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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我看到大家

今天的精神状态都不错哦，相信我们会度过快乐的一天。我们的我

们的大巴车已经在酒店外等候了，现在，请大家检查一下，看看外

出所必备的东西是否都带齐了，像太阳镜、遮阳帽、照相机等物品。

没有问题了，我们出发吧，向着快乐的驿站！（唱）跟我走吧，现

在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酒店外)请大家按次序上车，避免拥挤。

　　（大巴车内）（默数清人数后）好，大家都上车了，请把随身

的物品放好，坐好扶稳。请司机师傅开车吧！那么接下来，首先，

我谨代表我们美好时代旅行社和司机师傅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

欢迎！我是大家本次旅途的导游，我叫刘毛慧，大家叫我小刘也可

以。坐在我右后边的就是司机也措师傅，他多年往返于这趟旅游专

线，相信大家昨天对也措师傅的驾驶技术就已经有所了解，那么今

天更可以放心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目的地——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

风景区位于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境内，属于世界四大草原之一

的亚高山草甸植物区，是伊犁九大草原中旅游开发最好的草原。现

已经建成旅游功能齐全的那拉提国家森林公园和旅游度假区。每天

可接待上千人。那拉提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牧场，这里有交错

的河道、平展的河谷、高俊的山峰、茂密的森林交相辉映。而到了

春夏季节，草高花旺，碧茵似锦，极为美丽，而现在正是来此旅游

的最佳时间。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走进那拉提草原，在那一片神奇

美丽的地方，面对自然，置身其中，你的身心会得到熏染，也许会

让你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大家可以充分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想象一下，那里究竟是怎样一番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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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游客朋友们：

　　你们好！现在我们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鄂温克少数民族分布

地。今天我们来看草原。

　　看，这是内蒙古大草原的小丘与平地，小丘与平地全都是绿的。

这里的空气比别处更清鲜，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天然氧吧。你再看一

看温顺的小绵羊，还有高大的`蒙古马，骑上去试跑几圈，你就不忍

心下马了。



　　现在我们来到蒙古包里，大家可以品尝品尝内蒙古的特色手抓

羊肉，还有加有羊奶酿的奶酒，和奶豆腐，我来介绍一下手抓羊肉，

奶茶，还有奶豆腐。这三样蒙古族同胞的重要食品，手抓羊肉，咱

们的蒙古族同胞习惯用刀把羊肉切成大块，煮熟了吃。吃的时候用

到割，用手抓。奶茶可不是我们常喝的珍珠奶茶，而是掺和着牛羊

奶的茶，是内蒙古同胞招待客人，敬客最重要的饮料。奶豆腐，当

然也不是豆腐了，它是用牛奶制成的凝固食品，盛在盘子里用来当

招待客人的点心，比如奶酪，它也是叫奶豆腐的。这些东西都是内

蒙古同胞的特色食品。

　　好了，今天的旅游就到此结束。

    关于草原导游词 篇 3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呼伦贝尔观光旅游！

　　现在，你我远离了城镇，远离了闹市喧嚣，走进了美丽的呼伦

贝尔大草原。你看，这草原犹如碧绿的地毯——绿茵茵、软绵绵的；

天空犹如湛蓝的大海，还飘着团团白云。多美丽呀！那星星点点的

蒙古包上升起缕缕炊烟，随着微风，在牧草上飘来荡去……多悠闲

哪！你闻，那盛开的野花散发着沁人的馨香，还带着浓浓的青草味

呢。你再看，这草原的主人——成群连片的牛羊多肥壮啊！



　　各位尊贵的客人，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

产生了怜爱了吧！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期待

着各位的再次光临。

　　女士们、先生们，有机会再次相会呼伦贝尔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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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旅游车已经行驶在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美丽、富饶、辽

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现在可以透过我们的车窗向外看一下，

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其辽阔、平坦而着称，那些坡度不大的丘陵，就

像画笔一样在地平线上画着各式各样柔和的曲线。

　　著名的蒙古族词作家克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推介词，叫做《我

的呼伦贝尔》，也许大家没有听说过克明先生，那么大家一定有听

说过一首歌曲，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而这首歌曲就是由克

明先生作词，《我的呼伦贝尔》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呼伦贝尔是中国最绿的城市，我不知道哪一座城市能

