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恩寺介绍 大雁塔大慈恩寺导游词(精
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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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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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恩寺介绍篇一

话说唐长安城东南晋昌坊一带面对曲江形盛之处原有一座隋
代的无漏寺，高祖武德年间已经香火不继终遭废弃，到了李
唐贞观年间，加之地处城外荒郊，风雨侵蚀，更是破败不堪。
它的命运偶然出现转机却是因为贞观二十二年皇太子李治为
其母亲文德皇后在其旧址上建立起一座愿寺，从此它的名字
叫-大慈恩寺。也藉此拥有了皇家寺院的身份，开始其做为中
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祖庭的光彩夺目，美仑美焕，盛极一时，
千三百年而长盛不衰的荣耀时期。

大慈恩寺的兴建，不能不说到文德皇后。名垂青史的太宗贞
观之治，除了有赖于房玄龄、魏征这样的良臣辅佐，也和后
宫文德皇后的支持分不开的。文德皇后是皇太子李治的生母，
也是长孙无忌的姐姐。她常常感念先主得江山不易，总结历
史上宦官后戚做乱的教训，让太宗不要重用其哥哥长孙无忌,
而推荐太宗重用魏征、房玄岭等贤臣。她还采写古之妇人得
失事，写就《女则》三十卷，以教后宫，深得太宗赞许。文
德皇后虽然尊贵显赫，但其“仁孝恭俭、少好读书，赞成内
政、裨益弘多，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的贤良品性，德孚朝
野，为李唐家族及世人所敬重。

唐贞观年十年(636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到
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某日，太子李治在春宫想起其母文德



皇后，风树之切，刻骨冥深，不能自已，遂而一心思报昊天，
追崇福业。于是命所司于京城内“挟带林泉，务尽形胜”的
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愿寺。 于是这座处在唐
大明宫南北轴线南端，从大明宫高地上可以望见的、南面曲
江的隋代旧寺有幸被选中。至当年十月，大慈恩寺即将建成，
奉太宗皇帝敕旨，度僧300人，另外还请了50名大德“同奉神
居，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
增建翻经院。随后，太子李治从长安弘福寺请玄奘法师来到
大慈恩寺翻经院继续从事佛典翻译，并主持寺内事务。此后，
大慈恩寺在玄奘的主持下，增建慈恩寺大雁塔，最终成为长
安三大译经场之一，开始了其光彩仑焕、民族文化脊梁般的
成长历程。

大慈恩寺山门有三间，分别象征着“无作门”、“无相门”、
“空门”，是为三解脱，而常以空门象征佛教，出家人有遁
入空门之说。山门建筑形制为三开间青瓦歇山顶，正门上悬
前手书“大慈恩寺”匾。

钟鼓二楼之后是形制为硬山屋顶、各五开间的东西配殿，东
为观音殿，西为地藏殿。这是佛教寺院建筑“伽蓝制”的规
定的制式。除了有遵循宗教教义的意味之外，也起到了向第
一级台阶之上大雄宝殿的过渡作用，同时也起到用建筑单体
体量、来调节建筑群体，高低轻重有别的作用。

沿着两层共三米多高的大殿院前阶而上，阶中为汉白玉盘龙
浮雕，其上就是大慈恩寺的中心建筑之一的大雄宝殿。殿身
五开间歇山屋顶，雕梁画栋异常精美，两侧山墙上金色悬鱼
异常美焕。殿前一长鼎香炉，长日香火弥漫，风烟摇曳，诸
多信男善女手持三柱香火，虔诚地作个揖后把香烛插进香炉，
然后念念有辞地跪拜在大殿中佛祖神像前，祈求一生荣华富
贵，或是平安，或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生意兴隆等等。大雄
宝殿里面供奉的这尊佛祖三身佛像系明成化二年所塑，肌理
丰满，神情安详，雍容大度。大殿里弥漫着一股庄严肃穆，
古老又熟悉的宗教气息，谁都能感到进入大殿之后那份宁静



