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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1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灵武长流水生态旅游区。我叫 mm，是我们今天的导

游。很高兴认识大家，并有幸与各位结伴共游长流水。

　　来到长流水，相信大家都是兴致勃勃，游意昂然。长流水，顾

名思义，就是水长流，流水长的意思。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群山，

这一片地，就得益于这一方水。是长流水的水千年不休，万年流淌，

才成就了这满眼的绿色生机，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兴致和游程。

　　古语说，山不在高，在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兴。在这沙漠

腹地，这一方水的存在和生生不息的日夜奔流，本身就是神奇的，

是充满诱惑的。



　　现在请大家侧目往窗外看，我们所穿过的是一条 3000米的绿色

长廊，是进入长流水大峡谷的唯一通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车轮

辗过的地方三五年前还是一望无际的沙丘，连绵不断的沙包，不要

说车辆现在可以顺利通过，曾经是行人都无法通行的。需要说明地

是，长流水的天然景色，也正是因为这儿地处偏辟，人际罕至，才

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也才得以吸引八方游客的驻足。曾经这些沙

丘上只稀疏地散落着一些野蒿草，一岁一枯荣地渴望着水，守望着

贫脊。

　　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青青长流水却不能造就秀美山川。时过

境迁，我们的治沙英雄们发现了长流水，有效地利用了这儿丰富的

水资源。

　　大家往我的右手看，那凸起的一米多高的圆柱，其实是这儿输

水暗管的巡查竖井，治沙英雄们巧妙地利用了地势等差，引长流水

到这儿的山角坡地，然后肩背人扛，将稚嫩的树苗运上山，把希望

小心地栽下去。几年的光阴，他们用了半生的积蓄，使了吃几斤沙

子的力气，在种活一颗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的情况下，筑起了这

一道道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有了这一道道屏障，就少了那一峁峁

山峦，区域性小环境的改善，使这儿重回昔日水草丰美的景象，不

远处已经大面积种植瓜果疏菜，加上这儿满山遍野的野生苦苦菜、

沙芥等，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各位品尝真正绿色环保、野味十足菜肴

的需要。有了水草，也引来了众多鸟儿，引来了野兔、野鸭、山鸡，



狐狸、獾等野生动物，在我们车子行进的东南方向，生态区将建立

一个占地 100亩的狩猎场，有兴趣的游客，今后可以再来这儿，过

一把骑马打猎、围炉烧烤的瘾了。

　　各位游客，在长流水呢，曾有人出过一个对子，只有上联没有

下联，可称之为奇联，有兴趣的游客不妨对出下联，也同样成就一

下这一妙句绝联。上联是：长流水水长流流水长长，你能对出来吗?



　　其实呢，长流水真正的来历渊于长流水大峡谷。据史志记载，

长流水大峡谷的源头，曾经是水草丰美的一片海子，也就是一汪很

大的内陆湖，苍海桑田的变迁中，火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同时也

成就了一切。在峡谷尽头，方圆几公里内有三处泉眼，泉水分别从

沙山脚下、细草根处、石缝隙里滴渗而出，三泉汇流处水量增大，

随山形地势的高低一路流过，历经百年冲刷、荡涤，在莽莽的沙漠

中便形成了峡谷，峡谷的源头处，这一方水不断的涌动着，峡谷的

河床上，这一方水不屈不挠地畅流着。水流不知疲倦，流水又永不

干涸，长流水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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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回乡文化园位于永宁县纳家户清真大寺北侧，紧临京藏高

速公路永宁出口处，依托迂腐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和回族风情浓烈的

纳家户村所建，以展示伊斯兰构筑文化、礼俗文化、饮食文化、宗

教文化、农耕与商贸文化为特色。

　　园区内建有回族博物院、礼节大殿、回族商贸一条街、回乡人

家等，个中的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一座回族博物馆，占地 7000平方

米，整体构筑为“回”字形，让旅客在缓步汗青长廊的进程中，明

确回族汗青的渊源流长和回族文化的博大博识。



　　博物馆分为五个展厅：一号展厅为“中国回族的汗青渊源”;二

号展厅为“伊斯兰文明对天下文明的孝顺”;三号展厅为“中国回族

的形成以及风尚风俗”;四号展厅为“回族对中原文明史的孝顺”;

五号展厅为“宁夏回族自治戋戋情”。在这五个展厅内，陈列着种.

