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 山西佛光
寺导游词(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篇一

（概况）

佛光寺建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孝文帝年间，面积3.4万平方米。

坐东向西，与一般的寺院不同。

寺院的北、东、南三面环山，西面面临开阔的泗阳河古地，
是中国古代文物的大观园。

全寺整体布局构成了全国现存寺院中独一无二的十字交叉轴
线。

从建筑布局来讲，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的寺院布局风格，
同其他寺院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小园香径独徘徊”大相
径庭，呈现的是盛唐气象。

梁思成先生称赞佛光寺“诚中华第一国宝也”。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登上前面的台阶，去欣赏这些光辉中
国古建筑史册的奇迹。

眼前的这座东大殿是中国木结构成熟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作。



梁思成先生将东大殿的唐代建筑、塑像、壁画、题字誉
为“四绝”。

（建筑外）

唐代建筑和唐以后建筑的区别，一是柱身比较低矮，主要是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是席地而坐的，但到了宋代以后，人们开
始坐上了椅子，于是宋代以后的建筑开始加高柱子，还有就
是斗拱。

在这里，中国现存木结构古建筑中层数最多，最为雄壮的。
斗拱承托出中国古建筑最为深远的出檐，除了斗拱，大屋顶
也是中国古建筑的另外一大特征；宏大的屋顶经过曲面、曲
线的处理，显得不再沉重和笨拙，再加上一些鸱吻、瓦当的
装饰、笨重的屋顶便变得舒展轻巧起来。

（建筑内景）

进入东大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宽5间，深1间的巨大
佛坛。

佛坛正中的3尊主像反应了唐代迷了信仰的流行，中间是释迦
牟尼佛，右边是弥勒佛，左边是阿弥陀佛。

这尊弥勒佛的坐姿比较特殊，是垂腿而坐，俗称“米勒下
坐”。

他们的不同之处是，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是螺旋式发髻，阿
弥陀佛却是直发。

这是唐代固有的一种塑像手法。

另一唐塑像的惯例是左普贤右文殊。

在5尊主像的前面，塑满了胁侍菩萨和供养人。



（塑像）

除了这些佛像外，东大殿还有两尊非常珍贵的唐代写真像，
一尊是佛坛的左侧的重修东大殿的宁公遇夫人。

另一尊为愿诚法师写生像。

（壁画）

东大殿的壁画共有30平方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释
迦牟尼佛座后的唐代壁画，内容是天王降服妖魔鬼怪，另一
部分是内柱额枋上总长4.5米，高0.66米的8幅拱眼壁画。

（题字）

再来看大殿前檐的题字，为唐代游人墨宝题记。

（祖师塔）

东大殿的左侧，是一座建于北魏的中国第二古塔—祖师塔。

这座祖师塔是一座六角形两层砖塔。

他的建筑年代仅晚于嵩岳寺塔。

祖师塔的建筑特色可以说无处不在，两层门洞做成拱券式等
都保留了印度早期佛塔的特征。

佛光寺后的山坡和寺前的草坪上还保留着7座古塔，6座建于
唐代，1座建于金代，这8座古塔都是研究我国古塔建筑艺术
的珍贵文物，也组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塔林。

（文殊殿）

祖师塔旁的这座经幢为文殊殿，是金代遗物，是我国佛寺中



最大的配殿。

（从外部看）大家来看这座斗拱，在水平交叉的十字拱之间
斜伸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斜拱。

斜拱的运用是辽、金时期建筑的显著特征。

从殿内看，文殊殿最大的特点是将“减柱营造法”运用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家是不是觉得从来没有一座古代殿堂让我们感觉到像文殊
殿这样空旷宽敞？这就是减柱法成就的效果。

殿内四壁上还保存着570多年前的明朝所绘500罗汉图，现在
保存完好的还有245尊，请大家绕殿内参观。

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古禅寺参观和游览。

首先，我将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古禅寺。古禅寺始建
于1600多年前占地近百亩，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时他的香
火隆盛，曾多次重修，至今在寺院内还保留了他原来的建筑，
当地人叫他古寺。由于近几年来河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佛
教文化的兴盛，新郑市人民政府将这块土地征为国有土地，
在2002年的时候由郑州佛光寺的主持上行下贵法师策划，并
且出资扩建了新的山门和雄伟壮观的大雄宝殿。使他恢复了
古寺原有的气势。

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走进古禅寺，去体会一下他的庄严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首先我们看到的便是他的山门，山门三
门并立，中间为大门，两旁为小门，故也称三门。左边的为



无相门或无相解脱门；中间的门为空门或空解脱门；右边的
为无作门或无愿解脱门。我们继续向上走，经过了山门，我
们便来到了寺院的第一进殿——天王殿。殿中供奉着弥勒佛，
弥勒佛后供奉着韦驮天将，东西两侧供四大天王。弥勒是梵
语的音译，意译为慈氏，将他放在前殿的原因是希望他的慈
颜和大度能够普渡众生。那么周围站立的四大天王分别是东
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
他们手中的法器象分别征着风、调、雨、顺。韦驮天将又称
韦驮菩萨，他手持金刚杵长年面朝大雄宝殿，意味着他忠于
职守。

