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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一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
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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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敢
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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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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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
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
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
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
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
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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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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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引人注意深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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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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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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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
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
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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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
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
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
生命以过程”的呼唤。

在这儿，已超过了时空的限制，它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正如
在茫茫沙漠中旅行。它更是一次历史的漫游，一次文化的苦
旅，是对那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的默认。读它，让我受到了
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名著《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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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二

像读余的书一样，老师总是把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字，引
导读者去理解和思考问题。老师写的很有逻辑，很独特，很
深刻。每次看完都会被深深震撼。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迷人的景点和历史遗迹。但你千万不要以
为看了余的书就会觉得轻松愉快。在我读完整本书之前，我
已经被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沉重和悲哀淹没了。当我们欣赏到
历史留下的有形的“书”——古迹?谁会专心探索这个古迹背
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老师就是这么做的。他用
他的妙笔写下了“震撼”我们心灵的话语。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评论：余虞丘以他的历史和文化散文
而闻名。余以其丰富的文史知识和优美的文字，引领读者在
千年文化中泛舟。是的，他的书《文化苦旅》也深深的印在
了每一个读者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繁星璀璨，
《文化苦旅》是一条水系，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令人神
往、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说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散文大师，
也是第一位开创新散文风格的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



之所以要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是为了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余在
《文化苦旅》中向我们展示了遗址背后的辛酸与痛苦，唤醒
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我们记住我们历史的教训!

《文化苦旅》这本书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告
诉了我们更深刻的道理。

跟着作者到书上，因为历史文化我们要往前走，——前面莫
高窟有个山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依旧。壁画依旧寂静。
跟着作者静静的看着投射在悬崖上的光影变化，就像他们静
静的看着敦煌千年的变化一样。千年前的刀割，开启了千年
后莫高窟的辉煌。它遭受了灾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神秘
而又意味深长的山洞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不是因为它耀眼的
外表，而是因为它的人性。沉积很深。

“报纸上说我写得轻松潇洒，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这是一种
我自己都过不去的辛苦。当我写钢笔的时候，我感觉我在变
老。无论是春天的温暖，还是秋天的凉爽，都是巨大的喜悦
和巨大的悲痛。最后总要闭上眼睛，平复心跳，回归历史。
莫莫，理智而严厉。”这是余教授在《文化苦旅》的序言。

几千年前的灾难不能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永
远保持中国的文化精神!

我们真的应该去广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嚼嚼，体验一下，
释放我们澎湃的心。满眼。充满渴望。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三

文化是一艘永不停靠的航船，不惧风刮雨打呜咽着喊出一个
时代的悲鸣;文化是一条奔腾东去的大河，无视暗潮汹涌呼啸
地冲刷掉年积日累的污浊;文化是一个倔强苦旅的青年，历尽
千帆，蓬头垢面下掩藏的清澈双眼仍然笑得动人。



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将这一切或宏伟，或悲哀，或
欢欣，或渺小展示给了我们，让从来抽象的“文化”有了具
体的形象。特别是众多富有中国特色的“驿站”，令我禁不
住停下脚步，驻足观赏。

那神秘尼姑庵里美丽的尼姑和后来的年轻女老师，没有人知
道她们来自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姓甚名谁，只知道她们
总是前卫而智慧。这是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她们宁愿狠心远离
家人故乡，也不甘于被“贞节牌坊”这种故旧封建的思想束
缚一生。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女性的苦难。

那正值壮年，风华正茂的大文豪苏轼，怀着忠君爱国之心和
报效国家之意，却只因一篇寥寥数十字的文章，被小人借题
发挥，牵扯出巨大的风波，最终含冤入狱。小人们说，苏
轼——这位以爱国和政绩闻名的文豪，轻视国家，挑衅君王。
这恐怕是我听到过最荒唐的笑话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不
过是人的嫉妒心作祟，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苏轼当时
的风头太盛了，于是因嫉妒而架起的“舆论”这无数把枪，
便齐刷刷地瞄准了年少轻狂的他，最后在一件小事的引爆下，
炮声轰然。这又说明了古代中国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
化——“文字狱”。尽管这个名词是清代才开始具象化的，
但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文字而入狱判刑的事
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这种文化又在书中的另一篇文章
《宁古塔》中，表现得愈加深刻。古代的人民，从来没有言
论自由权。

好在这黑暗的一切最终没有根植于中国大地：美丽的尼姑们，
最终得以还俗，追求自己的幸福;年轻女老师们勇敢地打破了
成见和束缚，加入了中国女性争取权利的队伍中，自信又美
丽;苏轼从小人谗言和骄傲破灭中昂起头来，挺过千辛万苦，
用谦逊自强又乐观的心态从头再来，民间历练不会使他大文
豪的光芒有所削弱，反而令他的形象更加亲民，文章更有感
染力。



文化之美不在于欢乐和精彩，而在于它的真实与朴素，苦难
及悲伤。每一粒文化结晶的形成，都需要走一条漫长又充满
苦难的路，而每一段“苦旅”之后，总会苦尽甘来。

我不禁期待，接下来的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四

还记得新浪上这样评价过余秋雨：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
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
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
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
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
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 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
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
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
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
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
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
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
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
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
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
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
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
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
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
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



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
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
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
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
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
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
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拿道士塔的第二节来说吧，文章
是这样写的：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
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
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
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
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
《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
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
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
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
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
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
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
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
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
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

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
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
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
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
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
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



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
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
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
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
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
他们刷白。

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
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
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
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
地呼喊，只见王 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
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
“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文化苦旅》让我领悟到了“苦”字的意义所在，更让我学
会了惋惜，更学会了如何不让惋惜存在。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
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
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
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
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这，野趣也就是我想说的
了吧!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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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次次漂泊的旅程，都是增长智慧的
机会，也使心灵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涤。

我细细读着书，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从莫高



窟的中华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
沙原隐泉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作者走过的每一
处地方，似乎都蕴藏着那么多中华历史。有时候真想自己也
能懂得中华五千年历史，每当走到一个地方，都能想起此地
过去的故事和故人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偶尔，
作者也会停下来，写一写腊梅或是写写自己的藏书，或者在
每个清静的雨夜里想起，夜雨诗意。但是作者永远都没有忘
记，真正的山水不光只是自然山水，更有着文化气息，人文
山水。正如他自序中所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
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要摆脱也摆脱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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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西天
凄艳的晚霞下，我看见了王圆麓，那个敦煌石窑的罪人;在罗
池庙里，我看见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我看见了大愚又
大智，大拙又大巧的李冰;在天柱山我看见了华发苍然的苏东
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做文化苦旅?慢慢得，我明白：苦旅，
苦在历史的'重压，苦在历史的逝去，苦在古人的远离，更苦
在文人心里的敏感。

读了这本书，不仅让我略懂了作者，更让我读懂了中华民族
历史的一丝细脉。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六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
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拿道士塔的第二节来说吧，文章
是这样写的：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
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
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
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



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
《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
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
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
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
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
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
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
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
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
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

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
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
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
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
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
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
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
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
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
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
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
他们刷白。

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
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
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
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
地呼喊，只见王 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
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
“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文化苦旅》让我领悟到了“苦”字的意义所在，更让我学
会了惋惜，更学会了如何不让惋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