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通用10
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一

初读《文化苦旅》你会觉得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游记而已嘛，
为什么总有人念念不忘余秋雨，又念念不忘这部《文化苦旅》
呢？到底是余秋雨成就了《文化苦旅》，还是《文化苦旅》
点缀了余秋雨呢？它的苦到底来源于何方呢？就让我们带着
这个疑问一同步入这次文化的苦旅吧。经过慢慢品味，才发
现每个角落中总藏着中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在这里
不断地呈现，也许正因为此次的旅途涉及了大量的文化历史
而称之为文化的旅程。至于文化苦旅中的苦的来处，也许这
正如余秋雨自己所说的那样“希望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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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而我们在旅途中所看到的风景也许只是历史呈现的
一种载体，而当我们慢慢体会其中的文化遗迹时，我们才发
现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忧伤却潜藏于残景之后。就如一道风景
曾经有过一段属于自己的辉煌历程，而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
的却只是一片废墟。也许这会让你去努力回忆它魅力之处，
但更多的却是为它的逝去而痛心，为文化的遗失而烦恼。苦
便是在深切感悟后的深深忏悔吧。在一切经历、体验后的感
悟中总是离不开苦，衰退的文化让人将历史的灰色变成心中
的苦涩；如今璀璨的文化也会给过去的暗淡填了不少淡淡的
苦味。也许这也是在文化苦旅中获得的些许收获吧,因为我们
的那么一丝痛代表我们还有着那么一丝觉悟,那么至少说明我
们的文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我们的文化还有重新辉煌的机



会。因为我认为感悟到苦往往就意味着心的觉醒。

都江堰不过是文化苦旅中的小小一篇,但要说起都江堰它也是
可以与长城并肩的文化遗产之一。不仅因为它的水利作用，
而且是它把四川孕育成天府之国，更让人诧异的是这浩大的
工程居然出自一位对水利完全不懂的外汉--李冰。《都江堰》
的写法也许平常但也是一种适宜用于平常的写作中的手法.当
我们欲言此物时,何不像他那样先描彼物.都江堰的开篇就赞
许长城的工程宏大,接着慢慢引入话题,不断地凸显都江堰的
独特之举.而其中的“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
都江堰就实实在在地占据了渺远的时间。”这不更好地将都
江堰的优势展现地琳琳精致了嘛。作者又认为它毫不夸张地
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确实如此，民族之所以延续，因
为有了标志性的象征，而都江堰已很好地代表了这样一个强
悍的民族。

民族应该感谢都江堰，更应该感谢给了她生命的李冰！然而
关于李冰，人们能追想到的更多的也只有这样一座小有名气
的的都江堰。作者也这样称赞道“因为有过他，中国也就有
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也许正是这个疑惑才使我
们对他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虽然未学过水利然而凭着“以生
命为学校，死钻几载”的精神，终于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
淘滩，低作堰”，八字直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这种
治水的韬略竟被替代为治人的计谋，这不就是人类的智慧嘛！
与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相比，筑堰的指令
智慧.仁慈.透明。这正是他被世人永记的原因，民族的延续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高尚的起点才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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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李冰赐予都江堰最珍贵的礼物。

看到“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人一点的人”
这句话，你难道不为人类的这种行为而无地自容吗？这不仅
是一种文化的旅程，更是人类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洗礼吧。若



果你的心还能为之有所触动，说明此次苦旅还是有价值的。
无论是苦涩后的回味，还是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
苍老后的年轻，都将是一种旅途的收获，更应该是民族历史
进程中的收获。

通过《都江堰》，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水利工程，也不单
是一位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师—李冰，更应该是一个民族所在
的精华与衰败的缘由。

让你与我心中的那一丝疼痛化作奋起的动力。将民族的华丽
再次呈现吧，取而代之的不再是让你隐隐作痛的苦旅，而是
一趟文化的盛典！一本文化艺术修养的作品往往能让我们对
生命多了一份灵动的诗情画意，〈〈文化苦旅〉〉就这样丰
富着我的思绪，而我将继续品读它其余的精华。

从此次文化旅程中，我们看到了都江堰的自然风光，也跟随
着它穿越时空看到了悠远的历史踪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命
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我们在其中也有所领略。但我相
信在《文化苦旅》中藏着的秘密远大于我此时所看到的，那
么就让我们一同研究，一同发现那更深层的真谛吧。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二

