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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景区导游词 

 

湖北景区导游词 

湖北景区导游词一：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刁汊湖生态旅游区观光旅游! 

刁汊湖地处汉水之滨，这里风光如画、物产丰富，素有江汉平原

明珠的美誉。 

刁汊湖是湖北省十大湖泊之一，位居老五，地处江汉平原中心，

解放前是泛水湖泊，承接府、环、天、皂、大富五条河流，16821 平方

公里来水。清人曾希天曾赋诗： 

小憩晴天倦眼开，菱菏香里雨声摧，湖气百里澄如镜，唯见渔舟

自往来。 这就是当时方园百余里，浩瀚无边刁汊湖的真实写照。 

刁汊湖生态旅游，有其独有的特点和魅力： 

首先，它是全国唯一的人工调节封闭式湖泊。历史上的刁汊湖，

水位无法控制，利用率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十万大军进驻叼

叉湖，开挖了东南西北四条干渠，实现了河湖分家，相应建成了 6个

大型闸站，水位可根据生产需要，科学调节。 

其次，刁汊湖生态建设成效明显。大家见到的今天的刁汊湖是： 

湖中套渠、渠堤植树、渠坡放牧;畜禽粪尿肥水、肥水养鱼;立体

开发综合养殖，多层次综合利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都是其它地

方无可比拟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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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刁汊湖景色优美，风光如画。春天，葱葱香杉，依依垂柳，

嫩采叠翠，一派生机;盛夏，随处可见湖中鱼泛金波，群荷张伞，万莲

吐香，菱花争艳;秋来，金风送爽，硕果溢香，土芳水华、鱼欢禽唱;

冬至，清雪多情，朔风少寒，大雁来栖，野鸭逐欢。 

如今的刁汊湖，一年四季，游人如织，一位德国专家在考察刁汊

湖后，曾感慨地说： 

这么广阔的湖泊，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中国不多，世界也少见。 

刁汊湖 

现在我们正行进在通往景区的林阴大道上，大道两旁参天伟岸的

水杉，轻柔婆娑的芦苇，依依拂水的垂柳，四季长青的松柏，形成令

人惬意无比的绿色长廊。清风拂来的绺绺荷香，使您觉得仿佛徜徉在

绿色的世界，花儿的海洋。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两旁楼房的建筑特点了没有?对!刁汊湖的

许多建筑物都是建在水上的，独具威尼斯水城情调。这些 浮 在水上

的建筑，有各具特色的渔家小楼，端庄古朴的办公楼，也有风格迥异

的高档宾馆。您看，这座乳白色的星级宾馆名为 金鲤湖宾馆 ，它傲

立在碧波之上，雕栏玉砌的院内，繁花锦簇; 金屋藏娇 的楼底，群鱼

争游，恰似一座水族馆。这是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市支行投资兴建的。

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这些富有威尼斯水城情调的建筑绝大部

分都是开放开发引进的结果，全省在这里建立了融培训教育、休闲娱

乐、垂钓养殖于一体的基地 25个。 

说起刁汊湖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呢：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美貌绝伦的荷花

仙子乘鹤路过这里，当他看到满湖碧波，接天芦苇，映日荷花，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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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底的景致时，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迷人的湖，从此他与这里的人们

生活在一起。荷花仙子有一只神笛，这只神笛吹出的美妙乐章能改变

自然。勤劳勇敢的刁汊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情景打动了荷花仙

子，他决心为民众做些好事，终于吹响了那余音绕湖三日不绝的美妙

乐曲。第一曲吹毕，湖中荷花无比灿烂，莲籽丰硕;第二曲吹就，湖上

渔歌婉转悠扬，鱼虾满舱;第三曲吹罢，湖畔琼楼玉宇，民众生活幸福

甜蜜  

当然，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令人无比高兴的是，过去的神话传

说如今已变成现实。现在的刁汊湖鱼肥水美，生活在她怀抱里的渔

家，正像神话传说中的那般模样，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从神话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我们现在已转上了三支渠

林阴路，映入大家眼帘的就是刁汊湖最美、最具有特色的景区 刁汊湖

游乐园。路的右侧是装有空调的 厢式钓鱼台 ，喜欢垂钓的朋友可以

在这里一试身手;紧邻 钓鱼台 的是 渔家风情园区 ，热爱生活的朋友

可以燃起炊烟，把酒畅饮，享受生活的 野 趣;别具风韵的 吊脚竹楼 

在湖心星罗棋布，热衷探秘的朋友可以上去 过上一把瘾 沿着我们脚

下的 九曲桥 缓步前行，可到湖中央的 湖心酒楼 享用 湖水煮湖鱼 

的 全鱼宴 ，但您可要当心，在湖上邀友举杯，酒香、荷香一起袭

来，容易醉人的哟!有一位诗人，在湖心酒店进餐后，曾赋田园诗一

首： 

门前，渔舟点点，室旁，荷香群艳;抬头，晚霞映照，远望，碧水

连天。风景万般好，更有这湖心酒店。芡实米、红香莲，难饱口福;鲜

毛蟹， 满湖春 ，正好润心田。席间万千游客，纵横趣谈古千年，天

下一切事，由此传向八方四面。 把酒湖心酒店，我们的感受也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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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地方特色的项目就是泛舟、赏荷、采莲，船儿行进在莲花过

