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 余秋雨
山居笔记读书心得笔记(汇总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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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篇一

文学大师余秋雨写的山居笔记，大家读了有什么心得呢?下面
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余秋雨山居笔记读书心得笔记，一
起来看看。

几个月后，买的书读完了，也没有找到新的阅读方向，就拿
来这本书，细细品读起来。这一读不要紧，我又深深现在余
秋雨的文字里，徜徉在文学与历史所交替兼容的世界里，随
着他的文字，游走在各地，游走在各朝各代，游走在各个名
人名士身边。

跟随余秋雨，我走进了清朝的历史，那破败王朝的背影，看
到历代流放者那凄凉落寞的生活，感慨人生无常，谁又能抵
挡的了那些事故变迁呢?苏东坡的突围，让我感慨哪个朝代对
于大师的埋没，想到历代大师都经历的摧残，想到我们国人
嫉妒品质的劣迹其实由来已久，其实根深蒂固，早已化为血
液里一丝我们不远承认的遗传。

《愧抱山西》则描述了一代晋商的发家成名史，让我对山西
有了一番新的认识，敬佩山西晋商的精名能干，敬佩他们的
审时度势，敬佩他们的种种。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一代
晋商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遍地的分号，无



不诉说着这个人群的智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一切都发
生变化之后，山西晋商似乎一夜蒸发。他们的颓然落幕，是
战争纷乱的影响，也是时代前进的必然。但是，他们留下的
在山西的总票号，却还在向世人昭示着这里昔日的繁华，即
便是见惯世面的人们，也会为这里的富贵大气所震撼。相必，
若是山西晋商的风范尚存，山西晋商的经商之道尚存，我国
商业文化，必然又是一番新天地。当然，当今的温、浙、广
的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支撑着经济的繁荣，但他们比起山西
晋商，缺少了厚道，更缺少了长远的眼光。

余秋雨带我们到他的家乡余姚走了一番，那个不甚出名的地
方，是他心疼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痛。“少小离家”，却
“老不能回”，即便回去，也未踏进家乡的土地，也没有迎
接的亲朋好友了，回去也是一片寂然，除非顶着名人的称号，
官员的接洽显得热闹些罢了。落叶归根的观念，怕是难以实
现。越是难以实现，越成为心底里那柔软的痛，越是思恋。

让我感触深的，还有《十万进士》。余秋雨这个人的眼光，
实在比一般人深邃，当代人们除了怒斥科举制度的残害人，
却并不想它曾经为我们挑选人才时带来的好处，也不去探究
在哪个环节致使这一妙策变质，成为众多书生枷锁。而余秋
雨的分析，则是犀利深刻，却有委婉絮叨，这观点，怕是用
在当今高考也适用吧。

我最爱的一篇是《遥远的绝响》。原因有二，其一，这主人
公阮籍和嵇康，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大文豪，
其中嵇康更是通宵音律，为人潇洒，不拘礼节，是如我般凡
夫俗子所向往而又不能企及的。这些哀叹，也只能心里想想，
合上书，天亮还要回到这规范的框架里生活。我注定不能做
到那般潇洒，权且在这羡慕他们吧。

想不到的是，余秋雨在书的结尾，提到的却是小人。小人的
确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小人做不得，小人
不得不防。这是大师给予的忠告。



看完《山居笔记》之后，倒是自认为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我
竟然从那些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嗅到了些许的味道。确切地说
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
撞，或许这就是通常说的所谓心灵上的共鸣吧!

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唯美华丽的辞藻，也少了杂文那般
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摈弃了浮华的随性，
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
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
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
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
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
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
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
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崇
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一切的一切，余秋雨先生用他那朴实而又不失华丽的语言，
生动且精妙的比喻，紧凑又巧妙的文章布局向我们讲述那中
国的沉重、悠久的历史，把我们引进那个沉痛的年代。

不得不叹服余秋雨先生的见识之广，领略之深。整本书充斥
着他的横溢的才华与渊博的知识，每一章的内容都填充进了
大量的史料，名言及各类文学知识等诸多内容。整本书涉及
的知识面之广，让我叹为观止。阅读完全本书，真是看得我
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此外，余秋雨先生那独到的见解，更是
让我如雷灌耳、记忆犹新。他那与众不同的观点，真的是让
我们打开眼界!

