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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导游词(15 篇) 

黄鹤楼导游词1 

    游客朋友们，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武汉旅行社欢送大家的到来!能和大家相逢在这美丽的

江城并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感到十分的荣幸。我是武汉旅行社导

游员，大家可以叫我小李或李导，这是我们司机王师傅，王师傅开车十几年，

有很高的水平和丰富的经验，大家可以放心欣赏窗外的风景。在接下来的时间

将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效劳，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各位的行程，大家如果在旅途

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尽量想方法替您解决。希望我和

王师傅的效劳使您在这次旅途中感到开心，愉快。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黄鹤楼，位于长江

南岸，武昌蛇山之巅，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即公元 223 年，距今天已

有 1700多年历史了。黄鹤楼虽然历史悠久却是历经沧桑，屡建屡毁，历史上最

后一座黄鹤楼也叫同治楼于清光绪十年即 1884 年毁于火灾。我们今天要去的黄

鹤楼，是于 1981 年开工修建，以清朝同治楼为蓝本，用钢筋混泥土框架仿木结

构的现代工艺和现代材料于 1985 年 6月建成开放的，说到这楼可以用五个字概

括其特点：高、奇、险、美、妙。高就高在山高楼更高，上刺青云与云霞比

翼：奇就奇在神仙驾鹤，神化流传;险就险在临江而立;美就美在武汉风光尽收

眼底;妙就妙在文人墨客，逸事流传。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也有点迫不及待了

吧。正好，大家看，窗外就是黄鹤楼景区了，请大家随我一同下车去游览。  

    各位游客朋友们，在游览完黄鹤楼公园南区的景点，品味了黄鹤楼深厚的

文化底蕴之后，我们到了黄鹤楼的内部大厅。黄鹤楼的内部设计颇具匠心，五

个大厅具有不同的文化层面，分别由神话传说、历史沿革、人文荟萃、传统风

韵，三楚精神构成。黄河楼第一层楼大厅的艺术主题是韵，三楚精神构成。黄河楼第一层楼大厅的艺术主题是 神话神话 。我们可以看

到，大厅分前后两厅，前厅迎面的'这副壁画名为《白云黄鹤图》，此副壁画取

材于《驾鹤登仙》的古代神话，兼取唐诗材于《驾鹤登仙》的古代神话，兼取唐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昔人已乘黄鹤去 之意。大家请看，

在画面上有一位仙者驾着黄鹤腾空而起，他口吹玉笛，俯视人间，好象离去，

又似归来。画面下方绘有清代形制的黄鹤楼，楼前人群浮动，或把酒吟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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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歌载舞，有如送别，又似接风。天上人间，浑然一体，洋溢着神奇而浪漫的

气氛。黄鹤楼导游词范文大全 3  

    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我们浏览武汉市最著名的名胜，千古名楼——黄

鹤楼，黄鹤楼坐落在武汉市武昌的黄鹄山上，它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腾王

阁一道并称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且以其历史之悠久，楼姿之雄伟而居三楼之

首，享有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导游词。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屡毁

屡建，不绝于世。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黄鹤楼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名胜建筑，