够拥有 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场，站在高处，你的目力所及之处都

是一望无际的青草，绿到天边，绿到极致，成了蓝。”

　　呼伦贝尔大草原，总面积约为 8.37万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大

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之间的森林草原过度地带，一共有大约 10万

多平方公里。

　　在__年的时候，呼伦贝尔大草原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

“中国最美的草原”，这其中有一段描写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颁

奖词写的非常贴切，是这样说的：



　　他说：“呼伦贝尔是造化神奇编织的一方净土，是幻想中的天

上人间，是现代人不经意撒手失去而又千方百计觅回的理想家园，

她年复一年的用繁盛的存在和坦诚的奉献去印证生命的宏大与不

息。”

　　大家来到呼伦贝尔，那就一定是来看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那

就一定要有草，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草和其他草原上的草还有很

大的区别，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草叫做禾本科羊草，草不是很高而

且还可能让您觉得很单一，但是大家需要知道，咱们呼伦贝尔大草

原上的草的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它有许多的特点，比如说：草的

蛋白质含量高、适口性好，这可不是我在这胡说。我给大家解释一

下，大家一定有听说呼伦贝尔的牛羊肉好吧?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

样一个问题，呼伦贝尔的牛羊肉为什么好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

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好呗，大家再回想一下，咱们刚出海拉尔

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海拉尔地区的气候特点，这个牛羊吃 5

个月的草就可以熬过 7个月的冬天，这也是因为咱们的草好，呼伦

贝尔大草原上的草除了蛋白质含量高、适口性好之外，还有许多的

特点，比如说：易于保存、地势平坦、分布集中连片等等，这些全

部都有利于现代机械化的操作，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草每年大部分

都用于出口，像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家：日本、加拿大等，每年都

会从这里出口许多的草，除此之外呢，许多国内外著名的乳品企业，

像我们所熟悉的：雀巢、蒙牛、伊利、光明乳业等，都把呼伦贝尔



草原作为他们的奶源基地，说不准您每天早晨喝的牛奶就产自呼伦

贝尔草原呢。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草不仅质量好，而且草的种类有许多，草原

上共有不同种类的草共有 1148种，其中有中草药 500多种以上，再

加上数以千计的矿泉。

　　大家都知道，伊利乳品企业有三大黄金奶源基地，这其中之一

呢就是咱们呼伦贝大草原，伊利有一句广告语就是描述咱们呼伦贝

尔草原上草的质量，那就是：“牧草的营养堪比鸡蛋”，这就足以

见得我们的草有多么的好。

　　很多人对于草原的印象仅仅局限于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背诵的一

首民歌，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你就会知

道这首民歌描绘的并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而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

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附近大青山脚下的景观，而其前面

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__年的时候呼伦贝尔草原被《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可是我们眼中的草原之美和牧民眼中的

草原之美是不一样的。



　　我们眼中的草原之美，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就应该是《敕勒歌》

中描绘的那样美丽，可来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可能还会觉得

草矮、花少、没有树、景观单调、会让您略显失望。而对于世世代

代有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来说，他们的看法与我们截然相反，因为他

们要靠草原生存，要靠草原吃饭，草原上的草好、营养丰富，就可

以使牛羊肥壮、人畜兴旺，他们眼中的草原之美就是这个样子，不

是有那么一句话么?“这个世界上本不缺少美丽，只是有的时候我们

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大家来到呼伦贝尔，可能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更多的是来看

呼伦贝尔大草原，很少有人会知道还有着浓郁厚重的历史，那么我

接下来需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呼伦贝尔那厚重的历史，呼伦贝尔可

以说是丰富的人文历史博物馆，这里多民族繁衍聚集，是游牧文明

的发祥地之一，狩猎文化的根祖地之一，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

交汇地，是我们现代人不经意撒手失去而又千方百计觅回的理想家

园，是造化神奇编织的一方净土，是感受人类历史的时空隧道……

总之，呼伦贝尔大草原是领略自然和文明的.最佳去处。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不仅在于上天的给予，更在于一代又一