的气场，这大概是我等凡俗夫子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另一个彼
岸世界。佛祖像两侧东为伽叶佛、西为阿难佛。稍后的东侧
为普贤菩萨塑像，象征真理;西为文殊菩萨像，意在智慧。另
外东西两侧还有玄奘、庆友等十八罗汉像。从佛祖像两侧出
大殿北殿门，在大殿供奉的佛祖神像背后，即大殿北门照壁
上塑有立在鳌头之上的海岛观音菩萨像，这为我们展示了南
海观音菩萨说法道场的蓬莱仙境。

大雄宝殿之后进入大殿院，大殿院是包括大雄宝殿、东西偏
殿、二层的藏经楼法堂及三圣殿在内的第一级高地上建筑院
落。大殿院东西两侧是由伽蓝堂、财神堂等组成的硬山式偏
殿;院北为五开间两层悬山式屋顶的藏经楼法堂，上层藏有玄
奘法师在慈恩寺勤奋不辍十六载翻译出的佛教经卷。下层为
法堂，法堂内通往二层的楼梯间平时锁闭，不对外开放，那
里面尘封着从玄奘法师圆寂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信笔释疑
的佛宗密卷么?斯人已去，年年岁岁，晨钟暮鼓，风霜雪雨，
花开花落，寂寞黄卷难掩千年的失落。

原来大殿院东北、西北各有一小门通向北面的大雁塔，东北
角为般若门，西北角为维摩门。“般若”意为通过智慧到达
涅脖之彼岸;维摩”是佛教菩萨名，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大乘居
士。出两门直抵大雁塔下，宗教象征意义十分明确，代表着
通向极乐世界的路。今两门已不存，成了绕殿而过的通道，
法堂西山墙上遗存有封堵痕迹，几近荒朽的木作门楣至今仍
在，给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和前边大雄宝殿与左右
偏殿之间原有的小门如今已消失掉大概是同样的原因，就是
游人日增，慈恩寺千年来曾经安然无恙，促狭的僧院小门已
经应付不过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几万万众的游人井喷一样
的造访。它再也不能站在大殿一侧，看提着念珠的僧人一袭
布衣穿门而过，再也不能听闻经房里的木鱼笃笃之音，如今
它也连静默的机会都没有了。

藏经楼法堂之后的第二级高台之上，就是全寺最雄伟的中心
建筑大雁塔，是我国仿木构楼阁式砖塔的优秀代表。它由塔



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共七层，通高约为65米。塔基近方形，
高4.2米;塔体一层四面皆为石券门洞，门楣及柱身上的线刻
画异常精美，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在一层南券洞
门两侧，值得一看;门塔身呈方锥形,每层都是叠涩出檐，间
以两层菱角牙子，各檐角悬挂风铎;塔顶以青砖叠涩收顶，上
置宝刹;塔内施木质楼梯，盘旋而上，各层四面皆有券洞，登
至顶层。四面神望，长安胜迹，历历在目。

唐人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赞曰：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峰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原来玄奘法师从西域游学归来之后，于唐永徽三年(652年)
以“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为由，拟在大慈恩
寺建造一座石质佛塔供奉从西域请回长安的经像及佛祖舍利，
高宗听说后，提建议说建石塔恐有技术难度，以砖造为宜。
于是玄奘法师亲自带领众僧，于寺之西塔院，仿西域‘窣堵
波’塔样建造了五层的砖塔，其最上层为石造，珍藏经像及
舍利。但是这种结构的砖塔基础不够牢靠，到了唐长安年
间(701-720xx年)，慈恩寺浮图塔已经颓毁不堪了。一代女皇
武则天命有司仿中土木造楼阁式塔重加营建，新塔“崇三百
尺”，而且里面开始设置楼梯，可供登临怀古。

所以唐中宗神猪年(720xx年)以后，新科进士从曲江杏园宴罢
后，登临雁塔及雁塔题名也就成了大唐以来最是星光灿烂的
文化盛事，多少文人仕子，酬绸满志，或者光耀门楣，或者



