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 高中生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实用10篇)

经过反复实践和总结，我深刻认识到学习心得对提高学习效
率的重要性。下面是一些工作心得的范文示例，它们涵盖了
不同类型的工作经验和表现，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当年刘禹
锡写的《陋室铭》中的两句话。不错，龙虎山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一代天师张天师隐居和炼丹之地。名为龙虎山是因为
山门口有两块大石头，一块像勇猛的白虎，一块像腾飞的蛟
龙。

龙虎山兼有小桂林的美称。今日看去，果然名不虚传。

龙虎山中，最著名的要数无蚊村和千古之谜墓崖群了。

无蚊村，真的没有蚊子吗?进去看看就知晓。找了半天，果然
一只蚊子也没有。但是，老鼠、苍蝇却随处可见。为什么没
有蚊子呢?因为那儿有一种奇特的植物，会散发出一种醉人的
香气，人和家畜闻了没事。如果蚊子一闻，就会一命呜呼。
不过，当地也有传说：因为张天师住在这儿，所以蚊子就没
有了。可见这里人对张天师多么崇拜!

看完了无蚊村，就去看看千古之谜墓崖群吧!

据说，在龙虎山的一座山峰旁，四面环水，到处是断崖绝壁，
山上有很多洞穴，里面有很多棺木，可科学家们就是不知道
古人是如何把棺木运进洞的。我想，说不定以前人们发明了
一种可以向上飞的东西，把棺木运进去的吧!再说这规模，这
里可是中国最大的古墓群之一，不亚于武夷山。当然，想要



看到棺木，还要坐竹筏。

坐竹筏对我来说可新鲜了。首先，要穿好救生衣，以防万一;
然后脚要踩在竹筏的.缝隙边上船;最后，我们起航吧!上了竹
筏你得光着脚，因为竹子就是竹子，它中间有空隙，会漏水，
会把你的鞋袜弄湿。龙虎山脚下的水碧清，澄澈见底。一阵
阵风吹过，凉爽至及。把脚放在水中，那种舒服的感觉，不
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山上有很多怪石，有的像一把金枪，高
耸入云;有的像害羞的小姑娘，关着门不出来;还有的像大地
之母，闪烁着慈爱之光……其中最绝的就是象鼻山，好似一
只大象，耷拉着脑袋，在低头呻吟，可有趣了!

夕阳西下，我们伴随着潺潺的流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龙虎
山。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创造了这么多神奇的杰作。下次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二

行途万里求索文化灵魂，笔力千钧揭露世态冷暖。

近日有幸，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感受颇多。无
论是他所写之处的文化灵魂，还是描写之下的世态冷暖，无
疑都让我感动。让我再次走近这位大家，感受他带给我们的
生命启示。

先生笔下的事态冷暖，足以让每一个读者感动，也引发了我
们对人生的思考。他笔下的巴金先生，那位百年老人，勇敢
地面对恶势力，从不退后。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依旧选择
高傲地站起来。一直行走，从不停歇。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一
句话：“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空。”身陷绝望并不可
怕，因为那一片星空，我该幸运，我学会了仰望。太多的人，
喜欢俯视众生，而没有人选择仰望，但天很高，我们需要抬
起头。因为只有在最深的绝望中，才会看见最美的风景。还
有他笔下的黄佐临先生，我真的很佩服，他在侵华战争爆发



之后，毅然决然的回国，他虽是一介书生，但他终究是个战
士，他是把戏剧当作他的刀枪，用它们来对付敌人。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之后，许多作品被禁，但是黄先生依然坚持着，
他从未想过放弃。在光明之后的十年黑暗里，受过的伤害当
然多，但他却选择沉默。这好像一个母亲打了一个孩子，孩
子会恨母亲吗？不会。尽管这是文化的浩劫，但有光明的地
方就一定会有阴影，但这个世界光明之地还是比阴影之角多。
直到他人生的尽头，他没有任何遗憾，他打开了中国戏剧的
大门，创造了属于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大家都记不住
他的名字了，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大家记住他的名字。还有那
句，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做任作文/何辩驳，因为他清清
楚楚的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候不必证明给别人看，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便好。但我们会永远地把他的名字牢记于
心。