浑厚的文字背后，坚实的文化背景支撑。这种文化背景犹如
排山倒海，到了笔尖成了文字就成了涓涓细流流入心间。每
每我捧着余秋雨的书沐浴着温和的月光和徐徐海风品味的时
候，总是对“黄金屋”“颜如玉”体会深刻。

这已经是我第二遍读《山居笔记》了，第一次读的时候是在
公司论坛上，电子版的。电子版的文字虽然与印制版相同，
但毕竟直接给予的只是文字。而在明亮的办公室，电话，传
真机及传真机的声音，也很难让人去品味。只能说，这个时
候，无数个盒饭端到我面前，我要挑出非快餐的午餐，慢慢
体会。



感谢公司论坛，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只要你去求书，基本上
可以满足。虽然不直接接触前线营销，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
及商海中，还有那么多同事与我这种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有些
浅薄的人志同道合，我也满足了。

人生真是有很多遗憾，我喜欢语言而且自认在语言方面小有
天赋，因此高考的时候也一心填报语言类的学校，但最终因
为非成绩类的因素学了财务。虽然财务专业在我高考的时候
炙手可热，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学它。

因此大学四年浑浑噩噩的混着，专业课没有好好学。在其他
同学拼命考注册会计师的时候，我却大声宣扬，我不会做财
务的。

人生无奈，毕业后我还做了财务而且做到现在。不敢说有大
建树，但凭此混口饭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

在老公和自己的努力工作下，我过上小富的生活---这个小富，
当然指的仅仅是有了够住的房子，有了够花的银子，还有了
一个可爱的女儿和可能随时开会家的车子。

或许在这种时候，我才能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有人研究
过，中国真正能做学问的，都是家庭背景相当殷实的。有些
人，虽然也登上科学的高峰，但他的确不是热爱科学，而是
想通过科学这条路摆脱他的困境。

我，在生活的二十九年中，从来没有想过，我该以何种生活
方式和精神境态来生活的问题。而至于余秋雨提到的人格传
承，虽然偶有思考，但总会被湮没在报表与奔波中。

记得高中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说过明朝有个皇帝，是一个不爱
政治爱木工的人。他潜心研究木工艺术，把朝政给了一个大
臣。这个皇帝无可厚非的被历史评定为昏君。但我亦深深感到
“昏君”的无奈。投胎到了皇室贵族并被推当了皇帝，又能



如何呢？假如历史有假设，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说不定
会是一个能与鲁班齐名的木工艺术大师呢！

最近在上mba备考课，原以为我的逻辑会非常差劲。没想到
做了逻辑题，却发现自己原来不差。60分的逻辑题，在老师
没有教任何套路招式的情况下，我凭自己的招式乱碰乱撞，
能在50分以上。而数学仍旧是我最头疼的科目，虽然只是初
等数学。但现在学数学与十年前学数学却有不同的感触。以
前学的时候背公式，压根不会想用来干什么。而现在学数学，
学的却是其严谨，其运用，其考虑思维方式的多方位。

但无论如何，我都不喜欢这些课程。因为至今，我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考mba—当然，如果我去面试，我不会愚蠢到
说这种话---人在生存的时候不得不虚伪。这是老公给我安排
的路，我就这样走。这样走着，我就不会落后。而一旦老公
说的事情我不去做，我就会自食其果。所以，我相信，于我
的未来---工作的未来以及生存，这样走下去是不会有错的。
虽然我不喜欢。

有些时候，很想改行。幻想着如果能学中文或者外语，去体
会文学的精深，以书为伍而不是以商为对，这个人生也就完
满了吧。

可我，仍旧要在这工作空闲时候鬼鬼祟祟的敲着这些文字。
还好，比较懒惰的我有一个会写程序的老公，每每遇到大问
题的时候，只要我有需要，他总能给我编写一个小程序让我
能在几分钟之内解决其他同事需要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工作
量。工作，如果以量来计算其价值的话，足以说明我不在状
态。真正有激情的时候，不是以量来衡量，而是以创造的看
的见的价值来衡量的—又来行话了。当然，会计核算创造的
价值不是以货币最终体现的，而是以一种报告的形式告知来
创造价值的，这种告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许我该这么去
理解我的工作，会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一些。



说些啥呢，这是山居笔记的读后感吗？我不会对其文章去做
评价的，因为就我的笔力和智慧，还达不到评价余大师的程
度。但读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就社会现象而言，文化，
商业，权势的积沉，或许是商业第一，文化第二，权势第三。
而就个体而言，是温饱第一，思想第二，行动第三。

