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 文化苦旅读书笔
记(优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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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一

假期是我们阅读课外书籍的好机会，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1000字，欢迎阅读，希望对你能够提供帮
助。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喜欢读余秋雨先生的书，先生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
字中，领导读者理解问题，思辨问题。先生的文字逻辑性强，
见解独特，含义深刻。每读一次都会让我深深地震撼。

《文化苦旅》这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
与历史古迹。但你千万不要因此认为读余先生的书会心旷神
怡，轻松自在。整本书还没读完，我就已经被民族意识唤醒
后的沉重与悲哀压的喘不过气来。在我们欣赏历史留给我们
的有形“著作”——古迹时?谁又会去潜心探究这一处处古迹
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先生恰恰做到了。
他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评论：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
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
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
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
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称他是本
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



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
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
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
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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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
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
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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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
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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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
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我们真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
释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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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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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二

人生就像一场旅途、旅行的终点，我们可能什么都无法拥有，
可是我们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初读余秋雨的
《文化苦旅》，就能感受到其身后的文化功底，是什么使得
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
一种阅历，一种修养。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在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
镇的魅力。当你坐的船缓缓地行驶在流水间，左右两侧的房
屋，依稀升起几处炊烟，依托在岸边的石踏延展到了门前，
水中的杨柳，炊烟的倒影随着风儿摆动的弯弯曲曲，给人一
种很宁静的视觉享受。眼帘的事物，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似
乎只能听到缓缓地流水声。江南的小镇没有雀桥、乌衣巷的
沧桑感，仅有的是那一份淡泊。江南的小镇也不屑于荣华，
所以没有磅礴的气势，有的只是幽幽的山林，悠悠的水流，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不曾有过升沉荣辱，只默默滋养一方土
地，养活一方百姓。在现代，这样的地方很少了，似乎这已
经成为了每个人所追求的一抹宁静。

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心路
历程的“青云谱随想”。优美的文字在脑海中荡漾，仿佛眼
前就是他笔下的山水之间。八大山人那高雅精美却不沉沦于
世的笔墨趣味画作，那些燃烧着画家身心的画作，向人们展
示着一个个坦诚的生命，才使得以传世，成为历史的永恒。
一个和尚留下了一个最根本的身份：杰出的画家。他的名字
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他是朱元璋的后代。随着王朝的腐
败，其只能只身躲在冷僻的地方，来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
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朽木，衰草，寒江，
无一不成为其笔下的神作。这就是一个艺术的人生，用自我
来绘画文化的人格和文化的良知。

一个个古老的物像，大漠荒荒黄河礼貌的盛衰，历史深邃苍
老之感见于笔端的“阳关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
关无故人”。这时，“劝”的不再是“君”，是淡忘中华文
化的人。中华文化，中华废墟，正如阳关。曾几何时，中国
是何等的辉煌，圆明园，阿房宫，莫高窟，这些哪个不是我
国的璀璨明珠，究竟是什么把这些都带走了?是贪婪，是人们
无止境的贪婪，是封建思想的懦弱，是他们的畏惧。还好，
中国从一断断苦难岁月中走了出来，可是谁记得我们曾有多
少画，比蒙娜莉莎早不知多少年的绚烂;我们曾有多少书，流
传千古却又毁于苦难的哲思;我们曾有多少楼，留下亘古墨客



鸿篇巨制的史诗;我们曾有多少人，鞠躬尽瘁又挥墨洒血的美
丽。

都说人生像一场旅行，文化何尝又不是呢?里头夹杂着太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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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未有过的穿越历史
感油然而生，许多历史的文化绽放开来，不免让人去接触，
让人去感慨，在跋山涉水中寻求文化的足迹，去感受中华伟
大而又急剧吸引力的文化，深成的脚步在文化大道上发出脚
步声，远处传来扣响中华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一齐去感受文
化，追寻文化，就如同旅行一样，一路上的风景就是文化的
收获。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三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是一部十分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书
籍。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文化苦旅读书笔记600字，欢迎阅
读，希望对你能够提供帮助。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文化苦旅》这本书，我感受最深，
也是最大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读完这本书后也从中找
出了丝许的感觉。

