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普陀山的导游词(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普陀山的导游词篇一

普陀山，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
国佛教四大名山，是观世音菩萨教化众生的道场。下面是本
站为大家带来的浙江普陀山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普陀山位于钱塘江口、舟山群岛东南部海域，系中国佛教四
大名山之一。景区包括普陀山、洛迦山、朱家尖，总面
积41.95平方公里。其中普陀山本岛12.5平方公里，最高峰佛
顶山海拔292米。既有悠久的佛教文化，又有丰富的海岛风光，
古人称之为“海天佛国”、“人间第一清静境”。 普陀山大
海怀抱，金沙绵亘，景色优美，气候宜人。著名景点如潮音
洞、梵音洞、朝阳洞、磐陀石、二龟听法石、百步沙、千步
沙、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南海观音、大乘庵等。 改革
开放以来，普陀山管理局带领全山人民艰苦奋斗，创建了国
家级文明山、安全山、卫生山。内外交通便捷，旅游环境良
好。本岛日舒适接待量为1万人次。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六
月十九、九月十九是观音香会、朝圣盛典，海内外香游客摩
肩接踵、蜂拥而之。

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观音道场、佛教圣地，
其宗教活动可追溯于秦。至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促
进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并迅速成为汉传佛教中心，传
至东南亚及日、韩等国。至清末，全山已形成3大寺、88禅院、
128茅蓬，僧众数千。“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逢僧”，
史称“震旦第一佛国”。山上每逢佛事，四方信众聚缘佛国，
时有天象显祥，信众求拜，灵验屡现。绵延千余年的佛事活



动，使普陀山这方钟灵毓秀之净土，积淀了深厚的佛教文化
底蕴。“人人阿弥陀，户户观世音”，观音信仰被世人称
为“半个亚洲的信仰”。

人间第一清净地：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幽幻独特，
自古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山上金沙、奇石、洞壑、
潮音、幻景浑然一体，形成山海兼胜、水天一色的独特景观。
景区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20℃左右，年降水量为1100毫米左右。潮涨潮
落，岛上常年空气清新，质量优级世所罕见，富含负氧离子，
仿佛天然的“大氧吧”。森林覆盖率达80%，古树名木繁多，
香花异草遍野，尤以普陀鹅耳枥为世界独存，属珍稀濒危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山上有国家二级以上动物30多种，是野生
动物的天然乐园。

出历史名城锦州西北行十余里，有一座群峰险壑逶迤伴绕，
飞泉云岫横生妙境的名山胜地。这就是声震辽海、誉播京华
的关外第一佛山——锦州北普陀山。

北普陀山开山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邃丰厚。迄唐武德
元年即已肇建诸端寺刹，晨钟暮鼓梵音法号经年袅渺，祥云
喜雨龙光清岚百代氤氲，故世人皆以南印度普陀珞珈山北院
称之。至辽代，又因让国皇帝耶律倍长居此山，经大德高僧
德韶奏请辽太后，正式定名北普陀山而闻名天下。其中尤以
名贯燕云十六州的“石堂松雪、枫林旭日、苍山观海、红石
卧龙、滴水观音、泓池澄晖、烽台夕照”等景观而著称于世。
明清两代，更以辽西“第一洞天”驰名海内，为佛、道两教
高僧、宗师及信众朝拜之圣地。

北普陀山拥有奇特壮观的山峦;千姿百态的峰石;翠柏菩提掩
映的山泉;古树悬挂的峭壁。名峰、古刹、摩崖移步即景，佳
景天成。春可听莺啼鸟语，夏可闻蝉鸣桑林，秋可睹栌红霜
染，冬可观石堂松雪。四时景致，异彩缤纷，胜如巧笑顾盼
焉。九大景区共有五十多处景观，其云、石、水、洞、林、



花、鱼、鸟浑然一体，雄、险、奇、幽、动、静、美、妙交
相生辉。实为洞天福地，人间胜境。国家aaa级风景名胜区，
辽宁五十佳景之大观。

普陀山是全国最著名最灵异的观音道场，佛教圣地，寺院无
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可以说是“观音之乡”了。每逢
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
出家、得道三大香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
派海天佛国景象。