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兴衰。自从清同治十年黄鹤楼被毁后，人们一直盼望黄鹤

楼重建江城，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改革开放后，黄鹤楼才又重现江城，这反

映了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今天我们参观的黄鹤楼是以清代黄鹤楼为蓝

本，于 1981 年开工修建，1984 年建成的，距离最后一座黄鹤楼被毁时间整整

一百年。  

    我们知道，大自然中的鹤有很多种类，有灰鹤、白鹤、丹顶鹤、黑颈鹤，

但没有黄鹤，那么武汉的老百姓为什么要给自己家乡的标志性建筑取名为黄鹤

楼呢?这个美丽的名称来自于一个这个美丽的名称来自于一个 卖酒遇仙卖酒遇仙 的神话传说。  

    很久以前，有个姓辛的人在黄鹄山头卖酒度日，一天，有个衣衫褴褛的老

道蹒跚而来，向他讨酒喝，辛氏的生意虽本小利微，但为人忠厚善良，乐善好

施，他见老道非常可怜，就慷慨容许了，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辛氏那么有求

必应，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老道突然来向辛氏辞别，为感谢辛氏，老道

为他的酒店的画了一只鹤作纪念，老道对辛氏说：为他的酒店的画了一只鹤作纪念，老道对辛氏说： 只要你拍手相招，黄鹤便会

下来跳舞，为酒客助兴。下来跳舞，为酒客助兴。 说完后老道就不见了。辛氏拍手一试，黄鹤果然一跃

而下，跳起舞来。消息传开后，吸引了远近的游人都来看黄鹤起舞，从此酒店

生意兴隆，辛氏因此发了财。十年后的一天，老道又出现在辛氏的酒店，他取

下随身携带的铁笛，对着墙上的黄鹤吹起一只奇妙的曲调，黄鹤闻声而下，载

着老道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辛氏为了纪念老道和仙鹤，于是将自己多

年积攒的钱拿出来，在酒店旁盖起了一座高楼，起名黄鹤楼。千百年来，这个

故事在我国广为传播，成为黄鹤楼因仙得名最有影响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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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经过考证，黄鹤楼因山得名的真实性最大。黄鹤楼所在的蛇山，是由

东西排列而首尾相连的七座山组成，全长二千余米，因其形同伏蛇，故名蛇

山，黄鹤楼建在黄鹄山顶，在古汉语中，鹄鹤二字同音，故又名黄鹤山，黄鹤

山上的楼阁，当然就叫黄鹤楼了，但是人们更愿意接受因仙得名的传说。  

    中国很多的名山大川，都有极其美丽的民间传说，但不一定有黄鹤楼那样

有名，黄鹤楼可以说和中国的长城，北京的故宫，西安的兵马俑一样蜚声海内

外，这是为什么呢?除卖酒遇仙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历代

诗人充分它的赞美和歌颂，黄鹤楼建成后，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吟诗作

赋，正是由于他们的诗，使黄鹤楼名传四方。在众多描写黄鹤楼的诗中，最有

名的要数崔颢的《登黄鹤楼》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黄鹤楼，重建的黄鹤楼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离

开故址，建在蛇山西端的高观山西坡上，离江边约一千米。黄鹤楼建筑群是由

主楼、配亭、轩廊、牌坊组成。黄鹤楼为五层，高 51 米，外形类方正，四望如

一。楼为钢筋混泥土仿木结构，72 根大柱拔地而起，60 个翘角层层凌空，像黄

鹤飞翔，每个翘角上的风铃在四面来风的吹拂下发出浑圆深沉的音响。  

    现在我们到了黄鹤楼一楼大厅。迎面我们看到一幅高 9 米，宽 6 米的米的 白云

黄鹤图黄鹤图 ，画面上黄鹤楼居中耸立，上方一仙者骑者黄鹤，吹着玉笛，似离似

归，下方人们载歌载舞，似在欢送似在迎接仙者骑着黄鹤归来，整幅画面洋溢

着浪漫神奇的气氛。画两侧柱子上挂着清末重臣张之洞的一副名联：爽气西来

云雾扫开天地撼，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大厅正中有一巨幅红木雕屏，上刻历史黄鹤楼造型，技艺精湛，古色古

香，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这里是黄鹤楼二楼大厅，二楼有两幅瓷嵌壁画，孙权筑城和周瑜设宴，孙

权筑城以古朴的笔触再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孙权筑城和始建黄鹤楼

的历史场面。周瑜设宴记录了传说中周瑜设宴困刘备于楼上以索回荆洲的故

事。两幅壁画之间是唐代阎伯理所写的黄鹤楼记，厅正中是唐宋元明清和现代

六个时期的黄鹤楼模型。  

    现在到了第三楼。三楼是组画现在到了第三楼。三楼是组画 人文荟萃人文荟萃 ，它是三幅连成的长卷绣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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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唐宋两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组织在一起。人物塑造尽量写实，每个人像旁注