作者余秋雨先生从九三年开始从上海戏剧学院辞职后，便慢
慢地行走在青史曾经驻足的角角落落。用他独具的慧眼和感
悟纂写着一段段亲身感悟。或许作为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去尝试这样的一种体会，这种苦行僧般的高尚，我们只是以
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传承着这样一种精神。

读《文化苦旅》，是读行走的哲学。在游历山水之间，去感
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我们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总



是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曾经在我们所站的这
个地方有谁走过，又发生过的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又是谁
在这里修建的呢，修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等等。就在这样的
一瞬间里，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很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
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会油然而升，历史古迹所蕴藏
着的精神与文化重燃而生，使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了一
般。那我们的教书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
中，我们与学生们做着不同的互动，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我
感觉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此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感觉
自己是无比的自豪。我们在默默耕耘的同时，看到学生们快
乐成长，在知识的海洋中畅快的游历着，我感觉到无比欣慰，
感觉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读《文化苦旅》并不是在欣赏山水风景，而是在对历史的沧
桑的一种回顾，叹息和哀伤，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激励。一次
次的漂泊旅程，都是在增长我们的智慧，洗涤着我们的心灵。
这一次又一次的跋涉又能让我们得到一种启迪，一种精神的
寄托。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见证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实的写照。
岁月的流逝，让历史的沧桑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经是越磨越
淡，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圈子，时间磨损了最值得深藏的
记忆，或许也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的那一刻才能将这些诠释
出来。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
教学是一种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孜孜不倦，我们看不到呐喊
声，没有欢呼声，更加没有掌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发
展的主体。教师面对的是学生的未来，而不是个人眼前的荣
誉和利益，要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因此教书育人不可急功近
利，需从大处着眼。更不能因长久以来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
响而习惯于只看眼前，不顾将来，以剥夺学生个性为代价换
取教师的师道尊严，以牺牲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代价，过分苛
求学生的成绩，换取暂时的高分。教学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道士塔》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读这篇《道士塔》了。每次的
感觉却都是相同的，凝成那三个字： 我好恨! 恨愚昧无知、
愚蠢透顶的王道士;恨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把珍贵的文物随意



糟蹋;恨斯坦丁、伯希和、吉川小一郎 他们尽情地、冠冕堂
皇地把书卷、画像、雕塑掠走;我甚至恨石窟的建造者，你们
为什么不把密室得再隐蔽些、再牢固些，让文物过一百年再
重见天日，让我国的研究者们好好地钻研。

但无论如何，那满满实实的一洞古物，已绝不再全属中国了。
属于中国的，只有高价买回的微缩胶卷。?中学语文教学资源
网 语文论坛《道士塔》在写作手法上也极为优秀，讽刺、反
语恰到好处，抒发感情时喷薄有力。一声憨厚的笑、一具无
知的身躯、一方惨白的石屋、一缕尖锐的炊烟、一支载着一
个文明古国文化的车队、一抹凄艳的晚霞、一片颤抖的清单，
还有一群为了敦煌文献倾入一生心血的专家。?或许是想和王
道士有个鲜明的对比，乐樽和尚仅仅因为那一道金光灿烂，
就要筑窟造像，而且过了千百年，这里真的成了佛教圣地，
或者说文化胜地。各朝各代的文化精华都肆意在一樽樽精美
的塑像上，于是汇成了色彩的长河、历史的长河。再于是就
散成了一种聚会、一种感召、一种狂欢、一种释放、一种仪
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

而现在在莫高窟，成千上万的游客是否只把莫高窟当成一处
名胜、一处由前人开凿后人欣赏的艺术殿堂，然后就轻飘飘
地走过那10华里，丝毫不觉得劳累，对于历朝历代沉重的文
化视而不见，那么就把那些石像当成泥土堆好了。

《阳关雪》，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
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
术呢? 其实哪有什么法术，如果一定要说个答案，那我看两
字足矣：文化。这是人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崇敬的表
现。

那一座坍了大半的土墩，若不是因为王维潇洒地挥笔写下了
《渭城曲》，说不定早已溶解在时间里，无影无踪了。也就
是因为这一曲渭城，才使无数文人迎着寒雪烈日，来寻找土
墩，寻找那个千年前穿过阳关的人，寻找千年后仍持之以恒