人头的绿色海洋里，您可看到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

胜景;也可感觉到 低头弄莲子，怜子清如水 的心情;更可领略到 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诗情画意。 

下面请大家随我上游船下湖去感受感受吧。各位务必保持身体平

衡，小心被晃动的船摇下水去。大家可以看到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的

水草、水生动物清晰可见。这种浮在水面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我们

把它捞起后翻过面来。看，下面垂着的褐色果实就是生吃香脆、蜜甜

爽口;熟食粉香、甜而不涩的菱角。那种状似鸡头、苞外多刺的是芡

实，那边还有茭白、菱草、蒲草等叼叉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呢。 

不说我也知道，最吸引大家的当然是满湖的绿色，一株株翠绿的

荷叶象一把把倒立的小伞悬在空中，一朵朵粉红的荷花象一个个含羞

的少女隐在湖里。这就是本地特产 全国五大名莲之一的叼莲。叼莲属

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的地下茎叫藕。每年乍暖还寒时，莲藕就悄

悄地在泥里萌发新芽，逐渐长出铺盖水面的荷叶，到盛夏莲花开放，

星星点点地点缀在绿色的荷叶丛中。莲花凋谢后，花托渐渐发育成莲

蓬，待莲蓬周围的花、须落尽后，莲蓬就慢慢地饱满起来，这时，莲

蓬的嫩米甜而脆，可以生食。当莲蓬壳皮变成褐红色且稍现裂痕时，

就到了叼叉渔民采收莲子的大忙季节了。 

大家可以顺手采摘几个莲蓬尝一尝，怎么样?是不是粒粒饱满，清

香可口，回味清甜呢?叼莲不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有较高的药用价

值。现代科学证明，每百克莲子中，含碳水化合物 62克，蛋白质 1 

6克，还有微量元素、维生素等，主要功能是滋阴补血，润肺养

心，强胃固精，还有收敛镇静作用。莲蕊味甘涩，含有多种莲蕊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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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犀草、云香苷等，可养心固肾，清热泻火，长期开水冲泡饮用，能

预防和治疗支气管炎和咽喉炎等疾病。 

莲子为甜菜之冠，民间有 无莲不成席 之说。历代达官贵人经常

食用的大补三元汤，三元之一就是莲子，是人们食中之佳品。 

听!前面岸边怎么鼓声阵阵，有什么热闹的事吗?原来是人们在玩

蚌壳精游戏。 蚌壳精 依照蚌蛤的形状，用竹子绑扎作筋，扪上布或

纸，再着色勾墨描绘点缀，形如真蚌壳。 蚌壳精 之所以称 精 ，是

因真实的蚌壳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灵敏，而称精的蚌壳内有一个

亭亭玉立的美女。 

蚌壳精 的玩法是由一个打渔人戏捉蚌壳精。打渔人头戴草帽，嘴

上夹着假胡子，脸上略略化妆，身穿短青衣，腰系白色短裙，腰中扎

个小鱼篓，手上拿一条鱼网，乐队敲锣鼓点上场。蚌壳精中的女子踩

着锣鼓点，将两扇蚌壳一扇一扇地躲避进行表演。打渔人为了攫取蚌

壳精，声情并茂地使出全身解数。他先向湖中四处张望，佯看湖中是

否有鱼，然后从肩上拿下鱼网，做起打鱼的动作，以分散蚌壳精的注

意力、麻痹蚌壳精的思想。如此声东击西、欲擒故纵，反复多次，直

到打渔人用渔网将蚌壳精套住，游戏就算结束了。玩蚌壳精属于舞体

之类的哑剧，但表演非常细腻入微。 

这种活动源于明代以前，在春节期间常伴随龙灯、彩船起舞。 蚌

壳精 有响器相配，只要哪里有这种活动，必然是人山人海，竞相观

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粉墨登场的哟。 

今天的行程到此就告一段落。各位游客，愿独具水乡特色的叼叉

湖给您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我们随时欢迎您再次光临。 

湖北景区导游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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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座落在风景迤逦的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占地面积 5500

余亩。它的前身是 1893 年由湖广总督张志东走轻轻政府创办的自强学

堂。后来几经变迁，在 1928 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在 201X 年 8

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水电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