有其姓名和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句，反映了黄鹤楼是人文荟萃之地。  

    这里是黄鹤楼四楼大厅，四楼是专门陈列悬挂当代书画家浏览黄鹤楼的即

兴作品。居中挂的厅匾取李白诗句兴作品。居中挂的厅匾取李白诗句 长江万里情长江万里情 五字，以激发游人的创作情

思，匾下是一幅以清代黄鹤楼为实景的巨幅挂毯。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鹤楼五楼的观景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为现在我们来到了黄鹤楼五楼的观景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为 江天浩

瀚瀚 的组画，正面墙上的三幅是组画的中心，第一幅由上而下记载了远古的长江

文化演替开展的过程。第二幅是在石绿底色上用金线描出的水浪占据了全部画

面，使人似乎站到了长江的一个横断面上，感受着急流东去的波涛。第三幅反

映的是三国以后黄鹤楼产生和兴废的全过程。其它七幅画绕大厅一周，画在额

枋上，分别是：长江源流，上游瀑布，三峡风光，庐山奇景，太湖风光，江流

入海和沧海横流。这十幅画面所构成的万里长江图卷完整地再现了长江源远流

长，历史悠久。  

    黄鹤楼导游词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在这里要代表某某旅行社，对大家光临武汉市表示热烈的欢送。我

叫某某某，是某某旅行社的导游。这位是司机某某，驾驶经验非常丰富，所以

各位在旅游途中可以放心地欣赏窗外武汉的美景。  

    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向今天游览的目的地——黄鹤楼出发了。  

    刚过了九月九重阳节，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向来就有登高抒怀的传统。所

以在风景优美、视野开阔的的山地、湖边以及江边建造的高大楼阁，就成为古

代观景吟诗的最正确场所，像洞庭湖边的岳阳楼、南昌赣江之滨的滕王阁，还

有就是我们的黄鹤楼，都因为宏伟的规模、复杂的建筑结构和奇特的屋顶造型

而著称于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又以其历史之悠久，楼姿之雄

伟而居三楼之首。  

    但是黄鹤楼开始建筑时，并不是为了欣赏风光用的。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

年也就是公元 223年，孙权为了实现“以武治国而昌〞，就在长江边上的蛇山

上建了一座楼用来了望军情，这是黄鹤楼的前身。后来战争过去了，黄鹤楼也



  
 

第  5  页 共  24  页 
 

逐渐成为了人们游山玩水的好地方。尤其是唐朝时的几位文人，更在黄鹤楼的

历史留下了非常特别的痕迹。大家可以猜猜是哪几个人?有“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对了，这是崔灏

的，大概也是关于黄鹤楼最有名的诗句了。那么还有一首，“故人西辞黄鹤

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李白写的。

说到他们两个，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据说崔灏在黄鹤楼题诗后不久，李白也

来到了黄鹤楼。李白是个豪放而又浪漫的诗人，登上黄鹤楼，看滚滚长江东流

去，诗兴大发，也准备写首诗，可是正当他要题笔时，突然看见了崔灏的诗。

他觉得崔灏的诗写得太好了，自己如果再写，岂不毁了一世英名。  

    所以李白就写了一首打油诗，然后搁笔走了。“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

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听到这首诗大家也可以知道，

面对如此美景，却没有写出好诗，李白的心中肯定是非常惆怅的了。所以总希

望有一天可以与崔灏比个上下。后来，他的好朋友孟浩然要去扬州，来到黄鹤

楼，分别之际，他依依不舍，满怀激情的写下了一首送别诗，也就是“故人西

辞黄鹤楼〞。这首诗将黄鹤楼雄伟壮丽、登高望远的意境描写的非常美妙，一

鸣惊人，成为千古绝唱。诗评家评论，在描写黄鹤楼的上千首诗中，崔颢的七

律——登黄鹤楼，李白的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可以称得上是并列

第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崔颢题诗，李白搁笔，引来李白同崔颢斗诗，最终

赢得并列第一，使黄鹤楼名传千古的一段文坛佳话。后来有好事之人据此在黄

鹤楼东侧修建一座李白“搁笔亭〞。现在黄鹤楼公园内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

就是李白搁笔亭了。  

    至于黄鹤楼名字的由来，有因仙得名和因山得名两种说法。  

    很久以前，有位姓辛的人在黄鹄山头卖酒度日。有一天，有位衣衫褴褛的

老道蹒跚而来，向他讨酒喝，辛氏的生意虽然本小利微，但是他为人忠厚善

良，乐善好施，看见老道很可怜，就慷慨地容许了。酒足饭饱以后，老道非常

感谢辛氏。以后老道每日必来，而辛氏那么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有一天，老道又来到酒店，辛氏一见，急忙准备酒菜款待老道，老道拦住说：

