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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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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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一

寂静的夜里，万物都睡去了，告别了白日的喧闹与繁华，心
归于平静，手里是一本余秋雨文集，读着《阳关雪》，我被
深深打动。

我不曾到过阳关，只是在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携着少年
的忧伤和孤独，奔赴敦煌，在漫天飞舞的风沙里，感受了几
许流浪的疲惫与悲凉，我不曾体会他背后深远的历史文化底
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小时候，从课
本上读这首诗只觉得“阳关”很远，脑海里出现的是肆虐的
风沙，和将要远去的朋友，牵着马离去的孤独的背影，离别
的不忍，只好劝朋友再喝一杯酒，阳关迢迢再无故人。

今夜，读余秋雨先生的《阳关雪》，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孤独的
“行者”在漫天飞雪的茫茫大漠里艰难行进奔赴阳关，在他
身上背负的是一个中华儿女厚重的历史文化情感。放眼望去，
层叠的树影，树下流水不断，不远的山峰上呈现荒落的土墩
一座，必定是阳关了!

自古屯扎兵马之处，必是具备此条件的，这是一个俯瞰四野
的制高点，走进，视野里坍塌的'烽火台分明就是先前的土墩
而已!在千年之后的寒风里佝偻着身子，悲壮地见证着当年历
史古战场的惨烈。余秋雨先生所观看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神
圣的废墟，蕴藏着千年的历史文化。



曾经壮美，曾经辉煌，却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的大雪之中。
拨开浓重的历史面纱，清扫沉压在这历史文化废墟身上厚厚
的积雪，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久远的，悲壮的故事告诉世人，
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历史的一页不应被掩埋，我们有责任
让那历史的废墟上重新开出艳丽花朵，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
精神，决不能被“大雪”掩埋，阳关迢迢，征途漫漫，我们
需早日动身!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二

近日读罢余秋雨的散文，有许多体会。

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
位置。关于他的话题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
国游记的出版，北大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直面余秋雨的文革经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
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
散文则被称为“文化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
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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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散文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
历久弥新。这些散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
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
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
化状态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
他思考的终点，却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
之间形成接力，转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

余秋雨的散文涉及到了若干个层面。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
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
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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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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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
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
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
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
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
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
层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
愚昧无知、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
窟的灿烂文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
恨！”现在，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
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
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
“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作
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喜欢读余秋雨的散文，给我知识和力量，伴我成长。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三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
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
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天真的向往
新奇的心，有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应是
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
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
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
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
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



《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
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
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
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余秋雨，也参考
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浅
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
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
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
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
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
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文人的忧患意识
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
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
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
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
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
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
比，对偶增强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
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张力，富有文
采。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四

从古至今，国内国外，先哲们用各种文字和言论告诉我
们：“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我



所深信的。然而“书”是个极大的概念，凡是印有字并且被
装订成一个本子的，大概都可以被称之为书。

我一直觉得自己读书很浅。小时候只看故事书，尤其是童话
书，唯一一本《唐诗三百首》算得上有涵养，但那是我两三
岁的时候老妈教的，不能算是我自己看的;后来不知原因地特
别喜欢作文书。按理说，初中写作文，比小学困难，似乎也
更重要，但初中三年也才卖了两本作文书，小学六年买的一
定远超过四本，而且每一本都看完了，有的甚至可以看两遍。
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除了作文书，还特别喜欢看校园小说，
最崇拜的人是杨红樱，她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最为出名，
书一本一本出，我们一本一本看。那是在图书馆借书，这样
的书快则一星期，慢则两星期一定可以看完。

现在回想起来，小学的我眼中的书也就是这样了。当然也会
接触重量级的“四大名著”和各国著名小说，但那些都是做
奥语的时候遇到的，我了解到的也只是题做多了就记住几个
主人公，仅此而已。当然我也尝试去看，然而结果是——
《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书签永远夹在第一回的后面;
《爱的教育》和《童年》接触了一点，但在第二次(因为初中
有要求，后面会提到)接触之前，我完完全全想不起它们讲了
些什么。不再举例，总之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如果每个
人都跟我一样，那也没什么好讲了。但那时我们班就有这样
的能人，对“四大名著”极其精通，外国的小说也颇有了解。
我自愧不如哪!

