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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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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一

之前听语文老师说过，我们的文笔还太过嫩，像初历尘世的
无知小儿，当时不太肯承认。直到读完了余秋雨的《文化苦
旅》，那一刻才明白，什么叫沧桑，什么叫苍老，才懂得，
文化的那一份厚重感。

回过头来看自己以前认为很成熟的文章，才发现竟显得如此
苍白。的确，是苍白，而且是苍白得无处可躲。曾以为可以
意气风发谈苏东坡，可以大恣赞扬都江堰，可以怒斥清代文
字狱。但余秋雨一篇《黄州突围》，便是所有对苏东坡的言
谈批判黯然失色，《山庄背影》《宁古塔》将知识分子的灾
难与艰苦写的一览无遗。文化苦旅阐述的是一种平实，却将
文化的那种厚重感一一还原。捧着这本书，心里还有着一种
沉甸甸的感觉。

一开始读，有点读不下去，因为读得不是很懂。开篇的两篇是
《牌坊》《寺庙》，讲了尼姑庵与吴山庙的故事，故事我看
懂了，但老觉得有一种隐含的、难懂的在里面，我可能还不
懂。让我突然喜欢上这本书的开始，是读到《信客》这一篇。
信客带给我一种震撼，人性的感悟。简简单单的俩字，联系
着一边是没了家的男人，一边是没了男人的家。他们承担着
艰辛，生命危险、怀疑、猜忌、污蔑，他们本可以不必承受
这些，但，为了他人，为了远行者与远行者的家，他们义无
反顾的当起了信客，接受着多少难以承受的痛苦，但，他们
不会后悔。这种人性的无私付出，剧烈的撞击着我的心灵，



我感受到一种厚重，做人的厚重。

《人生之旅》写的是令人钦佩的文化名人，但我看到的，是
灵魂，是文化是人性是那高贵的灵魂。这种厚重，精神的厚
重，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与体现，是一种压人心扉的厚
重。

二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4

六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二

初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了下
来，用各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看着别人手里的书。《文化苦
旅》，随笔性散文，无剧情，无任务，无结局，这种“三
无”的书要怎么勾起我的阅读兴趣?于是在它在课桌里躺了两
周之久之后，我终于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带我走进了一个比
现实美丽的城市。

好像又再次回到了莫高窟，回到了那个暮霭刚刚从地平线升
起，弥漫于空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莫高窟不是旅游景点，就
那么静静的、静静的耸立在当时中国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等
待着是功臣也是罪人的王道士去挖掘它掩盖了几百年的瑰丽
的美貌，那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遗产。沉溺于作者从自我角度
的描述，其实我是去过那里的，当时并没有太大感触。可以
这么说，在这本书之前我还从没有体会到文字有那么大的魅
力，并不是华丽的、掉书袋的语句，他让我感到深深地惊配，
还有身为中国人不可遏止的愤怒，王道士的那副嘴脸，那种
一点点银子就把中国文化，中国遗产出卖的卖_!可耻!可耻至
极!没有限制性的文字让我展开了很多想象，也给了我很多思
考。

对这本书中另一篇令我记忆犹新的文章便是《上海人》。没



有介绍上海的景点，没有介绍上海的美食，却从一个很少有
人写的角度入手：人。开篇便是写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与上
海人的傲慢无礼、井底之蛙。很敬佩他敢于这么写，这本书
出版比我出生还要早，但现在这个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在
上海两级分化尤为明显。他还写了徐光启，这位地道的“华
亭人”，从他的角度写了很多上海的过去，让我这个虽然从
小在上海长大但也不算地道上海人的着实长了见识。