社会和个体，有些相似，同样也有些无奈。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先生描写的《江南小镇》比我看到的更好。当你坐船
慢慢驶进小镇，一眼就能看见精致的石桥，依山傍水的房屋，
白白的轻盈的炊烟，再看看那水中倒影着的柳树、房子，一
切都显得格外幽静。船儿悠悠走着，不紧不慢，在这里你一
点都感觉不到城市那种急促的气息。身旁是柔柔的碧波，在
眼前一起一伏，线条舒畅和美，一切都是一个“静”字，只
有那“嗒嗒”的水声，但仍是那么流畅，似古筝般淡雅清丽，
又像风儿吹过竹林般安详，富有动感的曲线，这般景色如同
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如同先生所说，江南的小镇没有雀桥、乌衣巷的沧桑感，仅
有的是那一份淡泊。江南的小镇不屑于荣华，因此没有磅礴
的气势，有的只是幽幽的山林，悠悠的水流，自古以来都是
这样，不曾有过升沉荣辱，只默默滋养一方土地，养活一方
百姓。

读完了全文，想着余秋雨笔下的江南小镇，回忆自己去乌镇
的经历，对乌镇的怀念，来自长长的青石板路，来自小桥流
水的古朴清丽和典雅，来自文学巨匠矛盾的故居。

去乌镇的路上，已是细雨绵绵。在导游的安排下，我们轻松
地开始了乌镇游。雨中的乌镇更多了一种朦胧的美感，雨是
那样的干净，却又是那样的朦胧，那样的.轻柔优美，留给我
无尽的遐想。



从景区大门进入后，我们便来到了逢源双桥，因其上有一廊
棚也称为廊桥。我以为会有象《廊桥遗梦》一样的浪漫故事，
结果却不是“有缘千里来相逢”的“逢缘”，而是“左右逢
源”的“逢源”。导游说：踏走双桥有男左女右的习俗，走
一遍桥，须分走左右两半，因此又演绎出走此桥便可左右逢
源之说。

过桥以后，我们来到了财神湾。其实所谓的财神湾也就是一
道比较大的河道，适宜于船只到此调头，加上河对面正好有
个财神菩萨，所以取名为财神湾。

脚下踏着上世纪初的青石板，悠悠慢行，那些青石板已被踏
的发亮，可见乌镇的历史悠久！那些民居依水而建，有一部
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
搁上木板，人称“水阁”，水阁是乌镇一绝，也是江南水乡
独一无二的景致。茅盾曾在《大地山河》中这样描述故乡的
水阁：“……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可以用吊
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唉乃，飘然而过……”乌
镇由此又被称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

悠悠前行来到百床馆，里面形形色色，形式不一，充满了古
色古香的床。其中有一张“鸾凤和鸣”的床，印象深刻！慢
慢行走，不用刻意去找景，也不用刻意去感受文化，沿路可
见的居家民俗馆、公生糟枋，蓝印花布作坊……尽情地展示
着古镇的风貌。

我们寻找着《似水年华》中那条幽深的弄堂，沿着幽深狭窄
的巷道前行，两侧是古旧的木质房屋，看着那一扇扇或开或
掩着的门，感受古镇的不凡历史和传奇故事。雨中的青石板
铺进历史的深巷，令人留恋，却不见寂寥的雨巷，不见撑着
油纸伞，不见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触目皆是穿行于
长长弄堂巷中的游人。也许，在这里，你能找到你想要的那
份情境。同样是雨巷，却感受到了戴望舒以外的东西。微雨
中，传递出一种幽远宁静之美以及和平与深沉的力量。走在



幽长深巷里，想一些心事，沉淀一些往昔，远离尘事的烦恼，
来宁静的我们的心灵。

乌镇的中心广场，是修真观广场，庙门上挂着一副大大的算
盘，门口一对联，写着：人则千算，天则一算。颇有些宿命
的意味。庙对面则是一个古旧的老戏台，在《似水年华》里
见过的，每天都在演出桐乡花鼓戏，尽管下着雨，尽管一句
话也听不懂，我们依然一脸的兴奋，兴高采烈地站到戏台下
拍照。拍完后，我们四散离去，戏依然在咿咿呀呀地唱着。

