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一叹读后感(精选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一

从《狼图腾》的世界出来时，所有痛苦的乌云都在大门守候。
它像亲你的朋友，你却不能推开，不是不能，是不敢，有时
亦会迷恋这种痛苦，深深的不能自拔。只能轻轻的说一声："
对不起，如果我再出来的时候你们还在，也许我会善待你们
的。"于是狠狠地丢下这些朋友，走进一个大门。

我不能独处一隅，需时时刻刻有人陪在身边。老师，同学，
亲人，仇敌，邻舍，能交心的不能交心的。只要有人能说活
就可以了。不然alone就过来了，随之而来的是lonely，只是因
为l将lonely卖给alone当奴隶了。

没有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学校有一个诺大的图书馆。其实它
并不大，面积不到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三层小屋，但是对于我
来说，这已经很足够了。马列，文学，医药，化工，计算机，
林浪满目，文学自然是我排遣alone的手段了。说到底，就是
让自己心离l远一点，它已经支离破碎了，不然后果真的难以
想象。

同学介绍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秋雨老师的文章在高中初
中的时候有接触过，但是真正的走进余秋雨，还是要从这个
《千年一叹》说起。

这书的文艺性不是很强，兼有历史，纪实，采风文学的性质，
但是还是被图书馆管理员放在了散文之列，也许是因为余秋



雨这三个字的缘故吧！

此书所写，为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栏目。这个节目出众在不
仅介绍了旅游景点，名胜古迹，特色小吃，还深入地剖析了
当地的人文风情，地理特点，历史背景，逼真的再现了当地
的民情民风，使人深入其境。犀利的笔锋，深入的刻画了统
治者的昏庸，无情的揭露了政治的腐朽。婉转委蛇的口吻说
不尽民生的凋敝，道不清文明的失落。

书中反复提及到的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其他文明的失落，我并
没有太多的感触，活在一个本土文明复兴的时代中，心中自
然不会有如此的文明危机，却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无论
是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而书名所取"千年一叹"估计也是叹的文明吧。但是遗憾的是，
我对秋雨老师的这种叹息，不甚了解，所以就不了了之吧。

不知道薄薄的500多页书竟第一次有太多的想说，却一个也说
不出来。大概把我狭隘的喉咙堵住了吧。太深沉的文化，太
沉重的叹息，是我不能承受之重。

这是我第二遍看这书了。一是这书确实好看。二是时间充裕，
最重要的是能排除伤心的干扰。彻彻底底。看完这两遍，一
个星期不到。我想以后还会再为《千年一叹》写一篇读后感，
或许不会。太深太沉得时刻，我只能无言。

今天下午又借了一本书--《冷霜长河》亦为余秋雨所作。一
是早已仰慕大名，二是读他的书的时候，内心能非常的平静，
不泛起一点波澜，不荡一圈涟漪，好像身临一个微风徐徐的
山谷。右边是一倾而下的的瀑布，后面是垂直的石壁悬崖，
清水环绕，我盘坐于草地上，空气中混着野草放肆而悠远的
芳香，心中参悟着来自遥远的禅道，内心如死水。

希望这本《冷霜长河》能让我有更多的收获。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二

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坐在窗边看看书，偷得浮生半生闲。
阳光正好，透过窗户斜斜地照进来，便就这样度过了一下午
的时间，而身上的每一处都还存留着暖暖的阳光，这样，便
十分满足。

看《千年一叹》，我很喜欢跟着余秋雨先生去探寻那些失落
的古文明，听余秋雨先生讲述着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和
他一起感受着千年历史所留下的厚重。余秋雨先生坚守
着“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遗址，
只相信亲自到达”的信念，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穿越数万公
里，考察文化遗产。期间，他贴地穿越了许多恐怖主义蔓延
的地区，探寻了许多陨落的文明，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
来。

首站是希腊，其实起初我并不太了解希腊，对她的印象也仅
仅只是停留在以前听过的希腊神话，她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
一位蒙着面纱的少女，朦朦胧胧，无法窥见其全貌。我跟随
着余秋雨先生的脚步，想要去探寻面纱后真实的希腊：看到
了浩大温和的爱琴海，海边屹立着许多石柱，让我们想起公
元前五世纪属于希腊的“轴心时代”；来到了希腊文明的早
期摇篮——迈锡尼王城，这里城墙颓败，单调而干涩，原因
就在于穷兵黩武只会迎来自我毁灭；也不错过永恒的地
标——奥林匹亚，感受着希腊人有关人的完整理想，将智力
健康和肢体健康集合在一起……这么多的文明遗址，不禁让
人惊叹到希腊的盛极一时，也哀叹如今文明的衰落。

