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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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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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读本读后感篇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的民族，她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
史，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她是中华民族生息不竭的动力，
更是中华民族奋进的源泉。

学习了《中华传统文化》后，我在为人处事上学到了很多很
多。

首先，我从传统文化中学会了“孝”。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我的父母生育了我，给予了我生命，养育我，教育我。
他们为了这个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辛辛苦苦，我还有什
么不满足呢？到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感恩父母，更不能嫌
弃父母，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让我的生活充满
了快乐、充满了幸福。

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几次想叫醒
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发现门外
的两个雪人!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
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我也要向杨时学习，诚
心诚意向老师求教，谦虚谨慎，做尊师重道的好学生。 第三，
我还学会了交朋友。传统文化告诉我交朋友要讲究诚实守信，
善待他人，与人为善。同学之间有了困难要互相关心、互相
帮助。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我们炎黄子孙把中华传统文化铭
记于心，永世相传。

文化读本读后感篇二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发展的强盛
外，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
经济的飞黄腾达，中国文化的复兴也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虽历经沧桑，但仍昂首挺立于世
界民族之巅，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中国文化不绝，中
华民族便不灭。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成了青少年及炎黄子孙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诵读
的持续深入，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神话
的关注也越来越高。浩瀚大地，轻闻诵读之声，细品传统经
典，蔚然成韵，萦绕于心。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
在悄然重现旧时的辉煌！所谓重回辉煌，就是在新的时代将
老祖宗留下来的不可磨灭的“神迹”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
改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心包括思想。这一历史性的创举
带来的将会是青少年宏伟的未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将
是全国的荣幸之至，乃至世界！

书中描写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成度极其活跃，文化程度
极其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候，孔子、老子、孟子、
韩非子等诸多名人前辈并作绝世佳话，儒家、法家、道家等
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巅峰，也因此奠定了
中国文化坚若磐石的基础。其中最令人铭记于心当然是儒家
学派的学说。

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呕心沥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最
被世人认可的的一派，也是百家争鸣中数一数二的强者，居
十家之首。并创作了许多举世闻名的佳作，譬如《论语》、
《孟子》、《荀子》等。其中，《论语》是迄今仍广为流传
的著作。但成为现代人熟记于心的，不过尔尔罢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不懂自己老祖宗倾心
付出的著作？为什么曾经中国文化被“埋没”了些许时日呢？
为什么是中国人却抓不住真正的中国魂呢？可能是由于科技
的进步促使中国文化得以“隐姓埋名”。科技的发展虽然使
时代更加先进，但文化一类，着实不如古时了，科技这把双
刃剑，无情的削去了中国不可缺少的文化。

而本书恰恰把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描写的淋漓尽致，面面俱
到，令人不禁浮想连翩。书中写到紫禁城、天坛、兵马俑、
民居建筑等一处处有形实物，又写到书法、绘画、京剧等一
系列艺术品。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命色彩，
尽情的伸展着他们娇嫩的肢体，显露他们活的精神。都凝聚
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我由此看到了一个多彩的、流动的新
世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本书的重点，集各种文化特色
为一体。中华文明历久不衰，可能与中国的灵魂——中国文
化有关。

中国人民现急缺民族精神，而中国文化就是最好的补药。了
解中国的文化，就能透彻的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
涵，就能体会到作者奥秘的内心世界，更能了解中华民族历
经浩劫不灭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

文化读本读后感篇三

说实话，《中国文化读本》这本书更像一本字典，但很高兴
我有机会读到它，由它带我走进我所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华文
化。

“中华文化博大深邃，气象氤氲，绵延悠久。”文章开头就
足以让我体味到轻雾弥漫，云烟缭绕，密林深踪，铮铮淙淙
的悠长义蕴，不但是对中华文化，也是对文字的本身。中国
的文字如同中华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锤打和磨练，从契刻
甲骨文用来记事，到铸器上的金文用来歌功颂德，再到后来，
人们学会了用它描写生活，表现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人们



常说百炼成钢，那么千年会炼成什么呢？那就是深深印在我
们脑海里，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华情结。所以会有“月是故乡
明”的诗句，所以会有《中华民谣》的歌曲。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过去发生
的事情，而这片土地曾经，并将永远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文
化的一部分。我想这种感觉，是每个中国人共有的。所以当
我在翻阅此书时，我不仅一次次对我们的祖先产生景仰，也
为自己是从中华文化走过来的中国人感到骄傲。

书中所述内容，大多为我们熟悉，比如四大发明、秦始皇陵
等。但你可知朵积术和级数求和？你可知孙子定理和大衍求
一术？为我们的古人骄傲吧！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撰写了
在现在看来也都艰涩难弄的数学文字。奇怪古人为何要解这
么复杂，却又没有多少实用意义的数学题。在敬佩他们智慧
的同时，也看到了祖先不凡的创造力和包裹在其中的一种文
化穿透力，我把这定义为隐文化。