胸怀大志，无不祈望从此登临后，扶摇直上九万里。两宋以
后，雁塔题名一度衰落，宋熙宁年间(1068—1077)，大雁塔
遭遇失火，墙体剥落，始见唐人题名;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
月(1556年)关中大地震，雁塔塔体砖墙震落而不倒;到了明清
时期，雁塔题名重盛，只不过题名者的身份已经不单独是进
士了，还有乡试中榜者，题名也从塔壁变成了刻制专门的雁
塔题名碑，罗列于大雁塔南侧。随后在大雁塔之后的玄奘纪
念堂庭廊上见到民国年间一副老照片，其上清楚地反映了当
时雁塔题名碑林立的样子，感觉可能不太好，仿佛进入到一
个巨大的荒冢之地，如今已经拆除，集中保存。

慈恩雁塔参差榜，杏苑莺花次第游。踏着木制楼梯笃笃而上，
时光仿佛倒流… …如果时光真的能够倒流，我多想重回大唐，
十载寒窗考取个探花郎，曲江宴罢后也来大慈恩寺和同科进
士一起题个名，从此巡抚四方，留名在青史。这是一个多么
伟大的时代啊，李白、王维、杜甫、吴道子、阎立本、褚遂
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李唐贞观、开元两朝盛世，在中国
历史上留下了雄浑浓重的一笔。

大雁塔东西两侧皆可拾级而下，其北面是新建的仿唐建筑玄
奘纪念堂，为三组院落组成的建筑群体，由中院玄奘纪念堂、
东院佛教展厅、西院讲堂三院组成。纪念堂内供奉着玄奘法
师塑像一尊，供人垂吊。

大雁塔主轴线以东是塔园，松柏苍翠，修竹茂密，曲径入园,
四时花木摇曳如画，禅房静寂，自然就想到了“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塔园南侧是大
慈恩寺塔林，立有几座和尚的墓塔以及从原大殿院门处迁移
到此的几通明清进士题名碑、重修大雁塔碑等等。

慈恩寺介绍篇二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慈恩寺参观。我是导游员何雅胜，很高
兴认识大家。

距离西安市市中心4公里的慈恩寺，是全国重点文物寺院。寺
院内的大雁塔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西安市的
标志性建筑。

大慈恩寺始建于公元589年，初名为“无漏寺”。在公元648
年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因生母文德皇后早逝，为补报慈母
大恩重修此寺，改名为“大慈恩寺”。唐朝时，寺院内共
有1897间华丽的房屋，他是全长安城内最大也是最著名的皇
家寺院。唐王朝灭亡后，大慈恩寺也渐渐毁坏。现存的寺院
建筑大部分是明代重建的。

这个门叫做山门。也叫做三解脱门，意思是从世俗的烦恼中
解脱出来。

大慈恩寺的建筑结构和每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庭院结构一样，
所有的建筑都非常讲究对称。现在您看到的两座小楼为钟楼、
鼓楼，里面悬挂着明代1548年铸造的一口大钟，重15吨，上
边铸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大字。“雁塔晨钟”是观众八景
之一。

西面为鼓楼，楼里存有一面直径为2.13米的大姑，用于为僧
众报时。

大慈恩寺内现住有出家僧人50多位，每天清晨僧人们四点半
敲钟起床，晚上九点击鼓睡觉。

我们看到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大雄宝殿”，他是佛教寺院
内主要建筑。“大雄”是对佛的尊称，意思是佛有巨大的力
量，对一切魔障都无所畏惧。大殿里面供奉着佛教创始人释
迦牟尼的三尊镀金塑像，他们都是佛祖的化身。



中间的这尊叫做法身佛，是指佛法以“法相”显示人间的化
身。

西侧的这尊叫做报身佛，是指佛修身正果后的化身。

东侧的这尊叫做应神佛，是佛为普渡众生随机缘应变之身。

三身佛的两侧是迦叶和阿难，他们是佛的两大弟子。殿堂的
东西两侧是十八罗汉，他们是佛在世时常伴身边的18位弟子。

在唐代，新考中的进士都要登大雁塔留诗题名，象征从此事
业青云直上。现今，慈恩寺内大多数的雁塔题名碑都是明、
清时期留下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有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
十七人中最少年”的佳句，表达他少年得志的喜悦心情。下
面我们继续参观。