也许，在多数人看来，初中阶段会接触比较多的名著。原因
之一，长大了，心智自然成熟了，不会再喜欢看小学生打打
闹闹的故事了;原因之二，每本语文书后面都附有两到三篇名
著导读，而且中考的时候占一部分，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给孩
子买并要求他们认真看。这样一来，同学们或多或少看了一
些。至于我，很不好意思地说，那些书没看过几本，看过的像
《简爱》、《海底两万里》之类的，都是看了一半直接翻结
局。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自己不喜欢外国小说。也不是别的，



就是不喜欢被翻译的中文，尤其是人名地名。看了《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除了记住个保尔柯察金，其余的，一概不知。
即使是中国的，比如老舍的书，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
喜欢。

在初中的我的世界里，书，除了名著就是名著。暂不提半本
半本地看过一些，也就只有看看杂志的份了。加之初中的写
作要求与小学相比完全提高了一个档次，因此初二有一段时
间我一直在研究那两本作文书。相关地，会读一些短小而精
致的文章。初三时间又紧，没什么空，这样一来，初中三年，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收获了。

我说我书读得浅，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五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
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
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
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
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
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
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
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
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
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
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
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
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
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
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
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
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
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
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
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
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
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
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
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
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
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
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
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
样的历史。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六

静静的夜空，最好莫过于读书，一盏孤灯，一杯浓茶，细细
品味。



《垂钓》是《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篇，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
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
个人喜好不同，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
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
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
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
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
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
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
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
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
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
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
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
更觉意味无穷。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
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
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
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
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载而归，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
和快乐之门!

余秋雨的散文读后感篇七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是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
席——汪班对于作家余秋雨作品的极高评价，在我读来，心
中亦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篇讲的是“中华文脉为何长寿？”看到这个题目，我不
禁想“文脉”是什么，“长寿”又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他冒
着生命危险走访各地的文化，心中一直与中国文化对比着，
后来，他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批评者，我想这是对一种
文化怎样的高深理解，才可以理智的对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
中华文化带着一种跨越了几千年的韧劲，经历了多少次“死
亡”、“濒死”依然重生！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让这个民族
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重新燃起心中的火苗，更是
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确认。

秋雨先生将中华文脉长寿的原因归于八因：体量自觉、自守
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简易思维、以德为帜、中庸为
轴、特殊门径。可能这些原因以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来说，很
多都无法读懂，但却让我明白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就是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经历于千载岁月涤荡，
才获得了今天不计其数的文化瑰宝。

《佐临遗言》中的一些人物也让我心生敬佩之情。七月七日，
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萧伯纳先生本以为黄佐临先生会让
自己介绍一个能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工作，可黄佐临先生却提
出要回国，萧伯纳先生吃惊的说：“哪儿已经是战场，仗会
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但他
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
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表达了黄
佐临深厚的爱国情怀，也赢得了萧伯纳最好的赞扬：“起来，
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在《抱愧山西》中，我了解到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最富
有的地方是山西，就像《龚自珍全集》中说：山西号称海内
最富，土著者不愿徒，毋庸议。这对于我一个山西人来说是
无比的自豪，在那个时期太谷、平遥、祁县一带可称为“中
国的华尔街”，票号、镖局比比皆是，看来，山西之富在我
们上上一辈人心中一定是人尽皆知，我们这辈人对山西的误
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有这种误解的远不止一人。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地
方是永盛不衰的，就像唐朝，他辉煌过，可是辉煌过后同样
逃脱不掉萧条的命运，我们能够记住他的繁荣，同样也能记
住他的衰败，对于山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总之余秋雨
散文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
相比，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
容是浓重的，但余秋雨老师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
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
们反思、追问。作为一名初中生，对余秋雨老师的作品还停
止于浅薄的理解，还不能真正渗透作品的文人忧患意识和那
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
品位。这些品质不仅对我们学生写作有很强的借鉴性，也必
将成为自己写作风格最有价值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