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居导游词写作 古民居导游词(汇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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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民居导游词写作篇一

景区简介：

泾县查济古村，“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祠庙
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是现存中国最大的古村落。
这里保存着皖南地区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倚山靠溪，展现
着古朴生活气息的同时也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人们可以聆
听到溪水流淌出的动人音律，可以看到饱经岁月沧桑的古祠
堂、古民居，也可以感受到世外桃源般悠闲的乡村生活。查
济，查氏子孙繁衍的聚居地，书画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找寻
灵感的创作地。

景点分布：

查济古村位于泾县西端，村落绵延数十里。古村依河而建，
三条溪水穿村而过，两岸及巷陌皆用石板铺砌。核心保护区
面积达48.80公顷，古建筑从元至清，门类众多，有村门、宝
塔、牌坊、庙宇、社坛、祠堂、古桥、民居、古井、惜纸炉
等，好似一座古建博物馆。宝公祠、洪公祠、二甲祠、爱日
堂、翔义堂、怀素堂、承美堂、红楼桥、德公厅屋为其中的
代表，三雕精美，地域特色鲜明。

景区资质：



景区特色：

休闲、观光、访古、古村、古建筑

民居导游词写作篇二

查济位于安徽泾县，南连黄山区，北邻青阳县，倚靠风景秀
丽的太平湖。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景观村落、中国传统村落。

查济村始建于唐武德八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它
四面环山，山为佛教名山九华山脉，惟东较为平坦、开阔。
现查济为查姓正村，查姓村落绵延数十里。有岑溪、许溪、
石溪穿村而过。村依河而建，两岸及巷陌皆用石板铺砌。路
随水转，曲折迂回，绵延数里。正街以外，宅第散布，高低
起伏，疏朗有致，是一派天然淳朴之田园景色。旧有诗
云：“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环绕万户间。寺庙亭台塔影下，
小桥流水杏花天。”查济古村现存古建筑从元至清，且门类
众多，有村门、宝塔、牌坊、庙宇、社坛、祠堂、古桥、民
居、古井、惜纸炉等等，如同古建博物馆。

二、去该景区的理由(至少3点)

1.查济村历史悠久，始建于唐武德八年，距今一千四百年，
现存古建筑从元至清，且保存较为完整、门类众多，如同古
建博物馆。

2.查济古村商业开发较少，村中居民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状
态，您在这里处处能感受到原始的生活气息。

3.查济村地处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过渡带上，属亚徽文化范畴，
在饮食、生活、建筑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徽州古村落，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地域文化。



4.查济古村落与山水融合更为紧密，村落是依山傍水，民居
是因形就势，一眼望去是镶嵌在即景即境中。

三、推荐景点 (推荐的每个景点需要一张图片，图片不能太
小)

(1)德公厅屋：建于明代，前有牌楼，为三层四柱状，既是厅
屋的大门又是独立的牌坊，门楼砖雕“鲤鱼跳龙门”具有很
高的艺术价值，大厅两个主柱采用了罕见的楠木料，至今质
地良好，柱下是覆盆柱础。

(2)二甲祠：又名光裕堂，建于清初，位于瑞凝午道旁，是查
济村现存最完整的一座祠堂。门楼采用五凤重檐式，精雕空
城计等戏文图案，门墙下有白石雕花墙裙，两侧各有一方上
马石。进入厅堂大门两侧设有抱鼓石，上有两根阀阅。三进
檐柱上的斜撑系圆雕和合二仙、松鹤延年，喜鹊登梅，堪称
三雕的精品。在厅堂与后堂之间设屏封隔开，后堂高出五个
台阶，用于存放祖宗牌位，建筑形制上表明了祖宗与子孙在
等级上的差别。整体建筑内部见木不见砖，内墙镶板，上保
留有当年宗族收支帐目，反映了宗族管理的民主性。

(2)二甲祠：又名光裕堂，建于清初，位于瑞凝午道旁，是查
济村现存最完整的一座祠堂。门楼采用五凤重檐式，精雕空
城计等戏文图案，门墙下有白石雕花墙裙，两侧各有一方上
马石。进入厅堂大门两侧设有抱鼓石，上有两根阀阅。三进
檐柱上的斜撑系圆雕和合二仙、松鹤延年，喜鹊登梅，堪称
三雕的精品。在厅堂与后堂之间设屏封隔开，后堂高出五个
台阶，用于存放祖宗牌位，建筑形制上表明了祖宗与子孙在
等级上的差别。整体建筑内部见木不见砖，内墙镶板，上保
留有当年宗族收支帐目，反映了宗族管理的民主性。

