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大全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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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题记

初读余秋雨先生的这本《文化苦旅》，是在一个闲适而慵懒
的午后，它沉默的立于最底层的一个角落，藏青色的封面上
寥寥几个大字，与其他花里胡哨的“畅销书”相比，确实平
淡了许多，若不是时有耳闻，当时绝不会拿起它。而当翻开
这一张张洁白柔软的纸页，午后的暖阳轻柔地拂在清晰整齐
的字迹上，顿时升腾起阵阵墨香。被一行行充满魔力的字迹
吸引，思绪缓缓走入先生的那个世界，走向那一处处令人流
连忘返的历史古迹，走近那一篇篇古迹下掩埋的文化往事，
走向遍布苦旅足迹的山河，走近饱经风霜的中华文化……就
此，踏上别样的旅程。

从温婉秀丽的江南小镇到大漠孤烟的西北荒原，从千里冰封
的北国废井走到人文富饶的中原沃土，先生一步一个脚印，
让自己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其中山河风景的秀美之
中又与祖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的文化往事交融纷杂，历史
的沧桑感与自然的旖旎磅礴交叠于一体，认人无端地感动，
无端地谓叹。



在书中与作者一同浏览的一幕幕，一处处都让人为之折服赞
叹，在秋雨先生大气而不失细腻的笔触下，我们被引领见证
了他的足迹下、视野中的中华大地。拿《都江堰》中的描写
来说，从开始未见的不屑与懒散，到一步步走向那处，再到
所见时的震彻心扉，我们似是被一只手牵引着随着一行行墨
迹伴着当时的作者走向此处，没有华而不实的辞藻，描写得
却充满魔力与大气，几处短短的描写，作者的文学底蕴早已
显露，身临其境之感，更是无以言喻。

而身为一位文人，在探索大好山河之景时，秋雨先生更多的
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他走
过大半个中国，从阳关的一片茫茫沙丘中看到了多少年前边
关将士的悲壮，从北国一口废井眼中窥测着曾经文人的停歇
与古人的征战，从杭州西湖中幻想着几代人的心血汗水……
足迹之下，先生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祖国河山的秀美，更多
的是中华历史长河中文化的风尘往事。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苦旅，一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苦旅，
更是一场见证中华文化被窃取、被亵渎、被破坏的苦旅！先
生在自序中写道：“那是一种这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
到年岁徒增，最后总要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山河，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二

古朴的字体，灰绿色的封面，给人一种简约却又极富文化内
涵之感，第一眼看到这本书便是这种感觉。可看完本书后给
我的感觉却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撼。

书中的大多篇目以游记为主，当然也有些人物的部分。如写
著名作家巴金，艺术家谢晋，作者的母亲等。



给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写山西的一篇。作者给写山西这一篇
目的题目为《抱愧山西》，由此可见作者对山西这一文化底
蕴颇深之地的赞美。余秋雨的文字总是能从细微之处可能出
大学问，在写山西的晋商文化时，追朔历史，从商人的一举
一动看出晋商的不易，从轻快的诗歌中到处兄妹离别是的不
舍，从古书记载中悟出山西人致富的艰难。可如今山西却成
为了一个知名度不是非常高的省，这与余秋雨的文字所描述
的样子大相径庭。

仅仅是这一点就将自己的民族意识唤醒，产生的沉重与悲哀
之情可想而知。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
与历史古迹时，却无不隐含这这样一种情感。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
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
是春温秋凉，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是要闭一闭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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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文字看似冷酷，却处
处包含温情。每一点都可以引发国人的思考，对于我，一个
高中生来说更是如此。

五千年来，中国所受的种种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而
我们能做的则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
大地！

同时，看完此书，也又重新定义了我对旅行的看法——感受
文化的魅力，而不纯粹的看景。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走，不为那终点，只为这已划下的曲线。走，不管能抵达哪
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