种回族文明见证的文物，小到指甲盖巨细的“古兰经”，大到一人

多高、曾经郑和下西洋专用的金钟……尤其是在五号展厅内的七位

宁夏回族著绅士物，更是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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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参观西夏艺术馆。翻开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其

中记载着一个消逝于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大夏国，史称西夏。

从 11世纪到 13世纪，它征战南北，与宋、辽、金反复较量，分庭

鼎立达 19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善于征战的党项民族在融合

了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独树

一帜、独放异彩。随着一场空前浩劫，西夏文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

滔滔长河中，只有这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西夏王陵仍然显示出

西夏人顶天立地，永不屈服的顽强个性。

　　西夏王朝的建立、繁盛、以至消亡的漫长历史充满了神秘的色

彩，西夏艺术馆将通过 18个场景、160 个人物雕像直观地将曾经辉

煌一时的西夏文明展现给大家，希望能解开大家心中的千古之谜。

好，请随我进入展厅。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自古就生息在

高山耸立、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上。他们世代从事狩猎、畜牧，过

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猎生活。唐朝初年，西藏强盛的吐蕃王朝开

始了不断向外的军事扩张，党项各部受到严重的侵袭威逼和不断掳

掠。党项人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向内地

长达百年和迂回近万公里的举族迁徒，最终定居在今天陕西米脂、

横山一带休养生息。后乘唐末、五代割据藩镇角逐争雄、互相征战

的混乱时机，党项族中的拓跋氏日益强大，逐渐成为在陕北地区雄

踞一方的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位在城墙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雄男儿就是西夏王国的

奠基者──李继迁，他智勇双全，在党项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李继迁幼年即以聪颖机智和娴熟精湛的弓马技艺名闻乡里，有一次

他率领 10 余名侍卫外出打猎，路上突然遇到一只斑斓大虎迎面扑来，

继迁不慌不忙，命令侍卫躲入树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一箭射

中虎眼，猛虎立即倒地毙命，当时他年仅 11 岁，这件事为本族传颂，

名噪一时。北宋初年，宋太宗强迫党项族献出了世代聚居的五州之

地，引起李继迁的不满，其时年仅 17岁的李继迁率领不愿归附的部

落人马奔往今天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的地斤泽，联络党项其他

部落，建立武装，起兵反宋。但因力量薄弱，与宋朝交战总是败多

胜少。多次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自己兵力单薄，仅凭自己无法

光复旧业。他审时度势，接受了汉人谋士张浦的建议，采取了联辽

抗宋的策略，向辽称臣。辽朝也想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宋朝，就

对他加以援助和利用，先将宗室之女义成公主许嫁，并赠送 3000匹

战马扩大他的实力，不久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促使他更大规模的

向宋进攻。李继迁依靠辽的支持，充分发挥他的卓越军事才能，不

仅屡败宋军，使五州之地重归李氏、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

而且集结重兵一举攻陷了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灵州城，也就是

今天的宁夏灵武市，并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定都于此。1020__年，

李继迁在行军途中遭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突然袭击，身中流箭，伤重

而死，这位一生戎马征战、彪悍勇武的盖世英雄终年 42岁，临死传

位长子李德明继承其未竟事业。



　　李德明，自幼生长于军营，一直追随父亲东征西讨、战功卓著，

继位伊始，便派兵攻杀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为保住父亲十多年

来历经艰辛得到的血本之地，李德明卧薪尝胆，采取了倚辽和宋这

种灵活机动的对外策略。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又接受了辽国的册

封。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在其

近 30年的统治期中，境内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时期，党项经济实力和

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遗憾的是就在李

德明大业将成，即将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却于公元 1032年突然病

死于兴州，终年 51岁。李德明虽然还没来得及黄袍加身，但确为儿

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定都怀远

镇、重修兴州府是其重大功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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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游客：

　　欢迎大家到宁夏来观光旅游。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宁

夏概况。



　　宁夏位于祖国的西北内陆地区，黄河中上游，全区土地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现辖银川、石嘴山两个地级市，银南、固原两个

