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 文化苦旅读
书笔记(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一

第一次听说《文化苦旅》这本书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直到
上大学时才买了一本认真来读。古话说得好：“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一次次漂泊的旅程，都是增长智慧的机会，
也使心灵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涤。

我仔细阅读这本书，慢慢被里面的历史和游记所吸引。从莫
高窟中华民族遗失的宝藏到天一阁唯一的图书馆，从沙园隐
泉到洞庭一角，从乌江舟到牌坊。我所到之处，似乎都有如
此多的中国历史。有时我希望我能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每当我到一个地方，我都能想起过去的故事，想起这里的老
朋友对我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我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到了江南。偶尔会停
下来写腊梅或者自己的图书馆，或者在每个安静的雨夜想起，
很有诗意。但千万不要忘记，真正的景观不仅仅是自然景观，
还有文化气息和人文景观。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所到之处，
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压力笼罩着我的全身，我无法摆脱。这
就是中国历史文化长久以来的魅力和对我的长期影响。是的，
我看见了王，敦煌石窑的罪人，在西方天空阴沉的夕阳下。
在罗池寺，我见到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我看到了又
傻又聪明，又笨又聪明的李冰。我在天柱山看到了苏东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文化之旅？慢慢的，我明白了:苦旅是
在承受着历史的沉重，历史的流逝，古人的遥远，文人的敏



感。

看完这本书，我不仅有了一点了解，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
了一点了解。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二

这场说走就走的苦旅，异常艰辛，却能让人感触那么深刻，
这文化之旅，还是苦啊!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如梦起
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这一点，我就
想到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一点点加深。当然，由于我
才识浅薄，在此，我就和各位谈谈这中国之旅。

中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出生地，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以
及文化，同时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多少前人的努力和付出，
又是有多少无情毁灭后像野草一样顽强。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富强民族。

而余秋雨先生这次中国之旅让我感触最深，首先提到了——
我的山河。作者在感慨，中国原先的封闭，自我埋头耕种，
自给自足，对于外面的世界，连看的兴趣都没有。用稳定、
保守、统一、集政的方式来维持下去。虽然中国的缺点很多，
可是最看不上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用十分资本的手段来侵犯
安静的中国。

作者像古代的诗人一样，行走在山河之间，那么作者笔下的
第二站——都江堰，让我有了新的体会。

万里长城，守护了千千万万子民，都江堰，工程虽小，只是
一个水利工程，但也能够成为一个长城的后辈。它保住了一
个天府之国——四川。

这都江堰是尤为震撼，文中有写道“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
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



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
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有根据筑坝者指令来一番调
整”。而这归功于遥远的李冰。

看似是在治水，事实上，确实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
了水。仅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只
要李冰的精魂不散，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道
便如此。

莫高窟大家谁不明白，敦煌莫高窟，中国的又一大财宝，佛
教从印度带来和希腊的礼貌包罗在里面，那里所蕴含的，是
两个大礼貌的精彩，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就连历史上，最残
忍的暴君，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可是这又能发生什
么故事呢?我们去看看。

时间说起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王道士在一处洞窟的墙壁是
空的，也许还会有洞穴，和一个姓杨的人挖开一看，果然是
惊喜，一个满满的藏经洞!可惜我们的王道士，不明白他打开
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的学问，无数位为此耗尽
终生的才华横溢的学者，只可惜，他不明白。

这莫高窟的文化，像甲骨文一样重要，可惜，因为那次，就
再也无法解读了。

匈牙利的一位学者名叫斯坦因，以及一位卖国贼蒋孝琬，和
王圆篆谈判，从一开始几部经书到最终九千多个经卷、五百
多幅绘画打包整整花了七天，用了二十九个大箱子，三匹马
才能拉动。果然，最终王圆箓还是没有抗拒那一点马蹄银的
诱惑。唉，就如诗人李晓桦的诗歌一般“我好恨，恨我没有
早生一个世纪!”对于斯坦因这样的学者，我何尝不硬一些
呢?今日，那位名叫斯坦因的学者不再引人关注永远阒寂无人，
反倒是王圆箓的那个道士塔，却天天游人如潮，可是谁也没
有投来尊重的目光。