将中华文化铭记心中，在旅行多去感受文化的力量，这是我
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

以本书作者余秋雨的一句话结尾：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



里蹀躞，以此为归。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三

我有幸能够读到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这本书，踏着秋
雨先生的笔触开启“中国之旅”、“世界之旅”、和“人生
之旅”。秋雨先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
味，那么作为读者的我，发现苦涩过后的确会留下一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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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雨先生为什么突出这个“苦”字，为什么在这个嬉闹的时
代如此不合时宜，我想答案应该都在书中。同一本书中，秋
雨先生用最平实易懂的语气向我们诠释中华文化，用几个不同
“阅读视域”剧烈转换“中国之旅”“世界之旅”和“人生
之旅”，让读者明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中，其最
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文化在中国，看似与政治紧密缠绕，却找不到自己的独立地
位。我们总是喜欢地说，文化之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比如
当莫高窟出土了大批具有研究价值的敦煌文物时，那里的守
护者不知道这是文化精华，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
的“买卖”开始了。一个叫斯坦因的匈牙利人，刚加入英国
籍不久，他只用了三十英镑就能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
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各国冒险家们纷至沓
来，满载而去。

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完全散架。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目睹自己国家的文物流落在外！所以，
古老的中华民族要认可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对本名族
的自信心。

秋雨先生有关文化的研究，都在这本《文化苦旅》中得到生
动体现。他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因为那才是真正



的文化。他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
大古文明的遗址。这中间，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
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在他之前，国内外均无先例。我们今天无法再看到那么多古
文明发祥地，除了中国之外，人类主要古文明都已衰落。在
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
明。面对这个历史事实，我既感到伤感又觉得庆幸！伤感的
是，在那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大文明之间不断征战，而
那些古代大文明，就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庆幸的是，
当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天昏地暗时，中国文化却依靠在地
理环境上的安全性得以保存下来。不得不说，中国在地理位
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
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着难以穿越的
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
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因此中
华文明还是庆幸的，再加上中国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年余
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
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
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应该像秋雨先
生那样，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呢？如今，国人不够重视
本国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只顾一昧的崇洋媚外，要知
道，这会间接导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变成一种做减法的
文化。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种种重负，
诚恳而轻松地去挖掘中华文化的正面力量！世界是向前发展
的，我们当代人需要把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学位一生的
责任与使命，毕竟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华民族。

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本国的文物流失，不想看到中华文明也像
世界的其他古文明一样灭亡，那么中国人，请热爱自己的民
族，并且也热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读过《文化苦旅》，
留下了苦涩的回味，《文化苦旅》是一部经典优秀图书，值
得我们这一代人去品味其中的苦涩。



我们应该像秋雨先生那样，做一个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阐释
者。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四

文化苦旅是一部十分优秀的散文集。轻描淡写却能带来不可
描述的震撼，每一个字都能敲击心灵。就像一个满脸褶子的
蹒跚老人用很轻很轻的语气向你诉说我们曾经的文明。从怎
样的风姿无限走向怎样的屈辱无奈、 荒凉殆尽，给你带来真
实感、 冲击感。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吸引你去探寻，去追
索那解读文明的密码。去改变、 向上，追求更好。

所谓文化苦旅，是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运动关系。但文化怎
能是苦的呢?苦的是这段旅程，背负这段旅程的人。

文化慢慢相融，磨合，剔除，隐没，放大，添加，这段旅程
是艰苦的。而这些历程掺杂在历史古迹和历史人物的经历中，
这些是人文山水，也是文化历史。如莫高窟》一文中有余先
生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
千年的生命。”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
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
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
甚至成了一部坚石雕刻的历史。依照时间顺序把莫高窟的历
史一一介绍，只缓缓陈述事实，却能分明感觉到笔耕的沉重
和深刻的思想。

苦的是背负着一段旅程的人。文化的一切改变，都将由人作
为主体来承受。读这一字一句，都想面对面地感受他们呻吟
的哀叹和遗憾。如书中提到的康熙皇帝，因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的交融，成就了一代政治家精神的强健，也成就了一代
霸业。处理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
河和疏通漕运等重大问题。而如同刘宗同、傅山、李颙等誓
死反清的文人，中华文化的厚度不止带来自豪感，还有更多
的厚重感。这种文化的历程便是伤害，他们拼命护守正统的