中华文化，我们的根。其中的博大精深，是一个小小的我不
能尽数的。

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祖国的统一的顺利解决才有了根基。
当连战面对气势宏伟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时，当宋憷玉在黄帝
陵前谒拜时，我想那一刻，所有国人的心都被紧紧的拽在了
一起。xx年隔阂被压缩了，缩短了时间，缩小了距离。“一个
中国”，连同相同的文化都被紧紧的包融在了一起。有了这
样的根基，祖国的统一最终解决有了可能。

虽然我们不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但我们却是文明的传承者。

翻阅历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很多东西已经消失，很多东西
正在消逝。现在的人类生活在物质文明相对丰富的时代，整
天感受着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视觉冲击。怎样让文明继续持
有，文明会因我们而失落吗？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让人胆战



心惊，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确丢失过玛雅、巴比
伦、印加等可知、不可知的文明。见证它们曾经轰轰烈烈存
在过的，是一处又一处被时间侵蚀了的巨型建筑，是一个又
一个遗散在世界各地、在现代人看来仍然充满灵性的艺术品。

传承历史，我们的.责任，传承文明，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正是千千万万
个没有名字的人谱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华文化的历史。
既然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将它继续下去，做一个无愧
于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文化读本读后感篇四

《问学》是余秋雨与一些北京大学学生谈论中国文化的一部
著作。

余秋雨是当代著名的一位学者。由于他某些言论（例如在512
地震后劝告灾民的话），在网络上颇有争议，认为他是只会
帮助政府说话的人；难免影响人们（包括我）对于他的看法。

他的著作很多，我读过的不多。这次在女儿家，倒是认真读
了这本《问学》。

总的印象是：这是一本较高水平的纵论中国文化的书。

这本书是讨论性，主要是余的讲解，同时也有他的十多位年
轻学生的发言，因此比较活泼轻松；对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
宏大的话题，能引人入胜，愿意读下去。

此书在内容与观点上几个比较突出的亮点是：

一，    让人认识到: 在人类各种文明中，文化具有独特
的、最为永恒的价值。



人类文明有多方面的内容，如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科
学、建筑等等，与所有其他内容相比，文化，具有最永恒的
价值。

从《问学》的介绍来看，文化，包括了哲学、文学、艺术
（书法、绘画、音乐等）、戏剧等。

《问学》中，对于春秋战国文化的介绍，就是老子、孔子、
墨子、庄子与屈原。

对于汉代的介绍，就是司马迁与《史记》

对于魏晋南北朝的介绍，就是曹操、曹植的诗歌，诸葛亮的
《隆中对》与《出师表》，阮籍、嵇康、陶渊明、王羲之、
顾恺之。

晚唐主要介绍李商隐和李煜

对于宋代的介绍主要是宋词。

元代的介绍主要是关汉卿、王实甫

此书对于明清文化评价不高，认为是在文化专制之下的中国
文化整体的衰落

回顾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被人
遗忘了。为后人为之骄傲的。并且必将永远地发射光芒的，
只是各个朝代的文化精品。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观。不论古今中外，真正
具有永恒价值的，只是人类的文化。

二，从文化角度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此书论述了许多历史人物，作者与讨论者都从文化角度加以



评价，而抛开他们的政治表现。几个突出的例子是：

曹操：历史与小说上对于曹操负面的评价较多。作者从文学
成就上对于曹操给予极高评价。

李煜：作为国王，表现非常糟糕；最后向赵匡胤请降。但是
他的诗词达到极高成就，为后人所永远喜爱。

文化读本读后感篇五

由北京大学叶朗和朱良志教学撰写的这部《中国文化读本》，
是值北京奥运会举行之际，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精神内涵和
表示状态的一本书，更是我们自身懂得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
道路。该书读后让人线人一新。也就是说，它既给人以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到，由于其阐释的就是缭绕在我们工作生活四
周的中国文化；它又为我们供给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阅
中国传统文化，读后不禁让人生出本来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如
此谨严周密，如斯唯美精巧，与我们古代的工作生涯关联又
如此亲密的感叹。能够说，通过这本书，咱们可以窥视到中
国文化的内在精力及我们自身活生生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情、
生活立场、审美情趣。

该书注释在篇章构造上分而不散，将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与
自成体制的着重点相结合，重要包含“智慧与信奉”、“发
明与交换”、“艺术与美感”、“民俗与风情”等章节，文
字清楚晓畅，艰深易懂，并配有多少百幅优美的彩色插
图。“智慧与信仰”作为开篇，是全书的思想奠基，具体论
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这一章分七节让我们认识到中
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为主线，融合贯通老子
做作无为的道教、《孙子兵法》的智慧谋略、禅宗的妙悟学
说为一体的文化实体。其后几个章节分辨从不同的角度将中
国的汉字、四大发现、中医、外交、建造、文学、艺术、饮
食文化、民风民俗等均从其精神内涵动身，逐一做出详细阐
释和解读。如果说开篇是中国文化的灵魂的话，那么后几章



