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后感初中 初中文化苦旅读后感
(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
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文化苦旅读后感初中篇一

读《文化苦旅》这本书，我感受最深，也是最大的，就
是：“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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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古代文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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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对我的长期熏染
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我想，这个原因对每一个中国
人来说，同样适合。

我们去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都总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的一
切，主人是谁，修建的目的，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何许人也
曾经到过这里等等。这样，就在这一瞬间，把人、历史、自
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笼罩
在每一位参观者的全身，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也
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使每一位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
一定的历史事件，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譬如说，我们路过汨罗江，总会在百感交集之中挤出一声来
源久远的喟叹。既羡慕沉睡江底的闲散，又恨楚国忠臣的轻
生;既有感于物换星移的短促，又兴幸楚臣的精神没有随流水
而长逝;既叹惜滔滔江水的无情，又因身为炎黄子孙而骄
傲……这众多的感慨，全是因为楚臣遇到汨罗。我们看到汨



罗，就想到它的主人，感受到他的爱国精神与浪漫诗篇。

又如，我们去参观长城。长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象征，
就是因为它一直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走在长城上，似乎
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英灵在抗击匈奴时的勇猛，倒下前转过
头给熟悉的大地投去的目光以及那亘古不变的黑色的眼
睛。“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概也是来自一
个简单的愿望：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历代相存。而不懂得这一
切，长城，中国的长城，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土堆儿而已。

大概，每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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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的石头与木
块也才能深深的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而文人的作
用，也就是把古迹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类精神感悟出来。
因此，文人也是丰富历史古迹的内涵的要素。没有历史事件
与人物，人们对于无论有着任何意义的景观都只会有：“自
然的力量多大啊!”或者“古人的智慧与技术多高啊!”之类
单纯的赞叹，而永远也不会有更层次的感慨。旅游的更高层
次，就是要领悟我们祖先的精神，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数千
年来的传统精神。

文化苦旅读后感初中篇二

看完文化苦旅，是时候写一篇文化苦旅读后感了，秋雨先生的
《文化苦旅》，感悟最深的是苦，人只有经历过苦才能有沉
淀。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初中文化苦旅读后感100字”，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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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
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
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
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



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
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
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
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
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
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
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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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
它曾遭遇浩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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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
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
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
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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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
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
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
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
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
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
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
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
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



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
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
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
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蝴蝶的美丽源自黑暗束缚中无数次的蠕动，挣扎，破茧而出
的是令人惊艳的新生命;流星的美丽源自相互间剧烈的碰撞，
划过天际的是生命华美的绽放。

辉煌的胜利成就了生命的高度，而成功的背后却浸透着奋斗
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决胜，在看不见的地方，它可
能是水滴石穿的执着，可能是小草破土而出的力量，可能在
我们勇敢前行的每个脚印里。

中华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而这其中的波折也跟其历史的长
度成正比。几经波折，不断改变，改进，创新，变革。文化
的旅程是苦是涩的，而文人们要在这文化的苦旅中前行更是
非常的艰难。他们中，有不少人沉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从
此销声匿迹。但也有一些人，凭借着自身的坚忍与顽强成功
了，每名佳作都流传千年。正如书中柳侯祠的主人柳宗元。

沿着历史的长河漫步，易安居士在孤独中化悲痛为力量，与
低徊婉转中吟唱出了“绿肥红瘦”的绝妙辞章;东坡居士乐观
旷达，屡遭贬谪，以乐观幽默化解人生的痛苦，于旷远中留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远离了春花秋月的李煜在东
风又起的小楼上吟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歌，万千愁怨
在坚强的默然承受中成就了词帝的盛名。

他们，有着我们不曾深切体味的孤独和痛苦，然而沉默里的
那份坚忍和承受让他们积蓄了生命的力量。最终，生命如烟
花般催然绽放!

塞外飞沙，冷风拂面，苏武北海牧羊，饮雪吞毡，在冰天雪
地中苦忍19载，一颗赤胆忠心如烈火般未曾冷却。远离故国



山河，却不移心中那份守望的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他用一个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脊梁担当起人间大义，铸就了千
古忠魂。是信念，让他坚守;是责任，让他担当。苏武仿若空
谷幽兰，志洁行芳，一股幽香永驻人间。

每当我们羡慕别人的非凡成就时，是否清楚，在这胜利的背
后，有着我们看不到的无法想像的艰辛。成功，不是一日就
可完成的，它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付出，泪水，汗水，
甚至是我们鲜红的血液，都是取得辉煌胜利的滋养剂。

其实，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坚持、忍耐中的执着才是决定胜利
的地方。

还记得初读这本书时，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作者的下笔如有
神，而是小叙中所说的“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
外出的浪子”和“宅，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
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
愿意多看他一眼”，还有“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
像笔记中的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我离开
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这几句每一个都戳中
我的内心，这让余秋雨都感叹的书籍何不引起我的注意，我
对这本书充满了疑惑，对这本书的内容更是好奇，“文化苦
旅”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仍无从得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谜。

