灭亡，悲痛不已，就在汨罗江投江自尽了。而现在的武汉
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特意为他修建了这座行吟阁。
眼前的这座行吟阁跟我们昨天参观的黄鹤楼一样，是钢筋混
凝土的仿木结构，如果大家从高空俯视就会发现它的平面其
实是一个正方形，非常的有特色。在行吟阁里有屈原的画像
以及生平简介，还展示了他的.一些着作，那有朋友想要深入
地研究屈原这位伟人的话，里面的这些珍贵的资料可千万不
要错过了，我相信它对您的研究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大家
想要拍照留念的话呢，可不要错过了眼前的这尊塑像，它是
行吟阁的一个标志，通高达6。8米，塑像表现了屈原昂首视
天、举步欲行，吟《天问》的神态，流露出诗人被放逐后悲
愤郁结的心情，而“行吟阁”这个名字则是出自《楚辞·渔
父》中的“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我们游览完以行吟阁为中心的行吟泽畔后，顺路往前，就是



东湖的二十四景之一的“水天一色”。这里主要是以长天楼
为中心的景区，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碧潭观鱼，这是一组具
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而这里的小桥号称九曲十八弯。东湖以
盛产淡水鱼而着称，而说到鱼啊，其中又以武昌鱼最为名贵。
别看这只是一条小小的鱼，其实在它身上的典故还真不少：
三国时期，吴王孙皓想从建业迁都武昌，也就是现在的鄂州，
但是一个叫陆凯的人不同意，于是就上书以“宁饮建业水，
不食武昌鱼”来加以劝阻。后来元朝的一个叫马祖常的人也有
“南游莫忘武昌鱼”的诗句。

而到解放后，由于毛主席经常到武汉来视察，大都住在东湖
风景区内，他曾在当时的听涛酒家吃过武昌鱼，赞赏有
加，1956年，他的《水调歌头。游泳》中也留下了“才饮长
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名句。由此可见武昌鱼的名声可是在
很久以前就已经传开了。那我们今天中午呢，也会去尝一尝
这传说中的武昌鱼，一起去体验它的美味。不过*导我啊，在
此要提醒大家在吃鱼的时候不妨数一数一条鱼有多少根刺，
因为听说正宗的武昌鱼是有13根刺的，所以大家不妨来做一
回鉴定师，看一看我们吃的究竟是不是正宗的武昌鱼。

请大家再跟随我往前走，前面的那一座保留着中国民族特色
的宫殿式建筑叫做“长天楼”，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
命家曾多次在这里休息，接待国际友人。所以啊，这里布满
了伟人的足迹，大家一定要好好沾沾灵气。站在长天楼上，
会有一种“落霞与孤鹜起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其
实啊，长天楼的名称正是来自于王勃的这句诗词。

在长天楼右侧是鲁迅广场，那里有鲁迅的半身塑像，在苍松
翠柏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大家过会儿自由活动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看一看，走一走，去
感受一下鲁迅大师的正义之气！

好了，各位来宾！关于东湖的听涛风景区，我就为各位介绍
到这儿，相信在各位的心中，对东湖有了一定印象了吧？那



究竟东湖好还是西湖好呢？相信在各位的心中也有了答案，
总之，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希望您在东湖玩的
舒心，畅意！当然，如果您还没有答案，觉得还没有看够的
话呢也不要紧，*导现在留给大家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让大家好好的再感受一下咱们武汉东湖的美，半小时后我们
在鲁迅广场集合，再一起前往下一个景区磨山，去那里感受
一下楚文化的独特魅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