《文化苦旅》，苦着寻找了文化，寻找了中国人的根源。

六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三

他，在国内外讲学，也不忘参观当地风景;在考察途中，也不
忘写写感悟随想。余秋雨教授，他行行止止，写写看看，点
点滴滴汇集成了一本《文化苦旅》。

洞庭湖畔他曾站立，庐山瀑布旁他曾被震撼，道士塔旁他曾
叹息。敦煌鸣沙山中、月牙泉边有他的脚印，江南小镇他曾
坐小船游览，天一阁内有他滴落的雨水。

所以，就有了深邃苍凉的《道士塔》、《阳关雪》，有了荒
荒大漠、黄河文明的盛衰，有了悲凉、沧桑;有了柔丽凄迷的
《白发苏州》、《江南小镇》，有了小桥流水、江南文化和
世态人情，有了清新、婉约;也有了展示中华文人艰难心路历
程的《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有了文化的风雨飘
摇;还有充满文化感慨的《牌坊》、《庙宇》等，有了回忆、
变革，有了感慨。

余秋雨教授去过的地方，不只是有美景，而且，也有历代文
人墨客的脚印和古代文化的交集。如三峡，那里有李白
的“朝辞白帝彩云间”，有郦道元的“两岸连山，略无阙
处”，还有神女峰神女的传说;如天柱山，这里可是大文豪向
往的归宿地，有李白、苏东坡、王安石等等。至于西湖、洞



庭、庐山，更不用说。他在本书自序中说：“我心底的山水
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或许就是中
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对他的熏染，有了这“人文山水”，
才有了这本《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带给我的是历史文化对心灵的启迪。这本书，
值得一读。

六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四

读书给我们人生添加光彩，午后手捧一本书，静静地品读书
中的黄金屋、书中的颜如玉，总会觉得时光流逝的很快很快，
好不惬意。读书，给了我们许多快乐。我们一起来写写关于
读书的心得吧。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三年级文化苦旅读
书心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散文，真的也可以写出历史的重量。

余秋雨的文采当然是好的，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
文;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透过词句背后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越
平凡质朴越令人动容。王道士远望外国学者拉着满载敦煌文
物大车的背影，天一阁门口及膝深的积水与楼阁上满地的枣
核，牌坊下尼姑庵中那些腼腆年轻女老师们，布鞋踏在昔日
牌坊上的雕纹上，送孩子们远去而挥动的小手绢，那两个为
开了一冬的腊梅花瓣撑着紫绸伞的小护士。画面在一个人物
身上定格，停顿一下，又跳到另一个场景上，再停顿。一放
一停，一停一放，那么浩大深奥的中国文化历史，一下就有
了形象，有了精气神，不再抽象，不再枯燥，哪怕是屈辱的
部分，也让忍辱负重有了发泄的具体出口。

读《文化苦旅》第一遍时，对这本书的感觉是复杂的，除了
感慨，对有些篇章某种语气的厌烦也是强烈的。这种厌烦主



要出现在作者时不时站到历史代言人的角度上发表感怀之刻，
更在《狼山脚下》一篇中到达了顶峰。那些大而空的言论、
呼吁、名词、慷慨陈词，那些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式陈词的
语气与对古今文人命运的对比推断让人心里总不自觉的产生
某种不服。

这样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我读完最后一页。既然说不清，理
不顺，那就必须再读一遍，直到胸中所有的情绪平复下来，
所有的感想沉淀出来，才深深体会到，张狂也好，空泛也罢，
每一个字背后却都是深切而诚恳的情感与倾诉，就如同那
句“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一样，背负了太多
的重压与积蓄到不得不爆发的深切悲愤，题目本身太大，平
实的由浅入深由小见大是多么得不易!

