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雁塔导游词 大雁塔的导游词(模板11
篇)

环保标语是为了提醒人们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而设计的简短
宣传语。如何设计一个有力的环保标语？以下是一些深入人
心的环保标语，希望能唤起大家对环保的重视。

大雁塔导游词篇一

各位游客：

大雁塔位于南郊大慈恩寺内，是全国有名的古代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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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着唐代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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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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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大雁塔导游词篇二

大雁塔位于南郊大慈恩寺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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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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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雁塔导游词篇三

大雁塔位于南郊慈恩寺内，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为唐名僧
玄奘保存经书而建。新修的大雁塔北广场是全国唯一的唐文
化广场，它东西宽218米，南北长346米。广场两旁，绿树成
荫，树下有古代诗人的古诗，地上有古代诗人不同字体。游
人们都在树下休息，有些小孩在树下玩耍，大家都不亦悦乎。

我们来到了全亚洲最大的喷泉，它随着动听的旋律，喷泉开
始了舞蹈，在轻柔缓慢的音乐下，它像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在向人们展现自己的舞姿;在激情的音乐下，它像活泼的小精
灵，在花丛中舞蹈。人们都意犹未尽，我也不例外。

天气像一个淘气的孩子，把刺眼的光芒撒向大地，让人们满
头大汗，我们来到了大雁塔公园，那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颇像一个人间仙境，漫步其中，犹如空中白云上那般惬意，
阵阵微风吹过，大家都眉开眼笑呢!



夕阳西下，我要走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雁塔广场，心
中不禁发出感叹：“好美啊!”我以后一定会再会来的，再来
看看美丽的大雁塔广场!

大雁塔导游词篇四

大家好，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大雁塔!

现在，大家来到大雁塔脚下，大雁塔原称慈恩寺浮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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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砖石，历时两年才建成。

大雁塔是典型的仿木构楼阁式砖塔，更以“唐僧取经”故事
驰名中外。

大雁塔导游词篇五

大雁塔共分七层，每层都装有四个小巧而精致的小窗户。一
层有个禅房，禅房里放有佛经、佛像，其中有如来佛像和观
世音菩萨的佛像等。

大雁塔的门框上，有优美的线条雕刻着唐代建筑图案，美丽
大方，是研究我国建筑史的重要资料。大雁塔已被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文物。爸爸对我说：“大雁塔凝聚着我国劳动人民
的勤劳汗水，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毅力的结晶，我们现在
要是不珍惜它，不保护它，怎能对的起我们祖先呢?”

顺着楼梯向上攀登，到了第七层，举目远眺，西安市市容尽
收眼底。看，前端是西北最高的建筑物——电视塔，左端是
规模宏大的小寨饭······。整个大雁塔气势雄伟，具
有浓郁的民族色彩。最引人注目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
尚和唐僧师徒四人的佛像，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我



仿佛看见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去西天
取经，一路上他们兄弟三人斩妖捉怪，击退了妖怪们一次次
的进攻，保护着师父最后终于取得了真经。

大雁塔导游词篇六

在中国的西北部，美丽的西安市是著名的十三朝古都。有着
标志性建筑物钟楼、明长城遗址、华清池等等。可最雄伟、
最有盛名的还要数大雁塔。

大雁塔自唐朝以来，由玄奘法师修建，用来存放经书的佛塔。
它建在大慈恩寺之内，从古至今，保存完好，现在供游人参
观、游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更是著名的古城西安的
象征。西安市的市徽中央就印着大雁塔，由此可见，大雁塔
是当之无愧的西安的标志。

雁塔的由来神奇玄秘。相传，在印度摩伽陀国，一个寺庙内
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吃三净食(即雁、鹿、犊肉)。一天，
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今天大家
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
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
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
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玄奘便以这个典故，修建了
大雁塔。

大雁塔最早因为财力不足，只是一座五层的建筑，后来因武
则天信奉佛教，将它修建到了十层。可不幸的是，五代战乱
又降至七层，才有今天的七层青砖塔。塔高64.5米，地面各
有一个门洞，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中
的不可多得的杰作。

