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 文化苦旅读后
感(模板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一

跟随余秋雨踏上游历中国文化古迹的旅途，感受历史名迹历
经千年的风风雨雨所沉淀出的历史文化底蕴。

具有”天 府 之国“美称的都江堰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
也是能够与长城并肩的文化遗产之一。文章在开头先描述了
长城，在大多数人心中，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象征，文化的精
髓。接着笔锋一转写到，长城是死的，只愣愣地站在那儿，
被风沙吹塌了。而都江堰不是，它骄傲地在风浪中矗立了两
千多年，坚固得如同中国的历史。与长城进行了一系列对比，
都江堰充满灵性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能够说，都江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
民族。确实如此，民族之所以延续，是因为有了标志的象征，
都江堰已很好地代表了一个强悍的民族。

民族应该感谢都江堰，更应该感谢给了它生命的建筑师李冰。
”为官一任。造就一方“是李冰建筑都江堰的本意。 我惊叹
于李冰在千年前建了如此利国利民，惠及子孙后代的工程。
都江堰的背后不是死物，它的背后是如李冰一般为民，为后
世苍生，为自然和谐献出自己一份绵力的伟大祖先。有了他
们，才有 天 府 之国 给中华儿女提供的庇护和濡养。民族
的延续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高尚的起点才变得更强大。李冰留
给人们的思考就如都江堰留给我们的深思那样丰富而美丽。



都江堰不只是一座水利工程，不只是一位了不起的工程师，
更应该是一个民族所在的精华与衰败的缘由。面对文化的精
髓，我们所能做的是保护它，让悲剧不再重演，将民族的华
丽再次呈现。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二

木窗、石板路、乌篷船和纵横交错的水道的一座座石桥，组
成一座平和安静的江南小镇。

行走在中华民族多彩的文化形式中，关于“江南”这个话题
的有很多，唐诗宋词赞美它，古代仁人志士政治上失意时归
隐选它，现代影视拍个古装片的拍摄是它，它似乎成为人们
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一块远离喧嚣的城市，洗涤浮躁心灵
的“世外桃源”。

当你乘船游览在小镇时，你会看到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一
排排粉墙黛瓦的矮屋，你会看到的不是一辆辆疾驰的汽车，
而是一条条冒着炊烟的乌篷船，你会看到的不是喧闹的城市，
而是渔民划着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的淡泊安定。这
是一种脱离了急促和浮躁的美，在漾着碧波的水面和清朗的
江南小曲中，这种美显得格外生机盎然。

正如书中所说，江南小镇没有河边吊脚小楼的浑朴奇险，没
有前险滩，后荒漠的气势磅礴，没有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
只是他们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平稳、内敛，不张
扬，那悠悠的景色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

“浅诸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我愿悠悠江南永葆那一
份清静舒适，传承中华民族的安然祥和。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三

面对眼前的《文化苦旅》，我内心无法平静，历史的罪人，



文化的悲哀，人类精神的凸显，无不让我想再细细回味一番。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如何的命运，随着作者的
脚步和他一起走过了一段文化苦旅。

当我踏上一片沙漠，寻求敦煌的辉煌时，一个道士出现了。
没错，他就是那个中国文化的罪人。可是，面对着他，我又
无法说什么，难道把所有罪都推到他身上吗？这显然是不对
的，一箱箱属于中国的文化结晶，竟被外国人用少量的钞票
给换走了。那些为官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中国文化。
看着外国人风餐露宿的身影，又看着官人们醉生梦死的样子，
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算了，暂且搁下沉重的担子，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了都江堰。
战国时期，一个名叫李冰的人造了这个惠及后代的浩大工程，
于是他也被后人给赞颂。一眼望去，那水强烈的生命力给予
了我一种震撼，就如作者所说，看水，别忘了都江堰。随着
水流的脚步，三峡出现在了眼前。作者这次找到的文人便是
李白了，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便是起点，带
我走进了三峡，领略到了神女峰的神奇，以及一个惊人的王
昭君。

如作者所述，文化需要在苦旅中才能有收获，但是曾经文人
墨客向往的庐山，如今已是商铺连连，连上山都有汽车，再
也没有一种苦意。于是，作者心中有了新的体会：当文化被
鼓吹得过于响亮就会引来世俗的拥挤，那时，庐山便不再是
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因为失去了苦。这样更
可以说服人们这个道理，那就是‘文人注定要和苦旅连在一
起’。

中国人说的是中国话，每个中国人都有华语情结，语言是我
们中国人的精髓。然而，人言有着虚假性，人不能被其所封
闭，就像现在我们正接受着外来的文化，别国的语言也要吸
收，不是仅仅拥有白话文就够了，更不是被文言文所控。



在文化的旅程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作者的目的，
但又要如何去完成这段苦旅呢？那就要有超脱的心态，以不
同的眼光去感受，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也许路途遥远，也也
许要风餐露宿。不过，在苦尽甘来之时一定会有别样的收获。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四