代人的滋养，历史仿佛是支最好的笔，负责任地刻画了这一切。它

从大自然进入，然后行走在历史当中，就如同这一片土地，仿佛简

单却又深藏不露。



　　呼伦贝尔厚重的历史文化，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富

诱惑力的地方，在 1961年的时候，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老先

生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一同来到了咱们内蒙古，来到了呼伦贝尔，

此次呼伦贝尔之行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意义非凡，这原因有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这些历史学家被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博大壮观的自然

景象所折服，另一方面就是此行揭穿了一个历史秘密，什么历史秘

密呢?这个历史秘密就是为什么出现在咱们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的游

牧民族都是由东向西而走上历史舞台的?那是因为在内蒙古东部有一

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不仅在现在是内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

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自西

汉至明清时期这多年的时间里呼伦贝尔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

匈奴、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他们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

春时代，那么呼伦贝尔草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们来到

呼伦贝尔草原上，在这里休养生息、厉兵秣马，所以呼伦贝尔对他

们来说就是武库、粮仓、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

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

活动。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往事、游牧民族的历史，翦伯赞老先生做出了一个非常贴切

的评价：“这些游牧民族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

台，有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的天空掠过，绝大多数飞的无影无踪，

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和遗物，洒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述说着他

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文献上保留

一些简单的记录。但是这些游牧民族在过去都曾经在内蒙古地区或

者更广大的世界演出过有声有色的历史剧，有些游牧民族，如 13世

纪的蒙古人，就曾从这里发出过震动世界的号令。”

　　也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老先生把呼伦贝尔称

之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呼伦贝尔不仅大草原上的草好、历史悠久，而且名人众多，如

果说名人，那呼伦贝尔的名人多的真是数不清，可要说最有名的还

得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蒙古民族的发源地就在呼伦贝尔，蒙古民族的祖先叫做“蒙兀

室韦”，据史料记载，在隋朝时，史书上就有“室韦”的记载了，

当时分为 5个部落，到唐朝的时候，这 5个部落变为了 20个部落，

其中有一个部落就叫做蒙兀室韦，他们就是蒙古民族的祖先。他们

当时就生活在今天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山

林地带。

　　据《蒙古秘史》记载，公元 7世纪，蒙古族的先祖带领各部落

离开额尔古纳河一带，向西迁移，渡腾汲思海，这个腾汲思海也就

是今天呼伦贝尔境内的呼伦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也就

是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一带驻牧。



　　现在的历史学界中有许多人都认为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的“成吉

思”就取名于腾汲思海的“腾汲思”，翻译过来就是像海一样大的

汗。



　　后来成吉思汗在呼伦贝尔境内打过许多大的战役，像比较著名

的有三大战役，像在今天新巴尔虎左旗的贝尔湖畔激战;在今天新巴

尔虎右旗的辉腾草原阔亦田之战;在今天陈巴尔虎旗境内的特尼河大

战。

　　除此之外，成吉思汗还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当做他的武库、粮仓、

练兵场，每当战事失利时，他就会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养精蓄锐、

休养生息、厉兵秣马。

　　更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一生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女人，都

是呼伦贝尔人，他的母亲柯额伦、妻子孛儿帖、后妃也遂、也速干，

都来自呼伦贝尔，为成吉思汗的一生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所以

说成吉思汗是咱们呼伦贝尔最有名的名人。

......思汗，像大家所熟悉的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他的家乡就

是在咱们呼伦贝尔，白岩松说：北方、寒冷、森林、雪、天高，这

样一种共同的感觉让他觉得心灵相近，他喜欢一切辽阔的地方。白

岩松说：“让我去喜欢南非、新加坡、泰国、日本，那根本不可能，

毫不客气地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苏州园林。”白岩松不喜欢一切

琐碎的东西，他宁愿喜欢的粗糙的大气，也不可能去喜欢精雕细琢

的小家子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本书，叫做《狼图腾》，在《狼

图腾》中，作者说蒙古族人具有某种狼的性格，而白岩松说：“蒙

古族人是我知道的最温和的民族。在全中国的所有民族中，我不知

道哪个民族比蒙古族人更温和、更伤感、更忧郁。伤感是和自然有

关系，因为只有游牧民族在与大自然斗争中才会感到人多么渺小，

蒙古族的长调和马头琴都蕴藏着人在自然面前天然的伤感，那恰恰

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内心。”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是对客观事实