(4)宝公祠：又名敦素堂，为清同治年间重建建筑。正立面凹
形大门，两侧花砖贴面。大厅每根柱下的石柱础雕刻特别精
美，且直径接近1米，为皖南古民居罕见的大柱础。穿过大厅



屏封是对称的左右水池，池中间有石板修筑的精致石拱桥，
临水和桥两侧设有栏杆。三进寝楼设有美人靠，寝楼两厢设
有阁楼，阁楼飞檐翘角。整体建筑构思完整精巧，有很高的
文物价值。

(6)翔义堂：建于明代。一进二层，平面为横向五间。进大门
为一横长形天井被二隔墙分为三部分，提高了厢房的私密性，
这种手法罕见于徽州地区，极具浓郁的地方特色。住宅楼沿
做鹅颈椅(靠背栏杆)，重台勾阑形式，其中下勾阑作如意纹
底足，上勾阑云栱间花板镂空雕卷草纹，云栱下华板雕剔地
起突如意纹图案。勾阑的横向用倒狮、如意等分隔，形象生
动，雕工精湛，十分珍贵。

(7)如松、青山二塔:如松塔位于査济东部的如松山顶，青山
塔建在査济西部的青山之巅。两塔遥遥相对，洋洋上观，系
为弘扬査济文风，由査氏家族集资筹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
造型基本一致，均为密檐式砖塔，高五层，约25米，六角中
宫，底层各有一砖券拱门。

(8)古桥：査济沿河上下，5华里范围，建有古石桥20余座，
桥跨三溪，或平或拱，或长或短，沟通两岸来往。桥边建有
义仓、祠庙等公用建筑。两侧桥墩均以麻石砌成。稍长平桥
中部设尖角状分水桥墩，以利分流洪水，是村落多与山水地
形有机融合的典范。

(9)皖南查济艺术博物馆：位于查济景区四甲入口处，它是长
江中下游区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与人文结合、自然与传统并
存的民间文化馆藏。博物馆占地5.5亩，展厅面积20xx余平方
米，共有各时期藏品1000余件。

民居导游词写作篇三

查济古村落，距县城60公里。查济村四面环山，周围有四
门(钟秀门、平岭门、巴山门、石门)，二塔(青山塔、如松



塔)。三水(岑河、许河、石河)合一，穿村而过，跨河架有平
桥、拱桥、洞桥若干。有元、明、清三代古民居100余幢。

查济村原有108座桥梁，100座祠堂、108 座庙宇。现尚有古
代建筑140余处。其中桥梁40余座，祠堂30座，庙宇4座。元
代建造的“德公厅屋”，位于村中水郎巷，三层门楼，厅内
前檐较低，檐柱楠木质，粗矮浑圆，柱础为覆盘式，无雕琢。
明代的“涌清堂”、“进士门”，雕刻细腻，结构精致。查
济村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

关于它的特色，有诗曰：“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
间，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据说古代的查济
有一百零八座祠堂，一百零八座庙宇，一百零八座桥梁，孝
子坊、贞节坊、官宦牌坊十八座。村外钟秀、石门、巴山、
平岑四门，有如松、青山、巴山三塔，村内岑溪、许溪、石
溪三条小河穿村而过。现在我们看见的只是陈旧破碎的景象，
农妇在溪水中洗衣，狗在巷中慢走，昔日的繁华变成了今日
平静的农居生活。

如今的查济更像一个熟睡的老人，在其苍桑的眉宇间透露出
昔日的繁盛。查济是个规模很大的村庄，可是似乎在建村时
不曾整体规划过，因此整个村子的布局略显得有些零散。在
我看来这个村子像个迷宫一样，数不清的巷子让你不知身在
何处，又像这里已经走过了。但查济的巷子又处处相通，七
弯八拐终有出口。脚下清一色的石板路被踩磨得溜光锃亮，
记录着古老的印迹。