地区，吴忠、青铜峡、灵武 3个县级市和 6各辖区，15各县。全区

人口 536万。

　　宁夏是我国唯一一个回族自治区，回族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

1/3。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全自治区有大、小清真寺 3000多座，因

此宁夏又被称为中国的穆斯林之乡。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岸边的灵武市水洞沟遗址

发掘表明，在 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秦代

时属北地郡，秦军在此屯垦戍边，抗击匈奴。汉代时又分为朔方和

西凉刺史两部。唐代时属关内道，农牧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1

世纪初，党项族以宁夏为中心，建立了西夏政权，并创造了灿烂的

西夏文化。元灭西夏后，设宁夏行省，取平定西夏永远安宁之意，

于是便开始有了宁夏的名称。明改制宁夏卫，清属甘肃省。建宁夏

省。1654年又撤销省建制，分归内蒙古、甘肃省管辖。1958年成立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地处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又是河套文化与丝

绸之路的交融区，古老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

独一无二的西夏文化、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和浓郁粗旷的边塞文化

工具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从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遗迹和探

寻不尽的奥秘。



　　游客们，宁夏地势南高北低，山地、高原约占全区的 3/4，剩

下的就是平原地区，其中沙漠占宁夏面积的 8%。从地形分布来看，

自北向南为贺兰山地、宁夏平原、鄂尔多斯草原、黄土高原、六盘

山地等，平均海拔在 1000米以上。北面的贺兰山脉绵亘 250公里成

了宁夏平原的天然屏障，南边则为郁郁葱葱的六盘山脉。古老的黄

河穿越宁夏中北部地区向北流淌，在宁夏境内总流程达 397公里，

流经 12个县市。黄河宁夏段水面宽阔，灌溉垦殖，他们的辛勤劳动

使宁夏成了沟渠纵横、稻香鱼肥、瓜果飘香、风光秀美的塞上江南。

这从唐代诗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中就可得到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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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银川!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_，大家可以叫我小_。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银川。

　　美丽富饶的银川，是黄河河套地区最早开发的一片绿洲，汉代

时就在此推行浚渠屯田措施，兴建了汉延渠等水利工程，唐代已具

有塞上江南的美称，明清以来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已经传遍九州。

古老的党项族在这里创造出璀璨夺目的西夏文化;勤劳的回族人民自

强不息，展现出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银川是我国西北边陲的一座

重要城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历史悠久灿烂人文底蕴博大精深，这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

美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银川，去感受这座边塞古城的神奇魅力吧!



　　传说很久以前，长江以南住着凤凰七姐妹，给人们带来幸福。

其中最小的七妹来到地薄人穷的宁夏，开渠引水，带来了江南风光。

后来为了阻止异族部落的入侵，凤凰七妹就变成了一座城，保护宁

夏百姓，这就是后来的银川。如今，凤凰城已经成为银川的美称。

　　银川位于中温带干旱气候区，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

是：雨雪稀少，蒸发强烈，日照充足，热量适中，风大沙多;冬寒无

奇冷，夏热无酷暑，春季短而多变。银川因为地处西北内陆，远离

海洋，加上气候干燥，雨水量少，日照又长，因此一年中大部分时

间都是晴天。据统计，年日照时间比日光城拉萨还多 17.5个小时。

　　银川地区土壤类型较多，植被多样。森林面积达百万亩，其中

有一半为人工林，包括用材林、防护林和经果林等。随着植树造林

等绿化工程的展开，森林面积和绿化面积呈逐年大幅增长的趋势。

1988年，国务院批准贺兰山为国家级森林有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

区，山上有天然次生林 18.3万亩，有野生动物 177种，其中属于国

家保护的珍稀动物 16种。

　　银川地处鄂尔多斯西缘凹陷带的的北部，矿产资源丰富。在银

川境内贺兰山段贮藏的矿产品主要有煤、赤铁、石灰石、白云石、

磷灰石、石英砂岩、辉绿岩、陶瓷粘土等，这位银川市发展冶金、

化工、建材等工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磷矿贮藏量较高。



　　银川一词是明末将此段黄河及其沿岸平原灌区形容为银色河川

而得名的。这座有着 1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其人文景点一

西夏文化为主要特色。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西夏王陵、拜四口双塔、

海宝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诱人的水乡景色、奇特的塞

上风光及多彩的回族风情，使银川成为中国西部最具魅力的城市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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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游客：