普陀山是东海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南北狭长，面积
约12.5平方公里。岛上风光旖旎，洞幽岩奇，古刹琳宫，云
雾缭绕。普陀山与九华山、峨嵋山、五台山合称中国佛教四
大名山，而且又以山、水二美著称的名山，普陀山这座海山，
充分显示着海和山的大自然之美，山海相连，显得更加秀丽
雄伟。

普陀山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同时也是著
名的海岛风景旅游胜地。

普陀山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东部海域，与世界著名渔港沈家
门隔海相望，在浙江省舟山岛东侧，属于舟山市。浙江沿海
渔民早就来此捕鱼，最早寺庙建于858年，由日僧慧锷主持其
事。现有普济寺、法雨寺、盘陀庵、灵石庵等寺庙和潮音洞、
梵音洞等名胜。

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幽幻独特，被誉为“第一人间
清净地”。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
秘色彩。岛上树木丰茂，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
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除千
年古樟，还有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
物种普陀鹅耳枥。岛四周金沙绵亘、白浪环绕，渔帆竞发，
青峰翠峦、银涛金沙环绕着大批古刹精舍，构成了一幅幅绚
丽多姿的画卷。岩壑奇秀，磐陀石、二龟听法石、心字石、



梵音洞、潮音洞、朝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
了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它们各呈奇姿，引人
入胜。普陀十二景，或险峻、或幽幻、或奇特，给人以无限
遐想。

普陀山的导游词篇二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普陀山的第一大寺--普济寺。

普济寺又名“前寺”。

它的前身是有名的“不肯去观音院”。

宋嘉定七年，皇帝御书“圆通宝殿”匾额，把这里定为专供
观音的寺院。

后来这里多次被毁，到了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朝廷派太监
张千扩建宝陀观音寺，并赐额“护国永寿普陀禅寺”，寺院
规模宏大，一时甲于东南。

康熙三十八年，赐额“普济群灵”，到了雍正年间，基本形
成了现在的规模，如今的普济寺，共有十殿、十二楼、七堂、
七轩等共231间。

普济寺前有一个高约20米的石牌坊，四柱三门，柱上横眉雕
刻有精致的云绫和石葫芦。

坊内北侧，树有一块石牌，写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
马”。

据传这是皇帝下达的圣旨，过去官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
下马，以示对观音菩萨的崇敬。

石牌坊后是一个约15亩的莲池，名叫“海印池”，也叫“放



生池”，建于明朝。

“海印”是指佛的智慧能像大海一样，印现一切之法，
而“放生”，则是与佛教的“慈悲”、“不杀生”等教义融
合，进而发展成为的一种普遍的佛事活动。

海印池上有三座桥，走过中间的一座，您便可以来到御碑亭，
它建于雍正年间，御碑的碑文上记载了普陀山的历史，碑额
上雕龙栩栩如生，书法遒劲刚健，可谓双绝。

当然，要是您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到东面的“观自在菩萨”
墙看看，相传观音菩萨除了有大慈大悲的心肠外,还有广大的
智慧可以看清世间万物,所以有时被称作“观世音”,指她能
听到人民的疾苦声音，有时又被称为“观自在”,是指她体察
世间万物的能力。

当您来到寺前肯定会奇怪的问：“寺庙的正门关着，怎么进
去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相传乾隆皇帝夜游普陀山竟然忘了回去，当他返回到普济寺
的时候寺院大门已经关了，他要求开门却遭到了拒绝。

把门的小和尚说：“国有国法，寺有寺规”，乾隆没有办法
只能从东山门进入寺内。

乾隆回宫后对此极为恼怒，下了圣旨：从今以后，此门不能
开。

这也就延续到了现在，只有在国家元首、寺院菩萨开光或者
方丈第一次进门时才能打开，平时的游客们就只能从旁边的
侧门进入了。

经过供奉着弥勒佛的天王殿，我们便可来到普济寺中供奉观
音菩萨的主殿--大圆通殿。



殿堂面宽七间进六间，宏大巍峨，可容数千人，有“百人共
进不觉宽，千人共登不觉挤”的说法，于是也被称为“活大
殿”。

走进大殿，可以看到正中供奉的一座毗卢观音像，高约九米，
头戴毗卢天冠，天冠上有阿弥陀佛像，眉慈目善，慈祥含笑，
身边还站立着善财和龙女，神态天真活泼。

在中国，观音菩萨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据佛经记载，遇到危难时只要念诵其名号，菩萨就能听到，
并前往拯救解脱，所以叫做“观世音”。