或许从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丝的宁静。当铅华褪
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地微笑
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是那么充实过的!这其实就是给我们
的心灵一个最完满的交代。



一座繁华的城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
考古学家的浓厚兴趣，而且对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
的悬念。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庞贝古城突然湮没;更古老、更辉煌的都
城—雅典消失的不明不白;柬蒲寨吴哥窟的殒落也是一个千年
之谜 …… 时间过滤了一切，我们无法再找回答案。

黑龙江省宁安即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一圈巨大的城墙
墙根让人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在这里屹立过一座什么样的
都城。现在的它只剩下一道泥土砌成的的基座，但曾经的它
可是渤海国百城之首，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东北亚地区的
重要贸易枢纽!如今的城里保存最完好的只是一口“八宝琉璃
井”，它回忆着几千年来周围发生的一切，波光一闪，就像
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都城的西部和北部竟
还密密地排列着五座跨江大桥桥墩的遗址。

如此繁华的城市、如此繁荣的一派景象，是什么使它消失地
如此彻底?!

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出现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城市，能保持长
久生命的又有几座。比之于山川湖泊、广漠荒原，城市是非
常脆弱的。

中国，一个以农兴国的文明古国，农民显然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的财富的人则是大
抵不义之人，又因为统治者的长期欺压，农民起义军一次次
攻陷城池，需要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城市本身的
不健全，加上城里乡人的“客居”感和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
理对抗，便显得更没有自信。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綺者，不是养蚕人!

城市汇聚了一切，经济、政治、军事、文明、物资，所有的



一切。它是一种无形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的定形，它的高
度文明与繁华激起了他人对它的占有欲。

历史，曾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城市的梦。梦很快就
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随着时间的改变一切都在改变 …… 如今的华夏大地上呈现
出另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数不尽的新城拔地而起，交通网
络构建迅速，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浮华的背后，却同
样牵系着无数的情仇困苦。我热爱城市，当然也包含着对它
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
然后又进行了一番装扮的，它终究控制了全局、笼罩街市，
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生活。商场的黑暗、阶级斗争
的激烈、街头的骗子、犯罪团伙的横行，我们看的太多太多。

有些时候真想离开城市，回到大自然。抛开这早已看倦的城
市，会觉得似乎得到了全然解脱。热爱自然，却不能长久隐
居山林。作为一个现代人，渴望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量。

这就是山居笔记带给我的思考和认识。

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篇二

在看《山居笔记·流放者的土地》开头时，我显的比较迷惑：
余大文豪一篇文章的开头居然是买瓜！有不解的，这和《流
放者的土地》有什么关系？然而，眼睛再向下看下去时，所
有疑惑都烟消云散了。

刚读到“宁古塔”三个字的时候，说真的，我还在想那塔高
不高。看下去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啊。“宁古塔”这
三个字完全是按照满族人的音韵来反应的，意为“六个”
（“宁古”为“六”，“塔”为“个”）。说这里是全国上
下最不吉利的符咒是大有原因的，到了这，所有东西在一夜



之间终结。什么财富啊，功名啊，荣誉啊，学识啊，甚至牵
连到一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会因此而坠入漆黑的，永无尽头的
深渊里，因此这“宁古塔”被称为所有官员富翁的噩梦并不
是毫无原因的。

好吧，所有人流放到这就算了，但这儿杀人的花样还更多，
这可不得了！文中提到了嘉庆皇帝在杀戮一个像他动刀的厨
师时的情况，因为文中没有描写，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剐
了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
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了3天）虽然没有像余大文豪那样好几
天吃不下饭，但我当晚是把吃的东西差点都吐了出来！总的
来说，“宁古塔”真的是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
和平。

《山居笔记·流放者的土地》写过这样一件事，大致如下：
一场考试后，没考上的秀才们纷纷抱怨，也没什么根据，就
胡编乱造，说考官和考试的安徽青年方章铖“联宗”（远
亲）。刚好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个官员听到了给皇帝齐奏了上
去，这回好玩了，全部考官和相关学生都照顾到了：该处死
的处死，做奴隶的做奴隶，连其它亲戚都不放过，可见中国
古代判决处罚之重了。

可也许就是这些文人用自己的文化血液浇灌了这片土地，才
使得这片“地狱般”的土地生长出甘甜的北方瓜！也许这也
就是文人们精神上的归宿，只有抛掉一切身外之物，才能使
自己的思想蜕变，更上一层楼！

文章最后提到的几句话让我有点不明白：

1、文明可能产生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
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不肯定迫害。

2、这些高贵者却是的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
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白来就属于“术”的范围而无关



乎“道”。

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篇三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
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
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
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
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
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
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
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
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的很远却并不陡
峭的高度。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
代递交。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
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
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
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
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
底蕴。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
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篇四