在《我的山河》这篇文章中先生写道：“‘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我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我回答
说：‘没有两者，路就是书。’”曾经我也这么想过，无疑
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答案，在读万卷书时，你虽未看到实实
在在的东西，但在书中你依然可以身临其境，那时你的心在
路上。而行万里路时，你确实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看
到的东西必须要入心，才算真正的领悟，那是你的脚在路上。
所以，人这一生要么心在路上，要么脚在途中，这两者你必
须选择一种。但两者无疑都是苦的，读万卷书，日夜与书为
伴，自是单调乏味；行万里路，日夜与星辰为伴，自是艰难
困苦。尽管有这些苦，可我依旧想要去尝试，尝试世人所苦，
我相信那一定是我所乐。故而我想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
毕竟有了知识的积淀，走到哪里才不会感到迷茫。当你真正
走上这条路时，那么你就从文本世界，真正进入了自然世界。
我们本就是这自然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最终的归宿，也会是
自然。正是需要这样的回归，余秋雨先生才会除去一切俗务，
选择踏上他的文化苦旅。只有当身体上的一切尘杂完全除去
时，你才会挣脱所有束缚，离灵魂更近一步。这是他的文化
灵魂。所以，该读书的读书去吧！该上路的时候就上路吧！



重新携上《文化苦旅》，这才明白文化本就是一场苦旅，但
我们步步前行，不回头。感谢余秋雨先生，带给我们最好的
感悟。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三

打开书的扉页，看到的是这么一句话：“文化的旅程是苦、
涩，在这千年的叹息中讲诉苦旅。”这句话使我对这本书产
生了一种迫切的好奇，恨不得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塞进脑袋里。
但是我做不到也不能这么做，一本好书值得我去细细地品读，
而不是囫囵吞枣。

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旅行过的人，什么名胜古迹、文化风景、
生态花园等等我都没有真正的体会过，熟悉这些美丽风景也
只是影视屏幕上的一刹那。模糊、虚幻、没有方向感。这些
华丽的华丽都显得那么没有真实感。从《文化苦旅》这本书
的扉页到尾页就像是在作者的带领下旅游了一番。西湖、天
一阁、道士塔的莫高窟等等景象一幕幕在我脑海中划过，是
那么的清晰、真实。有质感。就像作者初游西湖时的感受，
如临故地，我也像是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看过、玩过、感受过。

中华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而这其中所受的波折也跟其历史
长度成正比，几经波折，不断改变。文化遗产的几经磨难后
有的还屹立于世，有的销声匿迹，有的破烂不堪，有的失去
原来的本色，没有了以前的原貌，有的保存稍好。文化，不
只是只有物质文化这一种，还有一种非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
各国各民族，各地的风俗人情，传统习俗都可以被称为非物
质文化。

第一次看《文化苦旅》，是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无所适从地
在书架上翻着书，这本书就来到了我的眼前。从风沙缭绕的
莽莽大漠到小家碧玉的江南小巷，作者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身份，走遍大江南北，也带着一个个读者，去感受那华夏五



千年历史的兴衰与悲凉。他的语言就如同她所说的莫高窟壁
画一般细腻，每一笔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在三峡畔，绿意唤醒了倦意，湖上飞卷着曼舞的白云，湖明
如镜，山青如洗，残阳喷射出的金光从浮云的指缝中溜走却
难逃水的千手、山的族群，它融化在水里，隐匿在山里。湖
底有许多小鱼追逐着，倏的，雾悄然地弥漫了，过了一会，
风也轻快地来了，吹皱了一湖春水，雾便也顺从地退开了。
她泛舟湖上，似乎想抚平那湖面，想抚平他悸动的心。此风
此景，为停伫在荣华上的世人，招魂。