　　古城中卫城北建在接连城墙的高台上的雄伟古建筑高庙，格外

引人注目。高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称新庙。



　　高庙坐北朝南。前院为保安寺，进入山门，耀眼的单檐歇山顶

大雄宝殿正面屹立；两侧厢房、地藏宫、三霄宫和 3座配殿各具特

色。保安寺后就是高庙主体建筑。沿 24级青砖铺砌的台阶而上，高

庙砖雕牌坊耸立眼前。牌坊立的一幅对联十分有趣。上联是：儒释

道之度我度他皆从这里；下联是：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尽在此间；横

批是：无上法桥。过南天门，达中楼。中楼灵巧别致，六角三重檐

四面坡顶分三层叠合。途中两侧有东西天池和砖砌天池，分别有飞

桥同南天门相连，浑然一体。中楼上层塑的太白金星像，肃穆尊严；

中层塑的.观音像，宁静慈善；下层绘的二十八宿，各展风采。最后，

是分上中下三层而设的五岳玉皇、圣母宝殿。下层正面是五岳庙，

东有三宫殿，西有祖师殿；中层正中塑有玉皇像，后楼为大成殿，

祀孔子；上层正面为瑶池宫，东西两侧为三教宫。三殿底层东西两

侧的文武楼别是一番景色：文楼塑文昌，身骑四不象怪兽；武楼塑

关公，骑赤兔追风马。文武楼下层的龙王宫，塑四海龙王，神态各

异，功力超群，令人敬慕。砖牌坊下面的地狱宫，绘满了各种怪像，

或青面红发，或锯齿獠牙，或面目狰狞，或神态从容整个绘画想象

丰富，结构严谨，色彩鲜艳，笔法细腻，显示了民间艺人不同凡响

的高超技艺。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7 

　　大家好，欢迎参观西夏艺术馆。翻开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其

中记载着一个消逝于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大夏国，史称西夏。



从 11世纪到 13世纪，它征战南北，与宋、辽、金反复较量，分庭

鼎立达 19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善于征战的党项民族在融合

了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独树

一帜、独放异彩。随着一场空前浩劫，西夏文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

滔滔长河中，只有这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西夏王陵仍然显示出

西夏人顶天立地，永不屈服的顽强个性。

　　西夏王朝的建立、繁盛、以至消亡的漫长历史充满了神秘的色

彩，西夏艺术馆将通过 18个场景、160个人物雕像直观地将曾经辉

煌一时的西夏文明展现给大家，希望能解开大家心中的千古之谜。

好，请随我进入展厅。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自古就生息在

高山耸立、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上。他们世代从事狩猎、畜牧，过

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猎生活。唐朝初年，西藏强盛的吐蕃王朝开

始了不断向外的军事扩张，党项各部受到严重的侵袭威逼和不断掳

掠。党项人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向内地

长达百年和迂回近万公里的举族迁徒，最终定居在今天陕西米脂、

横山一带休养生息。后乘唐末、五代割据藩镇角逐争雄、互相征战

的混乱时机，党项族中的拓跋氏日益强大，逐渐成为在陕北地区雄

踞一方的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位在城墙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雄男儿就是西夏王国的

奠基者──李继迁，他智勇双全，在党项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李继迁幼年即以聪颖机智和娴熟精湛的弓马技艺名闻乡里，有一次

他率领 10 余名侍卫外出打猎，路上突然遇到一只斑斓大虎迎面扑来，

继迁不慌不忙，命令侍卫躲入树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一箭射

中虎眼，猛虎立即倒地毙命，当时他年仅 11 岁，这件事为本族传颂，

名噪一时。北宋初年，宋太宗强迫党项族献出了世代聚居的五州之

地，引起李继迁的不满，其时年仅 17岁的李继迁率领不愿归附的部

落人马奔往今天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的地斤泽，联络党项其他

部落，建立，起兵反宋。但因力量薄弱，与宋朝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多次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自己兵力单薄，仅凭自己无法光复旧

