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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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拜读余秋雨的作品，便被深深吸引。《文化苦旅》是
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
物以寻求文化灵魂，探索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
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

书中作者以踏过每一寸山河，每一寸古土为主线，表达了作
者的喜与忧，用笔细腻，读后让人回味无穷。余秋雨先生以
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
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文中感触最深有两处。

初读，我还以为《道士塔》是为了纪念某位历史伟人而建的，
读后却让我有一种和作者一样的恨之心情!

狠在何处?此塔是敦煌石窟罪人王圆箓的葬身之处。他本是到
处都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
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为灿
烂的文化。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
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
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还不止此，王道士对洞窟里的壁画
不太满意，为了亮堂一点，他找了两个帮手，拎着石灰桶，
拿着草刷子，开始了他的粉刷计划。第一编石灰刷的太薄，
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他就又来了一遍。可悲可悲!中国人的
可悲，世界人民的可悲!作者用文笔丑陋的批判了一个历史的



罪人，也不解作者的一句“我好恨!”。

沙原隐泉是作者踏过阳关雪后的又一行径，当作者被眼前几
座巨大的沙山遮挡，又别无他途时，作者表现出了“心气平
和，慢慢爬!”“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只管爬”的人生态度。

当作者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时，眼前有一弯清泉，
横卧山底，此时此景作者用了一句“动用哪个藻饰词汇，都
会是对它的”，看到此景的作者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
怎么下去呢?作者用了这样一句话“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
要出点事的，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的肌肉把脚伸下去。
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可
见作者当时的心情之急。当你在沙漠中有一弯不算太小，长
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时你会是什么
心情?且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
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你又会是
什么心情呢?看到此处，我好像听到了水鸭带动湖水时清脆的
声音，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有一种愿为此景背上行
囊，顶着烈日不远万里追寻它的奢望!

合上书本，大脑中有一种凌乱，心中有一种兴奋与失望。凌
乱是因为书中有太多精彩之处，不知应该回忆那一幕。兴奋
是因为大脑好像被注射了文化的兴奋剂，言语已无法表达。
失望是因为凌乱，无头无绪。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二

这几日，正在阅读余秋雨先生所著的《文化苦旅》，并不是
说如何认真地研究，只是睡前一篇，信手翻阅。手棒这本
《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了大半个
中国。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涌出一种
苦涩的感觉。这书里写的，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有漂泊一
生的落魄文人，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有



淳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又
一个文化的侧面，令人为之汗颜，为止慨叹。

随心所欲地慢慢翻阅, 啜饮着文化的甘泉， 印刻着行旅的记
忆。只要顺从他的牵引，脑中便是紊然不乱的条理;只需跟随
他的脚印，一路上都是幻美绝伦的风景---枝干虬曲苍劲的腊
梅、飘渺冷艳的西湖、狂暴雄大的庐山瀑布 。余秋雨鄙弃陈
词滥调，细腻又不失大气的笔触下描画着一幅苍健浑厚的山
水画，书写着一首抑扬顿挫的诗歌，哼唱着一支轻柔婉转的
小夜曲。那使人感同身受的旅行心情，直锲人心的历史感怀，
用悠长的歌谣谱写出心中的悸动。

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
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
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
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
艺术特色。大段大段的运用排比，比喻的修辞，带给我一个
感觉就是“美”，美极了，心中暗自想象，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写出余这样美的文章，当然，并不是模仿他，我要写出
自己的风格。

在《文化苦旅》中涉及的内容可谓古往今来，不仅有莫高窟
的玄秘与圣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
美与娇艳，还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在描述的字里行间，作
者的那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解很自然地融合到文章中去。
即使是很深奥的东西，在余深入浅出的讲解下，也能被我们
所理解并接受，甚至在书的基础上，自己对于那些问题也有
了更全面，更客观的见解。从而引发了读者对文化的某种反
思，在此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

本书值得我们为之赞叹的不仅有丰富的书写内容，更有如诗
般的语言，读起来婉转动人，像细水长流般敲进我心门。比如
《江南小镇》这篇文章中的语言就显得那么的富有诗意，特



别是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楹联，“浅诸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
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
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
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
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
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

曾有位西方的哲人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是在和一位高尚
的人谈话”，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就好像是在和余面对
面对话一般，他用他那渊博的学识，为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
沾有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的故事。看到书上一行行的文字，
在脑中想象着，揣测着，倒是真的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一不
小心，就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读书时，我能深切的感受到作
者的深情，作者语调时而平和，时而轻快，偶尔，在伤心处，
或许会蹙眉轻叹。四壁的文字间，可以让我感知到怎样咆哮
的狂风在我指间游走，怎样绵长的细雨带给旅人无尽的乡愁，
怎样回旋的流水唱着抑扬有致的曲调。的确，余秋雨笔下的
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
苍老后的年轻。