檐角如悬崖，风铃似沧海，/他无言地扭身看了看柳侯祠中的
树，花被夕阳燃烧，而那一片片输液早已泛黄，看着那一片
片泛黄的树叶如他的心一般直坠向地面。在造虹的小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雨下一整夜，他的愁溢出就像雨水，
他的思念如园中的落叶厚厚一叠。天空中惨白的日儿勾住了
哀伤，夜似乎太长被你的心凝成了冰霜。晨曦的光风干了最
后的一丝哀愁，雨洗净了挂满思念的高墙。

这本书，很苦。写书的人，更苦。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四

刚刚看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感觉不错，推荐。以
前没看过他的文章，对人也不大了解。但看完这书感觉这人
文字功夫非常厉害，有思想，有深度，也睿智，在艺术和文
学方面造诣都很深，最关键的是，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
的院长，厅级干部，而且仕途上再上升的机会也比较大，但
他毅然辞职放弃一切，走上孤独之旅，去探寻古代文化、外
国文化的历史奇迹。在这个浮躁喧哗的社会，能静下心来做
研究的学者已是寥寥无几，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大师致敬!

这书主要分三个部分：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中
国之旅印象深的是记录了古代官府非常重视杭州的水利，才



有了今天杭州的妩媚与风情，离开了水，杭州会失去灵气，
没了自然生态之美，自然也就没了文化。还讲了19世纪之前
很长时间内，山西是全国的首富，文章分析了晋商的没落。
世界之旅打动我的是一对潜水夫妻，只要世界上哪里有良好
的潜水点，会立即赶过去，他们天天生死相依，没有房子，
没有孩子，终身漂泊，没有一定的信仰和情怀是坚持不下来
的。人生之旅带给我的确是震撼，也是收获最大的地方。

中国之旅就提到过苏东坡被小人陷害时的各种沧桑、世态炎
凉及人性丑陋的一面。这部分又提到了巴金、黄佐临被排挤、
打压、报复时受过的磨难，还有作者本人被媒体诬陷时的法
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面对这些致命性
的打击，余秋雨先生选择了沉默，消失在公众视线中，潜下
心来专心致志、与世隔绝地去考察做研究，他觉得反驳是在
浪费时间和生命。

最稀饭戏剧大师黄佐临给余秋雨先生的遗书中送给他的三句
话：他们骂啦，骂些什么?让他们骂去。文中提到当时遗书中
先写的英文是they have said. what said they? let them say!
后写的中文。这是一种面对小人的陷害，受到委屈甚至冤屈
时的人生态度甚至人生哲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前
提是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对于上述原文中的英文，存在明显语法错误，找个时间准备
打电话给出版社沟通确认。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五

潇潇洒洒地走了回天涯，让山山水水留下了点自己的足迹。
你说它苦，它苦中有乐；你说它乐，它乐中带苦。用旅程修
饰笔下的文字；用时间磨砺人生的沧桑；用回忆勾勒出最完
美的篇章。他说希望笔墨留下的痕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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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如此，



可却说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于是，行走在陆地、江海，怀
揣着一个缱绻的梦想，诚惶诚恐地开始踏访着一个个或新颖
或陈旧的梦境。

像那海滩上一地的细沙，风过，沙动。潮退后，依旧是原来
的样子，可留下的，还有海的味道。从敦煌行至阳关，从邈
远的四川平原旅至古色古香的苏州。有过在宁静的三峡下苦
苦地冥想，有过在神秘的洞庭湖畔低低地自语，更有过行走
在苏堤、白堤之上，驻足于雷峰塔废墟之中。他常常笑语，
这是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或许，又是还了他儿时的一个陈旧
的梦境。走走停停，歇歇走走，走的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
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或者是疲倦的伏在旅
店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他不得不承认他无法不老，但是至
少曾经还像这般年轻的大胆。无论是他笔尖之下那扬扬洒洒，
绚丽多彩的文字，还是他嘴中不太愉快又略带苦涩的旅途，
对我来说，都充满着无尽的好奇和幻想，我尊重他，我想，
不仅仅是我一个。

