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觅中华读后感 七年级语文寻觅中华读
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寻觅中华读后感篇一

这无疑是一个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你
清冽如流玉之晶莹,在依依云水,渺渺帆影中,踏浪而来。你携
一身傲骨,在幽怨的洛阳留下,这千古绝响。

魏晋，正处在三国这个英雄时代的后期，文人名士的生命被
统治集团肆意摧残，看似不值钱的生命恰恰因太过值钱而被
伤害。统治者们畏惧这些名士所怀揣的才能，既然不能为己
所用，那就毁之。他们的鲜血一滴一滴渗入中华大地，渗入
文明史地。这是文化的惨痛，更是历史的损失。于乱世的断
瓦残垣中，迎面走来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

阮籍母亲去世时，喝酒吃肉，完全不顾及世俗礼仪，却在哭
丧时口吐鲜血，这种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有谁能及?别人吊唁
他的母亲，他却白眼相向，嵇康得知后备酒携琴来到灵堂，
阮籍眼前一亮，两位终生的挚友至此相逢，两人是同样地真
实自在。有些时候我们往往拘泥于形式而忘记了本质，“传
统礼仪的叛逆者往往更注重于层层规范后的内核”，他们以
一种更真实自在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意愿，超凡脱俗，返璞
归真。

嵇康携一身傲骨，纵情于酒，超然物外。洛阳城外的柳树下，
一位帅气挺拔的男子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
泳池，打铁打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一声声铁锤敲击的



声响如你铿锵的生命韵律，回归自然，世俗无关。一壶酒，
浇灌成你狂放的本色;一把锤，锻造了你铁样的个性。如此本
色，如此个性，才成就了你的一生。曹魏大臣钟会因仰慕嵇
康而前来拜访，嵇康却只顾和向秀打铁而不理会权贵的钟会。
炉火熊熊，嵇康手起锤落，钟会只好不满地离开。嵇康这种
鄙视权贵的高傲，虽不是名门望族，却比之更加高贵。“何
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是嵇康对钟会所说的唯一一句话，
却也为自己以后的悲剧做了铺垫。

嵇康看透世俗，蔑视权贵，对朋友却是格外珍惜，一丁点的
心理隔阂，也会使他内心无比焦灼和苦痛。当山涛真挚的向
司马昭推荐嵇康接任自己的职位时，嵇康却与山涛绝交了，
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于此诞生。若是旁人被举荐做官，
一定万分感激，可嵇康岂是芸芸众生之辈，他有自己的追求，
不屑于投身官场，只是一心沉醉于自然之间，过一生平淡朴
实的生活。嵇康很可爱，可爱在直白的表达自己的情感，他
直率的借一封绝交书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两位的友谊诀别的
断丝飘飘。这种的友谊，古来少有。少有在嵇康虽与山涛绝
交但仍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儿子交给山涛照料。“山公尚
在，汝不孤矣”这是嵇康对儿子稽绍所说。这才叫真正的朋
友，这才叫真正的知己。我也许会因你不了解我而跟你绝交，
但你仍然是我心中最信赖，最值得托付的人。山涛当然不负
嵇康所托，把稽绍当做自己亲生儿子一般照料，尽了朋友应
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便是成语“嵇绍不孤”的由来。

且说你之为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若发现谁是小人，就
会马上与之决裂，绝不含糊。因过于看重友谊，嵇康陷入吕
安的混乱遭遇。吕安的哥哥霸占了吕安的妻子，却恶人先告
状，以不孝之名将吕安告上朝廷。“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
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不可理喻的案件的背后，真相已不
再重要，人们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
公愤的罪名，若为受害者说话，自己也将成为社会的公敌。
许多平日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但嵇康没有。他义愤填膺地
写了一份绝交书给吕安的哥哥，他做了他所能做的所有微薄



之事帮助吕安，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他太珍惜朋友了，但越珍惜，所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这就
如我们手中紧握的细沙，抓的越紧，流逝的却越快。世事总
是如此无常，我们越是在意，却越失去的更多。

