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文化苦旅有感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
(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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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文化苦旅有感篇一

近段时间虽然比较忙，但我还是做了一件我认为最有意思的
事情。我把余秋雨教授写的《文化苦旅》大致看了一遍。

古老文化)的命运。范钦一个拥有强大毅力和强烈的爱国

精神

的藏书家让

中国

留下了一座具有文化代表意义的藏书楼，直到现在都有它的
痕迹，但是岁月的沧桑，历史的风尘还是将它掩埋了。范氏
天一阁之所以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正式余教授所说
的“超越意气，嗜好，才情，甚至是时间的意志力”而这种
毅力有是什么呢?

范钦曾经顶撞过拥有巨大权势的皇亲国戚，而因次遭到仗打
这样的重刑，还进过监狱。但他豪不畏惧，始终毫不顾惜坚
持自己的信仰，相信真理。最后谁都奈何不了他，这就是一
个古代藏书家，一个真正称职的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常
人的强健的职业道德品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这些教师，有哪一
个能像范钦那样监守正义，监守自己的岗位。或许有但也是
极少数的。我不是故意要借古代成功人氏来讽刺现代人，但
是我还是要批判我们不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读
书的人们，我们早就应该反省一下了。对我们来说范钦的意
志力乍看之下，显得不近人情，然而我们的毅力呢?可以说连
他的二分之一都没有。我们读书，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
办呢?学成之后又为了什么呢?等等这些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
去深思。

继续往下说，时间的流逝，光阴的短暂，80岁高龄的范钦中
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连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要监守岗位。
他将自己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份是他监守一生的藏书楼，
另外一份是一张万两银票。他让他的两个孩子去选择自己想
要拿的一份。

的古老文化就是因为有了像范氏父子这样的真正的读书人而
保存到现在的。 。
还有那些可恶致极的贪官污吏，他们丝毫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简直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在世界上比狗都不如。范钦好比是天
使，而这些贪官，滥用职权的人就是恶魔，总有一天这些恶
魔，会被天上的那些像范钦这样的天使给带去，进化那肮脏
的心的。

《文化苦旅》使我对读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读书人
读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这样读书人才是读书人。

而且我们所学的文化有多少是古人用自己一身的心血换来的
啊，文化的保留是艰难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自不意
的文化，不虚度光阴，真正的领悟中华民族的优异文化，并
且发扬古人身上的良知和意志力，坚决不做学成之后，而忘
本的人，也不做半途因为挫折和困难而放弃学业的人。



一个人拥有了良知和强大的毅力才能领悟到我们祖先的

精神

，继承和发扬炎黄子孙数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余教授的
《文化苦旅》就如一艘导航船，她将带领我去深思更多

中国

文化的发展史。我也会将其细细品尝的。

读文化苦旅有感篇二

每次读《文化苦旅》，就像身陷沙尘暴，在深沉的文字中挣
扎，被几千年的沧桑压得抬不起身来。

我一直为盛唐的辉煌和祖先的智慧感到骄傲。我一直为中国
的伤疤和耻辱感到难过。但读完这本书，我又开始为中国文
化的艰辛感到难过。

沿着历史的痕迹，站在敦煌几千年的风沙中，听着风中无奈
的叹息，在阳关落雪的地方，望着老朋友褪色的青衫；包裹
在天一阁里，触摸范氏族一代又一代的守护。在这里，中国
文化的积累像流水一样溜走，历代工匠的优雅姿态，四面环
绕的宏伟战场，绅士的战斗，我不知道悲伤的时期，李白对
葡萄酒的骄傲，扬州八怪渲染墨水的意图。

王道士慷慨地送出敦煌祖先留下的宝藏，我们看着这些令人
印象深刻的数字，让心一次又一次地抽搐；莫高窟静静地隐
藏在广阔的沙漠中，外表只是一个小山袋，但它完美地结合
了宗教和艺术，唱歌跳舞。废墟在历代的颠簸中崩溃，重建、
崩溃和重建；阳关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领域，在朔风中越来
越黯然失色。



也许一个中学生不能太深入地理解这些历史，但作为一个中
国孩子，我们真的必须好好看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并不是书中的文字能支撑一个中国文明。当我们追求那些冷
漠的明星时，我们是否应该转身追求消失的宏伟？在匆忙的
脚步中，捡起一丝空闲，看着漫长的`水，数着前面的花朵。