自从阅读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才发现我们祖国的每
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都是“文化山水”,那些高山河流留下
无数文人雅士的印迹，终于形成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并用她
无上的魅力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这本书我读得很苦，我从故乡僻静的学堂走到山顶的庙堂，
从绵延千年的都江堰到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大概是从道士塔
开始，我便深深尝到文化黄沙的苦了。

《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列车中的第一个站点，主要讲清
末时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大量经卷，但他却不懂艺
术，硬是糊里糊涂地破坏了一些宝贵的文物。更可恶的是，
有一群外国探险者入侵此地，他们威逼利诱王道士，硬是低
价买走——不，是掠夺——大量宝贵的经卷和壁画。这一系
列可恨的行为让莫高窟这座艺术宝库毁于一旦！当你看到了
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心痛，心在不断的滴血，因为身为炎黄
子孙的你，看到因为王道士和官员的愚昧无知而使得祖先为
我们留下的一件件遗物就此陷于他手。

接着就看到《黄州突围》，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
这样让中国人景仰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无上
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
不愿意去找他麻烦吧？可事实偏不如人意，东坡学士的“乌
台冤案”，让我们看到官场的复杂，看到难测的人心，有时
你为之骄傲的会成为给你致命一击的拳头。在黄州，东坡学
会低调隐忍，变得成熟豁达，这样的过程很苦，但幸运的是
苦难之后，我们看到他昂首前行的背影。



《文化苦旅》带着我漫游中国历史舞台，文中一个个伟大而
鲜明的人物缓缓出现在我眼前，他们身上体现出中国文化的
良知和文人高尚的人格，尽管有些终究没逃过历史悲剧。在
叹息中，这本书让我读懂了什么是“中国文化”。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五

语文老师用了一整节语文课的时间给我们朗读了《道士塔》，
全篇弥漫着浓浓的愤怒、彷徨，夕阳之下无家可归的中国文
化，就都被压进了那一捆捆的敦煌文物。

我不禁感动不已，然后买了一本《文化苦旅》，煞有介事地
翻来翻去。但一个初一的小朋友又怎么能理解那遥不可及的
文化呢，即使是现在的我也只是凭着一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小心地去寻找若有若无的踪迹。

由于先前已经多次阅读了《文化苦旅》，读后难免少了些新
鲜感。我会尽力表述自己的体会。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读这篇《道士塔》了。每次的感觉却都是
相同的，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恨愚昧无知、愚蠢透
顶的王道士；恨数不清的污吏，把珍贵的文物随意糟蹋；恨
斯坦丁、伯希和、吉川小一郎……他们尽情地、冠冕堂皇地
把书卷、画像、雕塑掠走；我甚至恨石窟的建造者，你们为
什么不把密室得再隐蔽些、再牢固些，让文物过一百年再重
见天日，让我国的研究者们好好地钻研。

但无论如何，那满满实实的一洞古物，已绝不再全属中国了。
属于中国的，只有高价买回的微缩胶卷。

《道士塔》在写作手法上也极为优秀，讽刺、反语恰到好处，
抒发感情时喷薄有力。一声憨厚的笑、一具无知的身躯、一
方惨白的石屋、一缕尖锐的炊烟、一支载着一个文明古国文
化的车队、一抹凄艳的晚霞、一片颤抖的清单，还有一群为



了敦煌文献倾入一生心血的专家。

我们应该反思。

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六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你我都孑然趋行于人生这段亘古的旅程，在坎坷中涅槃，于
荆棘中重生，轻重缓急，酸甜苦辣，在与孤独言和的`过程中，
所遇见的悲欢，始终无可提防。个体局限性的约束下，你我
用尽了全力，只为平庸地度过一生。

虽然如此，人生的最高境界，却莫过于“活出自我”。《月
亮与六便士》如是提到，“我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幸福，可我
更渴望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信仰，在人世的逼仄狭隘下，
而依旧跅弢不羁；在社会的框条科律中，而依旧狷狂乖张。

余光中先生便是最好的例证。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先生曾
以一怀乡愁穿越故国两万里，用一枚小小的船票，构建海峡
两岸久违的团聚；他曾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也曾梦回东海，
听听那冷雨；在月色与雪色之间，他曾体味天地第三种绝色，
生命末了，他要葬在黄河之滨，终于能够皈依这片热土。千
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我，终究是要回到这片土地。驻足回首，无穷岁月，不过是
洗净了我满身尘埃，还我一个干净轻盈的灵魂。

那积淀下来的，都是无数的人赠予我的慷慨。那筛选出局的，
都是每个时代的慎之又慎。

我庆幸啊，中国，我于这片神圣的土地孕育而出。时间果腹，
也曾见识过无数荒诞可笑，也曾被滚烫的点点泪水灼烧，也
曾被声声质疑包围，也曾被生硬改变过，但是无数无数的过



往，终成了成长的步步台阶。

离家的我，是唐朝的出走文化，归来的我，是闪耀的中国文
化。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我是文化，
中国文化！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信仰。以梦为马，去亲
吻柔和的岁月，去体察温润时间，去慢慢接近，天地间最本
真的美好。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

时光中千万尘埃，都会伴随着风远去，留下的，只有自己孤
独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