今天我不喝酒，我是来向你辞别的。又说每日饮酒，无以为谢，就给你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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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幅画作纪念吧。说完，老道拾起地上的橘子皮，在墙上画起来，不一会就

画好了一只鹤，由于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这只鹤也是黄色的。画完以后，老

道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招，黄鹤便会下来，为酒客跳舞助兴。辛氏一听，

非常快乐，看老道画好的鹤，栩栩如生，非常漂亮。他转身要向老道表示谢

意，感谢老道给他的酒店画了这么好的一幅画，可是老道已不知去向。第二天

酒店来了客人，他想起了老道的话，拍手一试，黄鹤竟然真的一跃而下，引颈

高鸣，偏偏起舞，舞毕又跳回到墙上。客人看着非常有趣。消息传开后，吸引

了武汉三镇的老百姓和远近的游人，都来店中看黄鹤起舞。从此酒店生意兴

隆，辛氏也因此发了财。十年后的一天，老道又出现在酒店，问辛氏说：“不

知十年来你所赚的钱，还清了我的酒债没有?〞辛氏急忙说：“非常感谢，我现

在很富有。〞老道一听哈哈大笑，并取下身上所带的铁笛。对着墙上的黄鹤吹

了一首奇妙的曲子，黄鹤闻声而下，随着笛声唱歌跳舞。一曲吹完，只见老道

跨上黄鹤飞走了。从此以后老道再也没有回来。辛式为了纪念老道和他的黄

鹤，于是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在酒店旁盖起了一座高楼，起名黄鹤楼。千百

年来，这个故事在我国广为传播，成为黄鹤楼因仙得名最有影响的传说。  

    但是经过考证，黄鹤楼因山得名的真实性是最大的。黄鹤楼所在的蛇山，

是由东西排列而首尾相连的七座山组成，从西而东依次有黄鹄山，殷家山等，

全长二千多米，好象一条伏蛇，所以有蛇山这个名字。黄鹤楼建在其中的黄鹄

山山顶。古汉语中，鹄和鹤两个字是通用的，所以又叫黄鹤山，黄鹤山上的楼

阁，当然就取名为黄鹤楼。  

    各位游客，我们已经来到黄鹤楼。我们现在看到的黄鹤楼其实是解放后重

修的。之前，由于战乱等原因，黄鹤楼屡建屡废。最后一座“清楼〞修建于同

治七年，(公元 1868 年)，毁于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在这之后近百年没有

再重修过。一直到 1981 年 10 月，黄鹤楼重修工程才破土开工，1985 年 6月落

成。主楼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是运用了现代的建筑技术施工，既不失黄鹤楼

窗同的独特造型，又比历代的旧楼更加雄伟。  

    重建的黄鹤楼因为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所以离开了故址，建在蛇山西端的高

观山的西坡上，离江边大约有一千米。虽然相对于它的故址离长江远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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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楼的地面标高比江面高出三十多米，加上山高楼更高，气势雄伟，视