再美的景色也需要有历史的沉淀，和文人的裹卷，正是如此，
才能吞吐千年。也许百转千回中，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让自
己的人生增加更多的负重。也许那是苦的，但历史的沧桑感
总会给人更多，更珍贵的回忆，就是那种苦涩后的回味，在
身体里缠绵了千年，只为等那一瞬间，然后无无尽的延
绵……也许这整一个，都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那个小小
的缩影，伴着人的苦，人的思，人的忆，人的记，而后，散
发出它无法遮掩的光彩。或宁静，或喧闹，或婉约，或大气。
也许浪漫安详是你所爱，又或者高贵浮华才是你所钟情，那
又有什么干系呢？你可以坐在莽莽大地之上，站在高山河流
之旁，甚至，只需停驻于那些流转了千年的文化之中，静静
地听他诉说，诉说这千百年来的滴滴点点。

当你真正融入这山水画、人文画般的大自然之中，你会迷恋
上她千种万种的风情。阳关苍茫的白雪，庐山迷蒙的雾霭，
苏州精雅的林园，吴江凄冷的落叶，你与它们交融在一起，



然后发现自己会无端的动容。交织着老屋的回忆，夹杂着对
风景无限的感怀，也许再当你靠在残破的古老城墙之上，你
内心里，会少一些对着残垣断壁的悲凉，更多的是，对久远
历史的赞叹和对古老文化的敬仰，甚至，是膜拜。

思绪是不止的，我看出来了。每一次临别时的不舍，全都精
巧地隐藏在那一句句精短的皆为之中，他是怕再写下去，便
很难再收手了吧。一本薄薄的书，怎够抒发他无穷的感怀。
我亦知，那些跋涉于山水中的记忆，早已盖过他口中所说，
所叹的苦涩。他定亦想像他所欣赏的理查德教授一样，像顽
童一样举着双手，引吭高歌。于是，文化的精魂，和着风，
和着阳，和着脚印足迹，释放出它无比耀眼的光芒。

文化苦旅，苦了人，甜了心。

有些记忆，从不曾老去……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六

《子夜》这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
的成熟阶段，它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
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民族的工业史。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
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
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
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透
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
向和壮阔波澜的历史。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整个中国社
会的全貌;在书中，作者将将纷纭复杂而又具有重大历史社会
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书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了出来。这是茅



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地
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
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
甫不是狡猾低俗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
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但
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发展
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
售的市场”。

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
“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发展民族
工业首先需“国家象个国家zf象个zf”。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
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
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理念，有魄力有手腕。
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
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时的。

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
的咽喉。因而他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
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
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
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
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
信托公司”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
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
司未经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
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

《子夜》中揭示出的人物性格，描写出的人物命运和中国民
族工业的命运，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我们生活在这样美
好的社会里，应该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七

合上这本书，封面优雅却沧桑。黑色四个字“文化之旅”中的
“苦”字真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独特
的封面和那个极其刺眼的“苦”字看了很久。我不知道我的
眼睛是否长时间远离它。它杀死了我的灵魂。怀着对它充满
好奇心的肚子，我迫不及待地准备享受这场文化盛宴。

《文化苦旅》是余的第一部散文集，其中一些文章获得了各
种文学奖项的一等奖。整个节日的主题是寻找文化的灵魂和
生命的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
成。其中，《文化苦旅》 《道士塔》等。通过古老的实物描
述黄河文明在沙漠中的兴衰，笔锋中可见历史的深刻与苍凉
感。《阳关雪》以美丽寂寞的小桥流水为基础，展现清新婉
约的江南文化和人情。

这本书虽然叫《艰难之旅》，但真的很过瘾。从模糊的、丰
富的、软性的书籍中领略世界各地的文化风情，真的是一种
莫大的享受。

作者走遍了祖国，触景生情，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文章。字
里行间，他透露了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忧，以及自己对生
活的感受。