由于钟会这等小人挑拨，司马昭决定处死嵇康和吕安。果真
应验了孙登大师当年那句“子识火乎?难乎免于今世，子无求
乎!”不合群本身就是罪过，过于清高就是对庸人的冒犯。更
何况是嵇康这种自命不凡的贤者，又怎能免于统治阶级和小
人暗算。行刑那天，3000名太学生拥挤在刑场上请愿，他们
勇敢地迎着刀枪大声呼喊:嵇康无罪，刀下留人。不问世俗的
嵇康也被感动了，学生们正极力阻止英雄的陨落。你的身上
有种不漏声色的浪漫，铿锵有力。你向哥哥要来琴，悠扬的
琴声，在刑场缓缓响起，千古绝响《广陵散》诞生了。你一
下一下拨动琴弦，为一生拥有这几个挚友而欣慰，为将儿子
托付给山涛而安稳，为吕安的冤案而不平，更多的是满足于
誓死追寻自己想要的澄澈。死亡，便被这沉静凄婉的琴声击
碎，散落于无尽的深渊，变成了人们惊愕的钦佩与凝视。

这千古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魏晋名士们焦灼挣扎，追慕宁静而浑身灼伤，力求圆通而处
处分裂，他们诠释了对稀有文化人格的祭奠，这是反传统的
传统。正因为有他们，中华审美文化在精神的酷刑中屹然自
立的发掘。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
国文化的遗憾。

那清冽如流玉之晶莹的男子，叫嵇康。

寻觅中华读后感篇二

怀着憧憬的心情翻开这本书，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史从我
眼前闪过。只是初次阅读，我就对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绚



烂的中华历史所吸引，久久不能自拔。

墨子，一个黝黑外表的人，他的身世也因此受到不少史学家
的争议，但他在文化上的造诣众人皆知。他劝阻楚王攻打宋
国的事迹可谓流传千古，他用自己犀利的话语和巧妙的战术
让楚王放弃攻打宋国，其中表现出的政治远见和历史功绩让
人称赞不已。不过更为有趣的还是他这个功臣在归途中避雨
造拒的事，而他则用他的气度道出：“运用大智慧救苦救难
的，谁也不认;摆弄小聪明争执不休的，人人皆知。”乍一看
这件事不免让人好笑，但细一想却又引人深思。

司马迁，一个名扬千古的人，他发愤写《史记》的事我们都
耳熟能详。但他背后所经受的精神痛苦和身体摧残我们无法
体会，只知道，他是伟大的。面对其他懦弱的官员，司马迁
大胆地站出来，向汉武帝分析了李陵的行为。其实并不只有
他看透了真相，但只有他敢说出真相。结果可想而知，他先
是入狱，之后在死亡和腐刑面前毅然选择了后者。对于绝大
多数人而言，还是死亡更为干脆，但司马迁和他们不一样，
他知道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事，即使再痛苦，也不能就此罢休。
就这样，《史记》诞生了，成了“无韵”的《离骚》。司马
迁也在不久后消失，他的结尾我们无从知晓，也无需知晓。

曹操，一个丛林中的强人，由于《三国演义》的缘故，他给
我们的印象不是很好，但他在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我们无法
否定。在军中，他用诗抒发了他的豪情和他对天地生命的理
解，“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名
句我们已烂熟于心，但其中所表达的感情仍耐人寻味。他把
人生看作“朝露”，把死亡看做永恒。与其他伟大的领袖不
同的是，他主张薄葬。或许这便是他的气度吧，在他的墓中，
不需要财宝、装饰，只愿拥有永恒的清净。人们曾不知多少
次寻找他的坟墓，但始终没有找到，那就让它永远不被找到
吧。

盛唐，一个中国最辉煌的时代;长安，那个时代最骄傲的城市。



中国的文化在那时，在那里，得到了空前的发扬。长安向世
界敞开了自己，世界也把长安当作了舞台。它容纳外来文明，
传递中华文明，充分体现了“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
之大，首先大在心态。”在长安，宗教矛盾灰飞烟灭，种族
差别不再重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包容在此刻展
现得淋漓尽致。

耶律楚材，一个辽国皇族的后裔，一个金国的高官，一个成
吉思汗的得力助手。他的存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的到
来，让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也正是他，
让这场残酷的战争得以结束。是他，让蒙古军不再屠城，也
是他，让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壮大。古代四大文明国度，三
个都在战火中消逝，唯有中国，在战火中生存了下来。历史
上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征服不在少数，但各民族之间摒弃前嫌，
反而融合得更加紧密，这些无不得益于像耶律楚材那样的人
啊!