野开阔，气势实际上更胜于旧楼。黄鹤楼建筑群由主楼、配亭、轩廊、牌坊等

组成，分布在三层平台上，沿中心轴线逐层升高。第一层平台是黄鹤楼公园的

西大门，中央是胜象宝塔。第二层平台上的牌坊，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三楚

一楼〞牌坊。两侧是曲廊和南北配亭。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亭间这个巨石上，

是一组黄鹤归来的铜雕。一只伫立远望;一只低头觅食，站在灵龟巨蛇之上，寓

意黄鹤回到龟蛇对峙之地。第三层平台的中央耸立着黄鹤楼。飞檐有 5 层，里

面其实有九层，是取长长久久，或者说是天长地久的意思。全楼各层布置有大

型壁画、楹联和文物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里面细细地欣赏。而登楼远眺，三

镇风光尽收眼底，也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古人的情怀。  

    好了，讲了这么多，大家一定都迫不及待的要去感受一番了吧。我们先在

这里解散，大家可以自由的参观。两个小时后还在这里集合。希望大家玩的开

心，不过还想提醒各位的是不要太开心而忘了时间哦。  

    朋友们，都到齐了。我们今天的游览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梦导非常感谢各

位的支持与配合。如果有什么缺乏的地方，还请指出来，以便我改正，以后更

好地为大家效劳。希望今天的游览可以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谢谢!  

    黄鹤楼导游词 3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是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自古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和〞天下绝景“之称。黄鹤楼

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与晴川阁、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吴黄武二年(公元 223年)，三国时期该楼只是夏口

城一角瞭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

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地开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

“宴必于是〞的欣赏楼。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下《黄鹤楼》一诗，李白在此写

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使得黄

鹤楼自古以来闻名遐迩。  

    黄鹤楼坐落在海拔 61.7 米的蛇山顶，京广铁路的列车从楼下吼叫而过。楼

高 5层，总高度 51.4 米，建筑面积 3219 平方米。黄鹤楼内部由 72 根圆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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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外部有 60 个翘角向外伸展，屋面用 10 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构建而成  

    黄鹤楼楼外铸铜黄鹤造型、胜像宝塔、牌坊、轩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

筑，将主楼衬托得更加壮丽。主楼周围还建有白云阁、象宝塔、碑廊、山门等

建筑。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

韵。它与蛇山脚下的武汉长江大桥交相辉映;登楼远眺，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

底。  

    黄鹤楼导游词 4  

    大家好!今天我是你们的小导游——蒋佳丽。我将带着大家去游览武汉的黄

鹤楼。  

    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我国江南三大名楼。其中黄鹤楼最为壮

观，它一共有五层，大约有五十几米高，每层都有许多翘角，那些翘角好似是

一只只黄鹤在展翅。楼正前面的顶层挂着一个非常气派的大匾子，上面书写着

“黄鹤楼〞三个金灿灿的大字，进入楼里，每一层都有许多名人字画。一层层

地仔细欣赏，其中一层放置了历史时代的黄鹤楼模样，每座都非常雄伟，不过

还是我们现代早的这座楼更壮观精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顶层，放远望去，滚

滚长江天际流，整个武汉尽收眼底，武汉长江大桥飞跨两岸，桥上汽车川流不

息，江面上的船只也来来往往。正好似“极目楚天江山如画〞。站在黄鹤楼

上，望着远处的美景，心情也就非常愉快，应该也会忘了登黄鹤楼的疲劳吧!也

会不禁想起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想想那时李白必定很忧伤吧!  

    好了，今天我带着大家游览了名胜风景区——黄鹤楼。如果你有兴趣就来

细细游览吧!  

    黄鹤楼导游词 5  

    亲爱的各位游客：  

    你们好。  

    很快乐能在这风和日丽的阳春三月与您相约在美丽的江城武汉，我是您此

行的导游陈封榕，来自武汉铁路旅行社，大家可以叫我。今天，我将陪同您走

进千年文化名楼——黄鹤楼，一同去领略她的楚风神韵。  

    黄鹤楼，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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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悠久，楼姿雄伟，还被中国历代诗人吟诗赞叹，居三楼之首，享有“天

下绝景〞的美誉。所以大家来武汉一定要看看这天下江山第一楼的黄鹤楼。  

    大家有没注意黄鹤楼的名称，为什么是叫黄鹤楼呢，大家都知道，大自然

中的鹤有很多种类，有白鹤，灰鹤，丹顶鹤，黑颈鹤等等，但是没有黄鹤，那

么，武汉的老百姓为什么给自己家乡的标志性建筑起名叫黄鹤楼？有 2个来

历，一个是因山得名，一个是因仙得名。黄鹤楼是建在蛇山上，蛇山是由 7座

首尾相连的山体组成，黄鹤楼建在其中的一座黄鹄山顶，在古汉语中，

“鹄〞、“鹤〞二字通用，故又称黄鹤山，黄鹤山上建的楼阁，自然就叫黄鹤

楼了。民间有很多关于黄鹤楼的传说故事，武汉的老百姓更喜欢此楼是因仙得

名的传说。这个美丽的神化传说故事小陈先卖个关子等进入到黄鹤楼主楼了再

给大家徐徐道来。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进入到了黄鹤楼景区，看过了鹅池、归鹤图，欣