文化，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文明下，都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
精神感召，是超越一切政治因素与社会习惯真正为一个人的
本源与根基写下定义的力量。

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

潇潇洒洒地走了回天涯，让山山水水留下了点自我的足迹。
你说它苦，它苦中有乐；你说它乐，它乐中带苦。用旅程修
饰笔下的文字；用时间磨砺人生的沧桑；用回忆勾勒出最完
美的篇章。他说期望笔墨留下的痕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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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期望如此，
可却说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于是，行走在陆地、江海，怀
揣着一个缱绻的梦想，诚惶诚恐地开始踏访着一个个或新颖
或陈旧的梦境。

像那海滩上一地的细沙，风过，沙动。潮退后，依旧是原先
的样貌，可留下的，还有海的味道。从敦煌行至阳关，从邈
远的四川平原旅至古色古香的苏州。有过在宁静的三峡下苦



苦地冥想，有过在神秘的洞庭湖畔低低地自语，更有过行走
在苏堤、白堤之上，驻足于雷峰塔废墟之中。他常常笑语，
这是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或许，又是还了他儿时的一个陈旧
的梦境。走走停停，歇歇走走，走的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
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终一点少年英气，或者是疲倦的伏在旅
店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他不得不承认他无法不老，可是至
少以往还像这般年轻的大胆。无论是他笔尖之下那扬扬洒洒，
绚丽多彩的文字，还是他嘴中不太愉快又略带苦涩的旅途，
对我来说，都充满着无尽的好奇和幻想，我尊重他，我想，
不仅仅是我一个。

再美的景色也需要有历史的沉淀，和文人的裹卷，正是如此，
才能吞吐千年。也许百转千回中，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让自
我的人生增加更多的负重。也许那是苦的，但历史的沧桑感
总会给人更多，更珍贵的回忆，就是那种苦涩后的回味，在
身体里缠绵了千年，只为等那一瞬间，然后无无尽的延
绵……也许这整一个，都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那个小小
的缩影，伴着人的苦，人的思，人的忆，人的记，而后，散
发出它无法遮掩的光彩。或宁静，或喧闹，或婉约，或大气。
也许浪漫安详是你所爱，又或者高贵浮华才是你所钟情，那
又有什么干系呢？你能够坐在莽莽大地之上，站在高山河流
之旁，甚至，只需停驻于那些流转了千年的文化之中，静静
地听他诉说，诉说这千百年来的滴滴点点。

当你真正融入这山水画、人文画般的大自然之中，你会迷恋
上她千种万种的风情。阳关苍茫的白雪，庐山迷蒙的雾霭，
苏州精雅的林园，吴江凄冷的落叶，你与它们交融在一齐，
然后发现自我会无端的动容。交织着老屋的回忆，夹杂着对
风景无限的感怀，也许再当你靠在残破的古老城墙之上，你
内心里，会少一些对着残垣断壁的悲凉，更多的是，对久远
历史的赞叹和对古老文化的敬仰，甚至，是膜拜。

思绪是不止的，我看出来了。每一次临别时的不舍，全都精
巧地隐藏在那一句句精短的皆为之中，他是怕再写下去，便



很难再收手了吧。一本薄薄的书，怎够抒发他无穷的感怀。
我亦知，那些跋涉于山水中的记忆，早已盖过他口中所说，
所叹的苦涩。他定亦想像他所欣赏的理查德教授一样，像顽
童一样举着双手，引吭高歌。于是，文化的精魂，和着风，
和着阳，和着脚印足迹，释放出它无比耀眼的光芒。

文化苦旅，苦了人，甜了心。

有些记忆，从不曾老去……

这场说走就走的苦旅，异常艰辛，却能让人感触那么深刻，
这文化之旅，还是苦啊！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如梦起
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这一点，我就
想到了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一点点加深。当然，由于我
才识浅薄，在此，我就和各位谈谈这中国之旅。

中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出生地，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以
及文化，同时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多少前人的努力和付出，
又是有多少无情毁灭后像野草一样顽强。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富强民族。

而余秋雨先生这次中国之旅让我感触最深，首先提到了——
我的山河。作者在感慨，中国原先的封闭，自我埋头耕种，
自给自足，对于外面的世界，连看的兴趣都没有。用稳定、
保守、统一、集政的方式来维持下去。虽然中国的缺点很多，
可是最看不上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用十分资本的手段来侵犯
安静的中国。