法堂

前方我们看到的二层建筑就是法堂和藏经楼。法堂，就是佛
教徒讲经说法的地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课堂。法堂供奉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只要念佛人一
心诵念“阿弥陀佛”，死猪就能被接引到西方“净土”极乐
世界去。所以阿弥陀佛也被称为“接引佛”，殿内还陈列
着“玄奘负笈图”和他两位高徒窥基和人园测的拓片。窥基
是唐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园测是新罗国的王子。这样
我们也可以想象玄奘法师在当时的声望是多么的崇高。

二层就是藏经楼，主要用于保存重要的佛经经典资料。玄奘
法师当年历经艰险从佛国印度取回的657部佛经，都是珍贵
的“贝叶经”。什么是贝叶经呢？古印度将梵文佛经文刻写
在经过处理的贝多罗树叶上，因此成为贝叶经。正是因为玄
奘取回的是梵文真经，所以他余生都用在翻译佛经上，17载
西天取经，19载翻译佛经，直至圆寂。玄奘法师为了弘扬佛
法贡献了他毕生精力。



慈恩寺介绍篇三

《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导游词》由为您收集整理的，仅供阅读!
更多资讯尽在!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距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
之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5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慈恩寺介绍篇四

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中
国“佛教八宗”之一“唯识宗”(又称法相宗、俱舍宗、慈恩
宗)祖庭，唐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已有1350余年历史。下面是
小编收集整理的陕西大慈恩寺导游词5篇范文，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游客：

到西安游览时，您一定想去看看大雁塔二这座唐代古塔是古
城西安的独特标志，古人曾留下“驱山晚照光明显，雁塔晨
钟在城南”的诗句。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大雁塔高高耸立在



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距市中心约4公里，是我国的佛教名塔
之一。

大雁塔前身是著名的慈恩寺。慈恩寺初名无漏寺，到了唐贞
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死去的母
亲长孙皇后的恩德，下令在长安晋昌坊建造寺院，敕赐“慈
恩”。它北面正对大明宫含元殿，占地26570平方米，周边风
景优美，为唐都长安最宏伟、最壮观之佛教寺院。下面，请
大家随我一起走进慈恩寺和大雁塔游览一番。

【慈恩寺—石狮子—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

各位游客，慈恩寺是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具有其他寺院望
尘莫及的显赫地位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
成，面积达34o亩，是现在寺院面积的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
装饰华丽富贵。慈恩寺现有面积32314平方米，约合48.5亩。

走进寺院是两座小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明代嘉靖年
间铸造的一口铁钟，重15吨。西边是鼓楼，楼里存有一面大
鼓。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雁塔晨钟’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广为流传。但以往人们都以为“雁塔晨钟”是指西安小雁塔
的钟，其实此景指的是大雁塔，因为大雁塔这口钟重3万斤，
是在大慈恩寺内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铸造的，
比小雁塔那口钟搬入寺内的时间早100多年，上面还铸有“雁
塔晨钟”铭文。

众所周知，一般寺庙都有大雄宝殿，慈恩寺也一样。它的大
雄宝殿位于寺院中心高台上，初建于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
年)至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曾
予大修。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释迎牟尼三身像。中间的叫法
身像，西边的叫报身像，东边的叫应身像。释迎牟尼为佛教
始祖，原是古印度迎毗罗卫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565年，死
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三身佛东侧立有释迦牟
尼的十大弟子之一迎叶;西侧立有其堂弟阿难，他待从释迦牟



尼20xx年，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两侧是十八罗汉和玄奘塑像。

大雄宝殿后是藏经楼，存有《藏文大藏经》等重要经典。楼
下是讲堂，为佛教徒讲经说法之处，供奉阿弥陀佛铜像一尊，
高1米多。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的佛座一件，还有唐代青响
石四大天王像座一块。此石为蓝田玉山所产青石，敲之锵锵
有声，清脆悦耳。

【大雁塔得名来历—玄奘与寺塔—大雁塔建筑及文物】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
不忌荤腥。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
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
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
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雁便折翅坠地。
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在大
雁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
塔又称大雁塔。

到了大雁塔，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名僧玄奘，他是慈恩寺内
的第一任住持方丈。相传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著名高僧
玄奘大师为安置他从西域带回来的经书、佛像、舍利，奏请
高宗允许，在慈恩寺西院，敕建了大雁塔。当年三月动工，
玄奘亲自监造，一年建成。