这本书里，有两本书深深打动了我，一本是《白发苏州》。
在莫高窟内，有一位名叫王的道士，他注定是莫高窟的所在
地，主宰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那里得
到的钱很少，要他们用箱子运输无数敦煌文物。今天，敦煌
研究院的专家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购买
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然后叹口气走到放大镜前。一位年轻
的诗人写道：那天晚上，当冒险家斯坦带着一队装满箱子的



牛车准备出发时，他回头看了看西部荒凉的夕阳，那里一个
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流血。

还有一个，《道士塔》，当一个人在异乡，突然听到同样的
口音，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开心和刺激!然而，总有一些人
去了异国他乡，很快就忘记了家乡。这些都是《华语情结》
曝光的，真让人寒心。

享受了一顿文化大餐后，不禁想到历史与文化的交替与重叠
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灿烂的文化免
受冲击。总之，无论是文化变迁还是历史兴衰，让我们继续
走这条漫长的文化之路。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2
书籍是我们生活的导航，它教会我们去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
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然而读《文化苦旅》，当茶余饭后
咀嚼着其中优美的文字，欣赏古代历史人物的零碎故事，都
能让人有所感、有所动。

然而读《文化苦旅》，让人变得深沉达观。

任何物体都有承载它的器皿，唯有知识无垠无度。文化的承
载，不只是书籍，就像余秋雨所言，历史文化的沧桑，散布
于历史的古迹中，需要人慢慢去探索、挖掘。托尔斯泰曾坦
言：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恰恰罗素·罗兰又说：“智
慧，友谊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倘若没有钥匙，如何打开智
慧之门，又何谈放射光芒?文化苦旅这本书，昭示古代历史，
人类告别愚昧混沌，从事文化探寻的历程与辛酸。文化，看
似平凡，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优秀文化，
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沉溺纸醉金迷
的世界，让我们远离了文化的正面熏陶。读《文化苦旅》，
不但能改变人的气质，还能使人树立更为健康人生观度。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辜负苍天赋予的生命，成为沧海中不
可缺少的一粟。这对于人生的回答，对于国家的培养，对于



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对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读《文化苦旅》，是一种陶冶，是一种享受。

《文化苦旅》让我体会”怦然心跳“的共鸣，有一种“莫名
感动”;《文化苦旅》让我进行自我审视，也曾感叹人生百态。
我只愿情绪伴书平和而宁静，灵魂伴书纯洁而超然。有时候
读书不是一种消遣，而是提高自己的学识，开阔自己的眼界，
聆受文化的熏陶，畅想无暇的梦想。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3

道士塔，看管敦煌文化古迹的道士塔。它的主人竟然是那个
王圆箓。他将那些先辈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全部卖给了外国人。
我真是想不通：一个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那么无知愚昧的人
来看管!

跟随着这篇文章，我知道了敦煌文化的美丽与辉煌。但是这
个王圆箓却将这些经文等便宜卖给外国人。那都是精华啊!我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跟火烧圆明园又有何异?不也是一样，
咱们中国的国宝被外国人抢去。所以：咱们中国历史上一共
是有2起重大抢劫案。而现在咱们的专家考古学家却要拜访外
国去看咱们中国的古物去研究。带着胶卷，用着放大器来研
究。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羞辱啊!要怪也不能只怪他，当时的中
国，很多的人没文化，愚昧。换做别人，有可能还不如王圆
箓呢!

看了他的简介，我更是纳闷，当时也并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
为什么清廷就那么轻视一个文化宝库呢?他曾经给清廷写过信，
为什么那些当官的文人就不能保护一下呢?治不好国就算了，
连这微乎其微的小事情也不能做么?真是自私!