走马观花地游了几个时辰，便来到了茅盾先生的故居以及先
生孩提时的书院——立志书院。一跨进那个在似水年华里称
为书院的地方，站在它的大门口，仿佛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齐叔坐在门口的躺椅上，而默默总是不管不顾地从门口一路
狂奔进去，一边大声喊着齐叔文哥。有片刻的恍惚，脑海里
不断浮现着那些场景。茅盾故居是乌镇人的骄傲，乌镇不仅
有漪旎的水乡风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还孕育了一代文
豪茅盾。

虽然来的短暂，走的匆忙，我已欣赏过了梦里的小桥流水，
我已经踏过了深深的“雨巷”，美丽的乌镇在心底留下一份
美好的幻想，一份纯真的愿望：乌镇，我会再来，在一个微
雨飘飞的时节，在水阁中静听流水低吟，近看小巷绵长，回
味似水年华。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四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它摆脱了沉湎于
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
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其人，其文，
始终是心头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们精神所皈依
的图腾。

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



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
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
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
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
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
抖抖身上的尘土，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
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
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
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
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
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
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
壁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
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

走进废墟，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
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
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开民
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
陷和流失。

他驻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
发苏州”怆然发问——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
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应该
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
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
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
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
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
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
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
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们的文
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
的发展。

他为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日暮相关何
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
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
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整
个历史的。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
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
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
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
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
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
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
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
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
改革的车提得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



一口气了。

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
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
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
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发
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
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
清醒，我们前进就会一往无前。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
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感谢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带给我们很多的精神食
粮。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时，又富于人生
更高的智慧。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五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
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余
光中先生《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的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
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并列。的确，余秋雨散文的出现，从
《文化苦旅》到最近的《行者无疆》，十多年来，余先生的
散文读者众多，好评如潮。有人评论说：从空间上它进入民
众，从时间上进入散文历史。树立起一座散文的奇峰。拜读
完余先生的几部散文集，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余秋雨散文，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
《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千年一叹》以及《行者无疆》
组成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我们看惯
标榜散文的精巧灵活之作后，它呈现在我们眼前一道亮丽清
新的风景线，如一缕清风拂人心田！。它摆脱沉湎于自我小
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



当然不是篇幅冗长之大，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
沧桑感，一种浩然而衮毫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
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
思考。

第一次接触秋雨散文是《废墟》。“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
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
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
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
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
击中，发出“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
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行文中充盈着
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饱蘸着的感情。残简断垣
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
般强烈的吸引着我。走进废墟，他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
着文化的内涵，发出”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进程”的慨
叹；面对着敦煌，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感受着
历史的强悍与苦难，感叹着”飞天的后人”。

余秋雨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理性的严峻，考察中国现
存的原始文化，去贴近文化的大生命，重新审视中华文明。
正如《文化苦旅》自序中提到的”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
方，总是文人与古代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
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中国历史文
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就这样，山川
草木，楼台轩榭，庙宇亭阁，云月飞鸿，都与人的呼吸相通，
散发着文化的魅力！。

道士塔，莫高窟，阳关寄托着他悠远的凭吊；寂寞天柱山，
风雨天一阁，承载着他浓重的感喟；白发苏州，江南小镇，
蕴涵着他深沉的思考。贞节牌坊令人感慨，新加坡的坟人使
人震撼，贵池傩事又警人反思！边塞大漠中，留下他道道车
辙，庐山石级沾下他轻轻的脚印；江南小巷中回响着他的感
叹，残简断垣中闪现着他伫立的身影。十万进士，遥远的绝



响，苏东坡突围，一幕幕历史被用文化的眼光注视，用优美
的语言阐释。——跋涉于残阳废垒中临西风古道，与一页页
风干的历史对话，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对文明的
叹惋，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山水的理性追求，汇成一种冷
冽的忧患意识，这是历史的感悟。它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遥远
的灯火，若明若暗，忽隐忽现。

看过《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我们觉得中华民族并
不是哄传的那样顽固与腐朽，而是更为的强健，尤其是在我
们看过《千年一叹》后。余教授考察着埃及文明，希腊文明，
巴比伦文明乃至印度文明，承载着感受着它们不同程度衰落
的震撼，反思着中华文明历经风风雨雨而生生不息以至强健
的缘由。金字塔。帕特农神庙，泰姬陵，一个个熠熠闪光的
名字，都进入余教授自由驰骋思考的天空！