古村老式的民居鳞次栉比，黝黑的屋瓦，浅灰的马头墙连成
一片。这里的大部分房子还住人，我们像串门般随意进入居
民家中转悠，主人早已习惯，自管自忙活着，多有善意的笑
容但并不对我们以特别的关注，这令我们更感自在些。古宅
的门框均为花岗石，屋内进深和开间都很大，屋内有“一”
字形或“四” 字形天井，窗又极少，多在高处，采光通风良
好。



古宅的门坊、墙裙、柱础上、窗棂和门楣上，都有精美的雕
饰。栩栩如生的人物、鸟兽，雅致的山水、花卉，富有文人
气息。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徽式建筑中的“三雕”，那令人
骄傲的飞檐木雕、柱础石雕与高大的门头砖雕，在“二甲
祠”里被集中展示。

明清民居古建筑群就座落在流水潺潺的查济河两岸，绵延lo
里，现存有明代建筑80处，清代建筑109处。几乎所有的明清
建筑都雕粱画栋，翘角飞檐，其中德公厅屋、诵清堂、爱日
堂等住宅更是高大宏伟、结构精致。尤以德公厅屋四柱三层
牌坊式门楼，五朵斗拱屋面，略带翘角分三层覆盖门楼，古
朴典雅、雄浑大方。背面以镂雕手法雕出二龙戏珠、丹凤朝
阳、鱼跃龙门、狮子滚绣球等吉祥图案，手法娴熟精美。

古雕、砖雕、木雕在查济随处可见。门窗扇格的木雕、厅堂
柱础的石雕、门楼门汇的砖雕，均繁刻精镂，玲珑剔透、画
面各异，或花鸟、或禽兽、或人物，无一不栩栩如生;房屋结
构为多进式，或三进、或四进，进间有“四水到堂”式的天
井，沿天井二搂廊廓置有“美人靠”;条石砌就墙基，柱基为
圆形雕石，墙体青砖、屋上黑瓦。传统的双披屋顶半掩半露，
躲在重重叠叠的山墙后面。高出屋顶的山墙既可阻止火势蔓
延，又具防盗作用。山墙造型丰富，有云形、弓状、阶梯式
等，墙头呈翘首长空的马头状。这些古代民居的外形全是青
砖黑瓦，并非是古代查济人没有财力或不具审美意识，明清
时期，查济人多在外经商.不乏富商巨贾，且查济文风极盛。
查济村周围有四门三塔：钟秀门、平岭门、石门、巴山门;如
松塔、青山塔.巴山塔。古朴典雅。这三座塔就是查姓家族为
振兴查济文风，而于清嘉庆年间资兴建的。查济人查秉钧、
查春如更是清代书画名家。

那么查济人为什么不把住宅装潢得五彩纷呈呢?原来中国封建
社会对色彩的使用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区分。平民百姓，纵
使有万贯家私，也绝不允许在住宅上使甩各种金碧辉煌的彩
画与装饰。 “堤内损失堤外补”.虽然住宅是统一的青砖黑



瓦，但聪明的查济人巧妙布局，“依山造屋，傍水结村”，
民居的分布格局巧妙地运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借景、对景
等手法，形成“门外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的“天
人合一”的格局。房屋间有街巷相通，岑河、许河、石河三
水台一的查济河逶迤穿村而流，石渠绕每家每户而过;查济河
因落差较大，清澈的河水迭瀑式地流淌，沿河错落有致地建
有多道拱石桥、板石桥、洞石桥，将两岸民居相连。饱经沧
桑的石桥，藤萝缠绕，远望犹如碧玉横架水上，与两岸青砖
黑瓦遥相呼应。据说，查济村原有108座桥、108座庙、108座
祠堂。

时至今日，查济村虽历经百年风雨治桑，不复有往日风采，
却仍存有红搂，天申、灵芝等15座桥和10余座祠堂、庙宇，
于其中规模较大的宝公祠、洪公柯、二甲祠中的镏金飞檐、
雕粱画栋中不难想见查济村的昔日风貌。三水村中流，三塔
拱四门，石桥跨河溪，两岸古建群。悠远独特的建筑文化，
钟灵旒秀的山水意境，蕴育了昔日的查济人民。站在这明清
古建筑群面前，我们不禁激起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自豪
感，赞叹我们的祖先创建这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勤劳与智
慧。

民居导游词写作篇四

客家民居在岭南山区客家人聚居的村子里,人们随处可看到许
多风格独具、古朴典雅的客家民居建筑：围龙屋、走马楼、
四角楼等,其中以客家围龙屋存世最多,也最为著名,被中外建
筑学界称之为最具中国民居特色的建筑物之一.