读了道士塔，我的心里有愤怒也有悲伤。为王圆箓的行为而
愤怒，为我们的文化被盗取而悲伤。唉!但是事情已发生，今



天我们只能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使它真正的富强起来，把
我们曾失去的都全部夺回来!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到处都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果中国文
化是太平洋，那么虞丘是一个航海家，我几乎不是他的小跟
随者。

一路上，余虞丘带领我走遍全国，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思
考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文学世
界中旅行。可以说，他从山脚飞到山顶，从河南岸飞到更远
的地方。

在第一站，我们到达了道斯塔。青砖和黄泥很常见。只有经
过仔细的探索，我们才能知道它有一个巨大的神秘，但它也
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场所，但当王道士
挖了一个永久知识的洞穴时，它就不再普通了。王道士也成
了高级官员和贵族们青睐的“公主”。不，王道士的古代文
物是中国古代的文物，被用于谄媚的官场。他们的清白逐渐
被玷污了。更糟糕的是，外国朋友不受欢迎，王道士咯咯地
笑，中国古代文物被安全地用汽车运出国，王道士问候外国
朋友，唉!心碎了!经历了如此尴尬的旅程后，我想得越来越
多，收获也越来越多。

然后坐船去三峡，离开石涛铁塔，去李白和刘备那里。也许
是因为这两条主要河流，三峡河水日夜流淌。展望未来，随
着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竣工，中国人已经逐渐满足了他们的
能源需求。这都要归功于三峡大坝。无论如何，三峡蕴藏着
无限的能量和智慧。

旅途并不太苦，但只是有点情绪化。对文化的记忆和探索是
无穷无尽的，因为生活也是无穷无尽的边界。正如智者所说，
“你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你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你



不在乎你有多聪明，你在乎有多少想法有内涵。如果你有更
多的好想法，你就会变得富有。

不管是春天、温暖、秋天还是坟墓，最后一件事就是闭上眼
睛，回到历史的冷漠和理性的严峻。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八

很早就听说过余秋雨的书。那时还小，但是仅仅从书名上看
来，就充满了文化的魅力。《文化苦旅》、《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我被这些书名深深吸引，总想着有一天要
读到这些书。

上初中时，读到过余秋雨写的《道士塔》。虽然还不是很明
白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字里行间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
悲愤、痛苦与无奈。读着读着，我仿佛与作者那强烈的情感
融合了，也切实地体会到了作者的所思所感。虽然我在初中
时没有与《文化苦旅》有太多的交集，但是我也在心中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从那之后，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书，但还是
会时常想起这本书。

一个月前，我有幸再次接触到了它。这次我利用了充足的时
间来细细品味从小时候就期待着的这本书。

《文化苦旅》的中心思想是文化和生态。文化自然不用多讲，
整本书都在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中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文化差
异。另一方面，这本书也着重强调了生态在文化史中的作用。
书中作者认为，一切文明都来源于生态，建立在生态之上。
这一点，在书的开头部分“我的山河”就已经提到。不管是
西北地区、杭州，还是尼泊尔、太平洋，都处处体现着自然
的力量。历史发源自生态，也最终要归于自然。没有文化可
以和自然抗衡，这就是作者的另一观点。同时，通过各方文
化的涉足，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肯
定。



“人生之旅”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文化苦旅的“苦”，有
一大部分是来自这里。人生之旅讲述了中国现代一个个大文
学家、大艺术家的艰难坎坷，也引发后人对当时中国的反思。
谢晋、巴金、黄佐临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坎
坷也超出一般人。弘扬美的谢晋因为不符合“工人阶级”而
遭冷落;敢于说话的巴金年老力衰仍遭致攻击;黄佐临因政治
问题而备受冷眼……发生在那十多年间的事情正是我们应该
反思的。

作者将“苦”贯穿于旅途中，用自己的经历来表达自己对艺
术、对文化的热爱。虽然他也曾受到攻击，但他总是淡然处
之，继续他追寻文化的脚步。我们也应当认真研读他的作品，
从他的作品中体会文化碰撞的力量。即使我们没有亲眼见到，
也一定能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九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苦难是人生的老师。”的确，人生不
可能一帆风顺，经常会遇到挫折。人生就像大海，在这波涛
汹涌的大海上，我们若是一味地躲避，不敢前进，那就永远
也到不了彼岸，只有那些敢于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人，才
能到达成功的彼岸。这就是我读了《鲁滨孙漂流记》以后获
得的启示。