唐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
沿用至今。

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不一定知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
但却很少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观音实际上已成为民间佛教
乃至整个民间宗教信仰的核心人物。

而我们眼前的这座观音殿为什么叫做“圆通殿”呢?其实啊，
正是因为观音只要听到苦难的呼救声，便能眼观，表示“耳
根通，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通”。

于是“圆通”便成为了观音的代名词，其意是“不偏倚，无
阻碍”，圆满通达。

毗卢观音两旁还各塑有16尊不同服饰和形态的观音菩萨，称为
“观音三十二应身”，这些都是观音以不同身份教化世人的
现身说法形象。

三十二应身观音只能以整体形式供奉，不能单独出现，加上
中间供奉的观音佛身，这种塑法也正是观音道场的独特之处。



主殿两边还各有一个配殿，东配殿供奉文殊菩萨，西配殿供
奉普贤菩萨，另外在法堂中还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

游览完普济寺的大小殿堂，您还可以到位于其东南的“多宝
塔”看看。

多宝塔建于元朝，是由普陀山僧人从江南带回的太湖石堆砌
而成，取《法华经》中的“多宝佛塔”之义定名。

塔的外观朴拙，稳重端庄，不像中国传统的塔玲珑小巧，每
层塔的四面都雕有佛龛，里边供奉着全跏趺坐式佛像，属于
古代蒙古族统治者信仰的佛教密宗造型，极富元代风格。

据考察，这样的塔在中国只有两座，另一座在洛阳龙门石窟，
所以它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多宝塔东面，就是普陀山著名的海滨浴场百步沙，这里沙质
纯净、滩形优美，浪花连绵不绝，时间充裕的话你不妨前去
感受一番。

普陀山的导游词篇三

普陀山地形呈菱形状，是舟山群岛1390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
形似苍龙卧海，面积12.52平方千米，与舟山群岛的沈家门隔
海相望，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以下是小
编整理的导游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亲爱的各位旅客：大家好！

我们来到的地方是著名的普陀山。普陀山是著名的观音道场，
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并成为佛教四大名山。它位于浙
江省东部，拥有“海佛天国”“南海圣境”之称。大家在游
览的时候不要乱扔垃圾哟!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普陀山的第一大寺——普济寺。它的前身
是有名的“不肯去观音院”，嘿嘿，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呢?但
是，当您来到寺前肯定会奇怪地问：“寺庙的大门关着，是
怎么回事呢?”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乾隆皇帝装作平民来普陀
山游玩，晚上想进普济寺，要求把门的小和尚打开门，小和
尚拒绝，他说：“国有国法，寺有寺规。”乾隆没办法，自
豪从旁边的侧门进去。回宫以后，乾隆下了圣旨：从今以后，
普济寺的大门不能打开。就持续到了现在，只有国家领导来
才能打开。

旅客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法雨寺，法雨寺是普陀山的第二大
寺。进入法雨寺，就可以看到九龙壁，九龙壁是用六七十块
优质青石组成的，是一个了不得的工艺。

各位旅客，普陀山之旅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喜欢。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1390个岛屿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93平方公
里，与舟山群岛的沈家门隔海相望。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
一 、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
称。全岛面积12.5平方公里，形似苍龙卧海。20xx年5月8日，
舟山市普陀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普陀山以其神奇、
神圣、神秘，成为驰誉中外的旅游胜地。