那份热血，便会成为束缚与桎梏，是浮于表面而不可回避的
痛。能有这样一群人，是汉文化洋洋自得的一面，也是这位
历史老人走向尽头的征兆。

又如多篇提及的贬官文化也苦了一代又一代人。遭贬，最惨
的结果便是流放。作者是这样说的：“与杀相比，流放是一
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
残忍都要用心灵一点点去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这是
人治社会的恶果。“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
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快感的成分越多。这就变成了一
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上至大文豪苏东坡，
下至不能道出姓名的清朝老人，无一能够逃出贬官的摧残，
这种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理解。但一
种文化现象，好处是绝不会少的。苏东坡在编址黄州期
间，“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得益于这样的冷
落，使他的艺术才能获得一次蒸馏与升华。在黄州，诞生了
《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而清
朝被贬至宁古塔的清朝官员，则通过自身的升华，“创造了
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人豪爽的
性格的形成。

这一段段文化苦旅，令无数中华儿女自信自豪，其中当然有
彷徨和失落甚至是屈辱，可我们中国人善于苦中作乐，善于
在苦难中创造奇迹，我们不害怕苦难，但并不表示我们欢迎、
赞美苦难。我们要开创更美好、更让国人自豪的时代。

轻轻拂去历史造就的尘埃，用心灵去感受传统精神文明带来
的浓厚气息的底蕴，再去寻求传统文化更好的发展。才是
《文化苦旅》带来的最美好的感悟。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五

书籍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被人无数次的阅读，却从
未有人敢宣称自己读透了哪一本经典。正所谓“有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我们
又可以算作是不同的读者。

由于种种原因，初读《文化苦旅》时，误以为“文化苦旅”
四字意指作者探求文化遗址的艰难旅程，重读一次，才发觉
其含意远不是如此简单，作者并非提醒读者自己行程过程中
所受之“苦”，他更想强调的是文化产生，发展，消亡的历
程，是一代代文化人创造，培育，守护文化的“苦”，当然，
文意不尽如此。

书中写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
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
彬的凄怨灵魂”。文化人或许身体羸弱，或许手无缚鸡之力，
他们很难阻止大多数不愿见到的事情发生。他们所能做到的，
不过是用文字战斗在思想的战场，以手中笔，以诗歌文章，
最后以生命捍卫文化。

几千年来，多少文明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中华文明却未
曾断了传承，这固然与中国地理位置等客观原因有关，但我
相信，更多的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执着与坚守。

现代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日新月异，人人都只顾着朝
前看，不停地加快脚步，却很少甚至没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当
初无数人为之奉献的文化。没有文化，哪来的文明，哪来的
社会进步？“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
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应当珍惜文化，领会祖祖辈辈遗留
下来的精神财富，并不断将其发展壮大。

余秋雨先生用漫长的足迹，追寻文明的盛衰，借历史的痕迹
沟通苍茫的山河。他告诉我们，文化始于自然，兴于自然，
离开了自然的文化如无根之浮萍，难以长久，中华文化要想
长久，就必须始终立足山河，立足这方天地，立足自然，要
学会尊重自然，感受自然，顺应自然，“卸去种种重负，诚
恳而轻松地去面对自然，聆听自然的声音，哪怕这些重负中



包含着历史的荣耀，文明的光泽”。

“路，就是书”，余秋雨踏过许多山河，古迹，走过了很多
很多路。无人问津的路，旅者云集的路，他都走过。在学会
了寻路，走路之后，也就学会了读书。这书，是山河之书，
是古今之书，是自然之书，他学会了脚踏实地远望星空，与
脚下的大地紧紧相连，与头顶的天空遥相呼应。他看到了很
多人看不到的，想到了很多人想不到的，在山河文化中，找
到了归宿。

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使受“快餐文化”影响而急躁的心变得沉稳下来，少了一些
迷茫，多了一些思考。合上书本，我不由得生出一种周游天
下古迹，品味历史百态的欲望。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六