从远处望去，你会发现大雁塔略有倾斜，这可是有来头的.。
过去，西安有过数次的地震，将塔震得像一边微有倾斜，后
来，塔下身部分为土质，地下水不均匀，使大雁塔加速了沉



降倾斜，现在逐渐收回地下水，使大雁塔“改邪归正”。

大雁塔是第一批全国的重点保护文物，经过一次次整修，这
个七层的青砖塔变得坚固结实，大雁塔在日后的文物保护、
社会建设中，不减昔日古典的美丽，笼罩这一层迷人、神秘
的面纱!吸引着世人探寻佛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明。

大雁塔导游词篇七

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欢迎来到大雁塔，那么你们
应该对大雁塔不是很了解吧，那么我就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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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介绍完了，祝你们今天可以度过美好的一天。

大雁塔导游词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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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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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雁塔导游词篇九

各位游客：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参观的是大雁塔景区和曲江旅游区，首先我们去参
观举世闻名的`大雁塔。

大雁塔位于雁塔路南端的大慈恩寺内，大慈恩寺，初名无漏
寺，始建于公元589年的隋代，到了公元648年，太子李治为
了追念慈母文德皇后大恩，要求选择“挟带林泉，务尽形
胜”之地，建造佛寺，为其母祈求冥福，于是重修隋代无漏
寺，并改名为大慈恩寺。唐代的大慈恩寺规模极大，占地342
亩，有房间1897间，可容纳僧徒3000余人，慈恩寺的首任拄
持就是被称为“法门领袖，民族脊梁”的玄奘法师，玄奘姓
陈名祎，河南偃师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翻译家、旅
行家和文学家。公元620xx年，28岁的他独自一人前往印度学
习佛学，先后在印度各地从事佛教研究长达20xx年之久，公
元645年，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带回了657卷佛经和大量的佛
舍利以及佛像，受到了朝野和国人的隆重欢迎，公元648年12
月，大慈恩寺初建落成，玄奘法师便被请到慈恩寺担任住持，
继续翻译佛经，并在此宣讲唯识宗教义，使慈恩寺成为了唯
识宗的祖庭。现在的大慈恩寺，是在唐代大慈恩寺西院的遗
址上重新修建的，规模仅为唐时的七分之一。现已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大慈恩寺的门口，因为我国佛教
寺院大多都建在深山密林之中，所以寺院的正门称为山门，
山门也称三门，东为无相门，西为无作们，中为空门，象征
着佛教的入门三解脱，走进山门，我们可以看到钟鼓二楼东
西对峙，东边的钟楼内悬挂有一口明代的大铁钟，重约三万
斤，上面刻有雁塔晨钟四个字;西面的鼓楼内有一面直径约2
米的大鼓，僧人们早上敲钟，晚上击鼓，晨钟暮鼓，交相辉



映。寺院的钟声每天敲108下，象征着破除人的108中烦恼，及
“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
成佛，渡众生。”就是说，听到寺院的钟声，就可以消除一
切烦恼，得道成佛了。

钟鼓楼的北面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佛教寺院的主体建筑，
殿内供奉的是三身佛，中为法神佛毗卢遮那佛，西为报身佛
卢舍那佛，东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三身佛的两侧是佛祖的
两大弟子，东为迦叶，西为阿难。两边有普贤菩萨像和文殊
菩萨像，他们分别象征着真理和智慧。东西两侧还列坐有十
八罗汉像。

大雄宝殿过去是法堂，法堂是为佛教徒讲经说法的地方，里
面供奉的是阿弥陀佛，堂内墙壁上贴有三张拓片，中间的是
玄奘负笈图，两侧是玄奘的两位弟子，圆测与窥基，圆测是
新罗国王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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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玄奘法师当时的名声之大，地位之高。