而如今，大树的年轮又添上几圈，再拿起这本放置已久的书，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文化苦旅》到底隐藏这什么?这个问题
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透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咱们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大自然的神奇。那千山万水的豪迈在余秋雨老师
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曾去过他所描绘的任何的一个
地方，也从未想过要去摸索、探寻，仅仅是看着这些文字，
我的内心就已是无尽的赞叹。

书中写了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都江堰;那夕阳西下，朔风



凛凛而略显凄清的道士塔;接通着中华历史血脉的莫高窟;还
有一湾不算太小的沙原隐泉和那风雨中的天一阁。这一切的
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神秘的。它们在各自的地方
安静的保持着自己的美好，但当余秋雨老师的笔触摸到它们
时，它们又开始活跃起来。通过作者的笔，它们活力四射的
出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文化和大自然结合的动
人瞬间。

作者余秋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他生长在一个依山
傍水的小村庄，他在书中说：“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
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他触摸到了我们一些所
不能接触的事物，他用一生的时间有劲祖国的山河，纵横华
夏的大地，访遍名山大川，书写下这不屈的一笔。他想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文化的魅力，见证文化的变迁，欣赏祖国的壮
丽无垠。

他，在国内外讲学，也不忘参观当地风景;在考察途中，也不
忘写写感悟随想。余秋雨教授，他行行止止，写写看看，点
点滴滴汇集成了一本《文化苦旅》。

洞庭湖畔他曾站立，庐山瀑布旁他曾被震撼，道士塔旁他曾
叹息。敦煌鸣沙山中、月牙泉边有他的脚印，江南小镇他曾
坐小船游览，天一阁内有他滴落的雨水。

所以，就有了深邃苍凉的《道士塔》、《阳关雪》，有了荒
荒大漠、黄河文明的盛衰，有了悲凉、沧桑;有了柔丽凄迷的
《白发苏州》、《江南小镇》，有了小桥流水、江南文化和
世态人情，有了清新、婉约;也有了展示中华文人艰难心路历
程的《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有了文化的风雨飘
摇;还有充满文化感慨的《牌坊》、《庙宇》等，有了回忆、
变革，有了感慨。

余秋雨教授去过的地方，不只是有美景，而且，也有历代文
人墨客的脚印和古代文化的交集。如三峡，那里有李白



的“朝辞白帝彩云间”，有郦道元的“两岸连山，略无阙
处”，还有神女峰神女的传说;如天柱山，这里可是大文豪向
往的归宿地，有李白、苏东坡、王安石等等。至于西湖、洞
庭、庐山，更不用说。他在本书自序中说：“我心底的山水
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或许就是中
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对他的熏染，有了这“人文山水”，
才有了这本《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带给我的是历史文化对心灵的启迪。这本书，
值得一读。

这个人凭借着他对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化精髓的理解
力和感悟力，孕育了《文化苦旅》这部令人惊叹不已的著作。

第一次与余秋雨的文章邂逅是在初中学过的一篇课文《信
客》，至使至今，我仍不忘《信客》刻画的那个诚信无私•善
良厚道的信客形象。他表达出来的文字也是给人一种质朴典
雅•精辟而畅达的感觉。

拿起《文化苦旅》，我的心情是沉重而有压力的，“文化苦
旅”顾名思义，这一条文化苦旅是艰辛的。一改以前的轻松
潇洒，文字多了份苍老和沉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余秋雨说：“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
桑引发人生沧桑感。”倘佯在历史的海洋中，他深深地陷入
了他的思绪中，因中华民族文化的兴衰得失而或喜或悲。

庐山，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在这里诠释了它的价值意义。

一个曾经古文人们寄情疗心的佳景，像一个埋藏着千年秘密
的沧桑老人。从“走向三叠泉的漫漫山道上，我产生了大容
铸感”到“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
没有议论，默默的站立着，袒示者湿淋淋的生命。”这是它
的魅力，瀑布的狂暴•雄伟，甚至是浩浩荡荡的气势，不止冲
击了作者，也震撼了我的心魄。他说，文人也萎靡柔弱，只



要被这种奔浑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
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

在“道士塔”中，我体会到作者对文物遗失的痛心与愤懑。在
“阳关雪”中，作者寻阳关，忆王维，感受历史的凄美与哀
伤。在“沙源隐泉”中，我仿佛看到作者站在鸣沙山上，俯
瞰月牙泉，眼中满怜惜与惊讶，然后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
呗。

苦旅，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思想上的跌宕，是作者对于
文化的思索和追求，以及一种对于逝去的苦涩的回味。他说，
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
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的后的回味，焦灼的会心，冥思的后的
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静下心来，将“文
化”含在嘴里细细的咀嚼，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文化苦旅读后感初中篇三

作者：黄晓薇

古朴的字体，灰绿色的封面，给人一种简约却又极富文化内
涵之感，第一眼看到这本书便是这种感觉。可看完本书后给
我的感觉却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