各位游客，大家一定看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及
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否
就是唐代这位著名和尚玄奘呢?玄奘法师俗姓陈，13岁在洛阳
出家为增，勤奋好学，在国内各地访师问学后，决意到佛教
发源地印度去探索佛教的精蕴。玄奘于唐贞观三年(公
元620xx年)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穿越上天飞鸟、下
无走兽的戈壁沙漠，西行直至天竺，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
学成后返回长安，历时20xx年，行程5万公里，经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取回佛经657部，并在印度获得极高地位，备受尊



崇。回国后，在唐皇室的支持下，他集中各地博学高僧，组
成规模空前的佛经译物场，并亲自任译主。翻译的佛经无论
从质量或数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人，开创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
时期，共译著佛经75部1335卷，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受
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应该说《西游记》是以唐代玄类西出取
经为背景而写成的，但故事里的唐僧不全指玄奘，而是一个
经过艺术化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

各位游客，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
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
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
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方形，边
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
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
法图，上刻当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
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塔南
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
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
都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
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
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形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是我
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游客们，大雁塔自建成至今，历代名人都留下了传诵千古的
佳句。杜甫有‘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的赞语，岑参
有“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的
名句。诗人气势磅礴的描写与富于哲理的感叹，常常在人们
登塔时引起共鸣。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慈恩寺参观。我是导游员何雅胜，很高兴
认识大家。



距离西安市市中心4公里的慈恩寺，是全国重点文物寺院。寺
院内的大雁塔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西安市的
标志性建筑。

大慈恩寺始建于公元589年，初名为“无漏寺”。在公元648
年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因生母文德皇后早逝，为补报慈母
大恩重修此寺，改名为“大慈恩寺”。唐朝时，寺院内共
有1897间华丽的房屋，他是全长安城内最大也是最著名的皇
家寺院。唐王朝灭亡后，大慈恩寺也渐渐毁坏。现存的寺院
建筑大部分是明代重建的。

这个门叫做山门。也叫做三解脱门，意思是从世俗的烦恼中
解脱出来。

大慈恩寺的建筑结构和每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庭院结构一样，
所有的建筑都非常讲究对称。现在您看到的两座小楼为钟楼、
鼓楼，里面悬挂着明代1548年铸造的一口大钟，重15吨，上
边铸有“雁塔晨钟”4个苍劲大字。“雁塔晨钟”是观众八景
之一。

西面为鼓楼，楼里存有一面直径为2.13米的大姑，用于为僧
众报时。

大慈恩寺内现住有出家僧人50多位，每天清晨僧人们四点半
敲钟起床，晚上九点击鼓睡觉。

我们看到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大雄宝殿”，他是佛教寺院
内主要建筑。“大雄”是对佛的尊称，意思是佛有巨大的力
量，对一切魔障都无所畏惧。大殿里面供奉着佛教创始人释
迦牟尼的三尊镀金塑像，他们都是佛祖的化身。

中间的这尊叫做法身佛，是指佛法以“法相”显示人间的化
身。



西侧的这尊叫做报身佛，是指佛修身正果后的化身。

东侧的这尊叫做应神佛，是佛为普渡众生随机缘应变之身。

三身佛的两侧是迦叶和阿难，他们是佛的两大弟子。殿堂的
东西两侧是十八罗汉，他们是佛在世时常伴身边的18位弟子。

在唐代，新考中的进士都要登大雁塔留诗题名，象征从此事
业青云直上。现今，慈恩寺内大多数的雁塔题名碑都是明、
清时期留下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有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
十七人中最少年”的佳句，表达他少年得志的喜悦心情。下
面我们继续参观。

法堂

前方我们看到的二层建筑就是法堂和藏经楼。法堂，就是佛
教徒讲经说法的地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课堂。法堂供奉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只要念佛人一
心诵念“阿弥陀佛”，死猪就能被接引到西方“净土”极乐
世界去。所以阿弥陀佛也被称为“接引佛”，殿内还陈列
着“玄奘负笈图”和他两位高徒窥基和人园测的拓片。窥基
是唐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园测是新罗国的王子。这样
我们也可以想象玄奘法师在当时的声望是多么的崇高。