的描写，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提炼，甚至说是抓住重点，不计其余。

《狼图腾》的作者只看到蒙古族人众多属性中与狼靠近的一部分，

而现实生活中蒙古族人身上羊性的东西多一些。

　　总会有人问白岩松：“你的故乡和草原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总是这样回答：“影响并推动我的，不仅只有人，还有家乡

那片永远的草原。其实，不只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草原;在这个

人们越来越没有故乡和故居的岁月里，呼伦贝尔草原几乎成了一个

时代的故乡。而对于我，家乡就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现今天天想

回去的地方。”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那就是离家

越远越觉得家乡好，白岩松也是如此，白岩松来北京已经 20 多年了，

他一有时间一有可能就会回到呼伦贝尔，因为在北京工作久了，他

会觉得在那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往往还未激烈争斗，就已感觉筋

疲力尽了，疲惫与焦虑或多或少的写在人们的脸上。白岩松说小时

候在家乡时，他总是在想，楼再高些、车再多些就好了，总是找寻

家乡不如意的地方，而不是去发现其中美好的东西。等到后来作为

游子再次来到这片土地，才发现正是因为楼不够高、车不够多，才

使环境足够优美，大家生活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一切不语，我迟早

要回去，那片草原。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白岩松，还有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老

先生，以及在__年春晚上以一首《吉祥三宝》红遍大江南北的布仁

巴雅尔一家，中国著名的老舍先生，当代优秀的女作家席慕容等，

都与咱们的呼伦贝尔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在此，我想送给大家一段话，那就是：朋友，不要以为呼伦贝

尔是个天堂，其实她是个魔镜，在你没想好之前千万不要踏上这片

土地，因为，你一旦走进这座城市，你的一生中，将再也无法将这

片绿色抹去，就像蒙古族的长调一样，永远刻在你的灵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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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东乌珠穆沁草原。东乌珠穆沁草原

素有“歌海跤乡”的美誉。这里是蒙古长调的发祥地，曾经创作出



了《宝格达青格斯》、《额日特查干》等优美动听、深沉高亢、节

奏舒缓的蒙古长调歌曲，世代流传，至今不衰。这里还是搏克的故

乡，摔跤健将的摇篮。早在清朝康熙五年(1666)，东乌珠穆沁草原

上的搏克健儿，就在全国一千多名跤手参加的那达慕大会上一举夺

冠，1940年曾征服过日本相扑名将。百年来，一代代搏克名将，跳

着“的伯”(搏克手入场时边走边跳的一种仪式)，从这里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东乌珠穆沁旗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考证，春秋战国时代东

胡等游猎部落就活动于此。 元代是该地区的兴盛时期，属岭北行省

济南王部(合赤温后王封地)管辖地。明代鞑靼、奴儿干等部族相争，

后被乌珠穆沁部落占据。 乌珠穆沁，系蒙古语，意为葡萄山之人。

明朝时，元太祖十六世孙陀罗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其子

博迪阿拉克继之，其弟之子翁液都喇尔号所部曰“乌珠穆沁”。 东

乌珠穆沁旗地大物博，矿产跟野生动植物等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说

“天上地下都是宝”。它地处中国四大天然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草

原腹地。这里牧草品种优良，草原植被达九百种。这里还盛产乌珠

穆沁牛、乌珠穆沁马、乌珠穆沁肥尾羊跟乌珠穆沁白绒山羊等。来

到东乌珠穆沁大草原，不做客蒙古包实为憾事一桩。蒙古包内部空

间分配十分严格，有炉灶区、祭神区、主人区、男人区、女人区之

分，而且家什厨具都有固定的位置，是不可以随意摆放或移动的。

炉灶位于蒙古包的.正中央，乃是神圣之所在；祭神区位于炉灶的西

北部，因为西北方向是蒙古人所最崇尚的方向，所以就于此摆放神

龛，祭祀祖先；主人区位于炉灶北侧，一般来客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只有年长者或是尊贵的客人才能被邀请入座，以示主人对客人的尊