法堂的背后就是举世闻名的大雁塔了。大雁塔始建于唐高宗
永徽三年，即公元652年，是由玄奘亲自设计并督建的，用以
保存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与佛像。最初的塔为5层，砖表土心，
不可攀，后来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将它重新修建并增高至十
层，后经战乱毁坏，到五代时又重新修建，改为七层。现在
的大雁塔基本上就保留了这次修缮后的状貌，为楼阁式砖塔，
高64.7米，共七层，塔内建有楼梯可盘旋而上，每层都建有
砖拱门，塔南门东西两侧的砖龛中，嵌有两方石碑，是李世
民和李治分别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述三藏圣教
序记碑》，二碑均为唐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被称
为“二圣三绝碑 ”。

大雁塔导游词篇十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西安大雁塔观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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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的游玩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可以
带上家人朋友再来此地畅玩一番，期待下次再见。

大雁塔导游词篇十一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参观之是大雁塔景区和曲江旅游区，首先
我们来到之是大雁塔景区. 大雁塔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
由前面之大慈恩寺、大雁塔以及南北广场和东西两苑组成，
占地约五百亩。

《西游记》里之唐僧可谓家喻户晓，他之原型就是我国唐代
著名高僧玄奘，玄奘与大慈恩寺以及大雁塔有着十分密切之



联系。今天参观完这里，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十分清晰之了解
了。

现在我们所处之位置就是就是大雁塔南广场，广场中央矗立
之就是玄奘法师之高大铜像。你看他气宇轩昂，身披袈裟，
手执锡仗，步伐坚定，好象正在奔波在西行取经之路途上。
玄奘是我国古代著名之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他姓陈名
祎，河南偃师人，自幼聪慧超群，勤奋好学。13岁被朝廷破
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

玄奘先后周游全国十余省，遍访十余位高僧名贤，拜学经典，
穷尽各家学说，誉满京师，被誉为“释门伟器和佛门千里
驹”。贞观三年，为解决佛教中之疑难问题前去佛教之发源
地天竺，即今印度取经，著《大唐西域记》一书，是我国取
经者中成就最卓著之人。公元645年在被授予佛教界最高称
号“三藏法师”后，返回长安，潜心翻译佛教经典19年。唐
太宗尊称他是“法门之领袖”，唐高宗称他是“真如之冠
冕”。

在玄奘铜像之身后，就是大慈恩寺，即玄奘开创之慈恩宗之
祖庭。慈恩寺，又名无漏寺，是公元648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
他之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具有其他寺院望尘莫及之显赫地位
和宏大规模。这座寺院当年由13座庭院组成，面积达34o亩，
是现在寺院面积之7倍。其建筑富丽堂皇，装饰华丽富贵。

现在我们来到大慈恩寺之门口，大家看，门匾上“大慈恩
寺”几个金光闪闪之大字是江同志亲自题写之。寺院之正门
又称为山门，也叫三门。中间之是空门，东边之是无相门，
西边之是无作门，象征入门三解脱。所以人们常将出家作各
尚叫作坠入空门。我们现在就从这里进入寺院吧，而是继续
我们之参观。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各有一楼。东边是钟楼，里边悬挂有一口
铁钟，铸于公元1548年，重15吨，钟上有“雁塔晨钟’4个苍



劲大字。钟自铸成一直沿用至今。每天寺院僧人闻钟而起，
闻鼓而眠。晨钟共敲3阵，每阵36响，共鸣108响，表示断除
尘世人生108种烦恼，祈祷盛世太平，万民安乐，五谷丰登。
关中八景之一“雁塔晨钟”由此而来。西边是鼓楼，楼里悬
挂一面大鼓。钟鼓皆为寺院大型法器。

众所周知，大雄宝殿是寺院之中心建筑。大家面前高台上之
建筑就是大雄宝殿。大殿前香火兴旺，大殿上面三座塑像是
佛祖三身佛像。中为法身毗卢遮那佛，西为报身卢舍那佛，
东为应身释迦牟尼佛。佛像两侧是佛之弟子，东为迦叶，西
为阿难，两旁还有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塑像，均为明代雕塑，
象征真理和智慧。东西两厢排列着包括玄奘和庆友在内之18
尊罗汉像。在大殿供奉之主尊背后塑有南海观音菩萨及众菩
萨、龙女、木叉等150身人物。