普陀山是全国著名的观音道常其宗教活动可溯于秦，从山上
原始道教、到仙人炼丹遗迹随处可觅。唐大中元年(公元847
年)，有梵僧来谒潮音洞，感应观音化身，为说妙法，灵迹始
著。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日僧慧锷大师从五台山请观音
像乘船归国，舟至莲花洋，触礁，以为观音不肯东渡，乃留
圣像于潮音洞侧供奉，遂有不肯去观音。后经历代兴建，寺
院林立。鼎盛时期，全山共有3大寺、88庵、128茅蓬，4000
余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日、
六月十九观音得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四方信众聚缘
佛国，普陀山烛火辉煌、香烟燎绕;诵经礼佛，通宵达旦，其



盛况令人叹为观止。每逢佛事，时有天象显祥，信众求拜，
灵验屡现 。绵延千余年的佛事活动，使普陀山这方钟灵毓秀
之净土，积淀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观音大士结缘四海，
有句俗语叫：人人阿弥陀，户户观世音，观音信仰已被学者
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

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幽幻独特，被誉为第一人间清
净地。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
彩。岛上树木丰茂，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
之称。全山共有百年以上树木66种、1221株。不仅有千年古
樟，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的普陀鹅耳枥。岛四周金沙绵亘、白浪环绕，渔帆竞发，
青峰翠峦、银涛金沙环绕着大批古刹精舍，构成了一幅幅绚
丽多姿的画卷。岩壑奇秀，磐陀石、二龟听法石、心字石、
梵音洞、潮音洞、朝阳洞各呈奇姿，引人入胜。普陀十二景，
或险峻、或幽幻、或奇特，给人以无限遐想。不少名胜古迹，
都与观音结下了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

主要景点有三大寺：普济禅寺、法雨禅寺、慧济禅寺。普陀
山的标志南海观音大铜像、紫竹林，还有以自然景观和寺庙
相结合的西天景区。每到夏日来临，来普避暑的游客纷纷聚
集到浙江省第一个海滨浴场一百步沙，使普陀山又增加了一
道亮丽的景观。

普陀山的导游词篇四

衡量导游服务水准的尺度有仪容仪表、服务态度、口才水平
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尺度便是口才水平。下面小编为你整理
浙江普陀山导游词，希望能帮到你。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
约为12.5平方公里，由于其景点较为分散，所以我们建议您



乘坐景区观光专线车游览。在我们为您推荐的这条一日的游
览线路中，除了有普陀山三大寺，即慧济寺、法雨寺、普济
寺和不肯去观音院、南海观音铜立像等著名景点，还包括了
一处听涛声、看浪潮、戏海沙的游玩胜地——百步滩，相信
一定能让您愉快地畅游这座“海上仙山”。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来到的就是普陀山的最高处——佛顶山
了。这里又叫做“菩萨顶”，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圣地，此
外，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时在这儿还可以欣赏到罕见
的海市蜃楼和佛光景象，所以历来也有“不上佛顶，等于未
到普陀山”的说法。

佛顶山上的慧济寺是普陀山最高的寺院，它雄踞山巅，倚天
面海，仙云缭绕，风光壮阔，但因为建于山谷之间，占地面
积有限，所以慧济寺的布局便以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为短轴线，
向两侧作不完全对称地展开，左右殿堂、钟楼、厢房等建筑，
均以游廊相接，加之中间的天井，便组成多个院落。尤其是
东院新建的汉白玉荷花池，雕栏玉砌，水亭曲桥，别有一番
江南园林的风味。 慧济寺的主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着佛
祖释迦牟尼和他的两位弟子阿难与迦叶。在主殿中供奉佛祖，
与普陀山中其他寺院主殿供奉观音菩萨不同。原来啊，在山
顶供奉佛祖而不是观音菩萨，暗示了佛祖至高无上的地位，
即使在观音菩萨的道场，也是不能例外的。大殿两侧的厢房
里，塑有“二十诸天”，简单点讲呢,他们是佛教的护法神。
佛教认为，佛陀济世传播佛法之时，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人，
则会佛道陨落，所以佛国中才有许多的护法天神存在。他们
都具有非凡的神通能力.可以帮助佛陀传法，也可以震慑那些
危害佛法的人。但是佛教的护法神可不仅仅是这二十诸天,而
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名字叫做"天龙八部"，代表了
八支部队,其中天部和龙部是最为重要的，而我们面前的二十
诸天，就属于“天部”。