却不得不失落的唐朝文化。

这便是大唐，能包含一切美与丑、繁荣与衰败。所以有了唐
朝诗人的洒脱、肆意。但可惜唐朝是会结束的，于是经历了
五代的纷乱后，一切全变了。

风雨天一阁 的藏书令人称奇。在这里我知道了天一阁是一个
藏书楼，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
文化奇迹，范钦一生的心血需要他的子孙后代们用无私和奉
献来延续，需要他们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起这艰
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
这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捍卫，这不由得不让我们对此
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倍加注目了。

在余秋雨 西湖梦 一文中使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西湖另外一
个不被我所知的一面，林和靖这位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
孤山二十年，远避官场与市嚣看透一切的机智、狡黠的文人，
一句 流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的千古绝唱，然而，
春去秋来，梅凋鹤老，剩下一堆梅瓣、鹤羽、象书签一般，
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从他的 上海人 一文中，让我们更加佩服他的生活和文化阅
历，他用大量的篇幅从各方面描写了上海人，尖锐地刻画了
上海人的那种无法自拔、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的最尴尬的一
群，并引人思考撞出这种上海文明的契机。上海人、上海人
的生活环境、上海的地理优势是各具特色。上海文明，首先
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特征，而对实际效益的精神估算却又是另
一心理品性，还有就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
追求，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
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将整个城市陷入思索之中，
继而又很深刻地指出如果要继写上海新历史，关键是重朔新
的上海人， 如果人们能够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的意义，
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他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
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x从那篇《五城记》，我更



加了解了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的开封和《清明上河
图》;只需六朝金粉就足以垂名千古的《石头城》南京，何况
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展望气可吞天的未来;还有群山密布的西南边躲藏着一个 怕
不辣 的成都，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茶馆小吃与历史一
起细细咀嚼品尝，等待着从深厚走向宽广;风韵浓厚与清甜，
座落在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牛肉面
与白兰瓜，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我们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
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最后说的是广州的花市，不管潮涨潮退、
云起云落，始终悠悠然地把庆祝打扮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这些都让我耳目一新，久久不忍合上我的书页。

作品是作者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站到时代的角度上，发现
生活和挖掘文化的极点!最大限度地批判了民族文化的微软之
处，我觉得现在的作品很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了!这是我们应
该借鉴的地方，我一直认为作品的作用就是要让读者看到自
己的意图和真实所在!在这部作品真的把那些都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不愧为文学的经典!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与心灵的挣扎，作者运用沉重的笔调阐释
演绎了生命之歌。如歌如泣，如怨如诉，让人荡气回肠，读
后久久回味不已。

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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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构成。

从余秋雨的书我们能够读出他的人，他的文笔、睿智和探求
人文的足迹都让我望尘莫及。苦旅，不仅仅在人文。在我们
的人生道路上处处都要有这种勇于探求的精神，我们行走在
苦旅中。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四

有人说，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
河系，其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
力量。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
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
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
《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
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当他厌倦了枯燥的学术生活，便想着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
的装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那样是为了轻松，为了猎奇，
为了开阔眼界，而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
他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对话。
余秋雨的远行不愿意去找旅行社，写出一些市面上充斥的旅
游观感的'文章，他觉得，那种扬旗排队的队伍到不了他要去
的地方。由此，便决定了他这次的文化旅行活动成了一
种“苦旅”。当他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访“人文山
水”，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
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
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
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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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
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
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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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看到这本书，又是余秋雨先生写的，以为这本书会很
难读，结果等我翻开书开始读了以后，我发现这本书并不像
有些老师说的那样难以理解，书中写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很有意思，大可当做放松时的读物。

第一篇故事是牌坊，对于牌坊我是不了解的，仅仅只是从那
一句“婊*立牌坊”中隐约感到牌坊是一个可以立起来的物体
或者是一种象征，读了这一篇文章，我知道了牌坊的含义，
其实和我理解的差不多，它是一个可以立起来的石门的框，
上面有字，有可能还会进行雕刻，它也是一种象征，表彰一
个特别符合中国传统美德的人的某一方面品行，比如这篇文
章中说的“贞洁牌坊”就是政府表彰那些很“贞洁”的女子
而树立的牌坊。

