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何谓文化读后感(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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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一

近期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何谓文化》一书，收获颇多；本
书透过学理、生命、大地以及古典的视角对文化一一作了回
答，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鲜活生命的动情，既有珍贵遗迹
的见证，又有古人情怀的述说，可谓最诚恳最隆重。虽然文
化这个课题极大，但也可以依着作者的思路来谈谈自己的见
解。

说起文化，首先应该是给文化下一个定义，借余先生的话：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
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句话说得非常简洁却又不
容易理解，举个例子，我们每逢过春节，漂泊在外的人们总
要赶在除夕之夜回去团聚，不远千山万水，总要贴对联，放
鞭炮，走亲访友，给晚辈准备红包，这种除夕夜的团圆，应
该算是我们的精神价值取向，一系列的行为算是生活方式，
这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时间的“积累”，并且可以有责任
通过“引导”而渐渐沉淀成一种“集体人格”，在鲁迅的笔
下称作“国民性”，而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
的集体人格。

这点在我看来，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的精神价值，认同并且
一直践行着，这才让我们没有文化差异和突兀，交流起来才
能有家一般的感受和体味，譬如某个企业文化，员工认同共
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相似行为方式。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二

――15地信贾永顺

《何谓文化》一书为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
先生的新著，余秋雨是当代文学大家，他曾全面考察中华文
明，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
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96座城市。

文化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中都是每个人会提及或触碰到甚至
要研究的，因而文化与我们密切相关。但就是这样一位亲密
无间的朋友，我们却很难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即何谓文化。
无论我们通过何种途径和手段得到最终的答案，大多是模棱
两可，似云非云。因此在这样一个对文化极为注重继续发展
的时代，余秋雨先生对文化做出了详尽解释。其回答分四部
分，其一为：学理的回答；其二为：生命的回答；其三为：
大地的回答；其四为：古典的回答。

学理的回答中，余老引借其在海外各地权威场合下关于文化
的演讲，并通过其探索考证给出极为精短的定义：文化，是
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
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以“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说
明“文化差异”之所在，“时间积累”积淀成“集体人格”。
定义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深刻而简明。文化的最终目标是人
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并谈到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弊病，由古及
今，由进步到隐忧，深刻指明了中国文化内部矛盾和文化建
设机制。对于当今时局，余老从世界文化范围内向世界阐释了
“中国威胁论”的荒谬性和“文化冲突”的局限性。同时在
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折射文化的生活气息，并列举了一枚书单
劝勉每个人认识和学习中国文化，提升自身修养。在本章最
后与实际生活联系，向市长建言，将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向
联系，体现人文关怀。

在生命的回答一章中，余老通过对谢家门孔的讲述将文化形



象化，文革中萧伯纳中国学生黄佐临完成的剧作奇迹，五四
运动以来巴金用百年生命完成的完美回答，或是周恩来张培
恒对文化工作者的维护，每个文化巨人都在命途多舛的时代
用生命诠释和维护文化的尊严，用生命向心中神圣的文化致
敬，所谓生命的回答，同时也鞭策着当今每一位文化工作者
的一言一行。

大地的回答讲述了余老为各历史重地撰写碑文，让历史长存，
让文化永恒于山水之间。在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感受中国文
化独有的魅力。

古典的回答，对诗经古籍进行翻译和解读，充分展现了古文
化的魅力和博大精深，也时刻警醒着我们在追寻文化时不忘
对其根源的回顾与探索。

而今心明文化之内涵，阔步在前行之路上。

文：贾永顺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三

文化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余秋雨先
生统计，从英国学者泰勒开始，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二百多
个。在他看来，这些定义令人眼花缭乱又言不及义，即使硬
着头皮全部看完，对文化还是茫无头绪。

有鉴于此，余秋雨在《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的
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
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他认为这个
定义是全世界最简短的，言外之意大约也是最明了的，似乎
颇有得意之感。不过在我看来，它既不够简短，也很不明了。

典型的精英语言，什么生态共同体啊，集体人格啊，从概念



到概念，使我等草根越看越糊涂。秋雨能定义，咱老百姓就
不能自己定义了?这或许与阿q心理不太相同。精英有精英的
语言，草根也应该有草根的语言。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就是人化，美化，文明化。啊啊，比
余秋雨还简短。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四

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顽强呢？这是因为，它是一种积极进取
的文化，强调自强不息；一种高扬道德的文化，赞美厚德载
物。一种和谐从容的文化，追求天人合一；一种兼容并包的
文化，故能海纳百川；一种乐生重生的文化，因而生生不息。

当然，这种文化也有自身的弱点，最突出的一点是片面强调
和为贵，斗争锋芒不足。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它是充满
风险的。，例如，我们的文化中心地带就曾遭受多次外族入
侵。幸亏历史上的入主中原者有博大的胸襟，又十分仰慕中
华文化，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其中，这才使得中国文化不仅没
有中断，而且由于吸收了新的血液而焕发生机。

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入侵者的涌入，使中国文化第一次面临
真正的危机，有人说是千古未有之变局。幸亏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他以扭转乾坤的伟力，挽救了中华民族，挽救了中国
文化，并把它推进到新的阶段。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五