《鲁滨孙漂流记》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英国人鲁滨孙在乘
船前往南美洲时，不幸被大浪冲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他孤身一人，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二十八年后，他终
于回到了英国。

书中的主人公鲁滨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生活
的多面手，烤面包、酿酒、做陶艺……样样精通。而且他敢
于迎难而上，乐观面对一切不幸，有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坚
持不懈的毅力，凭一己之力克服了重重苦难，最终重回祖国。



合上书，“迎难而上”这四个字牢牢地烙印在我的心上。主
人公鲁滨孙用他的行动将这四个大字诠释得真真切切。

何为“迎难而上”呢?何为“勇于克服困难”呢?鲁滨孙在岛
上生活时，得了疟疾，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等死，二是治好
自己。鲁滨孙当时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疗自己，但他凭着敢于
挑战困难的精神坚持下去了，并想到了用烟叶给自己治疗。
面对这样大的灾难，鲁滨孙没有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想
尽办法生存。正是强烈的生存下来的信念，他在面对食物问
题、住所问题时，都能迎难而上，勇于克服，在荒岛上建立
了自己的“王国”。我想，面对困难时，如果鲁滨孙选择了
逃避，那么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迎难而上，成功就向他招
手了。我知道了，勇于克服困难的信念是胜利的必需品。

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碰上像鲁滨孙一样的灾难，但是人生
的路上必然会有挫折与困难。我不禁想到了去年滑雪时发生
的事情。听完教练的讲解，我就想自己赶紧去试一试。我先
在较为平坦的斜坡上练习，一连几次滑下来，我都顺利地着
陆。我越滑越激动，望着坡上的点，心里跃跃欲试。我怂恿
老妈陪我上去，说：“妈，我一连几次滑下来都挺好的，连
教练也夸我呢，要不现在就去试试从处滑下来吧!而且我感觉
这个坡一点儿也不陡。”妈妈有点儿心动了，就随着我爬上
去。我在电梯的围栏旁看到从上面滑下的人一次又一次摔到，
有些害怕了。上到点时，我看了看斜坡，更是害怕，便退缩
了，拉着妈妈走下了斜坡。可是，我一回到家就后悔了，因
为我放弃了一次锻炼的机会。就是因为自己缺少克服困难的
信心，所以不敢从处滑下去，以致今天还是没有体会到滑雪
成功的滋味。

困境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块绊脚石，只有将它搬走，才能成
功，每一次搬运就是一次锻炼。如果人生处处有彩虹，那就
会少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就体会不到“迎难而上”的真谛。

所以我们在现代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精神，不要到以后再后



悔!

文化苦旅的高中读书心得篇十

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
涌出一种苦涩的感觉。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
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
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
实为苦。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
起。”我以为，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苦涩过后总会留下
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
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
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
一个缩影。历史从古代走到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历史的
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著追求。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它的
足迹总是隐藏在山水之间，难于寻找。所以没有博大的历史
情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人是永远不会找到这些无价之宝的。
无疑，余秋雨教授是“探宝”的胜利者，他的收获便是这本
《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带领着我在历史长河中漫游。我们面前出现曾
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一个个伟在大
的人物出现了，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良知和高尚的
人格，但他们中的多数还是逃脱不掉那悲剧性的结局。我的
心被打碎了!但这破碎的心却真的读懂了中国文化。当莫高窟
出土了大批极具研究价值的敦煌文物时，人们在为历史喝彩。
然而历史却上演了一幕极其荒诞的闹剧，让外国人大摇大摆
地将一本本一箱箱的珍贵文物搬到了他们的博物馆里。或许
历史是要故意磨砺一下那些过于执著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
只能凭借外国博物馆提供的微缩胶卷来研究生长在中国的敦



煌学。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问历史，这种磨砺的
代价是否太大了?当然，这部历史更多地留给我的是对人生的
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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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文化苦旅》，留下了苦涩后的回味;那么度过漫长人生
后，我们又将留下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