好了，我们现在穿过大雄宝殿，可以看到后面之这个藏经楼，
在这里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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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明代铜铸鎏
金佛像。殿内珍藏玄奘亲手供奉之佛座一件，还有玄奘负笈
图及窥基、圆测碑拓画像等。

继续往北面走，我们可以看到坐落于寺院内之大雁塔。它是
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之楼阁式砖塔，被视为古都西安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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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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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为七层，人们常说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浮屠”即由此而来。

大雁塔高64.7米，呈方锥形。塔底层边长25米，每层四面各
有一个砖券拱门。整座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
建筑艺术之杰作。唐末以后，寺院屡遭兵火，殿宇焚毁，只
有大雁塔巍然独存。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站在塔上
凭栏远眺，长安风貌尽收眼底。等一会儿，有兴趣之朋友可
以登塔游览。



“雁塔题名”也是大雁塔独有之一道风景。自唐中宗神虎年
间，进士张莒登塔题名，后文人们竞相效仿，相沿成习。唐
代士子考取进士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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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升为卿相之还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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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雁塔时就作诗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
七人中最少年。”反映了他少年得志之喜悦心情。

游客朋友，绕过大雁塔向北，我们前往玄奘三藏院门。大门
前修了一座长20多米，高2米多之汉白玉照壁，照壁南面是集
褚遂良字刻之“法门领袖”四个字，北面是赵朴初题写
之“民族脊梁”四个字。玄奘三藏院是一组仿唐风格之建筑
群，由中院大遍觉堂、东院般若堂、西院桃明堂三部分组成，
其中大遍觉堂供奉之玄奘法师之顶骨舍利是本寺之镇馆之宝。
玄奘之其它灵骨舍利已广布世界各地，象征和传播着玄奘精
神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好了，各位朋友。大慈恩寺和大雁塔之参观就到这里，现在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大雁塔北广场吧。大雁塔北广场位于著名
之大雁塔脚下，东西宽480米，南北长350米，占地252亩，由
近2万平方米之音乐喷泉广场和文化广场、园林景观、文化长
廊、旅游商贸等设施组成。

这里之音乐喷泉是亚洲最大之喷泉广场，每天中午12：30都
会准时开放，到时大家可以前来观赏。广场南北高差9米，分
成9级，每个踏步为5级，意蕴“九五之尊”。由北向南逐步
拾级，形成对大雁塔之膜拜，将古都风韵与现代风采之完美
结合。20__年12月31日建成开放，它是全中国唯一之一座唐
文化广场，目前已成为西安之“城市会客厅”和“城市名
片”。大家如果喜欢这里，就可以经常来我们西安之客厅里
来坐一坐。

大雁塔景区之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午我们将去参观大唐芙
蓉园和曲江海洋馆等景点.大唐芙蓉园是在唐代芙蓉园遗址上



修建之，完全仿照了唐代皇家园林之建筑形式，于20__年建
成并对游人开放，占地面积1000亩，总投资13亿元人民币。
内有紫云楼、凤鸣九天歌剧院、陆羽茶社、仕女馆等等许多
之仿唐建筑群，拥有全球最大之水幕电影，是我国第一个全
方位展示大唐文化与风貌之主题公园，被誉为“盛唐主题天
下第一园”。

曲江海洋馆，是西部最大之海洋馆，占地90亩，总投资3.5亿
元人民币。主要由海豚表演馆、海洋科普馆、热带雨林馆、
海底隧道和水下大观园等部分组成。

在曲江旅游区，我们还可以参观到传说中薛平贵与王宝川爱
情故事之发生地寒窑以及以平民身份埋葬之秦二世胡亥墓。

好，现在大家自由参观，一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谢谢
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