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晋文化综述 传统文化读后感(优质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晋文化综述篇一

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
的民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精心整理的传统文化读后感范文，供大家阅读！传统文化读
后感范文一

原以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只适合小学生阅读，翻了
几页后，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纵览全书能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渊博，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他的阅读对象不应只是中
小学生，应该是所有的中华儿女。

德国着名哲学家尼采称赞《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
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诺贝尔文学奖得者、作
家赫尔曼。赫塞说：“我们现在急需的智慧，都存在老子的
书中。”是的，《老子》是经典的，但《墨子》、《管子》、
《左转》、《荀子》……也同样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味。《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把我们带到千年前的古代尽情翱翔，
在传统文化的星空中漫步。

轻叩中华传统的大门，我们应该做到“自知”、“自
胜”、“自省”，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弓射箭，要射中目标，



箭头高时就压低一些，箭头低时就太高一些，老师称它
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老
子》（二）中的第七十八章写到：“水不断地滴到石头上，
时间长了就可以把石头滴穿”。这是“水滴石出”的故事的
出处。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让我们共享经典，引导我们要坚
持不懈、任人唯贤、持之以恒，让我们懂得“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让我们学会“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样一种积极
的向上的思想境界应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

可惜的是现在丧失传统文化教养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丧失传
统文化教养的人，同时会丧失其理性的反省力与创造力，如
不及时解救，我们的社会将渐渐成为“没有文化而不适合人
居住的社会”。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每一个人永远的精神食
粮。

传统文化读后感范文二

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座巨大的宝库，宝库中有许多的宝藏，下
面，我就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寓言故事一
般只有几个字，几句话或是一则故事组成，篇幅较短，里面
却包含了深远的寓意。

我已经度过许多的寓言故事了，有告诉我们不能自以为是的
《刻舟求剑》，有告诉我们不能过分夸耀自己相对的两样东
西的《自相矛盾》，其中的一篇《守株待兔》让我过目难忘，
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古时候，宋国有个种田人，他的地上种着一颗大树。一天，
他与往常一样在田里干活儿，忽然有只兔子不知怎么的竟然
一头撞在树上，脖子断了，死了。那人没花一点力气就白捡
了一只又大又肥的兔子。他以为这样的好事还能发生，于是，
他不干活了，天天守在树下，希望再有野兔来。结果，再也



不见一只野兔而且他的田头长满了野草，庄稼全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对偶然得
到的东西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的道理。

寓言故事具有吸取教训，防范错误，追求真理与陶冶情操的
独特作用。我在读寓言故事的时候，也懂得了越来越多的生
活道理。

传统文化读后感范文三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父母爱我们，我们孝
父母，没什么可说的。一个小动物，主人爱它，它还爱主人
呢！可父母不喜欢我们，我们能承欢父母，曲顺其意，那才
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又何尝我的爸爸妈妈那么爱我，给
我完整的家，幸福的生活，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在外求学的路上，缺不了寂寞，然而，当一个短信发过来，
或者一个电话传来爸爸妈妈亲切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会坚记，有父母在支持我。父母把他们的一生都付出了，
我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想着他们，不要让他们为我担心。"念恩
快乐一辈子，念怨痛苦一辈子。"生活中记得感恩，我们一个
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生存，有父母的养育，朋友的陪伴乃
至以后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个关切的
眼神，都让我们身上涌起一股温暖。别人关心我们了，我们
应该感恩。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
其有四体也。""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
恶、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
辞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
到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
智根于心"，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在孟
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



则属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
情感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
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在中
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
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
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
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
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
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
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
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
不断发展。

我们应该从我们博大的文化中学习应用优秀的文化，这来之
不易，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借助这些文化来是生活更加美好，
社会更加和谐。

晋文化综述篇二

跟随余秋雨踏上游历中国文化古迹的旅途，感受历史名迹历
经千年的风风雨雨所沉淀出的历史文化底蕴。

具有”天 府 之国“美称的都江堰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
也是能够与长城并肩的文化遗产之一。文章在开头先描述了
长城，在大多数人心中，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文化的精
髓。接着笔锋一转写到，长城是死的，只愣愣地站在那儿，
被风沙吹塌了。而都江堰不是，它骄傲地在风浪中矗立了两
千多年，坚固得如同中国的历史。与长城进行了一系列对比，
都江堰充满灵性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能够说，都江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



民族。确实如此，民族之所以延续，是因为有了标志的象征，
都江堰已很好地代表了一个强悍的民族。

民族应该感谢都江堰，更应该感谢给了它生命的建筑师李冰。
”为官一任。造就一方“是李冰建筑都江堰的本意。 我惊叹
于李冰在千年前建了如此利国利民，惠及子孙后代的工程。
都江堰的背后不是死物，它的背后是如李冰一般为民，为后
世苍生，为自然和谐献出自己一份绵力的伟大祖先。有了他
们，才有 天 府 之国 给中华儿女提供的庇护和濡养。民族
的延续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高尚的起点才变得更强大。李冰留
给人们的思考就如都江堰留给我们的深思那样丰富而美丽。

都江堰不只是一座水利工程，不只是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
更应该是一个民族所在的精华与衰败的缘由。面对文化的精
髓，我们所能做的是保护它，让悲剧不再重演，将民族的华
丽再次呈现。

晋文化综述篇三

原以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只适合小学生阅读，翻了
几页后，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纵览全书能感受到中华
文化的渊博，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他的阅读对象不应只是中
小学生，应该是所有的中华儿女。

德国着名哲学家尼采称赞《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
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诺贝尔文学奖得者、作
家赫尔曼。赫塞说：“我们现在急需的智慧，都存在老子的
书中。”是的，《老子》是经典的，但《墨子》、《管子》、
《左转》、《荀子》……也同样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味。《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把我们带到千年前的古代尽情翱翔，
在传统文化的星空中漫步。