为了表示这些护法天神对佛祖的尊敬，他们的姿态都是往前
倾斜15度的，除了普陀山慧济寺以外，塑有这二十诸天的寺



庙还有杭州的灵隐寺、北京大慧寺、以及大同的华严寺等。
当然，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普陀山的三大寺庙之一，慧济寺也
有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殿堂，叫做“观音殿”，与其他寺庙
的观音殿不同，这儿除了供奉有一尊2.7米高的观音菩萨像以
外，四壁还镶嵌着总共100多尊线刻观音像，汇集了唐、宋、
元、明、清五朝名家的绘画杰作，这些珍贵的观音宝像石刻，
也是慧济寺重要的文物珍品。 慧济寺后门，有一株“普陀鹅
耳枥”，据说它最早是古代一位缅甸僧人来普陀山朝拜时带
来的，树高13米多,从地表处开始分两叉，往上分叉均一分为
二,很有规则，并且雌雄同株，每年五月开花，十月中旬果子
成熟。但因为其繁殖率极低，在其原产地缅甸早已绝迹，属
世所稀有。因此它也就成了普陀的象征，成了佛界的菩提。
要是您对普陀山的其它珍贵植物感兴趣的话，不妨再到寺后
坡下的新姜子木看看，这是一种仅见于浙江的珍稀树种，被
誉为“佛光树”，每当春季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之日，它
的嫩梢枝叶上就披上金黄色的绒毛，在阳光里熠熠闪光，好
像一个报春的使者，为海天佛国增光添彩。

从慧济寺出来，您还可以站在海拔300多米的佛顶山上远眺壮
阔的海景，要是天气晴朗的话，可以看到舟山群岛中大大小
小的岛屿像一朵朵莲花般点缀在中国东海之中，在这些群岛
中，最著名的就是不远处的洛迦山。您看，洛迦山的形状像
不像一尊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安详地躺在海面之上呢?要是仔
细辨认的话，还可以分辨出她的头、颈、胸、足等等，所以
它也被人们称为“睡观音”或“海上卧佛”。

据说，观音当年就是在洛迦山修炼得道后，飘洋过海来到普
陀山开辟了道场，所以不少前来普陀山的虔诚信徒都会乘船
去洛迦山朝拜一番。 好了，佛顶山慧济寺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往南步行下山前往法雨寺的话，途中可以欣赏到不少
石刻，其中刻在一块巨岩之上的“海天佛国”四个大字最为
有名，传说是出自明代抗倭名将侯继高的手笔，已经成为了
普陀山的一大代表性景观，有兴趣的话您不妨去拍照留念。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普陀山的第一大寺——普济寺。普济寺又名



“前寺”。它的前身是有名的“不肯去观音院”。宋嘉定七
年，皇帝御书“圆通宝殿”匾额，把这里定为专供观音的寺
院。后来这里多次被毁，到了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朝廷派
太监张千扩建宝陀观音寺，并赐额“护国永寿普陀禅寺”，
寺院规模宏大，一时甲于东南。康熙三十八年，赐额“普济
群灵”，到了雍正年间，基本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如今的普
济寺，共有十殿、十二楼、七堂、七轩等共231间。普济寺前
有一个高约20米的石牌坊，四柱三门，柱上横眉雕刻有精致
的云绫和石葫芦。坊内北侧，树有一块石牌，写着“文武官
员军民人等到此下马”。据传这是皇帝下达的圣旨，过去官
吏到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示对观音菩萨的崇敬。 石
牌坊后是一个约15亩的莲池，名叫“海印池”，也叫“放生
池”，建于明朝。“海印”是指佛的智慧能像大海一样，印
现一切之法，而“放生”，则是与佛教的“慈悲”、“不杀
生”等教义融合，进而发展成为的一种普遍的佛事活动。海
印池上有三座桥，走过中间的一座，您便可以来到御碑亭，
它建于雍正年间，御碑的碑文上记载了普陀山的历史，碑额
上雕龙栩栩如生，书法遒劲刚健，可谓双绝。当然，要是您
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到东面的“观自在菩萨”墙看看，相传
观音菩萨除了有大慈大悲的心肠外,还有广大的智慧可以看清
世间万物,所以有时被称作"观世音",指她能听到人民的疾苦
声音，有时又被称为"观自在",是指她体察世间万物的能力。

