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大
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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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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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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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却莫名地涌出一种苦涩的感觉。
《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不知其义，读者常认为无非
是指旅行的劳苦，深思便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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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非是文人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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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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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着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漫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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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
让读者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文化苦旅》
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篇三

这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静静体味的书。从风景秀丽的江南到
大漠孤烟的西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充满民族风情的西南
边陲，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在悠久灿烂的中
华文化里的苦苦求索，莫高窟的色彩、线条令他着迷：北魏
色彩的浑厚沉着，隋朝的畅快柔美，唐代的喷射和舒展，五
代的精细、温煦，...，这是一条色彩的河流，也是文化的河
流，一直汹涌地向我们奔泻而来。

虽然来不及仔细去揣摩，但我感触很深，尤其是《风雨天一
阁》。至今都使我记忆犹新。

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中国古老文化)的命运。范
钦，一个拥有强大毅力和强烈爱国精神的藏书家。曾因冲撞
过皇亲国戚而遭到仗打重刑，还入过狱。但他毫不畏惧，始
终坚持自己的信仰。最后谁都奈何不了他，因而才留下了这
座书楼。

时间的流逝让80岁高龄的范钦老去，连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
坚守着。自己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份是他监守一生的藏书
楼，另外一份是一张万两银票。他让他的两个孩子去选择自
己想要的。我想如果事情放到现在，有谁会愿意继承藏书楼，
不能卖不但没好处还要惹得一身的麻烦。而有伟父必有伟子。
他的大儿子范天冲毅然选择子承父业。中国的古老文化就是
因为像范氏父子这样真正的读书人而留存至今!

《文化苦旅》使我对读书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读书人读书
不能只为自己，要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这样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我们所学的文化大都是古人用自己
心血换来的。文化的保留是艰难的，因此我们更要好好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文化，珍惜光阴，真正领悟中华民族的优异文
化，发扬古人身上的良知和毅力，坚决不做学后忘本的人，
更不能半途因挫而放弃学业。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一边回味心
酸历史一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
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
懂史并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也同时认为曾任上海戏
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
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作为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
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
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
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
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
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
新的范例。

合体。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
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
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文
化苦旅读书笔记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
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
封点。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
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目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
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
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
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
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人们再想保存下
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
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轮盘上的空白。有些
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
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走出来。因此，正视
“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重要的心得，
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研究与警世的主题。因为，只
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
出自己的车辙印。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近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篇四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
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
丝毫差异的鸟语风声。

心说，当站在堆积的中华文化前，山岳的高度，不免觉得过
于厚重，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都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
苍的大地上，或化作奔泻的河流流淌着。大地默默无言，江
水生生不息，却终是将文化内涵封存久远。于是，走惯了远
路的三毛唱到：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他，
他便悄悄的出发了，用一杆驮着沉重的心的笔，带我们在大
半个中国的美丽中跳跃。

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文弱多情的余秋雨，在断垣残
墙或莽莽苍苍的人文山水前，一会儿静静沉思，一会儿喃喃
自语，欲步却又停留他惊叹、震憾，他婉惜、叹息。如同古
人之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般在游历中洗去了少年英气，
懂得了沉稳厚重的中庸之道。然而没落的唱着古老歌谣的孤
座黄昏的美丽定然会使他心旌神摇、羡慕不已。于是他便欣
然往甘肃敦煌出发了，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都江堰，
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冢。

苦的不是历史遗留下的璀璨文化，苦的是研究文化的文人。
《道士塔》与《莫高窟》中，余秋雨不时的叹息，读敦煌，
不是死了几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几千的跳动的生命。然而
在这朝圣者众多的圣地，却偏偏出了个王道士。从此，它蒙
了辱，中华民族蒙了辱，但细细一想，送与没有赤肠的官僚
当做奢华的玩物，倒不如卖给外国学者。虽说洋唐僧骨子里
是赤裸裸的文化剥削，但不也是它们才使莫高窟文化大放异