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大学，成为一所涵盖了文法理工农医等 11大

学科门类的新型综合性大学。现在大家眼前的这块牌坊呢就是合校后

由校友出资修建的。在牌坊的背面是用隶书篆刻的 文法理工农医 六

字。 

武汉大学秉持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的学风，发展至今，已

有师生近 60000人，有 20个国家重点学科，238个硕士点，184个博

士点。在我右手边的这座高楼是我们学校的生命科学学院，它始建于

201X 年，集教学，办公，科研于一体，是当时中国高校规模最大、条

件最好的综合性生命科学大楼，拥有的一批一流的仪器设备资产过亿

元。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武汉大学珞珈文化广场，也中国高校里最

大的一个广场。这里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天气晴朗的傍晚，经常有人

在广场上放风筝，周末的晚上也有结伴而来跳交谊舞的老年人。这边

的是物理学院。物理学院的大楼有别于其它学院大楼的是： 

顶楼天台上有一个旗杆，据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物理学院是接受来

访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学院。物理学院大楼前有一尊爱因斯

坦的雕像。 

顺着这条马路往前，我们的左前方是第五教学楼，右前方的是图

书馆。论条件，论设备，教五楼是武汉大学里最好的一幢教学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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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逢大考之前这里向来是学子们的必争自习地。而右边的图书馆

建成于 1985 年，共有 14 层书库，面积达 

1.54 万平方米，里面有 1600 多个阅览座位，并配有现代化检索

设备。 

马路的尽头是武汉大学的未名湖，一般大家都知道北大有个未名

湖，但说到武大的未名湖就总有点跟风效仿的味道了。其实学校很久

以前就对未名湖进行了征名的活动，并取了洪波湖这个名字，但因为

未名湖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所以洪波湖这个名字并没有叫开去。 

走到这呢，我想大家一定有点累了，我们可以到前面的樟树林去

休息会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进入校园开始，大路的两边

就有很多的樟树，其实啊，樟树有天然祛蚊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武大

校园里到了夏天很少有蚊虫的原因。在樟树林的正中间地方有一尊铜

像，那是我们武汉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位校长，李达。说到李达，就不

得不提到他的一位深交挚友，也是我们的党的领袖 BANNED。据史书上

记载，毛主席和李校长是肝胆相照 40 年的好朋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

代，毛主席只要路过武汉必和李达见面。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

共只视察过两所大学，武汉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永远铭记这一难

忘的日子，武汉大学把 BANNED接见师生的操场定名为  

9.12广场 ，并勒石纪念。 

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到 

9.12操场那边去看看。这一幢带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建筑可谓是我

们武汉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武汉大学的校徽便是以它为主体。它的建

筑风格采取的是西欧拜占庭式，这与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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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操场的圆顶罗马式建筑理学院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这也应和

了 天圆地方 的说法。行政楼的后面是以前的法学院和商学院，现在

新的办公大楼已经建成，并且于 201X 年的 9月份投入使用，成为武大

条件最好的一批办公大楼。 

行政楼的背面便是珞珈山了。珞珈山本来并不叫珞珈山，而是罗

家山。这 珞珈 两字是我们武汉大学第一任文学院的院长闻一多先生

信手拈来的，取意，佛家的珠器。音虽一样，却差之千里。据说，以

前珞珈山上有很多别墅，是专门为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准备的，那时候

能住到珞珈山上是很多老师的梦想。而现在山腰上的酒店珞珈山庄，

在革命时期曾是蒋介石的后方司令部。 

这幢山字型回廊镂空的白色建筑我们叫它人文馆，也称逸夫楼，

钟楼。是现在的文史学院，和哲学院。继续往前，我们就来到了樱花

大道了。这几年，武大的樱花节在全国都小有名气，每年三月底都有

各地的游人到武大来赏撄看景。武大的樱花历史渊源，可从 1938 年说

起，那时武汉沦陷，武汉大学被迫迁到四川乐山，武汉校园成为日军

的后方医院，大批日军伤员住进樱园宿舍，为抚慰伤员的思国之情，

于 1939 年春天从日本移栽了大量樱花树到樱园，抗战胜利后，武大没

有把这些樱花树以警示后人。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当时的日本首

相池田向周总理赠送了 150棵红垂樱，周总理送给武大 50棵。这些樱

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樱园学生宿舍也叫老斋舍，樱花城堡，建在狮

子山的半山腰上。从建筑风格上看，类似于西藏的布达拉宫。山顶上

是老图书馆，它曾是武大建筑的最高点，气势恢弘，从下走上来的 100

级台阶寓示着 书山有路勤为径 。老图左右两侧是外语学院和数学统

计学院。曾经有喜好风水的人研究武大说，樱园宿舍，人文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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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构成一条横卧的巨龙，樱园便是龙身，人文馆是龙角，行政楼就是