敬；男人区位于炉灶的西侧，这里摆放一些放牧狩猎的工具；女人

区则位于炉灶的东侧，主要摆放一些厨具奶具等。

    关于草原导游词 篇 6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欢迎到呼伦贝尔观光游览！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美丽的草原为什么叫呼伦贝尔草原。这里（呼伦贝尔）有一个美丽

的传说。在很久的时候，草原上有一对情侣，姑娘叫呼伦，小伙叫

贝尔，一天妖魔莽古斯抢走了呼伦姑娘，吸干了草原上的水，使牧

草枯黄，牲畜倒毙。为了救草原，救呼伦，贝尔日以继夜，长途跋

涉寻找妖魔。由于劳累，使他昏倒在地。幻觉中，他看到了呼伦被

妖术变成了一朵阿日楞花在风沙中受煎熬。贝尔醒后，用水浇灌，

呼伦恢复了人身，妖魔不罢休，重新抢回了呼伦。为了救草原，呼

伦设计智取了妖魔头上的神珠吞下，变成了湖水，同时，贝尔也杀

死了众小妖。贝尔在湖边找不到呼伦，悲痛欲绝，纵身跃入湖中。

顿时，山崩地裂，草原上形成了两个湖泊，呼伦湖和贝尔湖，乌尔

逊河把两湖紧紧地联在一起。草原上的人们为了永远怀念他（她）

们，就把这版草原取名为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面积为 250.557平方公里，现有 266万人口，是以蒙

古族为主体的民族，其中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汉满、俄罗

斯等 36个民族组成。呼伦贝尔草原由于未受到污染，被人称之为

“绿色净土”。



　　现在，我们已来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你我远离了城市，远离

了闹市，走进了草原，你看，草原犹如碧绿的地毯，绿茵茵、软绵

绵。往远看，草原上盛开着无数种野花，星星点点的蒙古包上升起

缕缕炊烟。微风吹来，牧草飘动，马群、牛群、羊群飘来飘去，处

处可见“风吹草低见年羊”的优美景象。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车上所看到的蒙古包。瞧，主人已出来迎接

我们了，当然了，这可不是安排好的接待程序。在进蒙古包前，素

以热情好客著称的蒙古牧民在听到有人来的脚步声时，他们总是走

出包外热情迎接你。迎客时，他们将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施礼，

随着“赛、赛白努”（好！您好！）的问候，客人被请入包内，男

坐左，女坐右，主人坐中间，只要你一落座主人就会端上奶茶和各

种奶制品请大家品尝，过一会儿，又会端上奶茶和各种奶制品请大

家品尝，过一会儿，又会端上“手扒肉”，同时，还会向您献上

“哈达”，敬上美酒。美酒和歌声在一起，就像蓝天和白支、绿草

和鲜花在一起。在民间有无歌不成酒宴之说。草原牧人无论男女老

少，人人都会唱，在敬酒中，代替美味佳肴的就是草原民歌和悠扬

动听的马头琴广袤辽阔草原上的蒙古民族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在这

里，你不仅能看到传统的民族舞蹈。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传统的

民族舞蹈，还会看到节奏欢快，舞步刚劲在现代民族舞蹈。现在我

们就进蒙古包，当一回蒙古族牧民的客人。



　　在蓝天白去之下，你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奔

腾的骏马和有着娴熟骑马和有着娴熟骑马技能的牧民手持马杆、挥

动马鞭，策马驰骋的英姿。想体验一下吗？胆大的不妨骑上蒙古马

跑上几圈，要不骑上骆驼走一走，逛一逛，如果哪位不敢骑马或骆

驼的话，没关系，坐一坐草原的“勒勒车”，也可找到游牧生活的

乐趣。

　　到草原亲眼看看，蒙古族姑娘哪一个不是风姿绰约、挺拔健美？

小伙子哪一个不是盘腱突露、充满谊气与力度？据说这与蒙古族追

逐奔跑和马上运动的生活习惯有关，同时对长期以来养育了解空虚

民族的奶茶和奶食品所起的壮盘健骨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先说奶茶：主人把砖茶捣成碎末，加水煎熬，待茶水郑着茶末