轻叩中华传统的大门，我们应该做到“自知”、“自



胜”、“自省”，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弓射箭，要射中目标，
箭头高时就压低一些，箭头低时就太高一些，老师称它
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故事，《老
子》（二）中的第七十八章写到：“水不断地滴到石头上，
时间长了就可以把石头滴穿”。这是“水滴石出”的故事的
出处。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让我们共享经典，引导我们要坚
持不懈、任人唯贤、持之以恒，让我们懂得“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让我们学会“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样一种积极
的向上的思想境界应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

可惜的是现在丧失传统文化教养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丧失传
统文化教养的人，同时会丧失其理性的反省力与创造力，如
不及时解救，我们的社会将渐渐成为“没有文化而不适合人
居住的社会”。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每一个人永远的精神食
粮。

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座巨大的宝库，宝库中有许多的宝藏，下
面，我就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寓言故事一
般只有几个字，几句话或是一则故事组成，篇幅较短，里面
却包含了深远的寓意。

我已经度过许多的寓言故事了，有告诉我们不能自以为是的
《刻舟求剑》，有告诉我们不能过分夸耀自己相对的两样东
西的《自相矛盾》，其中的一篇《守株待兔》让我过目难忘，
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古时候，宋国有个种田人，他的地上种着一颗大树。一天，
他与往常一样在田里干活儿，忽然有只兔子不知怎么的竟然
一头撞在树上，脖子断了，死了。那人没花一点力气就白捡
了一只又大又肥的兔子。他以为这样的好事还能发生，于是，
他不干活了，天天守在树下，希望再有野兔来。结果，再也
没有一只野兔撞在地头，而且他的田头长满了野草，庄稼全



死了。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对偶然得
到的东西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的道理。

寓言故事具有吸取教训，防范错误，追求真理与陶冶情操的
独特作用。我在读寓言故事的时候，也懂得了越来越多的生
活道理。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父母爱我们，我们孝父
母，没什么可说的。一个小动物，主人爱它，它还爱主人呢！
可父母不喜欢我们，我们能承欢父母，曲顺其意，那才是为
人子女应尽的本分。又何尝我的爸爸妈妈那么爱我，给我完
整的家，幸福的生活，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在外
求学的路上，缺不了寂寞，然而，当一个短信发过来，或者
一个电话传来爸爸妈妈亲切的声音，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
会坚记，有父母在支持我。父母把他们的一生都付出了，我
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想着他们，不要让他们为我担心。念恩快
乐一辈子，念怨痛苦一辈子。生活中记得感恩，我们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上生存，有父母的养育，朋友的陪伴乃至
以后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个关切的眼
神，都让我们身上涌起一股温暖。别人关心我们了，我们应
该感恩。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
其有四体也。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恶、
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辞
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到
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
根于心，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在孟子那
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
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情感
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脱离



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

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在中
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
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
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
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
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
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
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
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
不断发展。

我们应该从我们博大的文化中学习应用优秀的文化，这来之
不易，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借助这些文化来是生活更加美好，
社会更加和谐。

晋文化综述篇四

木窗、石板路、乌篷船和纵横交错的水道的一座座石桥，组
成一座平和安静的江南小镇。

行走在中华民族多彩的文化形式中，关于“江南”这个话题
的有很多，唐诗宋词赞美它，古代仁人志士政治上失意时归
隐选它，现代影视拍个古装片的拍摄是它，它似乎成为人们
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一块远离喧嚣的城市，洗涤浮躁心灵
的“世外桃源”。

当你乘船游览在小镇时，你会看到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一
排排粉墙黛瓦的矮屋，你会看到的不是一辆辆疾驰的汽车，
而是一条条冒着炊烟的乌篷船，你会看到的不是喧闹的城市，
而是渔民划着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的淡泊安定。这
是一种脱离了急促和浮躁的美，在漾着碧波的水面和清朗的
江南小曲中，这种美显得格外生机盎然。



正如书中所说，江南小镇没有河边吊脚小楼的浑朴奇险，没
有前险滩，后荒漠的气势磅礴，没有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
只是他们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平稳、内敛，不张
扬，那悠悠的景色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

“浅诸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我愿悠悠江南永葆那一
份清静舒适，传承中华民族的安然祥和。

晋文化综述篇五

得益于农商行的文化熏陶，工作之余，读到《文化苦旅》。
跟随余秋雨老师，以文字为媒介，穿行大半个中国，挖掘古
迹，解读历史。

我陶醉于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些遗迹沉寂千年，感受他们跨
越时间依旧气势如虹，断壁残垣记录书写着我们五千年来未
曾间断的历史。余秋雨老师把它记录了下来，供我们拜读，
字里行间却透出一股独属于文人的苦。

书写的文字再客观也免不了沾染表达者的情感，就像题目所
写——“苦旅”，面对灿烂文化，我不禁问道，何为苦，是
衣行简朴，舟车劳顿之苦？八十年代的苦是那样轰轰烈烈，
真真切切，余秋雨老师或许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我读下去。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
能是一些点。”我或许懂了一些“苦”的含义。看过那么多
历史遗迹，他们有过最高傲的时光，雕栏玉砌，金砖玉瓦。
到头来一地瓦片，绚丽过的日子抵不过历史的一瞬，不禁让
人质疑何为永恒，似乎一切都在流浪。格物致知，对事物的
思索到头来归结到人生的意义，时间推着一切往前行，没有
归宿，没有终结，剩下毁灭，一个坚韧的文明历经沧桑，路
过辉煌，余老师看着他前行留下的足迹，满眼苦涩。

一个文明是如此，一个人的一生，摸爬滚打，最后又能剩下



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