从市里回到山居，已然是晚上十点多了，但却并不急着睡觉。
搬两把椅子，往阳台上一坐，这静夜，便任由我和m独享了。

这个时候，白天歌吟不止的鸣蝉、野鸟，早不见了踪影。四
邻只有个别窗口还透着一丝灯光，但已听不到大人小孩说话
的声音。三两声犬吠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飘渺的感觉象梦似
的不真实。近处，只有墙根的夏虫，还在自顾幽幽的轻唱着，
眠歌一样，将几盏路灯唱得昏昏欲睡。山下池塘的牛蛙，偶
尔学着牛犊“哞”的一声，低沉雄浑的音色，放在这样的静
夜，倒一点也不显得惊诧。一拔一拔趋光的飞虫，不管不顾
的向路灯挺进，引得玻璃罩上发出阵阵慌乱的撞击声。

雨季的晚风特别宜人，既不带一点暑气，也没了干季的躁狂，
清清爽爽、柔柔和和的吹来，撩动起我的绸裙，给我全身以
轻抚，让我觉得，似乎今夜的晚风也长了一双丝滑的玉手。
正值五月（农历）下旬，月亮起得晚，此时尚未出来。云很
随意的铺在夜空，只露出头顶一片星光。以前听到“群星闪
烁”，总以为是一个杜撰的词，想我从前看到的星空，除却
偶尔划过的流星，其他的都安静的亮着，如白炽灯一样，让
我这个从不晓星相的人也可以轻松识别出北斗七星来。可今
夜真的不同，头上的星星，或明或暗，全都调皮的眨着眼睛，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让它们忍不住的闪烁，直看得我眼
花，方才将目光收回。

将眼睛放在热茶上熏蒸一会儿，任铁观音的清香，袅袅穿过
鼻腔，随呼吸充盈我的胸膛。这段时间，响应蒋勋“闭上眼
睛，唤醒耳朵”的号召，便喜欢在静夜里，闭目听他“美的
沉思”系列讲座。此时，手机里，蒋勋那磁性的嗓音正不急
不徐、却又十分应景的轻声讲着《吾亦爱吾庐》。他说到如
今的房子，并不是被大多数人当作安放一个家的载体，而常
常只是沦为一种投资商品、以是否能增值为考虑前提。这样
的.房子与房子里住的人，常常是无法有机结合成一个家的。



他觉得，家，除了房子，还应该有房子之外的空间环境、人
文环境，让人在这里能感受到天地之宽广、四季之轮回、日
月之高远、鸟虫之欢欣、人情之温暖。是的，家，不只是寄
放我们身体的一个场所，更应该是滋养我们魂灵的一个空间。
就像此时此刻，在这静穆的夜晚，同m默默守着满园清风、
一天星辉，即便卑微如我，却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身心的安宁
与畅快。

我们就这样静静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直到东山顶上升起一
轮明月，m便急呼我站起来观看。不知今夜什么情况，从月下
伸出一条鲜明的云带，抛物线样一头伸向苍穹、一头连着月
亮，仿佛今夜是月亮的秀场，专为它，才铺了这一条长长的
云带。

因为这一天星月，我们更贪恋起这一方阳台、以及吹拂进阳
台上的清风，赖在椅子上，迟迟不肯进屋睡觉，直到睡眼昏
昏，才磨蹭着上了床。

山居笔记余秋雨在线阅读篇五

【作品简介】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全身心地用两
年多的时间创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
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写作又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
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
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
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
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
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
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
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



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
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
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
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节选】

自序：可怜的正本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又一本散文集。该书1995年8月在台
湾出版。后因全国各省市的书市上出现了大批盗版本，作者
迫于无奈，于9月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大陆版的《山居
笔记》。本文为该书的序。有删节。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
路，多年坚守溃于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
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纔交付出版，
这是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
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现象，过去不会
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象，有记述下来的数据价
值。”

有没有数据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
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
了整整四年。



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
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夏天去新疆喀什，
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
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
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
东、河南、广东等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
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有几个专家告诉
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
极为可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同的。我几乎每
天都要收到受盗版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
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有不少读者还寄来
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
盗版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
我突然想起，这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
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
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
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
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
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
远在“再印”的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
《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大提高，有时书商
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
本，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
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
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而被抓住
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



还在吼叫：“盗版?你纔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
笑，拍着我的肩安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绑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
的一位朋友曾经顺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
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涩情的书，总不是什么大问题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