当您来到寺前肯定会奇怪的问：“寺庙的正门关着，怎么进
去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夜游普陀山竟然忘
了回去，当他返回到普济寺的时候寺院大门已经关了，他要
求开门却遭到了拒绝。把门的小和尚说：“国有国法，寺有
寺规”，乾隆没有办法只能从东山门进入寺内。乾隆回宫后
对此极为恼怒，下了圣旨：从今以后，此门不能开。这也就
延续到了现在，只有在国家元首、寺院菩萨开光或者方丈第
一次进门时才能打开，平时的游客们就只能从旁边的侧门进
入了。 经过供奉着弥勒佛的天王殿，我们便可来到普济寺中
供奉观音菩萨的主殿——大圆通殿。殿堂面宽七间进六间，
宏大巍峨，可容数千人，有“百人共进不觉宽，千人共登不



觉挤”的说法，于是也被称为“活大殿”。走进大殿，可以
看到正中供奉的一座毗卢观音像，高约九米，头戴毗卢天冠，
天冠上有阿弥陀佛像，眉慈目善，慈祥含笑，身边还站立着
善财和龙女，神态天真活泼。 在中国，观音菩萨可谓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据佛经记载，遇到危难时只要念诵其名号，
菩萨就能听到，并前往拯救解脱，所以叫做“观世音”。唐
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
沿用至今。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不一定知道佛教的创始人
释迎牟尼佛，但却很少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观音实际上已
成为民间佛教乃至整个民间宗教信仰的核心人物。 而我们眼
前的这座观音殿为什么叫做“圆通殿”呢?其实啊，正是因为
观音只要听到苦难的呼救声，便能眼观，表示“耳根通，即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通”。于是“圆通”便成为了
观音的代名词，其意是“不偏倚，无阻碍”，圆满通达。

毗卢观音两旁还各塑有16尊不同服饰和形态的观音菩萨，称为
“观音三十二应身”，这些都是观音以不同身份教化世人的
现身说法形象。三十二应身观音只能以整体形式供奉，不能
单独出现，加上中间供奉的观音佛身，这种塑法也正是观音
道场的独特之处。 主殿两边还各有一个配殿，东配殿供奉文
殊菩萨，西配殿供奉普贤菩萨，另外在法堂中还建有地藏殿，
供奉地藏菩萨。游览完普济寺的大小殿堂，您还可以到位于
其东南的“多宝塔”看看。多宝塔建于元朝，是由普陀山僧
人从江南带回的太湖石堆砌而成，取《法华经》中的“多宝
佛塔”之义定名。塔的外观朴拙，稳重端庄，不像中国传统
的塔玲珑小巧，每层塔的四面都雕有佛龛，里边供奉着全跏
趺坐式佛像，属于古代蒙古族统治者信仰的佛教密宗造型，
极富元代风格。据考察，这样的塔在中国只有两座，另一座
在洛阳龙门石窟，所以它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多宝塔东面，
就是普陀山著名的海滨浴场百步沙，这里沙质纯净、滩形优
美，浪花连绵不绝，时间充裕的话你不妨前去感受一番。 法
雨寺是普陀山的第二大寺，因为其位于第一大寺普济寺的山
后，所以又叫做“后寺”。佛家认为，佛法滋润众生，就好
像雨水泽被万物，于是有了“法雨”的说法。法雨寺最初建



于明朝万历年间，经历多次劫难，到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
皇帝御书赐额“天华法雨”，因此定名为“法雨禅寺”，雍
正皇帝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修，法雨寺也就因其殿堂楼阁
规模宏大，雕梁画栋，而成为了东南名刹。 远观法雨寺，您
会发现，在建筑布局上，它采用了依山取势、分群递升的方
法，几座殿堂在台基上逐级升高，气势不凡。整个寺院用天
蓝、淡绿、鹅黄、紫红等色的琉璃瓦盖顶，在阳光的照射下
映射出万道彩光，形成“佛光普照”的奇丽景象，远远望去，
更是给人空中宫阙之感。清末康有为曾写下“锦屏临海浪，
法雨飞天花”来刻画法雨寺的山海胜景。