转眼间又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群美国学者宣称，因
为白俄罗斯士兵的破坏，要“拯救”莫高窟，拯救?哪是拯
救?用化学溶剂把墙上的壁画粘到纱布上带回美国，欲望的强
烈促使他们又一次来，居然这次还要在莫高窟大动手脚。那
里，我们不得不感激一位叫做陈万里的翻译，虽然是美国雇
来的翻译，却心中有国，在来的第二天，骗那些人身体不适，
其实就是告诉那些村民美国人要破坏。至此，我们要对这位
名不见经传的人表示致敬，“敦煌者，吾国学术之悲痛史也。
”

莫高窟，是如此的神圣，就连最有权威的皇帝，在它的面前，
乖的像个孩子，莫高窟，就如活的历史一样，一批一批的工
艺家，在那里雕刻出只属于自我朝代的风彩，看着看着，一
批批历史就如仙女一般飞到面前。它记录着我们历代祖先的
信仰和悲欢，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三

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有独特的民族风
情和肥沃的土地，它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细细体会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事并不见得全是如何的慷慨
凛然，它们很真实，很贴近生活。例如《道士塔》中那愚昧
无知的王道士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
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珍贵典籍。作者最终写道：一个古
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是啊，看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也在滴
血。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仅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
人生哲理。”把心灵放达于山水世界，放达于文化天堂，去
观察自然与人交际境界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礼貌历史中，遨游畅想，这正是《文化苦旅》不
一样于其他散文之处。在山水中解读历史，在历史中发掘文



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我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
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仔细读过读《文化苦旅》后，获得的
最强烈的感受。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13

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
的。——《文化苦旅》

从风卷黄沙，大漠孤烟的黄河之源，余秋雨为我们讲述了
《道士塔》塔下的秘密与哀怨，为我们构架了《莫高窟》断
壁残垣，带我们欣赏了《阳关雪》。再到水秀江南，温婉柔
美的烟雨之乡，余秋雨带我们游览了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的
《白发苏州》、清新婉约的《江南小镇》……，以南国特有
的柔肠百转为背景，把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

从《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
人格和文化良知，表现人与文化相知相伴的历程，再到《上
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
《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于细微之处，用通
俗之法，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作者用笔丈量中国的
文化大地，用脚走在深邃苍凉的历史路上。

读《文化苦旅》，恰似翻开了中国的地图，地图上标注的，
不止是山川、河流，更承载着厚重渊博的文化之情。

走进书中，深觉这趟巡视华夏的“旅途”，不是高唱欢歌的
赞颂，所以它不甜，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那
是一种苦涩的味道，每一座城池，宫殿，庙宇……，在它们
背后有着刺痛人心的故事，那是身的“苦旅”，更是心的。

它逼迫着我们正视，正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逼使我们不
得不在历史的牵引下，走向前去，终于我们看到了荒漠。黄
沙卷不平那道道沟壑，曾经，那有着艳光四色，盛开在石壁



上的古画，静静地看守敦煌千年的变迁。当“土匪”的第一
刀划下，它便连同由它守护的卷卷佛经，死在了遥远大洋彼
岸，他人的玻璃罩中。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那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
惹哭满天云的江南；那是一阵杜鹃啼可以急红一城杜鹃花的
江南；那是一阵风起可以哄开一个季节的柳絮的江南。江南
是水做的，它的水，如轻纱薄雾，随风起舞，变幻无穷；它
的人也一如水一般，温婉细腻，秀美轻灵，那波光水影之中，
充溢着无边的风月。它的水也时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之势，这坚韧与顽强的性情，涵养了江南风物
和江南人的英豪之气，正是“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余秋雨从西北领我们走到了江南，他教我们常伫立前人伫立
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

合上书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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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池傩事令人反思。余秋雨的散文，追索文化生成的奥秘，感
受文化历史的兴衰，有对文化缔造者的由衷的礼赞，又有对
文化人命运的深切关注。

我们不由自主向外望去，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
种文化，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正呼唤我们去倾听，去感
知。让我们读过书后，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
辽阔的土地，沉重而苦苦的步伐，缓慢的行走在上面，只有
理解，认识了过去，才能谈及未来。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四

一次听说《文化苦旅》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看到其中有
两个字与我的名相近，一直认为是莫大的缘分，所以对它还