龙头。 

下了樱园，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鲲鹏广场。鲲鹏广场是历届毕业生

合影留恋的必选地点，也是每周三晚英语角的场地。前方是宋卿体育

馆。我们知道宋卿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字，话说黎元洪是我们武汉

黄陂人，他生前就非常喜欢武汉大学，很希望自己死后可以葬在武

大。可是学校毕竟是学校，当然不能答应他的请求。所以后来黎元洪

的儿子就捐资修建了这座体育馆，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虽然不能长

眠于此，至少也可以留名于后。算是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现在黎元

洪的遗体安葬在靠近东湖的卓刀泉公园。 

穿过宋卿体育馆，我们已经回到了主校道上了。这座雕像刻的是

李四光骑驴选址。最开始的时候，珞珈山这一带是一片荒芜之地，而

是被李四光骑驴找址相中的宝地，可谓是武汉大学的伯乐了。马路对

面的是我们的第四教学楼。楼前的亭子是 六一惨案 纪念亭。 

从这走到校门，我们就算是把老武大的大路绕了一圈。而我的导

游词到这也就要结束了。由于资料有限，很多地方是自己凭记忆写下

的，如果哪位看出端倪，望留下只言片语。 

湖北景区导游词三： 

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大家一路上辛苦了。 

随着我们平稳、舒缓的大巴缓缓前行，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三乡

宝地天门。在此、我代表乾坤旅行社以及天门 170万人民对大家的光

临致以最热烈的欢迎。我是大家本次天门之行的导游员，我姓杨、也

就是杨家将的杨，大家可以叫我 小杨或者杨导。这位是我们的司机刘

师傅，他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大家可以放心乘坐。在接下来的日子



第 10 页 共 22 页 

里，就将由小杨为大家提供导游服务。一路上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困难

请尽管向小杨提出来，小杨一定尽力为大家解决。希望小杨的服务让

大家在天门吃的放心，住的舒心，玩的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天门市地处鄂中腹地江汉平原，地理位置优越，全市国土面积

2622 平方公里，人口 173 万西通荆州，东接武汉，南临黄金水道汉江

和宜黄高速公路，北枕汉宜公路和即将动工的三峡铁路。天门刚好处

在武汉、荆州、荆门经济三角区的中心和两江开发带的中部，具有极

强的辐射能力。去年，天门入选了全国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小城市一百

强。如果大家手上有什么投资项目，可以考虑一下哦! 天门历史悠

久。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智慧的先民就在这里创造了灿烂

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 278年,秦昭王在此首置竟陵县，自西晋以来的

1500多年里，先后七次为州、郡治所;公元 1726年，康熙年间该称天

门县;1987撤县建市,1994年 10月为省直管市。 

大家有喜欢喝茶的吗?来我们天门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茶圣陆羽

了. 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 《茶经》闻

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 茶

仙 ，尊为 茶圣 ，祀为 茶神 。 

陆羽的身世有很多传奇的色彩.相传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寺塔

智积禅师漫步西湖之滨，忽听芦苇丛中群雁喧哗，于是循声寻去，见

三只大雁以翼覆一婴儿，甚感惊异，遂将婴儿抱回。，收留教养于禅

院，这小孩就是陆羽。后人为纪念陆羽，在此建石桥一座，取名 雁

桥 。雁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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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古雁桥南 50米处堤街，即智积禅师初闻群雁喧哗站立之处。

明代中叶立碑坊一座，名 雁叫关 ，关前水巷口建有品茶楼一座，上

祀陆羽，有楹联： 

品水雅意不在酒，仙子高风只是茶。 陆羽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积公以《易经》自筮，为孩子取名，占得 渐 卦，卦辞曰：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于是按卦词给他定姓为 陆 ，取名为 

羽 ，以 鸿渐 为字。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救陆羽的是三只大雁,三只

大雁就有六扇羽毛,取其谐音就是陆羽了. 。 

陆羽躬身实践，笃行不倦，取得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

又遍稽群书，广采博收茶家采制经验的结晶。《茶经》一问世，即为

历代人所宝爱，盛他为茶业的开创之功。唐代宗曾诏拜羽为太子文

学，又徒太常寺大祝，但都未就职。 陆羽 72岁时病逝于湖州天杼

山。死前，他有一首《六羡歌》：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

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充分体现他的人品似茶叶一般清纯。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

以及他所著的《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天门素有 三乡宝地 的美誉。大家知道是那三乡吗?就是侨乡、棉

乡、和状元之乡. 

天门市是中国内地著名侨乡，湖北省的重点侨乡。天门旅居海外

的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有 78,000多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天门华侨出国始于 18世纪末经历了 北上欧洲 、 南下东南亚 和 

转徙世界各地 三个时期，他们在出国途径、谋生方式等方面有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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