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我只是一个中
学生，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让这种艰难的
中国文化，进入我们的心，只要轻轻蹲下来，触摸文化的土
地，你就能感受到沉淀的沧桑。

读文化苦旅有感篇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化苦旅》就是这样一本好书，当
我读到这本书时，便沉醉在了泱泱历史的方则中，眼前浮现
出了种种黑白相间的画面，大江南北在文字中异彩纷呈。

书很厚，拿到之后颇有充实感。我与文字一起去阅天地、览
神州。里面有一篇__，让我印象颇深，它讲述了一个大清的
罪人，他的无知促使他用中国文物换来了几头牛，无价之宝
只值几头牛？想止于此，我是多么想去阻止他，可惜我回不
到从前。无知是多么可怕啊！它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再
说，若他有爱国之情，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拒绝的。

《文化苦旅》让我畅游了一遍中国，明白了一个国家的伟大，
感受了一个国家的风情，也懂得了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一切。
这样，即使废墟也能放射光彩，我们要永远保持一双善于发
现的眼睛，让平凡的一天也精彩。想想平时，我总是无味的
过日子，自从读了《文化苦旅》，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仔
细地观看世界，发现每一天都与众不同，生活也因此快乐起
来。

《文化苦旅》让我受益匪浅，我希望大家都读一读。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于我们过于庞
大的.文化有什么祈祝，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
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
轻。”通过文字我看到了穿行在祖国名山大川之间的余先生
或轻拭汗渍，或伫立思索，亦或是与一行好友欢快畅谈。

余先生的旅行是深沉的。他像是在进行一场朝圣，去和所到
之处的人文历史进行一场精神的对话。在他的眼里每个城市
都是拥有生命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莫高窟的壁画线条
中能够找到朝代的变迁，三峡的河道中满载先人的赞咏，庐
山的方寸间遍洒文人的风情。

今后的旅行我们不妨学习学习余先生，用心去体味一处风景
的韵味，用语言去探索一方水土孕育的风土人情，用思索与
先辈进行一场精神感应。

读文化苦旅有感篇四

也许是我出生的年代比余秋雨老师要幸福，没有亲眼目睹种
种擦肩而过的辛酸与血泪，因而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苦味萦
绕心头，然而余秋雨老师笔下一幕幕清晰可见的中国式文化
悲剧，已经令我的心也不自觉得随之惆怅，陷入了淡淡的寂
寞，历久不散。也许余秋雨老师得知我们肆意欣赏着他
的“苦”，却不能与之同苦，而只是仅仅的“寂寞”，怕是
他的“苦”又会更甚了吧。

读文化苦旅有感篇五

我正好手头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一书，利用双休日
的时间翻阅了一遍，这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静静体味的书，
他从风景秀丽的江南到大漠孤烟的大西北，从冰天雪地的北
国到充满民族风情西南边陲，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
水，也是他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里的苦苦求索，莫高窟的
色彩、线条令他着迷：北魏色彩的浑厚沉着，隋朝的畅快柔



美，唐代的喷射和舒展，五代的精细、温煦......这是一条
色彩的河流，也是文化的河流，一直汹涌地向我们奔泻而来。
天一阁的藏书曾令他迷惑，而终于有一天显现了藏书的社会
意义。而西湖终究是文人们心中的一个飘渺的梦境，只能意
会，无法用文字解读。

中国文化如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流经祖国大地，流向浩
瀚的太平洋。文化是内化于心的一种精神财富，在有华人的
世界里，就有中国文化的延传，漂泊海外的华人们可以把原
始的巨树当成神庙，供奉着“大公伯”，然后进化成“拿督
大公伯”，希望庇佑着他们。这是典型的宗族文化，一辈子
也无法挥去。

960万及其海域的神州大地，孕育出灿烂的华夏文化，有如一
朵朵奇葩绽放着，包容和开放的海派文化，亲新婉约的江南
文化，浓郁思乡情结的华人文化......我无法用语言表达作
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解读，我只能用心去细细体味。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
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
呢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
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余秋雨《文化苦旅》中传统文人形象解析

史记读书心得

中学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