业。他审时度势，接受了汉人谋士张浦的建议，采取了联辽抗宋的

策略，向辽称臣。辽朝也想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宋朝，就对他加

以援助和利用，先将宗室之女义成公主许嫁，并赠送 3000匹战马扩

大他的实力，不久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促使他更大规模的向宋进

攻。李继迁依靠辽的支持，充分发挥他的卓越军事才能，不仅屡败

宋军，使五州之地重归李氏、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而

且集结重兵一举攻陷了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灵州城，也就是今

天的宁夏灵武市，并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定都于此。1020_年，李继

迁在行军途中遭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突然袭击，身中流箭，伤重而死，

这位一生戎马征战、彪悍勇武的盖世英雄终年 42岁，临死传位长子

李德明继承其未竟事业。



　　李德明，自幼生长于军营，一直追随父亲东征西讨、战功卓著，

继位伊始，便派兵攻杀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为保住父亲十多年

来历经艰辛得到的血本之地，李德明卧薪尝胆，采取了“倚辽和宋”

这种灵活机动的对外策略。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又接受了辽国的

册封。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在

其近 30年的统治期中，境内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时期，党项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遗憾的是就在

李德明大业将成，即将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却于公元 1032年突然

病死于兴州，终年 51岁。李德明虽然还没来得及黄袍加身，但确为

儿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定都怀

远镇、重修兴州府是其重大功绩之一。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参观游览。水洞沟

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南距灵武市 30千米，西距银

川市 19千米，距离河东机场 11千米，北与内蒙古鄂前旗相接，占

地面积 7.8平方千米。科考发现，水洞沟地区是三万年前人类繁衍

生息的圣地。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在这里发现

了史前文化遗址，通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水洞沟

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被誉为

“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988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__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AAAAA

级旅游景区。

　　各位游客朋友，水洞沟遗址记录了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同大自

然搏斗的历史见证，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它向人们展示

了距今三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地区唯

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80 多年来，经过六次考古发掘，

在水洞沟出土了 3万多件石器和 67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

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

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

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的形状接

近。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

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

在阐述区域性石器技术传统的成因、远古文化的发掘和变异以及晚



更新人类在东北亚的迁移、扩散和交流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对

3万多年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位游客朋友，水洞沟地区又是我国北方明代古长城、烽燧、

城堡、沟堑、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保护区内，蜿蜒东去的

长城、高台耸立的墩堠、古朴神秘的城堡、曲折幽深的沟堑令人目

不暇接，让人遥想当年“甲士拥矛驰战垒，将军拔剑逐胡兵”的壮

烈场面。水洞沟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南缘，大自然造就的雅丹地貌，

使这里充满了雄浑、奇特的荒谷神韵，经历了千万年的风沙雕蚀，

这里集中了魔鬼城、卧驼岭、摩天崖、断云谷、柽柳沟等二十多处

土林奇绝景观，使人望而生奇，顿生地老天荒、旷古玄远之叹。经

过两年多的开发建设使水洞沟旅游区已经成为一个集旅游观光、科

学考察、休闲娱乐、军事探密于一体的旅游区。随着水洞沟遗址博

物馆的开馆，水洞沟景区又增添新的亮点。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水洞沟最神秘的藏兵洞。现在