哗哗响起时，倒进鲜牛奶，喝着这样的奶茶，从风雪严寒归来的牧

人顿时暖和了身子。一碗奶茶、一把炒米，或几块奶豆腐、几块羊

肉，就算一顿美餐了，牧民的奶食品有奶干、奶皮子、奶豆腐、奶

酒、奶酷和白油、黄油等。正餐可以肉食与面食调剂。

　　来到草原，不吃手扒肉，那才叫人遗憾呢！手扒肉是把洗净的

全羊切成几大块放在清水里煮，开上两滚，离火起锅，持蒙古刀，

边割边吃。蒙古人认为肉的外表刚变白，肉里透着微红的血丝，这

才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肉的营养。

　　来到草原，亲眼见到了蒙古包，可是，你知道蒙古包流传的历

史和它的构造吗？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唐尧、虞舜时，匈奴人的先

祖就居住在“北地”，穿皮革、披毡裘、住穹庐，人人都知道的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中的“穹庐”就是淬至今的蒙古族毡帐—

—蒙古包。从那时算来，蒙古包的历史少说也有 4000多年了，蒙古

包——一个伟大民族浓缩的历史。

　　说说蒙古包的构造：牧民用石块垒起圆形房基，把木杆和皮毛

绳穿成的“哈纳”（墙壁架）立在房基上，上面成斜坡状，并搭上

“乌尼”（椽子）片。而后在“哈纳”和“乌尼”片的外面包上毛

毡或兽皮，一座呈圆形尖顶的蒙古包就落成了，呈圆形蒙古包对大

风雪阻力小，下雨时包顶不存水，门小且连着地，雪不易堆积，网

状墙便于搬迁时折叠，适合游牧生活，这也许就是蒙古包的结构几

千年不加改变的原因吧。

　　如果说蒙古包是蒙古人的家的话，那么草原特有的“勒勒车”

就是蒙古人一个移动的“家”。

　　勒勒车“吱呀呀，吱呀呀”碾过的辙印究竟有多长？年代有多

远？现已无法考证。勒勒车是以桦木为造车原料。车瓦、幅条、轮

心、车轴、车辕、车架全用桦木做成，质地坚硬，着水受潮不易变

形。勒勒车车轮又高又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草原上的勒勒车常

常要碾过茂密的草丛、浓厚的积雪、河边湖滨的沼泽地带，由于车

轮高大，能避免陷车，畅通无阴。牧人倒扬（搬家），前边载人，

后边拉货。勒勒车是草原牧人必备的家当和亲密的伙伴。



　　草原上的节日有许多，但最有名的还算草原盛会——那达慕。

“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游艺、玩的意思。一般活动包括赛马、

摔跤、射箭和民族文艺表演等。那达慕历史悠久，早在 700年前就

闻名于世。现在的那达慕一般都在 6、7月间举行。这时正是草原牧

草茂盛、年头肥壮的丰收季节。牧民需要出售牲畜和畜产品、购买

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草原辽阔，牧民游牧，聚集一起，机会不多，

所以，那达慕大会自然也就成了物资交流的大会。

　　说到那达慕，不能不说“祭敖包”。“敖包”，蒙古语的音译，

意思是“堆子”，它是由人工堆积起来的石堆或土堆，一般建在山

顶或丘陵之上，茫茫草原，辽阔无边，方向和道路难以确认于是人

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垒石成堆，当做标志。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中，它逐步演变成了祭祀山神和路神的地方。祭敖包是蒙古族人最

为隆重的祭礼活动。祭祀时，敖包上要插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

条或写有经文的纸旗。祭祀礼仪一般有 4种，即：血祭、酒祭、火

祭、玉祭，但不论哪种，都要请喇嘛焚香点火，育经念咒。人们都

要从左向右围着敖包转 3圈，有的要向堆上扔几块小石头等，祈神

降福，保佑人畜兴旺。礼仪结束，人们便进入了无拘无束、自由欢

迎的阶段。牧民不仅要举行传统的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的活动

项目，还要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开怀畅饮。此刻，有些青年男女

便悄悄避开人群去谈情说爱了，这就是所说的“敖包相会”吧。不

过，现在的“祭敖包”往往是为了旅游的需要而兴行的，礼仪也就

更为简单了。



　　各位尊贵的客人，我们在草原上有过这样一段体验，可能使各

位对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民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吧，对美丽的呼伦贝

