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读后感(优秀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一

在这个寒假中，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品读了《文化苦旅》这本
书，随着余秋雨先生的文字，跨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历史
长河中漫游。

从滚滚黄沙的沙漠边塞，到秀丽清澈的江南小镇，作者把每
一个地方描绘的惟妙惟肖，同样也让我感受到中国源远流长
的人为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他独特的魅力。从《道士
塔》，《阳关雪》中，让我看到了黄河文明的兴衰，写出了
历史的深邃苍凉。《江南小镇》开始的那一段描写，让我仿
佛看到了那小桥流水的'景象。《风雨天一阁》让我看到了中
国文人的艰辛。而《三十年的重量》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感受到师生之情的美好。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
出人生沦桑感。”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人
的一生也是一段历史。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
下的足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因为无论你拥有
多么辉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作者在山
水之间跋涉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
活中跋涉则是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
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
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二

对宁波天一阁，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间藏书楼上，但对于
其藏书的艰辛，我直到读了《风雨天一阁》之后才解一、二，
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情节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在弥留
之际做的有些荒唐的遗产分配。

范钦将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
让两房在其中挑选。这是一个在许多人看来极其不公平的决
定。万两白银在当时能够说是一笔巨额财富，它能够让选择
白银的一房一夜暴富，但一楼藏书从收益上来看便仿佛一个
代代相传的负担，甚至能够说是只赔不赚，入不敷出的，范
钦的这个分配能够说是将范氏沉重的义务——一种对文化的
传承这种精神上的遗产和范氏巨大的权利——一种对财富的
继承这种物质上的遗产分割得十分彻底。

面对这两个一看便知道应该选择后者——这个在不履行义务
的情况下便能够取得权力稳赚不赔的选项，范钦的大儿子范
大冲立即开了口，就在我刚想着他抢得了先机占得了便宜并
且嘲笑二房的犹豫时，下面的一段文字却立刻让我对之前心
中所想的一切感到羞愧不已，令人吃惊的是范大冲不但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藏书楼，而且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
来充当保养费，甚至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

他这个毫无犹豫的选择令我佩服不已，有谁会真正为了一楼
藏书而放弃万贯家财？有谁会真正做到轻常人之所重，重常
人之所轻？甚至在深深体会到父亲藏书之艰难后给自己的后
代都戴上一份沉重的枷锁并且让其代代相传？这不仅让我想
到了守陵人，他们一代复一代地赔上整个家族、所有子孙去
看守、坚守一座冰冷的帝王陵墓，与其说是工作、义务还不
如说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范氏家族也是如此，不过是从守
陵人变成守书人罢了。那是一种不顾旁人的不解与嘲笑，不
顾财富上的巨大开支，不顾岁月的流逝，不顾王朝的兴替，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



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在他们的眼中藏书楼这时
不是一个单纯的收藏着珍本、孤本的知识储蓄所，而是一个
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

他们藏书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范氏家族，更不是为了
某一个王朝，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他们是为了用一本本
书籍使我们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的精神天地变得整
齐连贯充满凝聚力。能够说他们的行为是中国文化保存与流
传艰辛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如范氏一样的
家族、机构组成了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

其实，我们也能在心中拥有一个天一阁，也能象范氏家族一
般做一番保存流传中国文化的事业。

也许我们没有天一阁中那种称得上是文物的书籍，但是唐诗、
宋词、元曲这些流传至今、记载着各个王朝的兴衰历程的作
品，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决不输于藏书楼中的孤本、珍本；也
许我们无法象范大冲一样义无反顾地放弃万两白银而选择藏
书楼，但是背诵那些名篇名段并深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也
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和继承；也许我们无法象范氏一样世世
代代忍耐着痛苦、寂寞执着地传承着繁华的文化遗产，但是
我们将自己喜爱的古文古诗等与他人分享、交流，那么也是
在传承并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感触许多。想抓住什么，
伸手却握了满手空气，只有淡淡的哀愁与丝丝的寂寞弥散在
周围，一如余秋雨先生行走时孤寂的背影。

一路行行止止，一路的思索。从黄沙漫天的大漠边塞到温婉
细腻的江南水乡，从炎黄子孙的发源地—中国再到远离国土
的异乡—新加坡。一路走来，一路的见闻，都记录在这一本
小册子中，它凝聚的是思想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景。

文化，在我看来是一个沉重而又艰涩的字眼。上下五千年的



积累，使文化的沉积愈加深厚。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代表着
这个民族最为珍重的事物。假如一个民族连文化都不存在了，
那么便不足以被称为一个民族。评味文化，余秋雨在文化中
行走，又在行走中思索。