赏了崔颢的名诗，请大家向我手指的方向看，前方那雄伟壮观的就是黄鹤楼

了。大家有没觉得真的是不止一点壮观呢。黄鹤楼历史悠久，它始建于三国时

期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 223年，距今天已经有 1700 多年的历史了。黄鹤楼

虽然历史悠久却是历经沧桑，屡建屡毁，历史上最后一座黄鹤楼也叫同治楼是

在清光绪十年也就是 1884年毁于火灾。我们现在看到的黄鹤楼，是于 1982年

开工修建，以清朝同治楼为蓝本，于 1985年 6月建成开放的。  

    黄鹤楼导游词 6  

    客朋友们，你们好，能和大家相逢在这美丽的江城并和大家度过这段美好

的时光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楼的黄鹤

楼。黄鹤楼，，位于长江南岸，武昌蛇山之巅，始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即公

元 223年，距今天已有 1700 多年历史了。黄鹤楼虽然历史悠久却是历经沧桑，

屡建屡毁，历史上最后一座黄鹤楼毁于 1884年的火灾。我们今天要去的黄鹤

楼，是于 1981年开工修建的，以清朝同楼为蓝本，用钢筋混泥土框架房木结构

而建造而成的，讲了真么多，我想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正好外面就是黄

鹤楼景区了，请大家看看吧。  

    现在我们大家已经到黄鹤楼了，请大家和我一起下车一起去欣赏吧，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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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恋恋不舍，我也恋恋不舍。但是我们现在要是要走了。  

    我们大家现在要道别了，希望我们大家有缘能再次相会，再见。  

    黄鹤楼导游词 7  

    各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我代表咱们武汉国际旅行社热烈欢送你们来到美丽的江城武汉！

我是咱们本次黄鹤楼之行的导游员齐明言，大家可以叫我小齐。能和大家相逢

在美丽的江城并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感到非常荣幸。希望能用我

的热心、耐心和细心换来大家的放心、开心和舒心。  

    让我来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黄鹤楼吧。黄鹤楼位于长江南岸，武昌蛇山

之巅，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也就是公元 223 年，距今天已有 1700 多

年历史了。黄鹤楼在历史上曾经屡建屡毁，最后一座黄鹤楼在清光绪十年，即

1884 年毁于火灾。我们今天要去的黄鹤楼，是以清代的楼为蓝本于 1985 年建

成的。  

    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高大雄伟的建筑就是黄鹤楼了，它与江西滕王阁、湖

南岳阳楼齐名，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关于黄鹤楼的雄伟，曾经有这么一

个有趣的事情，说是湖北、四川两地的客人相会在江上，相互交谈之间，竞相

赞美自己的家乡，四川客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

客人呵呵一笑说道：“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插在云里头。〞惊得四川客人无

言以对。当然，这个故事是有些言过其实，但黄鹤楼确实以壮丽的景观，及浓

郁的文化气息吸引着中外游人。  

    一般我们会用四个字来概括黄鹤楼的特点：高、美、妙、奇。待会游览时

我就会为您一一道来了！首先，我们就一起来领略黄鹤楼的第一个特点“奇〞

吧，黄鹤楼奇就奇在神仙驾鹤飞去的神话传说。我们看到在一楼大厅，最引人

注意的就要数这幅《白云黄鹤图》了，它取材于驾鹤登仙的神话，又兼取唐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之意，而这个神话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里我就不多

说了。这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楹联：爽气西来，云雾扫干天地憾；大江东

去，波涛洗净古今愁。意思是清爽怡人的空气自西而来，驱散了积于云层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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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令人感到烦恼的事都冲洗干净了。  