书中的大多篇目以游记为主，当然也有些人物的部分。如写
著名作家巴金，艺术家谢晋，作者的母亲等。

给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写山西的一篇。作者给写山西这一篇
目的题目为《抱愧山西》，由此可见作者对山西这一文化底
蕴颇深之地的赞美。余秋雨的文字总是能从细微之处可能出
大学问，在写山西的晋商文化时，追朔历史，从商人的一举



一动看出晋商的不易，从轻快的诗歌中到处兄妹离别是的不
舍，从古书记载中悟出山西人致富的艰难。可如今山西却成
为了一个知名度不是非常高的省，这与余秋雨的文字所描述
的样子大相径庭。

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自己的民族意识唤醒，产生的沉重与悲哀
之情可想而知。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
与历史古迹时，却无不隐含这这样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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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文字看似冷酷，却处
处包含温情。每一点都可以引发国人的思考，对于我，一个
高中生来说更是如此。

五千年来，中国所受的种种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而
我们能做的则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
大地！

同时，看完此书，也又重新定义了我对旅行的看法——感受
文化的魅力，而不纯粹的看景。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走，不为那终点，只为这已划下的曲线。走，不管能抵达哪
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

将中华文化铭记心中，在旅行多去感受文化的力量，这是我
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以本书作者余秋雨的一句话结尾：千
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午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题记

寒假里，我怀着敬畏之情读完了这本余秋雨先生写的《文化
苦旅》。这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份：中国之旅、世界之旅、



人生之旅，分别写了秋雨先生在考察为同地区所想到的，在
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所想到的，在不同著名人物身上所见到的。

也对，本来属于中国的宝物，却这样轻易地被外国人取走，
但中国人又能做什么，把车队拦下来，把这些无价之宝运到
京城？但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极大民族危机之中，谁也不知
道自己脚下的土地明天会被谁占有，更何况这一卷卷珍贵的
经书？作者所哭的，不仅仅是经卷流失海外的悲痛，也是国
家不强大的惋惜，因此，这个苦字又多了一重意思，苦涩。
现在就能解答这个难题了，苦，既指作者考察时行程的艰苦，
又指作者对于中华民族饱受掠夺的涩回苦忆。秋雨先生写这
个苦字为全书做了一个完整的刻画，同时也使我们这些读者
感到心头一震，我们不能沉迷于我国四大发明与国悴等，在
我们眼中，应该还有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
以上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全部感想。

文化苦旅读后感初中篇四

乘一只纸舟，踏一路荒芜，把历史的尘埃变幻出沧桑的色泽。
走走停停，品味苦涩，俯首取一勺秋水，自万代浮生多少悲
欢，酿成一盅文化醇香。

他从敦煌走来，在大漠孤烟间远眺落日下的莫高窟，感叹磨
蚀了风华的阳关，乘一叶扁舟南下，路过壮美的三峡，品白
发苏州。他是文化的苦行者，用笔记录那文化长流曾经留下
的印记。

通过他文字，我们看到中国好些曾经的辉煌，仅仅是敦煌的
璀璨足以让中国在久远的世纪里于世界文明史上闪耀。而一
代又一代的文人，他们用笔尖刻画、用生命堆砌出的不朽成
就，让后人惊艳，让中国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仍然为之骄傲。
上天不仅赐予中国人聪慧而富有有哲理的头脑，更给予了它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美景，用庐山的云雾点染诗意，用西湖
的秀美增添柔情，用狼山的巍峨平添豪气，用山山水水孕育



了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缓缓流淌。

没有人，可以永远活在曾经，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荒芜，
历史的尘埃是留不住的。多少学者沉浸在凭吊的误伤里，永
远无法正视现实，从废墟中走出来。而作者从历史的风云中
走过，用宽大的胸怀、宁静的心境和严谨的态度坦然看待这
一切，触摸废墟，感叹曾经的华美，静静思考，人、文化、
历史、天地自然的关系。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
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只有真正读懂了历史的人，才能有勇
气眺望未来前进的方向。

他从上海外白渡桥的影子里经过，和外滩上遗留的近找西方
建筑们对视，终于走进浦东，走上盘旋的高架桥，走进上海
蜂捅的人群中，抓住时代的潮流，去感受、去体验这个飞速
发展的中国形成的崭新的文化，欣赏文化的天空中那独树一
帜的全新色彩。

他从古老的驼玲声里走来，向高楼大厦间走去。

他从小桥流水间走来，向车笛喧嚣中走去。

行者，永不止步;文化，永不停息。脚步已超越时空的限制，
由心灵做一次历史的漫游、文化的苦旅。

也曾害怕没什么能阻挡文明的终将流逝，不过幸好，有人以
行为笔，以心当墨，写下一篇发人深省的感悟，唤醒了人们
沉睡的文化灵魂。

我们应当感激，曾经还有这样一个人，在文化的长河畔且行
且呤，空谷传响，歌声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