作者像古代的诗人一样，行走在山河之间，那么作者笔下的
第二站——都江堰，让我有了新的体会。

万里长城，守护了千千万万子民，都江堰，工程虽小，只是
一个水利工程，但也能够成为一个长城的后辈。它保住了一
个天府之国——四川。



这都江堰是尤为震撼，文中有写道“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
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
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
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有根据筑坝者指令来一番调
整”。而这归功于遥远的李冰。

看似是在治水，事实上，确实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
了水。仅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只
要李冰的精魂不散，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道
便如此。

莫高窟大家谁不明白，敦煌莫高窟，中国的又一大财宝，佛
教从印度带来和希腊的礼貌包罗在里面，那里所蕴含的，是
两个大礼貌的精彩，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就连历史上，最残
忍的暴君，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可是这又能发生什
么故事呢？我们去看看。

时间说起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王道士在一处洞窟的墙壁是
空的，也许还会有洞穴，和一个姓杨的人挖开一看，果然是
惊喜，一个满满的藏经洞！可惜我们的王道士，不明白他打
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的学问，无数位为此耗
尽终生的才华横溢的学者，只可惜，他不明白。

这莫高窟的文化，像甲骨文一样重要，可惜，因为那次，就
再也无法解读了。

匈牙利的一位学者名叫斯坦因，以及一位卖国贼蒋孝琬，和
王圆篆谈判，从一开始几部经书到最终九千多个经卷、五百
多幅绘画打包整整花了七天，用了二十九个大箱子，三匹马
才能拉动。果然，最终王圆箓还是没有抗拒那一点马蹄银的
诱惑。唉，就如诗人李晓桦的诗歌一般“我好恨，恨我没有
早生一个世纪！”对于斯坦因这样的学者，我何尝不硬一些
呢？今日，那位名叫斯坦因的学者不再引人关注永远阒寂无
人，反倒是王圆箓的那个道士塔，却天天游人如潮，可是谁



也没有投来尊重的目光。

转眼间又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群美国学者宣称，因
为白俄罗斯士兵的破坏，要“拯救”莫高窟，拯救？哪是拯
救？用化学溶剂把墙上的壁画粘到纱布上带回美国，欲望的
强烈促使他们又一次来，居然这次还要在莫高窟大动手脚。
那里，我们不得不感激一位叫做陈万里的翻译，虽然是美国
雇来的翻译，却心中有国，在来的第二天，骗那些人身体不
适，其实就是告诉那些村民美国人要破坏。至此，我们要对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表示致敬，“敦煌者，吾国学术之悲痛
史也。”

莫高窟，是如此的神圣，就连最有权威的皇帝，在它的面前，
乖的像个孩子，莫高窟，就如活的历史一样，一批一批的工
艺家，在那里雕刻出只属于自我朝代的风彩，看着看着，一
批批历史就如仙女一般飞到面前。它记录着我们历代祖先的
信仰和悲欢，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还记得初读这本书时，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作者的下笔如有
神，而是小叙中所说的“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
外出的浪子”和“宅，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
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
愿意多看他一眼”，还有“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
像笔记中的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我离开
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这几句每一个都戳中
我的内心，这让余秋雨都感叹的书籍何不引起我的注意，我
对这本书充满了疑惑，对这本书的内容更是好奇，“文化苦
旅”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仍无从得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谜。

而如今，大树的年轮又添上几圈，再拿起这本放置已久的书，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文化苦旅》到底隐藏这什么?这个问题
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透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咱们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大自然的神奇。那千山万水的豪迈在余秋雨老师



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曾去过他所描绘的任何的一个
地方，也从未想过要去摸索、探寻，仅仅是看着这些文字，
我的内心就已是无尽的赞叹。