在希腊，人们所崇尚的是闲散第一。希腊人会在城堡之下，
钓鱼、闲坐、看海，既然辛苦过后还是回到原地，所以希腊
人一开始就选择了留在原地。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感
叹：“有很大一部分闲散走向了疲惫、慵懒和木然，很容易
造成精神上的贫血和失重，结果被现代文明所遗落。”这也
使我对中华的文明不禁暗自感叹其好，随着年岁的增长，中



华文明慢慢沉淀，悄悄强健。

在之后，便是我眼中那个满是沙漠和金字塔的地方，那里的
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是那样古老又神秘。现如今它的文化也
渐渐衰落，它在全盛时是怎样的辉煌我们更不得而知。看着
这些零落破损的遗迹，心中总会泛起一阵痛楚。也同时感恩
中华文明直到现在还能得以发展延续，不会只留下一些时代
的碎片。我们至今能从古书中，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
的语言文字。

之后余秋雨先生又去了许多的地方，看了许多的文明遗址，
但遗憾的是，现在这些文明基本不是中断，就是慢慢消失淡
化了，但中华文明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后，仍能在如今
或看到、听到或感受到它的存在。在此书的比较后，余秋雨
先生也结合着这次漫长的经历做了分析，可能是我们的地理
环境、也可能是我们的文明体量等等原因，中华文明到如今
尚存。

他的这一趟旅行，说是探访古文明，实际上也是在对中华文
明的源远流长进行一个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一个
个文明所发出的诧异和叹息，同时也是通过这些零星的一角
折射出一个文明是如何从辉煌到衰败的。这本书所表达的不
仅是这些灿烂的古文明，而且也包括它如今的淡化和遗忘。

其实看完这本书后，再看如今，所感受到的是中华文明现存
的美好，它没有消失，没有经历那些自然淘汰，国泰民安，
文明与时代共同前进。它已经奔腾了千年，存在了千年。它
的历史仍在延续，现在也正走向更远的未来。回望以前，心
中会更加坚定，我们终将走向更远。现在的文明，正以它饱
经风霜的姿态再次显现，已经荒凉与寂寥。它的出现在提醒
着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承不息。它会以更加厚重的
姿态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三

《千年一叹》余秋雨的一本书,作者很有名气，就抱着好奇的
心态看完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千年
之交，跋涉四万公里，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经历，给我的感
觉是苦中带甜。本书采用游记的形式，但给人的感觉本书不
仅仅是一本日记，在读书的同时，本书时时给读者传递这样
一些问题，希腊、埃及、约旦、印度等古国都曾经有过辉煌
的古文明，从辉煌到势微，从势微到衰败，到没落，而我们
中华文明却避免了整体性的衰落，如何保持中华文明的延续，
发展，我们读者对此应持有何种观点，我们读者应该如何去
面对等等。

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深深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从作者的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
创造文明的是人类，毁灭文明的也是人类。其实，甚至在人
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很多地方，人们正在毁灭自己创
造的文明，例如，在中东，在印度，以及在阿富汗等地人们
还在互相厮杀。我们在作者游历文明古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文明的毁灭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健
康发展，和平是我们需要的，战争是我们应该唾弃的。所以
我们应该争取和平，这是我们一直持有的观点。

再让我倾听这神州大地的呼声，让我触摸这个古国苍老的灵
魂。终有一天，我会伫立在咆哮的黄河旁。任凭飞溅的黄河
水沾湿我的衣脚，让我同这个民族一起流泪，让我感受奔流
不息历史长河。历史与山河同在，千年不倒。针对于作者在
这本书中提到的有关于人类文明的问题，看起来与我们个人
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不然，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员，
我们有义务去尽自己的力量去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而努
力。而真正把这些义务落到实处，就需要我们认真去学习、
工作，去为这些“大”问题尽力贡献自己的“小”努力。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四

余先生的《千年一叹》，我在两个月里一共读了两遍，还为
此拜读了对话形式的《文明之旅》。

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有几个。

首先，余秋雨先生的文笔才学深深地折服了我这文化小白，
我就像一个好奇的稚子，看着字里行间的那精湛到位又不失
文字之美的叙述，就像变魔术般，让我无数次崇拜着又欢喜
得手舞足蹈。文字是文明传承最主要的形式，也是思想影响
最重要的途径，像余先生、季老他们这些文学大师，都是我
心目中伟大的人类。