二层就是藏经楼，主要用于保存重要的佛经经典资料。玄奘
法师当年历经艰险从佛国印度取回的657部佛经，都是珍贵
的“贝叶经”。什么是贝叶经呢?古印度将梵文佛经文刻写在
经过处理的贝多罗树叶上，因此成为贝叶经。正是因为玄奘
取回的是梵文真经，所以他余生都用在翻译佛经上，17载西
天取经，19载翻译佛经，直至圆寂。玄奘法师为了弘扬佛法
贡献了他毕生精力。

“要看中国之五百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五千年，请到西
安”，看到这就应该知道西安历史之悠久，西安曾是十三个



朝代之首都，也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更与雅典、开罗、罗
马一起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古称长安。遍
布西安之帝王陵墓、宫殿遗址、古刹名寺和园林名胜，是西
安成为了一座历史文化之宝库，数不胜数之文物古迹都向人
们彰显它曾经有过之辉煌以及深厚丰富之历史文化魅力。就
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在这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几千年之沧桑变
化，以及中华文明之发展和中华民族之伟大。

20xx年1月14日，在北京举行之国家5a级旅游景区授牌仪式上，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成功晋升国家5a级景区，成
为我省继兵马俑、华清池和黄帝陵之后，第四家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是西安市属第一家5a级景区，是全国首个区域性、
多景点整体打包晋级之国家5a级景区。

西安曲江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位于西安曲江新区核心区域，
总面积3.8平方公里，是中国唯一之唐文化主题景区。这里有
唐都长安玄奘译经之地、佛教祖庭-大慈恩寺;西安地标、千
年古迹-大雁塔;构架山水、师法自然，保存唐大慈恩寺大雄
宝殿殿基遗址之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

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以唐
代曲江池遗址为摹本，因循山水格局之开放式文化体验公园-
曲江池遗址公园;在历经1400多年风雨之唐城墙遗址之上，恢
复再现之以唐诗人物和唐诗意境为主题之唐城墙遗址公园;还
有亚洲最大矩阵式音乐水舞广场、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炫
美盛唐天街以及大唐不夜城。

景区文化历史资源厚重，景色宜人环境优美，处处体现着环
保理念与人文关怀，已成为西安城市新名片，古都旅游新品
牌。游客步入景区之中，每一个脚印都行走在遗址之上，每
一次游历都在完成着与历史之对话。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参观大雁塔和曲江新区。曲江新区以盛唐
文化为基本特色，以大雁塔和曲江皇家园林为基础，融入多



元文化，是集旅游、休闲、商务居住为一体的城市新区。而
慈恩寺内的大雁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西安市的标
志性建筑。

在去慈恩寺游览之前，我先将有关概况向大家做以介绍。慈
恩寺初名无漏寺，创建于公元589年。公元648年太子李治为
追念慈母文德皇后大恩，要求选择“挟带林泉，务尽形胜”
之地，建佛寺为其母祈求冥福，于是重修隋代无漏寺，并改
名为大慈恩寺。唐代慈恩寺规模极大，面积342亩，共有房
屋1897简。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为寺院画了许多壁
画。整个寺院豪华富丽宏伟壮观，是唐代长安城内最大的寺
院，同时寺内广植牡丹，有许多名贵品种，是长安城内观牡
丹的胜地。寺内有当时长安最大的戏场，上演各种节目，非
常引人。唐末五代以后，慈恩寺屡遭战祸，渐次荒废。现存
寺院为公元1458年后陆续所建，基本上保持了明、清风格，
现寺院面积仅48.5亩，为唐代的七分之一。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间
矗立着一尊玄奘法师高大的铜像，他身披袈裟，气宇轩昂。
玄奘，俗姓陈，名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超群，勤奋好
学。贞观三年，为解决佛教哲理中的疑难问题，他冲破禁令
去印度取经，先后在印度各地从事佛教研究达20xx年之久，
贞观十九年，在被授予佛教界最高称号“三藏法师”之后，
带657部经卷返回长安。