我觉得“贞洁牌坊”已经不适合现在这种年代了，对于那种
还未嫁人，未婚夫就死了的，再去守寡就显得很傻了。文章
中从年轻石匠告诉潘木公那些他为女子建造贞洁牌坊的墓里
都是空的也证明的前人也不傻，在那个年代，女子如果嫁人
再改嫁就会被他人所诟病，影响家族形象，为了家族的形象，
又要保住女儿的生命和幸福，大户人家为女儿建造贞洁牌坊，
在夜里偷偷将女儿送走，多的是无奈，伤心和落寞。

文章的最后，写出了作者的推测，那些被送走的女子，到了
寺庙当了尼姑或者女老师，因为她们是受封建礼仪所迫害的，
所以她们反对封建礼仪，到大山里为了一个一个乡村进行思
想上的“解冻”，造化一方人民。

文章中的女子代表的是受封建思想压迫的渴望自由渴望幸福
的人民，贞洁牌坊代表的封建思想的现实代表，学校招收女



学生体现了人民对于封建思想的反抗，斗争。文章的最后也
写出了那个年代“贞洁牌坊”的好处，那就是造就了一个一
个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反对封建礼仪的女子，对文章的思想进
行了升华。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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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
涌出一种苦涩的感觉。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
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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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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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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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来自新华文轩网上书店的网友：在山水
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
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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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苦旅》
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七

喜欢读余秋雨先生的书，先生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
字中，领导读者理解问题，思辨问题。先生的文字逻辑性强，
见解独特，含义深刻。每读一次都会让我深深地震撼。

《文化苦旅》这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
与历史古迹。但你千万不要因此认为读余先生的书会心旷神
怡，轻松自在。整本书还没读完，我就已经被民族意识唤醒



后的沉重与悲哀压的喘不过气来。在我们欣赏历史留给我们
的有形“著作”——古迹时？谁又会去潜心探究这一处处古
迹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先生恰恰做到
了。他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评论：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
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
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有人说，中国散文的
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中每一颗星
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力量。有人称他是本
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
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
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
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
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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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
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
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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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
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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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
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我们真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释放
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文化苦旅的读书笔记篇八

有的书像一杯浓茶，越品越苦，越品也越有味道。余秋雨的
《文化苦旅》就是这样的一杯茶，我品了很久，终于把它品
完，觉得余味无穷。

这本书是一本散文集，里面大部分都是余秋雨走遍大江南北
的游记，还有一小部分则是他的回忆性散文。书中的游记和
我们写的非常不一样，余秋雨除了景色描写，更注重的是对
当地文化的细细了解和深深思考。每到一处景点，余秋雨总
会以他独特的视野，写出许多对景点包涵的文化的感悟，或
爱或恶，或喜或悲，让人看了总是收获颇多，感慨万千。这
点是我们写游记想不到，做不到的。我很想向余秋雨学习，
以后尽量在游记中加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把自己更多的
思考融入其中，这样的游记才是精彩的。

这本书中一共有37篇文章，我最喜欢其中《信客》这一篇。
这篇文章生动而又深刻，把以前信客们的欢喜忧愁写的淋漓
精致，我其实挺敬佩信客这个职业的人们的。他们风里来，
雨里去，东奔西走，千里迢迢地为人们传送各种东西，辛辛
苦苦地工作，赚的钱也只能勉强糊口。我很喜欢文中的那个
小伙子信客，他有一颗善良并附有责任感的心，是个很不错
的人。书中还有一篇文章是描写我的故乡——苏州的，名字叫
《白发苏州》，写出了苏州悠悠2500年的历史和苏州文化的
独特魅力，把这里的风土人情描写的很是细腻，让我越发为
自己的家乡自豪了。

看完后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文化苦



旅”，苦在何处呢？我认为在余秋雨的眼里，中国悠久的历
史文化充满了苦味，因为这些辉煌的文明常常会遭到各种破
坏、流放、毁灭的命运，就像《道士塔》里的莫高窟文献、
《风雨天一阁》中的藏书、《柳侯祠》中的柳宗元、《废墟》
中的废墟，都让人发出深深的叹息，感叹中国文化成长的艰
难。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平常人到一个景点，总是兴高采烈，
为什么他能品出苦味来呢？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余秋雨这样
写道：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
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
一种‘人文山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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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
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
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
一会儿满脑空白。”

如果你同时爱几个人，说明你年轻；如果你只爱一个人，那
么，你已经老了；如果你谁也不爱，你已获得重生。积极的
人一定有一个坚持的习惯。《文化苦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