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本书，我对中国历史文化虽有了一定的
理解，但还是较为浅显。那就让我与余秋雨一同在这本书中
品味历史，寻觅中华吧!

寻觅中华读后感篇三

出于对小家庭的好奇，作者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于是，他
踏上了寻觅中华之路，从宏观的历史去剖析微观的文化dna，
向13亿炎黄子孙展示了我们“美丽的基因”!

路的起点在黄河流域，我们沿着黄河，从黄帝身后走来。正
如作者所说，朝代是更替型的，文明却是积累型的。文明的
沉淀正如黄河泥沙的积存，既不会轻易付诸东流，也不会凭
空随河水蒸发，唯一不同的是，作者以他笔下的神力，为我
们把黄河之水澄清了。沿着秋雨先生铺就的寻觅之路，中华
文明积累的成果一目了然。



看，诸子百家中是哪一家以“黑色的光亮”把历史长河照得
波光粼粼?是墨家。在诸子百家大集会上，黑色的墨翟用颜色
发言，喊出了“兼爱”、“非攻”的口号。不仅仅是口头上
的表态，他也做到了。公输班为楚为云梯以攻宋，子墨子闻
之，行十日十夜，舌战楚王、巧胜公输，终以弟子三百力挽
狂澜。君子之交淡如水，墨家弟子却如黑色黏土般结为团块，
使敌国尚未出师便打响了退堂鼓!因为“兼爱”，墨家提出
了“非攻”，同样因为“兼爱”，墨家倡导“尚同”，即一
视同仁也。没有亲疏远近，也没有嫡庶尊卑，墨家之“仁”，
以黑色的光芒衬得儒家之“仁”黯然失色。墨家的理想实在
令人憧憬，可封建时代的中国不可能构建出如此一个大同社
会，然而，那一抹黑色的光亮至今仍在历史的隧洞里无声地
反射着，路被它照亮了。

继续走下去，告别墨家，又到了丛林边的那一家——曹家。
曹家三父子，点亮了一簇新的文化篝火。父亲曹操临碣石、
观沧海，他在政治路上苦苦寻觅着，又无心插柳，为三国两
晋南北朝添了一大把文化好柴，照亮了当时诗坛的半边天。
长子曹丕，也算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不幸，余先生的表达是
“受到了围堵性对比”，确实如此，大师的语言之到位也为
我寻觅中华增添了一份新的美学享受。曹植正忧郁地坐在篝
火旁在心中反复咏叹煮豆燃豆萁，不过他很快站了起来，在
丛林的那一边用诗“构筑了一个美艳的精神别苑”。曹氏父
子就这样高举文明的火把走尽了一生，最终穿着平常衣服，
薄葬于丛林草木之间。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可中华
文明之路永不会终结，而那煮豆之火，还在燃着。

在远方，大汉朝的夜晚月明星稀，一盏小油灯寂寞地亮着，
照着同样寂寞的司马迁。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曾在朝为
官，曾漫游中国，他是优秀的文学家和出色的史学家，还是
那个时代的“文化君主”，他书写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
他记录了历史，也被历史所铭记。我想，这是因为《史记》
自成一派的风格与严谨详实的的特点;是因为他写于腐刑之后、
牢狱之中;是因为他为李陵仗义执言的义、勇、善，更是因为



他对死亡的解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用之所趋异也”……虽然他的离开比鸿毛还令人难以察觉，
但重于泰山。一盏小油灯下，一名男子在“掌控着千里巷陌，
万家灯火”，书写着不朽诗篇。

在后面的路上，还回荡着千古绝响、西天梵音，站着唐诗几
男子，走着辽国陌生人……

寻觅中华读后感篇四

读了余秋雨的《寻觅中华》，我没有感叹于“三皇五帝的时
代”，也没有融入于秦汉时期各地的兵戎相见，更没有流连
于宋朝的富饶和先进，当然，我也不会存在于衰落的明清时
期。只有大唐，才是我心中的所属。那繁华的都城，领先的
科技，胡汉交融的团结，文人墨客的诗作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让我沉浸其中，久久不能忘怀。