想要走进法雨寺的佛堂，首先得经过寺前的莲池，它面积
约1800平方米，为清朝光绪十八年建造，这里所产的莲子，
历史上曾经作为贡品，由杭州织造府进贡给朝廷。莲池上有
一座单孔石拱桥，叫做海会桥，“海会”的意思是指诸佛菩
萨聚会在一起，其德行之深、数量之多就像广阔深邃的大海
一样。海会桥将池塘分割为东西两潭，两侧栏板的双面浮雕
上有各种戏剧故事、飞禽走兽等图案50多幅，雕刻精致，为
普陀山石刻中的精品。 走过莲池，我们首先来看看九龙照墙，
这是1987年新建的一个景点，这面九龙壁高两米，全长12米，
下盘为须弥座，四边及顶端飞檐翘角，上部的石梁、石瓦间
雕有十七条造型各异的小龙，而中间石板上的九条青龙昂首
舞爪，争抢龙珠、栩栩如生。乍一看去，它好像是由一整块
青石雕刻而成，但要是您足够仔细的话，会发现，它竟然是
用60块70厘米见方的优质青石精雕细刻拼接而成，拼接处严
丝合缝，不露痕迹，不得不让人赞叹其工艺的精湛。 欣赏完
九龙壁，我们经天王殿到法雨寺的第二层——玉佛殿参观。
它的得名，是由于当初这里供奉着一尊清朝末年从缅甸请来
的白玉释迦牟尼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在供奉的
这尊佛像，是1985年从北京永乐宫请来的。玉佛殿后面的月
台栏杆上，刻有“二十四孝”图，是雍正年间雕刻而成的，
图中的24位孝子，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体现了中华民族敬
老养老的传统美德，也是佛教与儒家学说融为一体的见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雨寺最著名的“九龙宝殿”。据《普陀



山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三月，皇帝南巡到了杭州，接见
法雨寺的主持，并且下发了“拆金陵旧殿以赐”的圣旨，于
是从南京明朝宫殿中拆下12万张琉璃瓦送到普陀山，建成了
颇具皇家气派的九龙殿。

九龙殿中无梁无钉，堪称古建筑的一绝。而其中最具特色的
就是九龙藻井，这可是明代留存下来的文物，抬头往上，可
以看到藻井下悬着一颗大珠球，一龙盘顶，四周有八龙环八
柱，就像是要来抢夺这颗宝珠，构成了“九龙戏珠”的图案，
形态逼真、巧夺天工。据说这九龙藻井还有防火的作用，因
为龙能吐水，而藻井的形状是可以将水聚集起来的，所以要
是供奉的香火不慎点燃了佛前的经幡，殿上的九龙就会吐水
灭火，因此，这九龙藻井就成了普陀山的镇山之宝。 殿中供
奉着10米高的毗卢观音像，所以这里又称“九龙观音殿”。
观音像两侧还供奉有十八位苦行中的罗汉像，而在殿内另一
边还有一副场面壮观的《海岛观音图》。画面正中，慈目善
眉的观音菩萨站在一条庞大的鳌鱼背上，一手拿着净瓶，一
手拿着杨柳枝向外挥洒，菩萨手中的净水瓶和杨柳枝，原本
是普洒法雨、弘扬佛法的意思，后来演变为多种含义。人们
认为，杨柳枝可以消灾除病，净瓶中的甘露随杨柳枝洒遍大
千世界，暗喻着慈悲的观音用净水来普渡众生脱离苦海，到
达彼岸的极乐世界。这幅画中还有天庭、龙宫等建筑，整个
画面布局合理、人物众多、惟妙惟肖，感兴趣的话您不妨仔
细看看。