彩吗？余秋雨狠心的说过：比之被官员大量糟践，宁肯存放
在伦敦博物馆中！然而还是不能舒心的。中国文化何其多，
却偏偏忽视了这座文化宝库，这让人如何悲哀！直到《柳侯
祠》前往到《寂寞天柱山》，才敢安心的抚摸那水灵水秀的
风光，就在这里和历史拥抱，与柳宗元，与谢灵运，与杜甫，
与范仲淹，与李白紧紧地，生怕这一处处风光如同海市蜃楼
般从眼前湮灭。

他是沿着长江往下走的，起点是都江堰。因为他认为，中国
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它的规模
从表面上看不及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
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的占据
了邈远的时间，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清流。当然，我
们已经跟随他拜见了那遥远的看不见面影的李冰。

接着他路过了苏州，抵达了灵动江南。确是洗掉了黄沙漫漫
带来的历史伤痕，以柔丽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
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当然不会少了半梦中
的西湖，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
化人格的集合体。所以不会少了白堤与苏堤的风采，不过还
有苏小小的风采，她一直用美熨帖着生命。

再顺流下一路就到了上海，那气息就愈发现代化了。不过却
免不了显示出了人性的不足，一再的对上海人赞扬，又不停
的对其恶劣的心里品性进行批驳，然而上海人却是不以为然
的，习惯般的自我安慰将劣根更加暴露无遗了。当然，这不
是对他们的审判，而是文化根底的论析。

水路完了，在大海面前，余秋雨安心的写出了充满文化感慨
的回忆。再者，就是准备往下一站远方而扬帆了。但是，那
漂泊的旅途中对于文化的苦涩回味却刚刚开始。

璀璨的文化，苦涩的旅行。然而剖析开却是浅浅叹息后的美
丽，还好，一切都还存留。



当然，越往远走，越是生动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好词好句篇五

第一次拜读余秋雨的作品，便被深深吸引。《文化苦旅》是
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
物以寻求文化灵魂，探索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
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

中华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而这其中的波折也跟其历史的长
度成正比。几经波折，不断改变，改进，创新，变革。文化
的旅程是苦是涩的，而文人们要在这文化的苦旅中前行更是
非常的艰难。他们中，有不少人沉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从
此销声匿迹。但也有一些人，凭借着自身的坚忍与顽强成功
了，每名佳作都流传千年。正如书中柳侯祠的主人柳宗元。

沿着历史的长河漫步，易安居士在孤独中化悲痛为力量，与
低徊婉转中吟唱出了〝绿肥红瘦〞的绝妙辞章；东坡居士乐
观旷达，屡遭贬谪，以乐观幽默化解人生的痛苦，于旷远中
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远离了春花秋月的李
煜在东风又起的小楼上吟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歌，万
千愁怨在坚强的默然承受中成就了词帝的盛名。

他们，有着我们不曾深切体味的孤独和痛苦，然而沉默里的
那份坚忍和承受让他们积蓄了生命的力量。最终，生命如烟
花般催然绽放！塞外飞沙，冷风拂面，苏武北海牧羊，饮雪
吞毡，在冰天雪地中苦忍_载，一颗赤胆忠心如烈火般未曾冷
却。远离故国山河，却不移心中那份守望的.精神，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他用一个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脊梁担当起人间大义，
铸就了千古忠魂。是信念，让他坚守；是责任，让他担当。
苏武仿若空谷幽兰，志洁行芳，一股幽香永驻人间。

每当我们羡慕别人的非凡成就时，是否清楚，在这胜利的背



后，有着我们看不到的无法想像的艰辛。成功，不是一日就
可完成的，它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付出，泪水，汗水，
甚至是我们鲜红的血液，都是取得辉煌胜利的滋养剂。其实，
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坚持。忍耐中的执着才是决定胜利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