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情致深惋的微观体悟，它流溢着历史
诗情的的沉郁柔丽，张扬着现代飞天的吟啸。它不动声色却
有内里乾坤，波涛澎湃又不失骄矜，天马行空遨游于无限时
空回眸一顾却尽显生命本色！

还是以《收获》上推荐大散文的评论作结语吧！”它力求新
的观念和审美取向，既要感悟人生，富于智慧””对历史和
现实有合乎今人的审视品味——-有历史穿透力，敏于思考，
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

暮色四合，喧哗的一切复于平静。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
读书。一盏孤灯，一杯浓茶，细细品味秋雨散文。读罢掩卷
沉思，顿觉韵味无穷！

有感于此，姑妄言之，姑且听之！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六

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以



《历史的暗角》结束。其中写过宁古塔、山西金融、岳麓书
院，又分析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小人现象。余秋雨先生用自
己的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然后把
自己的惊讶、遗憾、感动糅合在这十一篇字字珠玑的文章中，
带给我们强烈的心灵震撼。

全书给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作为自述性的笔记，初读
起来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
之精妙，文笔之细腻。余秋雨先生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
通过一种日常现象追忆历史，探根寻源，渐行渐远，最后又
回归当下，思考社会现实。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会有这样
一种感觉——“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
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作者从最喜爱的诗《念奴娇赤壁
怀古》和《赤壁赋》写起，从这首诗的由来，返身追记苏东
波到黄州之前的惨痛经历。成也其诗，败也其诗。“乌台诗
案”，莫须有的罪名，让苏东坡贬至黄州。淋着文坛泼给他
的脏水，苏东坡满心绝望地走向僻远的黄州。“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东坡在黄州是凄苦的，
但与此同时，他的创作才情却越发喷薄充沛：引以为傲的宏
篇巨著《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都是此时此
地所作。可以说，正是在黄州“苏东坡经历了一场真正意义
上的脱胎换骨，使他的艺术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
他，真正的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的磨合，成熟于浴火
后的涅槃。余秋雨在此文的最后，语重心长地写道：“成熟
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
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
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
淡薄，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或许
这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余秋雨不仅是在写苏东坡，也是在写给



逐渐走向成熟的自己。读《千年庭院》，十分欣慰的是自己
感觉到了与作者心灵交会发出的光亮。作者从彻底摧毁教育
制的文革时期写起，回过头来深刻反思中国的教育历史。他
以岳麓书院为起点，并将朱熹的理学思想和他所走过的辛酸
历程牵了一条凝重的线，这条线上充满了贯穿古今的深邃悲
叹，其中饱含着沉郁清醒的历史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
是：“岳麓书院能够延绵千年，除了上述操作上的成功外，
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贯注。对一个教学和研究机构来
说，这种力量便是一种灵魂。

文章的最后写道：“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
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
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经历
许可的年月里守住这个被称为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
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
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于这个目的所能达到
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
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课堂。这
段话使我反思当下我们自己面对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种
种矛盾。曾有人问过语文特级教师王君：“应试教育的浊浪
滔滔、不可阻挡。语文教学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功利。我觉
得个人的力量很难和社会的大潮流相抗衡，你怎么看待这个
问题？”王君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是被套上了应试枷锁，
戴上了镣铐。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做的还有
很多，关键是你自己想不想做，愿不愿做。与其去诅咒制度
黑暗，不如自己点燃一根蜡烛。”的确如此，当下的大环境
我们确实改变不了，但是营造一个气氛好一些的小环境，我
们还是有可能做到的。作为教师，在教育学生，发展学生之
前，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一颗健全的灵魂。这颗灵魂，面对
功利浮名，必须要从容淡定！

《山居笔记》一书，是余秋雨先生历时两年时间，辞去行政
职务，全身心投入写作，精心构思，细心考究，最终完成的
佳作。读完后，不得不叹服余秋雨先生的见识之广，思考之



深。整本书彰显着他的卓越才华与渊博知识，每一章的内容
都蕴含着大量的史料，名言及各类文学知识等诸多内容。读
后使我叹为观止，耳目一新。像余秋雨先生这样的大家手笔，
或许他蕴含在《山居笔记》中的文化密码，我们只破解了只
言片语，不足为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好的书籍，
读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多年来存积在心里的冰川正慢慢消
融，曾经被世俗磨得粗糙僵硬的心开始变得柔软。苏醒了的
灵魂，跟随讲述者自由地奔跑。或许这也不失为一笔巨大的
阅读财富吧！（董亚君）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七