大诗人苏轼曾说过——“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既逆
旅二字都如此洒脱，那么，苦旅呢？余秋雨先生带我走进了
《文化苦旅》，我记得那是一个令人躁动的夏日，我在堆满
书籍的房间中品《文化苦旅》。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是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
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
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
味，焦灼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的年轻。也许这就是
先生的本心罢。

他这“旅”并非同陶渊明般“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
衣”的山水田园之旅，而是一种“人文探寻”之旅。寻古人
曾站过的地方，用先辈的眼光去思考同一事物，对历史多情，
无形中就会加重人生的负载，感叹帝王多情，亡国沧桑。由
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
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不过，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



会有不知所措。文化和人生的种种定位毕竟还有很多可以选
择的余地。也许，正是这种弹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
种文化、一种人生的心理年龄和更新可能。

余秋雨曾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十分
赞同，因为一个人的皮表可能会老去，但岁月无法阻止一颗
心年轻。

他以理性的思考和诗性的语言写著了《道士塔》，以对民族
文化深沉的热爱倾诉一腔热血，唤醒人们对文化掠夺的思考。

先生之风，使我不禁想起中国近代时的战事连连，且先不讨
论割地赔款，也不叹民不聊生，只一把火，烧尽了整个圆明
园。呵，八国联军烧得只是圆明园吗？不，他们烧得是明清
两代的文化瑰宝，是千百年的文化积淀，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尊。每每在照片上，在书本上，在电视上看到圆明园
的断壁残垣，好想走上前去拥抱她，拥抱这流泪的圆明园，
拥抱这泣血的中华文明。忽想起现代曾有人提议重建圆明园，
也许此人本是好意，我却不以为意。纵你有能工巧匠恢复百
年前的亭台楼阁，纵你有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装点，纵你有
文人骚客为此题词作赋，但，回不去了，文化的红线一旦断
裂便很难再系上。倒不如留下这满目疮痍，叫后世千千万万
的子孙以此为戒——你若不发愤图强，就连老祖宗留下的灿
烂文化也无法保护。也难怪余秋雨先生发出这样的质
疑：“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在生命的几十年里，总有一些自己所悲伤的吧？朋友，知己，
却如那熟悉的陌生人，莞尔一笑便闪过了，生命是独自走来
又独自走去的。正如他所说，“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
飘然而来，溘然而逝。”

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们一生会与十万余人相遇，与数万人打
招呼，与数以千计的人成为朋友，与数百个人成为知音，与
几个人亲近，可到了最后，只有你一个人。



“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是一种奢望。”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
人生哲理。”余秋雨对于文化的经典评论便是他沧桑后博发
而出的哲思。苏东坡三十七岁便自称“老头”，他颇有苏东坡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种放达。放达于山水世界，放达于
文化天堂。他曾说他常伫立，于观察自然与人交际境界中去
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史中，余秋
雨先生将犀利的笔触直接伸向历史，伸向人文，他勇于批判
历史，针砭时弊；他敢于发表见解，针针见血，这真是《文
化苦旅》不同于其他散文之处，这正是《文化苦旅》长久不
泯的精神所在。对于灵魂与精神的刻画，犹记得莫高窟里那
位无知道士的愚蠢行径，犹记得长江入海口那个特殊群落一
上海人的精明骄傲与能说会道。正是对于不被大众看到的内
涵的深度挖掘，正是对于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的反映与体现，
成就了这部书的魅力与价值。

这是余秋雨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作为游历
国内“文化山水”之人，他的希望即是笔下的的文字“有一
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
年轻”。

而我的确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这人文山水所留给他的苦涩
与释然。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家余秋雨做到了。作为全球唯一一
个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做
出了全新思考与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书谢了余秋雨先生冒着各种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
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
的文化遗迹的经历和他对世界文明的思考和提醒。更多的是