有些印象，但也只记得这曾经是语文老师强力推荐过的一本
读物，她的初衷是希望我们在课余时间能够多读些书，了解
一些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遗憾的是当时的我性情极为浮
躁，实在很难静下心，觉得即使看了也是一种浪费，之后不
久就把那本书抛在了脑后，不再理会。

时间一晃而过，如今的我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槛。想着买些
书打发在大学里的闲暇时光，一进书店，此书便映入眼帘，
只是书架上摆放的都已加上“新版”二字，旧迹难寻，而又
想着应该是融入了更多的精华，于是立即买下，并且趁着寒
假认真看完。

在谈我对这本书的感悟之前，我想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
余秋雨先生，他是我非常钦佩的作家之一。当然，我并没有
像时下流行的“追星”一样了解过这位作者的血型、星座、
爱好等的细枝末节，只是通过看书中对作者的简单介绍和个
人对书中文字的联想去了解作者本人，或许这样也还很肤浅，
因此我仅从我个人方面表达对他的崇敬。我钦佩他，不因为
他拥有渊博的学识;不因为他拥有响亮的名声;不因为他拥有
显赫的地位，只因为他有放下这一切的决心;只因为他有坚持
不懈的毅力;只因为他有容纳是非的胸怀;只因为他就是他，
而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别人！

《文化苦旅》这本书主要由“中国之旅”、“世界之旅”、和
“人生之旅”三部分组成。在“中国之旅”中作者踏遍了中
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串联
起来，带给我们一场异彩缤纷的文化盛宴。“世界之旅”更
是作者冒着生命威胁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
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
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址后汇编而成，其中
对当代世界文明作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而最后的“人生
之旅”尤其发人深思。作者通过谢晋、巴金、黄佐临、陈逸
飞等文化代表以及自己的生平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何谓“苦
旅”。语言感染，使人深切体味到那些文学巨人们所要面对



的心酸而荡然的人生。只是我依旧不知结束本书的那简短一句
“且拜且祭，且忆且思，且喜且泣”是作者对过去人生的一
次总结，还是对未来人生的一种猜想，又或者是其他。

如果要说看完这本书后的第一感觉，我想借用一下黄佐临的
四字名言：可喜，可惜！可喜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极好，写了
一本好书。可惜的是拿着这本书的我却称不上是个好读者。
举个事实说明：记得两年前曾看过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山
居笔记》其中同样也有对山西商人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破败的
描写，只是当时我还暗自笑话，觉得它就是在交通不便的时
代自发形成的作用于通商贸易的队伍，何必费如此笔墨，竟
完全没有深想！如今再看，着实汗颜。周国平先生在《思想
的星空》中浅谈过一个真正的读者应该具备的特征。他说了
三点：第一，养成了读书的癖好;第二，形成了自己的读书趣
味;第三，有较高的读书品味，自知以上三点未能有一点达到，
因而就只能粗略的说一些书中让我感想较多之处了。

谈及“人生之旅”我才真正知道“苦”之由来。“苦”并非
指旅行之苦，而是苦在创造，苦在人生。作者在本书中所谈
及的文化代表有些是历经家庭的苦痛，有些则是历经社会的
苦痛，而作者本人，两者都有。可能我被此书如此打动的原
因就在这吧，有经历才会有情感，有情感才会有感动。或许
此刻会有人不解：文化与人生会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为何
作者会选择在最后从文化过渡到人生来结束本书？我想现在
我已经明白了，就姑且自己先做个答案，或许也可以成为其
他人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提示。文化在发达之后，根子上仍
然是生命的痕迹，我在上文中也有所提起。无论是中国的还
是世界的，那么多古迹都是无数高贵的生命在支撑，而只有将
“人生之旅”写入其中才能道出“文化苦旅”的本质吧！只
是一个人究竟要承担多少的人生之重才能扛起文化这份责任？
谢晋的哽咽，巴金的忧郁，黄佐临的沉默，那些千千万万中
国人的气息，那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呐喊与彷徨，究竟在他
们的身后有着怎样的无奈？究竟在他们的身后又暗藏着怎样
的光辉？我不敢也不愿再说下去，未曾经历又怎能评价！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似乎对自己没有什么期许，只希望自己在
这嬉闹的时代，不说了解，至少明白这人生之“苦”吧！