站在莫高窟的石洞前，看石洞依然壮观，观壁画依旧不言。
他静默地站在石壁前，如同它们之前静默地看着敦煌千年之
间的变迁。当千年前的.无心第一刀划下，便已预示了当千年
后，莫高窟的开启会是怎样的一种壮丽。即使它之前遭遇巨
大的劫难：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守住了千年的敦煌，流落到
了不安好心的外人的手里。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本应该守
护它的正统的炎黄子孙却将这美丽而珍贵的艺术瑰宝弃而不
顾。

那伫立千年的石窟默默地看着那一马车、又一马车的艺术珍
宝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国，流失在为人的手中，不知该有多么
地悲伤啊！直到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
才终于得到了它本应得到的重视和地位。它的价值，并不在
于它那炫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它是一种仪
式，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一种人性。它的隐藏在深处的底
蕴，我们看得到，却又看不到。它的美，既是宗教的体现，
也是人性中对美的向往的体现。它是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的
标本，是炎黄子孙千年的艺术的结晶。纵使它之前残缺，被
人无情的，任意的交换，他依旧是无价之宝。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一个偌大世界的僻静角落，变成人人心
中的故乡。就像那句话一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

当我看到沙原隐泉中“水面之下，飞舞着丛丛水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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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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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真正的了解历史，了解我们撒发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
国，那就去读《文化苦旅》吧。它会让你感受到一个不一样
的中国，一种不一样的文化气息。相信古代的天一阁是由一
个范氏家族所支撑的，但现代的天一阁能够由我们共同支撑。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
对于平日想啃“大块头”而又拖延症作祟的我，碰到此书真
觉是读书的莫大减压。

全书共收录散文37篇，一篇一景，一景一悟，由古联今，从
今思古，将文人、文化、历史三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梳
理于每一篇文章，读来让人感受到余先生深刻的文化感悟力、
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确实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深入思考。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四

一个道士，当了佛教圣地的主人。在莫高窟，大漠孤烟，他
们无人问津，无人关心，如同守护他们的`僧侣一样，孤独寂
寞。

直到有一天，他等来了命中注定的“伯乐”——斯坦因。是
的，一叠银元，成交，五箱经卷，余先生说他怕自己的笔会
不沉稳，所以只能简略地说，他怕自己承受不住，更怕后人
承受不住。

车队出发了，一位年轻诗人说，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晚霞，
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可我不相信斯坦因会在
乎那个流血的民族，也许，在他眼中，那是上天的微笑，感
谢那稀世的文物等来了知音，而他自己则是拯救了中华文明的
“英雄”。



合上书卷，掩面沉思，这是一场文化的苦旅，那个王道士，
真是个罪人吗？我听不到回答。他只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
是来逃荒的，来时并没有任何恶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
追根究底，那就是在对的时候遇上了错的人。

时过境迁，一切已成定局，我们只能轻声安慰：“莫高窟，
莫高哭”。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五

读了《文化苦旅》这本书，我感受最深，就是：“文人的魅
力，竟能把硕大一个世界的光明找不到的角落，变成人人心
中的故乡。”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
总是古代文人和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作者余秋雨先生
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
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我想，这个原因对每一个中
国人来说，同样适合。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六

作为对国内外文化的考察和思索的一本散文书，反正是普及
了我的景点知识和历史知识吧。

“文化的旅程是苦，是涩，在这千年的叹惜中讲诉苦旅”。
对中国满目苍夷历史的感叹，对民族文化起源的追诉，都感
触至深作者。

作为一个旅行过不太多景点的“大忙人”来讲，五千年的文
化源远流长，各种名胜古迹，文化古迹没曾亲眼见识。所以
一直爱看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佩服里面的每一个
匠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所敬仰的文化文明努力着。或继承，
或发展，或创新。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
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
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
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

余秋雨《文化苦旅》中传统文人形象解析

云南省文化视觉文化传播论文

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论文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七

《文化苦旅》是以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的灵魂和人生的密谛。
其中“阳山雪”和“柳侯祠”描述了大漠荒凉的黄河文明的
盛兴与衰败和历史的深邃苍凉，而“白发苏州”以及“江南
小镇”描绘了形神俱佳的世态人情和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
其它许多地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苦旅》这本书十分深奥，仅管我有许多不太懂的地方，
但还是深深地喜欢上了一句话：“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
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读了它，我开始深思：是呀，
艺术是无处不在的，绝不会局限于某个方面。

历史遗留的文化遍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朋友们，只要你
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便可和余秋雨一起踏上文化的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