余秋雨何谓文化读后感

五一放假三天，百无聊赖，就在家宅起看书，无意翻起了不
久前刚买的余秋雨先生的又一部探讨文化的新作――《何谓
文化》，便随性翻阅起来。对于余秋雨先生，我始终带着无



尚的敬仰，我钦佩他的人品、文笔、胆识和勇气，也经常接
触他的着作，他的《文化苦旅》、《行者无疆》、自传《借
我一生》等我都看过不止一次，所以不久前逛书店，看到这
本新书，没怎么犹豫就直接买走了，只想有时间闲下来的时
候翻看，以慰藉干渴的魂灵。

对于“文化”，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很迷惑的感觉。一
直认为，所谓“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淀很深的东西，包括
约定俗成的习惯、世界观、价值观、当然是能够凝聚其受众
的一种人文财富。而现实中耳闻目睹的那些所谓的文化：企
业文化、饭桌文化、酒文化，甚至是厕所文化等等，这些动
辄以文化自居的一些东西觉得很搞笑。但搞笑归搞笑，内心
里还是想对文化有一个较为确切的认识。拿到《何谓文化》
之后，略略翻一下目录和序言：这本书不过是他的一些演讲、
文章、碑文和一些翻译的合辑，跟他之前的一些书籍不太一
样。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学理的回答，主要是他的一些演讲；
生命的回答，主要是他对一些名人的追忆；大地的回答，主
要是他写的一些碑文；古典的回答，主要是他对一些古文的
翻译。由于阅读时间充裕，加上没有什么杂念和负担，所以
看得很仔细，获益匪浅。

在本书的四个部分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第一部分“学
理的回答”了。这一部分主要收录了作者的几篇讲稿，受众
分别是联合国的各位文化官员、大学生、教授以及市民。虽
然是演讲稿，但仔细看下来，发现都是作者对文化的叙述，
足见他对文化有深入而独特的领略。

我一直觉得，文化是民族存在于世上的标签，如果一个民族
的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也没有什么能让这个世界留恋的价
值了，正如波斯文明和埃及文明，如今的波斯人和埃及人，
在大家眼里应该都是阿拉伯人了吧。因此，我也认为民族要
维护其在世界的存在感，必须要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当然，



这种文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保持自己的文化的独特性的同
时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元素，并努力修正自己的文化中
的不足。正如我们的文化，在保持自己儒释道一体文化的独
特性的同时，也要摒弃传统的人治观念、愚民观念，吸收西
方文明的法治思想、人权思想，以达到“中体西用”。作者
在演讲中提到的“文明冲突论”，将所有冲突归结于各种文
化的冲突，他的反驳发人深思。在看本书之前，我也认为当
代世界的冲突本质上也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因为不同文明的
凝聚力和排他性，文明之间会有对各自意图的误判，导致了
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正如“中国威胁论”，西方和伊
斯兰世界的紧张。但看了作者的演讲之后，我又有了一种新
的认识，按他的定义，所谓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
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从这个观点出发，所谓文化也不是多高深的东西，它也存在
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礼仪的方式来规范每个文明圈的.
受众，大家不知不觉的被其引导。因此，所谓文化的冲突，
底层民众不是很容易觉察得到，他们只是会觉得对方的饮食
或习惯很奇怪而已，并不会上升到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并且，
对于一些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同文明圈的人也可以很和谐的
生活在一起，并不会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致而有所冲突。
而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如中日韩的冲突、以色
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阿拉伯世界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
突等，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将其归结为历史原因，其实仔细思
考，这其中也可能是存在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但也正是这
种冲突，也使得各个文明能够互相包容、接纳，最终融合成
一种新的文明。正如西汉末年入土中原的佛教，佛教刚入中
原的时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也遭过本土文化的极力排斥，
历史上几次大的佛道论战足以说明，甚至连当时的政府机构
也牵扯进去。()但儒释道互相纠缠了上千年，竟然慢慢都成
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以至于后来许多文人都是儒释道三修。
当然，这与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包容的文明密不可分。
当代世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都是建立在
宗教的基础上，排他性都比较强，所以双方的冲突会特别激
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双方会慢慢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互相接纳、改变。但是面对这两种文明的夹击，我们的文
化该怎么办？它有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包容它们？还是会慢
慢被它们消化？这是我们国家的学者现阶段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通过对比和学习其他文明，我们的文化中多少也存在
一些问题。所幸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也都被大家所渐渐
重视，我觉得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会慢慢解决。但在反
观当前我们社会的时候，作者提出的问题倒很有意思，就是
民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所谓复古主义，顾名思义，其实也是
有传统的，中国的文人向来都有厚古非今的传统，但当前确
实做得有些过了，所谓厚古，并非是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
无论是服饰、语言、礼仪、还是观点。这种风气确实会误导
广大青少年，毕竟社会是向前进的。相对这个而言，另外一
个更为严重的是民粹主义，所谓民粹主义，我是不了解的。
但看作者的说法，也略知一二了。作者说民粹比专制更可怕，
因为“专制可以让人向往民主，而民粹则让人误解民主”，
看看如今社会上的乱象，确实如此。因为一些人，原本饱含
赞扬色彩的“公知”如今都成为贬义词了，有时候连我也怀
疑民主有没有那么好。

总而言之，这本书给了我许多不同的视野。这本书所讲的内
容，深入浅出，又发人深省。可以说，这本书已经让我对文
化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