我们看到悬崖上的一个个黑洞，就是著名的藏兵洞。所谓藏兵洞，

是红山堡守军由地上转人地下，隐蔽军队，保护自己，伺机出击，

或在空旷处设伏兵的地道。这是全国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立体

军事防御体系。我国的长城防御体系中，有长城、城堡和地下藏兵

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全国还没有，这里是独一处。



　　现在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藏兵洞，是我国最早的地道战遗址和原

型。如果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地道战能让敌人胆战心惊，

闻风丧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500多年前，明代的边塞守军也是以

同样的智慧和勇敢将侵略者挡在了长城之外。过去，由于没有开发，

根本没有进洞游览的条件。人们只知道藏兵洞道路曲折，像迷宫一

般，再加上洞顶坍塌，多处被土掩盖，洞内设有陷阱，可能还有蛇

蝎盘踞，所以，人们轻易不敢进洞走远。洞内到底是何情景，无人

能说得清。这样，藏兵洞就成为一个十分神秘、人们望而生畏的去

处。

　　如今，我们完全可以放心进去一饱眼福，但大家一定要跟着我，

按照指示牌所指引的路线走，防止迷路，走不出来。

　　大家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9 

　　宁夏平原又称银川平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黄河两岸。

北起石咀山，南止黄土高原，东到鄂尔多斯高原，西接贺兰山。北

部是黄河冲积平原&&宁夏平原，面积 1.7万平方公里，滔滔黄河斜

贯其间，流程 397 公里，水面宽阔，水流平缓。沿黄两岸地势平坦，

早在 20__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凿渠引水，灌溉农田，秦渠、汉渠、唐

渠延名至今，流淌至今，形成了大面积的自流灌溉区。



　　宁夏地势南高北低，山地、高原约占全区的 3/4，剩下的就是

平原地区，其中沙漠占宁夏面积的 8%。从地形分布来看，自北向南

为贺兰山地、宁夏平原、鄂尔多斯草原、黄土高原、六盘山地等，

平均海拔在 1000米以上。北面的贺兰山脉绵亘 250公里成了宁夏平

原的天然屏障，南边则为郁郁葱葱的六盘山脉。古老的黄河穿越宁

夏中北部地区向北流淌，在宁夏境内总流程达 397公里，流经 12个

县市。黄河宁夏段水面宽阔，灌溉垦殖，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宁夏成

了沟渠纵横、稻香鱼肥、瓜果飘香、风光秀美的塞上江南。这从唐

代诗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中就可得到印证。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10 

　　三关口明长城位于银川市西 40余公里的贺兰山南部。此关口是

宁夏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交界地，银川至巴彦浩特公路穿关而过，

在关口处可看到残断长城遗址。三关即从东向西，设头道卡、二道

卡和三道卡，后人称之为三道关。这里山脉蜿蜒曲折，地形雄奇险

峻。原两山夹峙的山坳中，建有关隘。

　　据史书记载，明嘉靖十年（1531 年）宁夏佥事齐之耗“万金”，

修筑了三关口明长城南起大坝堡，北连三关口，长达 80 公里的长城，

后被风沙填平。嘉靖十九年（1540年）宁夏巡抚杨守礼重新奏筑修

葺了旧有边墙，增筑了三关口以北长城。头道关关墙南北与长城连

接，此地山势开阔，是“缓口可容百马”之处。北侧城墙沿山脊向

北延伸，墙体以石块垒砌，城墙每段拐弯处，各有墩台一座，墙、



墩台已残损，仅留部分基址。头道关向东南延伸的长城，至今保存

较为完整，墙体高约 7米，基宽 6.5米，顶宽 3.5米，墙顶两侧筑

有女墙。



　　当年修筑三关口明长城时，这里多沙砾少土壤，于是军士们遍

剖诸崖谷，得壤土数处；又因无水，做水车百辆，到关口 20多公里

的平吉堡取水，与壤土、砾石相拌，夯筑而成，坚固异常。头道关

向西 6公里即二道关，关口南侧有一座 20多米高的山头，山头上设

有墩台，台 11米见方，高约 8米。三道关东距二道关 4公里，此关

两山相夹，山谷狭窄，一水中分，山陡壁峭，仰望山峰巍峨，下视

谷底险峻，地形十分险要，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筑

关时曾依山而砌有石质长城和深沟各一道。

　　昔日三关口一带绵延纵横的长城与墩台、烽火台左右连属，实

有西控大漠咽喉要道之险。

    宁夏旅游名景导游词 篇 11 

　　大家好，欢迎参观西夏艺术馆。翻开中华民族的宏伟史册，其

中记载着一个消逝于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大夏国，史称西夏。

从 11世纪到 13世纪，它征战南北，与宋、辽、金反复较量，分庭

鼎立达 19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善于征战的党项民族在融合

了多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独树

一帜、独放异彩。随着一场空前浩劫，西夏文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

滔滔长河中，只有这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西夏王陵仍然显示出

西夏人顶天立地，永不屈服的顽强个性。

　　西夏王朝的建立、繁盛、以至消亡的漫长历史充满了神秘的色

彩，西夏艺术馆将通过 18个场景、160个人物雕像直观地将曾经辉



煌一时的西夏文明展现给大家，希望能解开大家心中的千古之谜。

好，请随我进入展厅。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自古就生息在

高山耸立、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上。他们世代从事狩猎、畜牧，过

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猎生活。唐朝初年，西藏强盛的吐蕃王朝开

始了不断向外的军事扩张，党项各部受到严重的侵袭威逼和不断掳

掠。党项人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向内地

长达百年和迂回近万公里的举族迁徒，最终定居在今天陕西米脂、

横山一带休养生息。后乘唐末、五代割据藩镇角逐争雄、互相征战

的混乱时机，党项族中的拓跋氏日益强大，逐渐成为在陕北地区雄

踞一方的割据政权，党项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位在城墙上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雄男儿就是西夏王国的