    好了，大家请随我小心上楼，这里就是一楼半的跑马廊。大家也许看到

了，黄鹤楼外观为五层，但里面却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有九层。这是因为中国

古代称单数为阳数，“9〞为阳数之中最大的，也就是阳数之极，又与汉字长久

的“久〞同音，有天长地久的意思。因此就有了黄鹤楼“外五内九〞的说法。  

    请大家扶好楼梯随我到三楼。在这里就可以体会黄鹤楼的“妙〞了：黄鹤

楼的妙就在文人墨客的轶事上。这里是一副名为“文人荟粹〞的陶版瓷画。您

看，中间那位身着黄袍的正是唐代大诗人崔颢。 有一年崔颢来到江城，在游览

黄鹤楼后，写下了那首《登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意境美妙，是描写黄鹤楼的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又一年，诗仙李

白来到黄鹤楼，当地老百姓见诗仙来此，十分快乐，纷纷要求李白为黄鹤楼写

一首诗。李白游览后感觉黄鹤楼风景优美，于是容许了为其写一首诗。当人们

准备好笔墨纸砚的时候，他一抬头，看到了墙上崔颢的诗，他当场愣住，摇摇

头，不写了。围观的人们不知道何故，纷纷询问为什么？只见李白叹了口气，

吟出一首打油诗：  

    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由于李白的推崇，崔颢的诗名声大振，黄鹤楼的名声也随着崔颢的传遍四

方。李白面对如此美景，没有写出好诗，十分惆怅。李白决心再找时机，与崔

颢一比上下。时机终于来了，这一年，李白送好友孟浩然去广陵〔今扬州〕，来

到黄鹤楼，李白满怀激情的为即将远行的朋友写下了一首感情真挚的送别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首诗将黄鹤楼雄伟壮丽、登高望远的意境描写的非常美妙，成为千古绝

唱。诗评家评论，在描写黄鹤楼的上千首诗中，崔颢的七律——《登黄鹤楼》，

李白的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可以称得上是并列第一。这就是历

史上有名的崔颢题诗，李白搁笔，最终赢得并列第一，使黄鹤楼名传千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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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让我们继续游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黄鹤楼五楼的观景台。在这里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幅名为“江天浩瀚〞的组画，它面积达 99 平方米，是全楼

中规模最大的，表现了长江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渊源。 从这里放眼望去，武汉三

镇的风光尽收眼底。眼前是滚滚东去的长江和使天堑变通途的长江大桥，还有

对面龟山上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华丽堂皇的晴川饭店，像彩虹一样跨越汉江的

晴川桥 而黄鹤楼便稳坐于蛇山之巅见证了武汉沧桑的历史和日新月异的今

天。  

    还记得我刚刚说的黄鹤楼的 4个特点吗？在 5楼我们就可以体验得到最后

两个特点，即高、美了！怎么说呢，黄鹤楼高就高在山高楼更高，美就美在，

站在此处武汉风光可以尽收眼底。现在您体会到了吗？ 好了，我们今天的黄鹤

楼之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虽然有些许短暂，但并不影响我们结下深深的友

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同时，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

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批评指正。希望以后能有缘和大家再次相逢，我愿为大家

提供更好的效劳。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再见！  

    黄鹤楼导游词 8  

    大家好，我叫王靖媛，大家可以叫我“王导〞。今天，我带大家参观位于

长江边上的“黄鹤楼〞。  

    现在，我们站在黄鹤楼下，大家发现它是立在山上的吗?  

    传说，一位穷苦的老婆婆在蛇山上开了一个小茶摊。一天，她在门口发现

了一位道士昏到在地上，善良的老婆婆把道士扶进茶摊里，用水给道士擦了擦

脸，不一会儿，道士醒了，老婆婆请他喝茶。  

    道士对老婆婆说：“我已有三天三天没吃饭了，身无分文，哪有什么钱喝

茶呢?〞  

    老婆婆笑道：“这一餐，我请您吃!〞  

    说完，她又冲茶又掏钱给道士买烧饼吃。  

    老道士吃饱了，对老婆婆说：“好人必有好报。〞说完一挥手，小小的茶

摊，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大宝塔!这就是后来的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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