走出天王殿，继续上行，我们便来到了寺院的中心建筑——
大雄宝殿。它为重檐歇山顶建筑，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中
供7尊塑像：一佛，即释迦牟尼佛，二弟子，即阿难和迦叶，
四菩萨，即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
除了观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是全铜造像以外，其他的全是汉
白玉造像。那么中间的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
一起又叫做“华严三圣”，那么我们的这个大殿也可称作为
华严三圣殿，即开大智慧的殿堂，大殿内两边的墙壁上分别
供奉了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各500尊，一共是1000尊，这一千尊佛代表了千户寨这里的千
户村民，由于他们生活的比较穷苦。所以我们师傅发下大愿
要让佛的智慧和慈悲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使他们能够离
苦得乐，这也正是我们主持师的伟大和慈悲。

好了，到这里我们整个寺院的讲解也就结束了，匆匆的来，
匆匆的走，匆匆的相聚，又匆匆的分离，这大概就是佛家所
说的缘分吧！我也很高兴能和大家结下这段善缘，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家庭合和~！ 谢谢！

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篇三

各位游客：



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西商务国旅
的导游员张红。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回
唐朝，但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帮
您实现心中这个遥远的梦。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是
大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的五台山。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亚洲第一古建
筑”“亚洲佛光”之称。他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先生将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
于“四绝于一身”。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
到，“中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
来”。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
女士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动乱不安的祖国，
从1932年起，开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整整六年的时间
里，他们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建2738处，一座座伟
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唐代的建筑。一次偶
然的机会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其中
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意。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
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骑着毛驴来到了五台山。这天笼罩
在灿烂余晖中的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造访者。
当他们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
终于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在
后来的回忆中，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活
中最幸福的一天。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
时，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
这位伟大的建筑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



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大一样。通常的寺院采取延
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院中绝无仅有的十
字交叉形布局。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
的全貌一览无余，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
上来”的风格与通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
园香径独徘徊”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
殿色彩单纯。”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
鸟欲展翅高飞的样子。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
一种胸怀坦荡、自信十足、包容天地的大气魄。是那种“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若
赶上夏雨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或
坐在大大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檐，
再大的雨也不会溅到身上。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
清凉气息，真的和唐朝无二致啊。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
回到了久远的大唐王朝。

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篇四

佛光寺占地面积34000平方米，坐东向西，地形东高西低。

东、西、北三面环山，惟西向开阔。

整座寺院布局疏朗，排列有序，松柏苍翠，殿宇巍峨，环境
十分清雅。

它坐落于豆村镇东北四公里的佛光山腰，西南距五台县城32
公里，东北距台怀镇约34公里。

目前享誉世界的佛光寺东大殿，是唐宣写法大中十一年（公
元857年），由佛门弟子宁公遇女施主出资，愿诚和尚主持修



建的。

佛光寺历史悠久，规模宏伟，是五台山保存最好的古寺。

1937年初夏，梁思成、林徽茵等四位教授，兴致勃勃来到五
台山。

在此之前，他们在敦煌浩如烟海、绚丽多彩的壁画中，发现
一幅五台山图，引起很大的兴趣。

画面上，游人不绝，古刹林立。

他们几个指点着那些较为熟悉的寺院面貌，便了现了一座以
前并未见到过的宝塔„„

为寻此塔，他们在五台山辗转访问一些寺庙后，来到了佛光
寺，欣喜地发现，在东大殿南侧有一座砖塔，与敦煌壁画上
所发现的那座塔一模一样。

更让他们惊喜的是：整个佛光寺都是一个古代艺术的“新大
陆”，特别是东大殿。

梁思成凭学识和经验断定这大殿属于唐代建筑。

为了找到确凿证据，在寺院僧众的帮助下，他们在殿内搭架，
梁思成、林徽茵夫妇登上架顶，由林徽茵端着水盆，梁思成
用毛巾蘸上水擦拭，终于在大殿左右四梁下方，拭去千年尘
封，现出几条字迹清晰、功力浑厚的唐人墨迹，如：“敕河
东节度观察个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功德
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等。

经过测量绘图、现场笔录，梁思成回到北京后定出了题为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一寺的魏齐唐宋四个孤例；
荟萃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的论文。



文章发表之后，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

佛光寺从此不仅是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了。

这里的建筑、塑像、壁画、墨迹被称为佛光寺四绝。

佛光寺东西长而南北窄，故寺院布局以东西轴线为通道，将
众多主要建筑基本集中于高低层叠、左右对称的三个庭院之
内，使整座寺院条理清晰，布局井然。

第一院北侧为文殊殿，南侧为伽蓝殿，西面是天王殿。

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距今已有800多年
的历史。

此殿设置新奇，构建精巧，檐柱均置斗拱，前檐当中三间，
除正出华拱外，又加施两层斜出华拱，显得异常壮丽。

这种建筑形式极具金代特色。

殿内佛坛上供着文殊菩萨、善财童子、于阗王等七尊塑像，
上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文殊与众侍者在一起的泥塑，姿态有
别，神情各异，以文殊菩萨为中心，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组金代塑像明显借鉴了东大殿内唐塑的风格，特别是人物
的宝冠与衣着变得较为复杂了。