《文化苦旅》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
古迹，但是，在那一处处古迹的的背后却使我看到了作者的
文化底蕴，妙笔生花，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
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小桥流水
江村」--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不管是春温秋肃。它曾遭
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浅渚波光云彩..释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那般享受。

带着虔诚去尊敬余秋雨的文化意识及人格，铭记在心……

跟随作者走进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
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最后
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例如
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
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有
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
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
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

余秋雨巴金百年读后感



有人评价过：以历史而名世。凭借自己丰厚的功底，美丽的
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的艺术理论著作，
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是中国
大陆首部完整阐释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
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
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是的，他的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
空星光灿烂，而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
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

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新一代散
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文化苦旅》，展现给我的是那一处处古迹，一句句的教诲，
铭记在心……

跟随作者走进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
向前去----眼前出现了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
依然不言，跟随作者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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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那神
秘又布满足义的洞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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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
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那细腻的笔触，丰富的
词汇，震撼心灵的文字伴随着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

静听风声鸟声

大地默默无语

我似乎看到



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

从作者的文笔下

哗哗的奔泻

尽情的释放

...

「浅渚波光云彩,江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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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一种回到家中
那般安闲，那般享受。

带着虔诚去尊敬余秋雨的及人格，带着崇敬来仰望这位大文
豪，“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
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
不管是春温秋肃，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
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重。”这是余秋
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我们真的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释
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八

?文化苦旅》是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于1992
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
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
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
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
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该书获得了全国金钥匙图
书二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
成果奖，台湾最佳读书奖。

?文化苦旅》由自序、后记和37篇文章组成，主要内容有：通
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大漠荒荒，黄河文明的盛衰，历
史的深邃苍凉。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形神俱佳地
表现了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通过文化人格、文
化良知的描述和回忆，展示了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以及
文化的走向。

?文化苦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初读时并不觉其中之奥妙，
再读之方觉其中之大智慧。《黄州突围》让我看到了一个文
人经历如此艰苦的生活，屡遭贬谪，竟能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写下前后《赤壁赋》这般千古绝响。《黄州突围》这样写到：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
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
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九

?文化苦旅》是一部讲述了许许多多在中国部位人们所重视的
地方的书。

敦煌莫高窟的悲剧，只是由于一个道士流浪至此并驻足引起
的，由于他的私欲，从而导致外国“冒险者”以少数的银元
换走我们住过大量的文化遗产，我好恨，恨当时政府官员的
腐败与王圆簏的无知与私欲，从而导致如今我们的遗憾。

昔日的辉煌早就我们如今的成就，但假若昔日的辉煌被窃取



了，那后果将怎么样……

因老一代创造的奇迹，才造就我们这一辈的骄傲，才是我们
摆脱令人屈辱发指的历史。

但如今的我们仍以过去的光辉做明天，那真正的明天在哪里。
历史会倒转轮回至当时，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屈辱。

这个问题不要问别人，而要问你自己，你是否要为自己的出
现创造一份价值或是为他人的路上做点点星光……假如你仍
为自己的私欲而奋斗，我要问你，这些东西你有什么用你死
后能带走吗？有一句形容人的价值及意义“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

中国文化课余秋雨读后感篇十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一个破落的道士塔朝跪在莫高窟的大
门外。

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由他当了莫
高窟的家，真正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与悲哀。中国古代最灿烂
的文化，如同流水般从他手中渐渐逝去。

一次次屈辱，一次次叹息，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然而，
这个道士太卑微，太渺小，他的愚昧令我们更尴尬于八国联
军火烧皇家圆明园。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个年轻的诗人道出了巨大的民族悲剧。

历史让王道士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但一道砖，一把
锁，将光芒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将中国文化锁在了深
深的官仕腐朽的黑暗之中。余秋雨的脑中一片惨白。



在当时的朝代，我们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余秋雨的恨，余秋雨的屈，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恨，几
千年来的屈。一千年的古代文化就如此被中国官邸糟蹋，被
洋鬼子吞噬。

让我们“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你们不能这么
悄悄地运走祖先的遗赠。一段飞天的故事，一把锁，一辆马
车，最终留下一行烧焦的车辙。

历史已成过去，不愿意抒发感情，越是屈辱越是深爱。敦煌
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