书中写了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都江堰;那夕阳西下，朔风
凛凛而略显凄清的道士塔;接通着中华历史血脉的莫高窟;还
有一湾不算太小的沙原隐泉和那风雨中的天一阁。这一切的
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神秘的。它们在各自的地方
安静的保持着自己的美好，但当余秋雨老师的笔触摸到它们
时，它们又开始活跃起来。通过作者的笔，它们活力四射的
出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文化和大自然结合的动
人瞬间。

作者余秋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他生长在一个依山
傍水的小村庄，他在书中说：“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
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他触摸到了我们一些所
不能接触的事物，他用一生的时间有劲祖国的山河，纵横华
夏的大地，访遍名山大川，书写下这不屈的一笔。他想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文化的魅力，见证文化的变迁，欣赏祖国的壮
丽无垠。

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漂泊流浪的余秋雨先生越过山盘水座，
踏雪飞鸿，在文化的苦苦旅途中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
严峻，一种苦涩后的回味，一种焦虑后的会心，一种冥思后
的放松，一种苍老后的年轻，一种文字激昂的大气，一场细
致精巧气可吞天下的深刻评述。这便是《文化苦旅》，便是
文化的苦旅。

从滚滚黄沙的沙漠边塞，到秀丽清澈的江南小镇，作者把每
一个地方描绘的惟妙惟肖，同样也让我感受到中国源远流长
的人为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从《道士
塔》，《阳关雪》中，让我看到了黄河礼貌的兴衰，写出了
历史的深邃苍凉。《江南小镇》开始的那一段描述，让我仿
佛看到了那小桥流水的景象。凭借丰富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



表现力，再现了匿藏于时间底端的深刻思考，开展了一场山
水风物与历史精灵的远距对话。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联在一
齐。”我想这或许是这本书叫做《文化苦旅》的原因吧。在
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
自我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在读这本书的
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
在他笔下，莫高窟，都江堰，藏书阁都是如此的与众不一样，
在他笔下，那些过往的历史，就像是一幅凄美的画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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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段历史，当
我们走过一段路时，停下来回过头看看自我曾走过的足迹，
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而我们也在这遗憾中，坎坷中
寻找这人生的真谛，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
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
真正读透这本书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齐苦苦的悲
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静静地合上这本书，仿佛也有了一种想要游历山水的冲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想在山水之间寻觅着历史的足迹。

六年级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五

在这次短暂的节假日里，我读完了《文化苦旅》这本书，阅
读时间虽短，但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本书中，绝大部分的文字都贯彻了这样一个主题：对中
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凭着他那独特的思维方
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许多城市、小镇和它的
人文景观所蕴含着的文化底蕴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精神进行追
溯、反问和思索。



凭借山水风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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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构成，是这本书的主调。在书中，
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置一词，他的过人之处
就是在点明某地之后，就以类似电影中镜头切换的形式凝造
出浓郁而深沉的人文图景。

紧跟着进入直抒式的咏叹，这种咏叹以炽烈的情感和夸张的
言词力求先声夺人。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古文
化历史的种种遐想和议论，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不
知不觉中接受余秋雨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心路历程等的
影响。这种创作意念，始终贯穿于整部《文化苦旅》之中。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反复严厉拷问历史，其中，出现
了很多悲剧事物和悲剧人物，却很少提及他对1949年以来的
历史反思，很少让人感受到其自身心灵世界的隐秘。也许是
当代历史过于敏感，因此作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另外，在《西
湖梦》中，作者又怎么知道"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
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
莼菜醋鱼"?外国的教堂不大多是建在喧闹的城市中吗?类似这
样的议论，在书中还有一些。这不禁让人疑心，余秋雨在发
表议论时，有时提出的简单问题反而把情况弄得复杂。

我觉得，凭借《文化苦旅》，余秋雨可以在新中国的散文占
一席之地。虽然其中不免有矫情之处，甚至有硬伤，但那种
思考与提出的问题却是无可回避的。尤其是其中对"健全文化
人格"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