对中华文明、文化的考察评判与思考。

书中所描写的人文事故我依然历历在目，其中令我印象最深
的便是“谢家门孔”这一章节。

谢晋是一个著名的导演，他是为电影而生的，是电影的召唤，
他才来到这个纷繁的人世间。他的一生可用一个字来概括—
苦。他有三儿一女，却有两两个儿子患有智障，晚年两度丧
子。一生为电影事业付出，却被人称作“一种待开发的东
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而是坚强的去面对。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谢晋总会毫不介意的把他儿子介绍出来，
向客人讲他儿子的情况。

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让谢晋一直放心不下，谢晋常常亲自为
他儿子洗脸、刮胡子，小儿子怕痒不愿刮胡子，谢晋就哄他
说:"满脸胡子，多丢人啊。"儿子就会乖乖的让谢晋剪胡子。
儿子头发长长了谢晋就专门去学理发，然后回家给儿子修剪，
一推一剪透出父亲的慈爱和对儿子的关爱。

在有人称他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时，他面无表情。却
从那以后，有了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针对别人的这种想法
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
早就跟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成熟的，那你算算……”

“他这是创造主体的本能呼喊，也是一个强大的生命要求自
我完成的一种尊严。”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
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
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文化苦旅》所带我领略
的世界文明之美，触动我的心灵，勾起我的憧憬。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八

东坡先生的诗词，东坡先生的才学，东安先生的品行，哪一
点不让人叹为观止，哪一不让人心生敬佩?如无数沙丘后一片
青葱的绿洲，如被枯枝败叶所掩盖的清泉。他的高山景行，
令他就算身处重重深渊，也能怡然自得,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
芒。

可他的光风霁月，成为了使他失去自由的枷锁。

如秋雨先生所说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
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
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几乎是不可
避免的。”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苏轼啊，你作
为一个君子，怎会敌过那些小人的诋毁?于是乎，他们看见你
被他们拉下云端，跌入肮脏而黑暗的地牢中时，他们笑了。

我也笑了。真正的才子，怎么会因身处黑暗而丧失了自己的
光辉?无数次的打压，和着数不尽的谩骂,不会将他的棱角磨
平，只会使他展现出更加温润而成熟的一面。

我想，当他终于从地牢中出来时,应是带着笑的。

笑自己终于被释放?不。释放，是意料之中的。一个深受百姓
爱戴的廉官，一位让自己的政敌都赞叹不已的文豪，怎么可
能就这样凭白无故地死于牢中?那么…… 是笑那些人的不自
量力?亦不是。君子敌不过小人，不是因为说不过骂不过，而
是因为不屑去做，不在乎他们。君子是不怕任何事物的，因
为一切的一切，都影响不到他，影响不到他想做的事。他在
笑，是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认请自己的机会。

他被贬至黄州。在黄州，他日日耕种劳作，与此同时,他也时
时剖析着自己，想找到自己至真的一面。我虽然不是苏东坡，
不是和他同一层次的文人，但我知道，他成功了。《赤壁赋》



便是最好的见证。

现在，我想透过他，展望整个历史。 司马迁、屈原、李白、
杜甫……这些人出现于中华上下五千年。贝多芬、海伦凯勒、
托尔斯泰……这些人，出现于亚洲大陆之外。我还未曾细数
当代几位著名人物，便已是一惊: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
将他们的什么东西夺走，却又带给了他们什么。

如此一想，我又释然了，随即更加敬佩不已。道理是人人都
懂的，可越懂就越发现，做出行动并坚持下来,有多困难。就
像是身处于幽黑而深沉的海洋，每个人都坐在一条小船之上,
操控着帆，尝试驶至彼岸。中途有狂风，有骤雨，甚至有海
啸。退回起航点的路很近，可到终点的路却“长路漫浩浩”。
这就是人生。成功与否，都由自己决定的人生。

人生本不完美，因为品味了成功与失败的人生，才是真正的
人生。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篇九

1、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
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
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
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2、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
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掏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
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
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3、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
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
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
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



堰。

4、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
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

——摘录自第七章《都江堰》

1、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
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
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2、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
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
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
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
住这三峡。

——摘录自第八章《三峡》

1、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
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
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
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2、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
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
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
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
义。

3、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
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
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
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



命脉流的搏动。

——摘录自第十章《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