听着花鸟虫鱼的歌声小憩一会，心中却泛起一阵不可名状的
惆怅。或许我也感受到了历史气压的沉重，禁不住一些诱人
沉思的片段和作者自身感慨。每每读到发人深省的句子，思
绪就不经意间地游离开去，整个人便瘫软下来，脑中一片空
白，无力再读。总要反反复复地从开头连到结尾，然后继续
让某句话引发的联想散漫地在我的神经中游荡。慢慢地迷恋
上这种感觉，这是历史文化悠久的魅力熏陶着我，感染着我。
仿佛是旅程中的“苦”，实则是最甜最美的享受。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
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
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



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
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
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
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
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
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
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
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
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

它有着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有着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
现，有着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 文学的历史情怀，
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
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
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 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
有机会诉诸于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余秋雨
创作的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
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
情怀。 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
身远行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
了猎奇，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
学校”。 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
行对话。 余秋雨的远行不愿意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市面上
充斥的'旅游观感的文章，他觉得，那种扬旗排队的队伍到不
了他要去的地方。 由此，便决定了他这次的文化旅行活动成
了一种“苦旅”。 当他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访“人文
山水”，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
少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
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
壁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



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
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
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
是春温秋凉，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是要闭一闭眼睛，平
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
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
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四

早就听说余秋雨先生的大名，今天有幸读到他的书，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借我一生苦旅无疆，寻觅中国笛声何处叹千
年。”他是深深地爱着中国文化的，他走遍祖国千山万水写
下了这本文化散文集。

“文化苦旅”这个“苦”字不知作者有没有经过一番思量之
后才确定下来。从这个字可以看出作者的这本书情绪是低沉
的，也表现出作者对文化的一片赤诚，真有点唐僧取经的味
道。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跟随着作者的
脚步，我游览了众多的名胜古迹，我聆听过沙漠中泉水的淙
淙声，我畅游在三峡的山水长廊里，我领悟过废墟中掩埋的
真谛，我感受到封建社会美好的人性……我倾听着作者谈古
论今，在某个充满意境的空间里发出对中华文化的深思与感
慨。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是这一本《文化苦旅》所能概括的。



作者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遗赠，不要让现代
的高科技掩埋了古典优雅的亭台楼阁。我觉得，既然我们生
在这个繁华的年代，就理应比我们的祖先做得更好，因为我
们有足够的能力、条件。

但看看这个社会，有多少人了解中国历史，有多少人在清明
节还去认真地扫墓，又有多少人在闲暇时弹琴作曲、吟诗作
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保护文化的使者，但最
起码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懂得保护文化，而不是崇洋媚
外，把祖先的遗赠抛之脑后。

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我忽然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当我们沉迷于网络，或戴着耳机在高楼大厦间闲逛时，我们
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儿时的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的
历史文化不过是一些只能供人参观而无法起到实际作用的东
西。如今，我不禁为当时的想法感到一阵内疚。中国文化如
同那酝酿千年的酒，时间越长，越是香飘千里。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顶峰，让中国文化昂扬在世界之巅!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五

近日来，在每周的阅读课上，我细细读完了余秋雨先生的
《文化苦旅》。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必须完成的
任务去读，但慢慢地，我却醉情于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余先生身居高位，被推举为中国最年轻
的高校校长，却突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
人寻访中华文明的重要遗址。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
贴地穿行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
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址。正是这万里之行，才凝聚
出这一篇篇流传千古的散文。

手捧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和世界。合上书本，旅行结束，陶醉于祖国的
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心头一些疑问不禁释然，
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却又有一些新的疑惑萦绕在心头。

这书里写的，不仅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还有漂泊一生的落
魄文人;不仅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还有淳
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不仅有莫高窟的玄秘与圣
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美与娇艳，还
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

大概，每一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需要一些历史事件才
能得以丰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古迹，而文人的作用，
大概就是把古迹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类精神感悟出来，
并让其感染千万代炎黄子孙。这一点，余秋雨做到了。

至少他的《道士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悲剧，一个沉重的文化史实。它
所揭示的问题让人心痛，让人揪心，让人不禁为那个时代，
也为我们的民族，发出一声声无能为力的叹息。20世纪初，
莫高窟由一位无知的道士接管，他的名字是王圆箓。因为无
知，他自作聪明地将窟中的珍贵壁画粉刷，甚至挖凿，代之
以灵官塑像;因为无知，他将窟中无价的国宝向慕名而来的西
方学者换回历历可数的银元;因为无知，祖国的瑰宝受到糟践，
不幸流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这就是历史悲剧，
发生在祖先们的身上，但它带来的痛苦却可以绵延几个世纪。
那是一段可怕的、灾难的岁月，但愿它不再发生。

读过《文化苦旅》，留下了苦涩后的回味;那么度过漫长人生
后，我们又将留下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