尔草原可能也有了一些感情。同样，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也很欢迎大

家，她将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各位再次光临。

　　女士们、先生们，让你我能的机会再次相会在草原，在呼伦贝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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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参观的是大草原。对了，我

还没自我介绍！我姓赵，你们可以称我为赵导，这次草原之旅肯定

会让你永生难忘。

　　草原的风光很好，天空明朗，空气清新，而且到处都有小丘，

有趣的是那根花一样白的羊群，一会上了小丘，一会又下来，它们

就好像给无边的绿毯添上了几多白色的花儿。草就好像水一样轻轻

流入云际，有时就连马与牛都静立不动，在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

　　蒙古族的人会把把你请进蒙古包，让你品尝那儿的特色，还会

邀请你唱歌跳舞。在这样的款待下你很难做出离开的决定，这就是

蒙古族的热情。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玩得愉快，要按照路线图走，不

要乱丢果皮纸屑，破坏了这美好的环境，记住要准时集合哟！

    关于草原导游词 篇 8 



　　岸上草原位于合肥滨湖新区庐州大道与环湖北路交口以南的沿

湖地带，总长约 1.6公里，绿化面积约 32万平方米。其中，草皮铺

设面积约 28万平方米，主要选择在合肥地区特别容易生长的中华结

缕草，营造绵延的草原风光。同时配套建设滑草、热气球、无烟烧

烤等游乐项目以及房车基地等场所，与周边的滨湖湿地森林公园等

形成风格迥异的景观效果。为了营造草原上繁花星星点点的效果，

滨湖新区在草原建设过程中播撒凤仙、紫云英、雏菊、矮牵牛等 23

种草花籽，全年按照季节将播撒近百种草花，除了天气较冷的冬季

外，保证其他季节草原繁花点缀。

　　在两个小湖的不远处有一个稍高的小山丘。我们登至山顶，极

目眺望，江岸湖畔，绿柳平野，极目远眺，碧草连天，山坡绵延起

伏，广袤壮阔。在山的一侧是滨湖开发区，在那里有巨大的鼓楼和

林立的高楼，远远看去在那娱乐园中，摩天轮上的飞车如游龙，惊

爆的声音，越过开阔的平地飞向山顶。在山的另一侧就是烟波浩渺

的巢湖，若无云时，天水一色。站在山顶上，渡江作战纪念馆尽收

眼底。当年以百万雄师，在炮火连天中不畏天险、不畏风浪、不畏

流血、划着木船、打过长江去，勇追穷寇。遥想这样波澜壮阔的战

争场景，一定会激起游人更加喜爱这美丽的草原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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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你们这次的导游，很高兴与大家一起领略无边的大草原风

光。

　　我们今天要去蒙古大草原，这里的天比别处更可爱，空气是那

么清新，天空是那么晴朗，瞧，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

来，走到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白色的大花。草原上的湖泊像

一块块蓝宝石镶在画卷上，美丽极了。初入草原，听不到一点声音，

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

　　看到这些，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一句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看，一个个白色的蒙古包多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只只白蘑菇。蒙古

族人民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住的就是这种活动的家——蒙古包。

蒙古包一般高七八尺，宽丈余，用木杆，牛皮连成圆仓式，再用圆

木组成伞形。顶中有一个圆形天窗，晴启阴合，可以流通空气，吸

收阳光。这几天，大家可以住进蒙古包，享受一下牧民的生活。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骑马，摔跤，射箭样样精通。

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小伙子会展示各自的风采。女子

喜欢唱民歌，跳民族舞蹈。在会上还能尝到草原特色美食：奶茶、

烤全羊、奶豆腐……介绍到这儿，大家肯定垂涎三尺了吧。可惜，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达慕大会早在稻谷飘香的八月份就举行了。

不过，没关系，在明年的八月份，我们旅游团会组团前往。

　　希望您下次也来我的旅行社，还是由我为您介绍蒙古族的重大

节日——“那达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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