则是中国文化的形体，是中国文化的详细表现形态。

该书的作者以为，“只有有深度的认识能力照亮中国文化的
原来面孔”。比如在先容天坛进程中，无论其修建作风仍是
功效作用，均蕴含着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将天看作是生生不
息的生命创造的源泉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对天崇拜和敬畏
的观点，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渊源。即天人合一、
天人和谐的境界，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大的幻想。《周易》
从乾坤卦中晋升出“天行健，正人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其中“发奋图强、厚德载物”作为
中国人间世代代谨守的两句格言，一方面强调要有刚健进取
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宽厚容纳，像天地那样，敢于承
当。这形成中国文化的基础特点，决议了中国文化中的创造
与交流，比如四大创造、比如大唐盛世、比如长城、诗歌，
均是对这一精神的体现。《周易》中的易即变，使我们认识
到宇宙是一个活的生命的空间，天地的变易是永恒的，对此
一个典型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艺术家所寻求的“气韵活泼”，
强调无论是中国的字画还是音乐雕塑均要表现一个活的世界，
表现活的性命，这也是中国艺术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孔子
关于人的两个中心概念：“仁”与“礼”，是中国传统民俗
风情的思想本源所在。可以说，《中国文化读本》是对中国
文化的一次深度报道。

叶朗传授在介绍这本因北京奥运而“生”的文化读本对于海
内读者的意思时说：“固然生活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环
境中，但不即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都有认识。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一种文化自发，需要对我们本人的文
化进行从新认识。”曾几何时，我们欣赏美国文化、欣赏日
本文化，欣赏欧洲文化，却忘却了欣赏中华文化的绝伦美好。
打一个不适当的比方，叫做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回想中国近
现代史，出于民主革命的需要，仁人志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糟粕加以批判天然出于其时代的需要，也是对于自身的
深入反省，自有其情理。但物极必反，往往在对中国传统文
化批评的同时，也存在一个曲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



盘否认，甚至认为中国的落后挨打，祸首罪魁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腐化。为此，我们很长一段时光以来，良多人奉行拿来
主义，认为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化也是世界最进步的，中国的
传统文化是落伍的、是需要摈弃的。但是，跟着中国国力的
强盛，尤其是自奥运会举办以来，随着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世界的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日益浮现出其魅力
来。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世界走在了我们前面。
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斯在研讨中国的兵家经典《孙子兵
法》时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存在永恒的价值。
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确定和观赏，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当别人都已认识到中国文
化的价值所在时，而我们假如依然沉迷在对西方文化的崇敬
与拿来而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我们必需反省自问，这是不
是对我们自身莫大的讽刺。由此，我们可以借用书中对于禅
悟的一首诗来表白我们这种检查的心境：禅门有诗道：“尽
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
头已象非常。”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
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本逐末，舍己而求他，切实是空费工
夫。通过阅览此书，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有个从点到面式的了
解与感悟，而且也更加掌握我们源源一直的民族文化命根子，
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位置。

举一例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全球华人的粘
结剂。这是一种向心力，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儒家文化在宗
教文化在现代迷信技巧发展而日益受到挑衅的今天异军崛起，
成为受到全人类倍加关注的踊跃进取的人生哲学，一种可以
在不轻视别国宗教信奉的条件下可能提倡的精神文化。好比
海峡两岸，是当前仍旧还存在着宏大的意识形态差别的现状
下能够敏捷找到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思惟作为全党的领
导思维，可以形玉成党的凝集力和全民族的凝聚力。然而，
要真正团结全球华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重
要的粘结剂。



作为今天的我们，看待中国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识到
它的博大高深，增强民族骄傲感，又不可盲目固步自封，谢
绝任何外来文化。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领会并不是
说，我们要拒绝任何外来文化，唯我独尊，实在，自古以来
中华文化就是一个重视接收别人精髓的文化系统。我们今天
的正确做法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承下来，更加适应世界局势，
融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酷爱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使优秀的中国文化精髓得以
传承和弘扬，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理念去影响
世界的见解和主意，比方应答气象问题，用中国哲学来说明，
毫不是一个国度、一个地域的事件，它需要寰球的独特尽力
才干到达终极的目标。

党的十七大明白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
金量高的文化浏览，引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常常
接收优秀传统文化陶冶，可以进步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天然关系的意识和掌握才能，准确处置义与
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资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
这体现出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协调社会、
学习型社会构建的重粗心义。

总的来说，只有在继续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基本上，联合时
期特色，建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才是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
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