奠基者──李继迁，他智勇双全，在党项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李继迁幼年即以聪颖机智和娴熟精湛的弓马技艺名闻乡里，有一次

他率领 10 余名侍卫外出打猎，路上突然遇到一只斑斓大虎迎面扑来，

继迁不慌不忙，命令侍卫躲入树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一箭射

中虎眼，猛虎立即倒地毙命，当时他年仅 11 岁，这件事为本族传颂，

名噪一时。北宋初年，宋太宗强迫党项族献出了世代聚居的五州之

地，引起李继迁的不满，其时年仅 17岁的李继迁率领不愿归附的部

落人马奔往今天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的地斤泽，联络党项其他

部落，建立武装，起兵反宋。但因力量薄弱，与宋朝交战总是败多

胜少。



　　多次的失败，使李继迁认识到自己兵力单薄，仅凭自己无法光

复旧业。他审时度势，接受了汉人谋士张浦的建议，采取了联辽抗

宋的策略，向辽称臣。辽朝也想借助李继迁的力量牵制宋朝，就对

他加以援助和利用，先将宗室之女义成公主许嫁，并赠送 3000匹战

马扩大他的实力，不久又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促使他更大规模的向

宋进攻。

　　李继迁依靠辽的支持，充分发挥他的卓越军事才能，不仅屡败

宋军，使五州之地重归李氏、完成了收复党项“故土”的宿愿，而

且集结重兵一举攻陷了西北边疆的军事重镇──灵州城，也就是今

天的宁夏灵武市，并将灵州改为西平府，定都于此。1004年，李继

迁在行军途中遭吐蕃大首领潘罗支突然袭击，身中流箭，伤重而死，

这位一生戎马征战、彪悍勇武的盖世英雄终年 42岁，临死传位长子

李德明继承其未竟事业。



　　李德明，自幼生长于军营，一直追随父亲东征西讨、战功卓著，

继位伊始，便派兵攻杀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为保住父亲十多年

来历经艰辛得到的血本之地，李德明卧薪尝胆，采取了“倚辽和宋”

这种灵活机动的对外策略。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又接受了辽国的

册封。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发展，在

其近 30年的统治期中，境内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时期，党项经济实力

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遗憾的是就在

李德明大业将成，即将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却于公元 1032年突然

病死于兴州，终年 51岁。李德明虽然还没来得及黄袍加身，但确为

儿子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定都怀

远镇、重修兴州府是其重大功绩之一。

　　怀远镇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处于当时西北地区

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

丰饶，加之东有黄河之险、西有贺兰山之固，而且唐徕渠绕城而过，

易守难攻。公元 1017年 6月，在怀远镇北面的贺兰山出现了一条银

龙在盘旋飞舞，大家都认为这是预示祥瑞的吉兆，有着战略眼光的

李德明便以这个美丽的传说为由将都城迁至怀远镇，以“兴起”之

意改名为兴州，作为自己的新都，并以唐代长安和北宋东京的布局

为蓝本，扩建宫城、营造殿宇，经过 10余年建设，使该城从一个规

模很小、发展落后的边塞小镇成为西北边陲一座宫殿恢弘、寺观众

多、商人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热闹的大都市，最终成为地位显赫

的西夏都城。



　　西夏统治者为显示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气势，当年不仅

仿照中原王朝在都城建起了金碧辉煌的玉宇琼楼、离宫别馆，还选

定了生前游猎宴乐、会盟议事的皇家林苑所在地──贺兰山为其历

代君王夜台长眠、归宿安息之地，动用大量人力、财力，效法唐、

宋两朝陵墓制度为自己在这里修造了气势宏大的皇家陵园，在 50平

方公里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东方金字塔”，成为西

夏王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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