看完这本书之后回顾作者所写的全书内容，又对作者多了一
份赞叹。虽然作者是以文化为主线，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
文化与生态紧密的结合。尤其喜欢作者所写的杭州宣言——
关于自然，关于生态，关于美丽，关于人间。我不知道现在
中国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了多少中国人的关注，是否要等到
城市已被垃圾淹没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繁华;水中已是重度污染，
再不见往日之清澈，再不见鱼儿的嬉戏;天空好似乌云遮蔽，
再难有书中的蓝天白云;雾霾已经席卷全国，白天也看不见周
围的人群，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应该关心些什么。如果一定是
这样，那么文化末日也将来临。不在乎有多少人在振臂呼喊，
只在乎有多少人在默默行动。我内心的想法就有如作者的感
慨：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
需要我们谢恩！正中进步成长。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五

初读《文化苦旅》感觉没有什么兴趣，我本就是不喜欢散文
的，在作业之下，不得不粗略地将它看完。

近几星期，语文老师给班中每一个同学又发了一本从校图书
馆借来的《文化苦旅》，作为阅读课上翻阅之用，这才仔细
地阅读。

没想到，初读了几页，就被吸引在其中，它和我之前读过的
散文书完全不同，它逻辑严密，有思想，有内容，不空洞，
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朴实的文字。每一个章节并不只是一
篇散文，而是一篇篇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带你重游作者小时
的家乡，带你重返清未的莫高窟，带你重回富裕的宋朝，带
你重回文革那个艰苦的岁月。

我孤陋寡闻，在读此书之前，并不知道余秋雨何许人也，借



着这本书也让我对他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

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而后，他又是一
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他在《文化苦旅》这本书中，以深刻的文字，展现给我们那
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唤醒中化民族的意识和民族
情感。

今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莫过于王圆箓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
他的那些丑陋行为让人恶心得发指，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小国
民的无知和愚味，但世人均骂王圆箓，却少有人注意到另一
个人——翻译蒋孝琬，他才是一切事情成功的原因，没有他，
王圆箓与斯坦因就无法交流，从而斯坦因也无法取走那么多
珍贵的经卷。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经为，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四
块就解决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说这是一场中英外交谈
判的胜利，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形为已经无语，
我真想知道，连父母之国都不尊重爱护的一个人，名字中还
有一个孝字。引用余秋雨先生的原文“我对他的行为十分厌
恶，因为他应该知道，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
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
点小惭愧，我只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的河岸扒
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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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文化苦旅》不仅是一部散文集，也是从作者身上到
历史之上的印射。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牌坊篇六

世间万物，代代更迭，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长河，是在映射那
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二字，宛如奔腾不息的流水。
而在这浩浩长河中，人类渺小得比不上一朵浪花，贯穿着整
个历史的也永远不会是脆弱的人类生命，而是山、河、树、
石，以它们坚韧的生命，默默地伫立在河水边，冷眼旁观着
时代变化。

很难想象，也许在未来不知多少个年头之后，我们如今生活
的城市是否还存在，是否也像如今我们眼中的“历史”一样，
只剩下几方石料、一口废井。

读《废井冷眼》，我似乎能感受到作者见到那一口废井时的
心情，仿佛有时间的细流从指间流走，又仿佛时间在废井的
冷眼中缓缓凝固。那时候眼前似乎燃起大火，灼烧着几百年
前的这口老井，烧沸了，又烧干了，最后只剩下一副把一切
都看倦了的千年冷眼。

历史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甚至像渤海国这样繁荣
的大都市也不过在历史中存在了几百年，还不如一个传承几
代的文明。一切活着的都将死去，在历史上，只有文化是永
恒的。有人为自己一时的起伏长吁短叹，可倘若更加达观地
来看，也许依旧没办法解决当下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在人生
的悲欢离合中保持一个淡然的心态。而当我们真的放下了、
看透了，无论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

这是冷眼教给我们的，也是历史教给我们的。

再回头看那颤巍巍伫立在土地上的废井，尽管破败却显得坚
韧。那副冷眼已经见惯了朝代更迭、家族盛衰，想必再不会
为什么所动了。历史是漠然的，但它使我们宠辱不惊，使我
们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想，这已是历史最大的慈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