普陀山的导游词篇五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来到的就是普陀山的最高处--佛顶山了。
这里又叫做菩萨顶，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圣地，此外，由于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时在这儿还可以欣赏到罕见的海市蜃
楼和佛光景象，所以历来也有不上佛顶，等于未到普陀山的
说法。



佛顶山上的慧济寺是普陀山最高的寺院，它雄踞山巅，倚天
面海，仙云缭绕，风光壮阔，但因为建于山谷之间，占地面
积有限，所以慧济寺的布局便以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为短轴线，
向两侧作不完全对称地展开，左右殿堂、钟楼、厢房等建筑，
均以游廊相接，加之中间的天井，便组成多个院落。尤其是
东院新建的汉白玉荷花池，雕栏玉砌，水亭曲桥，别有一番
江南园林的风味。

慧济寺的主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和他的两
位弟子阿难与迦叶。在主殿中供奉佛祖，与普陀山中其他寺
院主殿供奉观音菩萨不同。原来啊，在山顶供奉佛祖而不是
观音菩萨，暗示了佛祖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在观音菩萨的
道场，也是不能例外的。大殿两侧的厢房里，塑有二十诸天，
简单点讲呢,他们是佛教的护法神。佛教认为，佛陀济世传播
佛法之时，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人，则会佛道陨落，所以佛
国中才有许多的护法天神存在。他们都具有非凡的神通能力.
可以帮助佛陀传法，也可以震慑那些危害佛法的人。但是佛
教的护法神可不仅仅是这二十诸天,而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
支队伍的名字叫做天龙八部，代表了八支部队,其中天部和龙
部是最为重要的，而我们面前的二十诸天，就属于天部。为
了表示这些护法天神对佛祖的尊敬，他们的姿态都是往前倾
斜15度的，除了普陀山慧济寺以外，塑有这二十诸天的寺庙
还有杭州 的灵隐寺、北京 大慧寺、以及大同 的华严寺等。

当然，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普陀山的三大寺庙之一，慧济寺也
有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殿堂，叫做观音殿，与其他寺庙的观
音殿不同，这儿除了供奉有一尊2.7米高的观音菩萨像以外，
四壁还镶嵌着总共100多尊线刻观音像，汇集了唐、宋、元、
明、清五朝名家的绘画杰作，这些珍贵的观音宝像石刻，也
是慧济寺重要的文物珍品。

慧济寺后门，有一株普陀鹅耳枥，据说它最早是古代一位缅
甸 僧人来普陀山朝拜时带来的，树高13米多,从地表处开始
分两叉，往上分叉均一分为二,很有规则，并且雌雄同株，每



年五月开花，十月中旬果子成熟。但因为其繁殖率极低，在
其原产地缅甸早已绝迹，属世所稀有。因此它也就成了普陀
的象征，成了佛界的菩提。

要是您对普陀山的其它珍贵植物感兴趣的话，不妨再到寺后
坡下的新姜子木看看，这是一种仅见于浙江的珍稀树种，被
誉为佛光树，每当春季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之日，它的嫩
梢枝叶上就披上金黄色的绒毛，在阳光里熠熠闪光，好像一
个报春的使者，为海天佛国增光添彩。

从慧济寺出来，您还可以站在海拔300多米的佛顶山上远眺壮
阔的海景，要是天气晴朗的话，可以看到舟山群岛中大大小
小的岛屿像一朵朵莲花般点缀在中国东海 之中，在这些群岛
中，最著名的就是不远处的洛迦山。您看，洛迦山的形状像
不像一尊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安详地躺在海面之上呢?要是仔
细辨认的话，还可以分辨出她的头、颈、胸、足等等，所以
它也被人们称为睡观音或海上卧佛。据说，观音当年就是在
洛迦山修炼得道后，飘洋过海来到普陀山开辟了道场，所以
不少前来普陀山的虔诚信徒都会乘船去洛迦山朝拜一番。

好了，佛顶山慧济寺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往南步行下
山前往法雨寺的话，途中可以欣赏到不少石刻，其中刻在一
块巨岩之上的海天佛国四个大字最为有名，传说是出自明代
抗倭名将侯继高的手笔，已经成为了普陀山的一大代表性景
观，有兴趣的话您不妨去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