我们向北走去，就是大慈恩寺门口。寺院正门称为山门，也
叫三门。因为寺院大多居于山林之中，故名山门。又因其：
中为空门，左无相门，右为无作门，人走进去，象征入门三
解脱，所以又称为三门。各位游客请看，门上的牌匾就是亲
手题写的“大慈恩寺”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走进山门，我们看到钟楼和鼓楼二楼对峙。所谓“晨钟暮
鼓”，也就是说钟作为佛教的大型法器，是召集众僧进行法
事之用，寺内僧人闻钟声而起，闻鼓声而息。



前面就是寺院的中心建筑-大雄宝殿了。殿内供奉着佛祖的三
身佛像。中间为法身佛即毗卢遮那佛，代表佛教真理凝聚成
的佛身。西为报身佛，即卢舍那佛，指经过修习得到佛果，
享有佛国之身。东为应身佛，即释迦牟尼佛，指佛为超度众
生，随缘应机而呈现的各种化身。三身佛两侧侍立着释迦牟
尼的两大弟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东西两边列坐的是十
八罗汉。中间供台后的两尊涂金彩塑菩萨，西边是文殊，东
边是普贤。大雄宝殿西侧墙壁嵌着几通“雁塔题名”
碑。“雁塔题名”始于唐神猪年间，进士张莒登塔题名，后
文人们竞相效仿，相沿成习。唐代世子考取进士之后，都要
登上雁塔赋诗并将姓名、籍贯、及第时间用墨笔题留于雁塔
墙壁之上，日后升为卿相的还要用朱笔改写。“雁塔题名”
被视为人生一大荣耀之事，白居易在考中进士，登上雁塔时
就曾做诗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大殿北面为两层高的法堂藏经楼，上层有玄奘曾翻译的经卷，
下为法堂，供奉着一尊阿弥陀佛像。东面墙壁上贴有三张拓
片，中间为玄奘负笈图，描述玄奘不畏艰难，日夜兼程，想
早日返回长安的情景。两边的拓片是玄奘的弟子： 窥基和圆
测。圆测是新罗国的王孙，窥基是唐初名将尉迟恭的侄子，
两位名门之后，均拜玄奘为师，可见玄奘在当时的名声地位
之高。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大雁塔脚下，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
是玄奘法师为了妥善保存从印度取经带回的大量佛经和佛舍
利，于公元652年附图表上奏，经朝廷批准，在本寺西院，建
造5层佛塔，每层皆存舍利，共一万余粒。玄奘法师亲自参加
建塔劳动，历时两年才建成。此塔因为砖表土心，风雨剥蚀，
40年后逐渐毁坏。后来武则天和王公贵族施钱重建。遂将大
雁塔改建为七层佛塔，人称七级浮屠，较之前更加庄严雄伟。
人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概由此而来。千百
年来，大雁塔一直是西安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高耸入云的
大雁塔，象征着玄奘法师崇高的人格品质和伟大的精神。大
家现在看到的大雁塔底层南门洞两侧嵌置的两块碑刻，为唐



太宗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李治做太子时所撰《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两通“二圣”丰碑，均由唐代著名书法
家褚遂良所书。好，现在我们开始登塔，请大家轻步登塔，
注意安全!登到塔顶，南面可以看到长安区的大学城新区，西
面呢可以看到高速发展的西高新，北面近处可以看到美丽的
大雁塔北广场，远处就是西安城区了。东面就是我们接下来
就将游览的风景秀丽的盛唐皇家园林大唐芙蓉园了。好了，
现在留给大家30分钟自由活动，30分钟后，大家在塔下集合。

大家都到齐了吧?好了，我们接着参观。游客朋友们，现在我
们来到玄奘三藏院的门口。这面汉白玉照壁上，南面是集褚
遂良字刻的“法门领袖”，北面是赵朴初题写的“民族脊
梁”。这里是一组仿唐风格建筑群，由中院大遍觉堂、东院
般若堂、西院光明堂三院组成。

大雁塔位于南郊大慈恩寺内，是全国著名的古代建筑，被视
为古都西安的象征。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
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
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
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
一直流传至今。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
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
米。塔身用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
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长
安风貌尽收眼底。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
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
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
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唐末以后，寺院
屡道兵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另一说：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内，
故又名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大雁塔初建时只有五层。武
则天时重修，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葺。现在的塔是七层，共64