围龙屋最早建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
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在丘陵地带或
斜坡地段建造围龙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普通
围龙屋占8亩、10亩,大的占地30 亩以上.一座围龙屋就是一
座客家人巨大的堡垒.屋内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井、猪
圈、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是中国封建自给



自足生活的典型缩影.与众多圆形转龙屋不同的是,河源的围
龙屋是方形的,被称为"府第式"、"角楼".其形制接近北方传
统的"四合院",其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在市郊东源县仙塘圩镇
周围,保留较好的客家民居就达30多座.现这座被辟为客家民
俗博物馆供游人参观的民居是河源围龙屋的典型代表.据记载,
它建于乾隆17年(1749年),后经主人复修并扩建后栋,共66间
房、24个厅、12个天井,算来这座民居的年龄已有250岁了.

仙塘这座围龙屋规模大,结构复杂,布局讲究.其中不仅有卧室、
澡堂、书房、厨房,而且还有一个四层高的楼阁.来到楼阁,大
家如果留意的话,可以注意到每一层四壁上都开有小方窗.也
许有人产生疑问,这么小的窗口采光不太吝啬了吗?我这里要
告诉大家的是,它主要是防御外敌入侵的嘹望孔、射击孔,便
于用、弓箭等武器抗击来犯之敌.围龙屋如此设计,与当时客
家人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客家南迁入偏僻山区,受当地人的
排挤和欺侮,为了一致对外,他们不得不聚族而居,不得不建造
有防御功能城堡式的住宅.

这座民居最让人费解的是有那么多天井,那么多厅.尽管这是
一个深宅大院,但经几个天井透进来的光照射,各个角落也明
亮许多.厅分上、中、下厅.据说上厅是为老人百年归寿时的
停放地;中厅为拜祖、议事的地方.其中,上中下厅之间都用两
扇屏风隔开,一般在举行婚礼时,打开下厅屏风,百岁老人归寿
时打开两厅屏风.各们朋友你知道?去年中央电视台迎接香港
回归所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香港的故事》中前10集许多镜头,
就是在这座客家的"大观园"里拍摄的.

的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栏杆式"、云南的"一颗印"一
起被中外建筑学界誉为中国五大特色的民居建筑物.如今围龙
屋已走出封闭的大山,走向辽阔的世界.它成了一种历史遗迹,
一种奇特的景观.围龙屋的精巧结构、奇妙布局以及丰富内涵
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看惯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再看看
古色古香的客家民居,不仅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同时又增长了
知识.



民居导游词写作篇五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导游xxx。欢迎大家来到闽西南和粤东北
的崇山峻岭中！来，咱们边走边看吧。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
在艺术形式上百花盛开，在“民居”也是各具“特色”。

先说说咱们面前的客家民居吧！为什么说它与众不同呢？他
们所在地是边远的山区，为了不受外界的干扰，便营造了营
垒住宅。这些住宅在建造的时候呢，先在土中掺石灰用糯米
饭、鸡蛋清做粘合剂，再以竹片、木条作筋骨夯起墙厚一米、
高十五米以上的土楼。这些土楼多为三层至六层楼，一百至
两百多间房屋如橘瓣状排列，布局均匀、宏伟壮观。这些土
楼大部分都有两三百年甚至五六百年的历史，都是经受过无
数次地震撼动、风雨侵蚀、以及炮火攻击而安然无恙，显示
了传统建筑文化的魅力。

因为客家人崇尚圆形，认为缘是吉祥、幸福、和安宁的象征。
所以土楼都是围成的圆形房屋，按八卦布局排列，卦与卦之
间设有防火墙，整齐划一，具有象征意义。

每户客家人的门前都刻着这样的正楷比联：“承前祖德勤与
俭，启后子孙读与耕”，表现了先辈想子孙和睦相处、勤俭
持家的愿望。楼内房间大小一致，每户人家平等的分到底层
至高层各一间房。各屋各房的用途惊人地统一：底层是厨房
兼饭堂，二层当贮仓，三层以上做卧室。两百人聚居一楼，
秩序井然毫不混乱。

怎样？听了我的讲解，是不是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
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