这种变化，对五台山后来的塑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院内，有一座雕工精致的平面八角形石经幢，系唐乾符
四年（公元877年）所立，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时间。

沿着第二院与第三院相隔的石门洞中的石阶拾级而上，是一
处青砖铺设的平台，让人心仪神往的东大殿就建在平台之上。



两株树冠蓊郁、主干粗大的古松分列殿前，直矗蓝天，与雄
奇健在的东大殿朝夕共处、长相厮守了1100多年。

这座大雄宝殿踞于全寺最高处。

巍巍山峰成弓形环护于背后和左右两侧，大殿就像坐于靠背
高高的太师椅中一般，三面雄奇，一面开阔，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

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总面积677平方米。

下中五间装板门，均可开合；两尽间安直棂窗。

大殿以檐柱和内柱环立内外，承托着殿顶屋架。

外柱上方古朴的斗拱承托着翼出深远的挑角飞檐。

天花板将梁架分为明栿（露明梁架）和草栿（隐蔽梁枋）两
部分。

梁枋嵌削规整，结构精巧。

该大殿举折平缓，气势宏伟，精致坚固，是国内保存最好的
唐代寺庙木结构建筑物，故被建筑学家公认为“唐代木构殿
堂的范例”。

佛坛上三尊佛与两尊菩萨各占一间。

正中间是趺坐于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佛。

他头顶的卷发呈螺旋状，面庞丰满圆润，嘴小唇厚，天庭饱
满，双眉微弯，两眼细长，目光下视，神态安详。



山西佛光寺导游词介绍篇五

各位游客，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佛光之寺，我是山
西商务国旅的导游员张艳红。

很多现代人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梦回唐朝，但在中国
这片广阔的国土上，大致有两个地方可以帮您实现心中这个
遥远的梦。

一处是敦煌莫高窟，另一处就是大家现在身处的这座千年古
刹——大佛光之寺。

佛光寺位于佛教圣地五台山。

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亚洲第一古建筑”“亚洲佛光”之称。

他的发现者、我国着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将佛光寺的唐
代建筑、彩塑、壁画、题字誉为于“四绝于一身”。

称赞佛光寺是国内古建的第一瑰宝。

但在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之前，曾有日本学者扬言，“中
国人要想看唐以前建筑，唯有到我们日本的奈良来”。

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建筑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女士毅
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了动乱不安的祖国，从1932
年起，开始了艰苦的古建考察工作。

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调查古
建2738处，一座座伟大的木结构建筑先后被发现，唯独没有
唐代的建筑。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法国探险家
伯希和绘制的《敦煌石窟》第六十一窟中的《五台山全图》，
其中的大佛光之寺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1937年的6月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骑着毛
驴来到了五台山。

这天笼罩在灿烂余晖中的大唐建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虔诚的
造访者。

当他们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时，梁思成的眼泪夺眶而出，他
终于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有属于自己的唐代木构建筑。

在后来的回忆中，梁思成说，这一天是他十几年古建考察生
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他们考察完佛光寺，走到山西代县附近时，得知“卢沟桥
事变”爆发了，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位伟大的建筑
学家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今天我们看到佛光寺坐东向西，整座寺院松柏苍翠，环境幽
古，占地34000平方米，但据说历史的佛光寺比现在要大得多，
乡间有“上马关山门”的说法。

同时大家可以发现，佛光寺的布局与我们以往看到的寺院不
大一样。

通常的寺院采取延中轴线分布，而佛光寺采取了我国现存寺
院中绝无仅有的十字交叉形布局。

所以，站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寺院的全貌一览无余，
这种“开门见山天地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风格与通
常所见的寺院“庭院深深深几许”、“小园香径独徘徊”形
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刚才踏上的72级阶梯，我们眼前的这座大殿就是佛光寺
的东大殿啦，整座大殿给人以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台基
低矮、檐柱短粗、斗拱硕大、屋顶出檐平缓且深远，整座大
殿色彩单纯。

”有人说，这大大的屋顶就像庄子笔下的大鹏鸟欲展翅高飞
的样子。

这正是大唐文化的最完美体现，是那种胸怀坦荡、自信十足、
包容天地的大气魄。

是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
大气象。

若赶上夏雨时节，整座院内香风花语，或在院中信步闲游，
或坐在大大的屋檐下看骤雨垂帘，远山明灭，将近四米的出
檐，再大的雨也不会溅到身上。

可以如此悠然的感受夏雨带来的清凉气息，真的和唐朝无二
致啊。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梦回到了久远的大唐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