米，呈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
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
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大雁塔
底层南门两侧，镶嵌着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两块石
碑。一块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是唐高宗撰的《大唐
三藏圣教序记》。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这
些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大慈恩
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
修建的。

唐三藏--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
教宗派。寺内的大雁塔又是他亲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
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寺门内，钟、鼓楼东西对峙。钟、鼓是寺院的号令，俗有"晨
钟暮鼓"之说。东侧钟楼内悬吊明代铁钟一口，重三万斤，高
三米多。唐代学子，考中进士后到慈恩塔下题名，谓之"雁塔
题名"，后沿袭成习。唐代画家吴道子、王维等曾为慈恩寺作
过不少壁画，惜早已湮没。但在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
门框上，却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
堂图尤为珍贵。

大雁塔东南侧，有和尚墓塔群。其中六座是清代建造的。大
雄宝殿是寺院的中心建筑，殿内有三身佛、菩萨和罗汉泥塑
像。是礼佛诵经之所。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堂内有阿弥
陀佛铜像。

今日的慈思寺是明代以来的规模，而寺内的殿堂则是清代末
年的建筑。现在大雁塔经过修复，古塔雄伟，寺殿香火缭绕，
庭院鲜花争艳，是一处特别吸引国内外游人的游览胜地.



慈恩寺介绍篇五

从历史博物馆出来，吃了臊子面，我们继续步行来到大慈恩
寺。大慈恩寺就在博物馆的东南方不到几百米的距离，很快
就到了。

那大慈恩寺为什么称为“慈恩寺”呢?因为唐代着名的玄奘法
师从西归来，觉得母亲对自己的教养付出了很多，为了表达
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他请求唐玄宗李隆基为母亲建了大慈恩
寺。

一进慈恩寺大门，两边分别有钟楼和鼓楼。抬头往上望，我
看见一座塔，高约几十米，塔顶呈三角形，这就是大雁塔，
共有七层。那大雁塔由来是什么呢?话说大慈恩寺内，以前的
和尚都是吃肉的，有一天，一个和尚出去找肉吃，但他什么
也没找到。他非常着急，忽然看见天空有只大雁，就自言自
语地说：“哎呀!如果我有一把弓和一枝剑，把大雁射下来该
多好啊!”刚说完，那大雁的翅膀忽然折了一下，立刻掉了下
来，之后就摔死了。那个小和尚见到他自己一念，大雁就掉
了下来，以为是佛爷们的功劳，从今以后他们的寺内再也不
吃肉了。后来在大雁降落的地方，建成了一座塔，取名
为“大雁塔”。

大雁塔平面呈方形，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约5米的台基上。
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高64米。塔身用砖砌成，
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塔的底层
四面皆有石门，门桅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为唐代大画
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
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
序记》两块石碑。塔内有许多拱门，第一层的拱门非常多，
进入拱门内，可以看到石壁上刻着许多字。以前有些参加科
举考试的考生，如果能够得中进士，就能在石壁上刻上自己
的名字，就是着名的“雁塔题名”。唐代就有此规矩，唐代
大诗人白居易当时也刻上自己的名字呢。不过很可惜，唐代



过后，大雁塔突然被雷击倒了，直到明朝才翻修，所以石壁
上刻的都是明清朝金榜题名的进士。再往里走，就看到一个
方形的石壁，石壁上刻着玄奘正在念经呢，他眉头紧锁，双
眼闭目，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呢，或许他在虔诚念佛呢。

往上走，走到第四层，就看到一个玻璃匣子，匣子内装着一
个宝香炉，香炉里放着两颗圆圆的小粒子，呈乳白色，非常
小。一粒直径只有一毫米，另一粒也只有一点二毫米。这是
什么呢?这是镇寺之宝—舍利子，它是由一些得道高僧圆寂后，
烧成骨灰留下来的。如果在哪位和尚的骨灰里发现了这种东
西，就说明这个和尚得道了。

在大雁塔最高层，也就是第七层，四周分别有一个拱门。从
拱门上往下看，大雁塔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整个西安城尽
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