唐朝历史从6唐高祖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开始，历经289年，也
算比较“长寿”的一个朝代。在这289年里，唐朝有不少盛世，
国家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便开始衰落，
最终灭亡。

唐朝也有很多出名的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王维，白
居易……他们都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作。但是我认为，李白
的诗作最为浪漫洒脱。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
热爱祖国山水，写出了大量赞美祖国明川山水的的壮丽诗赋。
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人们称
他为“诗仙”。李白追求在诗中塑造自我，强烈的表现自我，
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雄奇的
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的抒发情感，
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
千石”;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
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
击前柱，悲歌难重论”，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



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又是那样天真率直。总之，他的诗活脱
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傥不群的形象。

李白的仕途充满着坎坷。他极力追求官位，自负自己的才能
能够治理国家，但世事难料，他42岁时才成为待诏翰林——
皇帝身边的文人，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43岁时，遭谗
见疏，遂有归隐之念。李白的治国梦就此破灭。后来，安史
之乱爆发，被永王三次聘请，下山入幕。次年，永王兵败，
李白入狱，后被叛长流夜郎。

李白交往过的人不少，但在李白心中却没有“朋友”这个名
词，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昙花一现，还不如这眼前的大江山水
更长久，更真实。但他人对李白却有不一样的评价。杜甫赞
扬他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魏颢评价他
说：“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余光中欣赏
他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李唐峥嵘，青莲独占。李白，大唐中最亮的一点，照耀着整
个大唐，闪烁着中国的自豪和骄傲。

寻觅中华读后感篇五

从猜测黄帝，问卜殷墟，到走进魏晋田园，最后对明清的郁
闷，余秋雨先生用一篇篇散文优雅地叙述着中华文化的兴衰
变迁。其实都是朴素的语言，读起来确是字字珠玑，你会被
他带到另外一片世界，会对高雅而特异的魏晋人士而向往，
会对盛唐海纳百川的文化而骄傲，也对明清文化专制统治而
扼腕叹息。

然而，我最喜欢的却是余秋雨先生对当代文化的一系列论述。

“清代结束之后的近代和现代，实在一言难尽。文化信号很



多，而文化实绩很少。文化激情很多，而文化理性很少。文
化言论很多，而文化思考很少。文化名人很多，而文化巨匠
很少。文化破坏很多，而文化创造很少。”余秋雨先生如是
说到。

一百年前，正是兵荒马乱，国运维艰的时刻，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文化的这种状态尚可理解。而大约五十年前，
新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项__的运动。政治野蛮地笼罩
住了文化。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农村即是学校，农民
就是教师。这种情况，在文明的发展史无疑是一次大地震，
几千年来从未断绝的文化传承突然停止，所有的人投身农业，
大连钢铁。

幸在它只有十年!

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也开漂
洋过海，走遍世界。然而，文化似乎永远跟不上了经济的发
展，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了公信力。

余秋雨先生引用了作家王小波的一句话，中国文化界只有两
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例如，巴金说过，中
国存在着某种人物，那种人物数量不多，影响极大，平日不
知道藏在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冒出来，在报刊上一会儿揭
发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看到这家院子里的花草茂盛，就
大声咒骂;看到那家阳台上的鸟声动听，就抡起棍棒。正是这
批人，使中国作家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

时至今日，尚有人打着言论自由的口号批评他人，哗众取宠，
网上看见一则新闻，一位八零后作家竟炮轰鲁迅伪大师。我
想，鲁迅先生是否大师尚不重要，可先生当时的作品背景是
为了唤醒沉睡的国人，单凭这一点，两人层次一下区分开来，
至于你怎么贬低践踏，鲁迅先生也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了。



难道，现代的文化就限于这种怪圈了吗?不是的，真正的大文
化，不是藏于隐世著作，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
价值，渗透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之间。

有一个渔村的渔民出海打鱼，一定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
到一个读书人家里求得一大叠字纸，压在船底。他们说，天
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就靠它压住风浪。他们不认识
文字，却尊重文字，这大概是人没接收教育而体现出的最原
始的状态，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所在。

我相信，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出现在中华文化大踏步向前迈
进的时刻，打破怪圈，走向自由。而中华文化也与世界亲密
相容，偶尔闪现出千年积累的高贵，亦如生活在这种文化下
的子民，品行善良，思想丰富，道德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