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雨散文读后感(通用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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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一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
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
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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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
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
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
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
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
悲痛的过去。

第一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
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
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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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
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
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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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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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
也是最重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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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
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
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
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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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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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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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在网上读余秋雨老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感受颇
多。读了很多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他那篇体现“诚信”的



《信客》，我们上次学生做作文也是写了反映“诚信”的话
题作文，所以想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谈一下。

《信客》写的是早年在乡间的事，那时候通信手段很落后，
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没有
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不能联系上出远门的亲人了。在很长的
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文章说的
是这里的一个老信客，曾有一次为客户送给女儿的红绸，而
他也要为一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了客户窄窄的一条红绸扎
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
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
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
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
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小
小的一件事毁了老信客一生的名誉，老信客申辩不清，满脸
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这就是不讲"诚
信"的结果，哪怕只有仅仅的一次;这就是我要说的，在这个
世界，你要想顶天立地的站在这个世界上，请记住一句
话——万事"诚"为先!

西方有句话：“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发现他被所有的人骗
了。”信誉，是对权益的维护和尊重。承诺，就自己来说是
一种责任，就对方来说是一种希望。失信和失诺，不管对象
是谁，都是一种失责。然而，正是这种诚信，才显示出一个
人思想品德的高下。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
何难追?因为言出诺随，方显君子本色。“言必行，行必果”，
特别是存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承诺更是事业生存发展的
基石。只有一诺千金，才可赢得至高无上的信誉。

郑周永说过，信用是财产，有信用就有一切。麦可格雷尔也
说过，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请看美国的凯特皮勒公
司是怎么做的，这个公司是生产推土机和铲土机的世界性跨
国公司，它的广告中说：“凡是买了我们产品的人，不管在
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需要更换配件，我们保证48小时内送到



你们手中。如果送不到，我们的产品就白送给你们。”他们
说一不二。有时候为了把一个价值50美元的零件送到边远山
区，不惜用一架直升飞机，费用高达20xx美元。有时无法按
时在48小时内把零件送到用户手中，就真的按广告所说，把
产品白白送给用户。由于经营信誉高，这家公司历经几十年
风风雨雨仍然兴旺。这就是讲究信誉给凯特皮勒公司带来的
效益。正是有了信誉，才有了凯特皮勒公司的发展，才有了
凯特皮勒公司兴旺。这就是说，承诺就是信誉，承诺的实现
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有一家国内的银行的员工们也
很好的做到了讲诚信，维护了“青年文明号”的荣誉称号，
做到了名不虚传。当记者拿出1100元钱，却故意在存款凭条
上填写了1000元，递进2号窗口，服务员热情的接待了他们，
并将多出的100元退了回来。这是发生在国家级“青年文明
号”工商银行吉林市湘潭储蓄所的一件事。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普普通通的银行普普通通的职工，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坚
持，才换来了他们这样的光荣称号。这种品德值得我们每一
个人学习，这告诉我们：信誉要靠实际行动积累。

但也有一些单位口号喊得震天响，在真有事发生后却一再推
诿，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消费者到一家门面堂皇，
公开向消费者承诺“包修3年”的电器商店，花820元买了一
台全自动洗衣机，使用仅10天，就发现定时器失灵了。当该
消费者带着发票把洗衣机运回商店要求换一台新的时，就惹
得营业员满脸的不高兴。她说，换新的不可能，只能给你修
理一下，今天没修理人员，你先运回去，明天派人来维修。
不得已，笔者只好运回去等人上门修。殊不知，修了坏，坏
了修，折腾了好几个回合仍无效果。真是让人有苦说不出。
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承诺，又怎么能让人信服?这件事告诉我
们：承诺不是只说不做。就像池田大佐说的：“信用是难得
易失的。费十年的功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的言行而
失掉。”这也是我们今后生活中要吸取的教训吧!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礼记》上的一句话：“不宝金玉，
而忠信以为宝。”这句话战国时期的尾生做到了。尾生曾与



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河水却开始上涨。于是他便
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固守着诚信被淹死;要么丢掉诚信保
全生命。尾生最终选择了诚信，抱柱而死，成就了千古美名。
读来虽觉惨重，但在追寻诚信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
正像《信客》里的那位老信客，一生的信誉毁在了那条窄窄
的丝绸带上，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
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而他只能躲
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
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世
人，牢牢的记住那句话吧：万事诚为先。

秋雨散文读后感篇六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是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
席——汪班对于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极高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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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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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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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