其次，这是我看过最完整的古文明介绍的书籍，且浅显易懂，
传景传情。尼罗河边上的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
河的两河文明，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明，更早之前的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我以前也曾从不同的书籍里断断续续地了解，但
它们究竟有何联系？现在是什么样子？与中华文明在时间和
表现上有何不同？这些都是我一直想知道或者想规整的，而
这一次终于明明白白了。

再者，这可能是余先生对文化、文学追求的路上最后一本纯
纯粹粹且高度到达巅峰的一本书了。以后可能都会是生感悟、
做人艺术什么的，我不会有兴趣。

最后，说到中华文明。这应该是我作为中国人最骄傲的资本，
也是我身为一个渺小的中国人最无奈的部分。如中庸之道，
助我，愚我，也害我。它的确值得我们去反思。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五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要想了解这个世界，这个文明的本质，
就需要去靠近他，去靠近那些厚重的古墟，去抚摸那些斑驳



的碑铭，去体会那些传承千年的神秘文化。而余秋雨先生的
这本《千年一叹》就是访问北非中亚和西亚等地与古中国齐
名的文明遗迹，去感受那不同寻常的美，去更好的了解世界
了解中国。

“要么今后只敢小声讲述中国文化，要么为了能够大声，不
顾死活的走遍全世界一切重要的废墟”。这便是余秋雨先生
写作的动力。他用了三个月时间，走过了埃及，走过了希腊，
走过了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文明故土，用质朴自然的语言，描
绘了几千年前几大文明古国的兴盛与衰亡。

其中最令我动容的莫过于《哀希腊》，浩大温和而蔚蓝的爱
琴海静静地躺在文笔流转之间，洁白庄严的石柱屹立在厚重
的书页之上，我仿佛看到了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希罗多
德，他们的智慧如爱琴海倒影中的点点星光，汇聚成一片璀
璨的星河。拜伦的诗句在我耳边回响：“祖国啊，此刻你在
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
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之手？”一声声饱含深情的
呼唤，既是对逝去的希腊文明的哀悼，也是对世界所有文明
的呼唤。爱琴海上柔和的海风拂过岸边哲人的身体，抚摸过
石柱上的斑驳的.遗迹，最终吹过浩大神秘的海神殿，吹进了
我的心中。

《千年一叹》让我畅游在世界文明之中，思索中华文化的传
承，最后，请允许我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来当做结尾“不
是距离的遥远，时间的漫长，才会产生痛切的思念，真正的
痛切是文明上的陌生，真正的思念是陌生中的趋近。”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六

看了《千年一叹》之后，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喜悦。反而是越
看越沉重，不忍再看，又不得不看。寻访古文明的文明之旅。
乍一听，是一件美差。可其中却蕴含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
的感觉。那些文明古迹总让我感觉它们是在沙漠上默默坚守



的一座丰碑，一座很悲凉的丰碑。曾经的它们是辉煌的见证
者。而今的它们好似烟花灿烂之后留下来的与余烬。曾经创
造了他们的人的后代子孙，现在因为各种原因，正在遭受这
战乱，贫穷，饥饿，恐怖主义的侵害。余秋雨先生说，看到
作为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文化的国家，他们的子孙连学都上
不起，他感到痛心。然而又何止是痛心！哭墙之下那不曾休
止过的哭声，医院里亟需药物治疗的孩子，那种就差武装到
牙齿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岂是一个痛字可说得清，道
得明。忘了是在哪个国家，为了让旅客能够安全地观赏古迹，
每个车队都派两辆车前后保护，余秋雨先生那时候的心情只
剩下难过，他们只不过是想让外人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
而已。

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几千年来，大家打打杀杀，后来
因为外族的侵略，大家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再也部分什么
外夷了。很希望中东有一天也能这样。发现原来大家是一家
人。还有那些制造恶魔的人。

千年一叹读后感篇七

2017年第十八本书。余老这本书给五颗星我都觉得少了[呲
牙]。这本书兼具历史，人文，写实，情感于一身，余老的学
识和文笔自不用说，对于环境的描写词汇恰当犀利。风景描
写让人仿佛置身其中。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东地区的历史和
残酷现状，宗教的发展和演变，种族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仇
恨，一次次朝代更替，一桩桩彼此残杀，触目惊心。对于中
东地区形势，我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放下种种仇恨，求同存异并不是不可以的。最后感想，
因为余老的文字，让我真切感受到身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多
么幸福，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么自豪，感谢祖国，愿祖国繁
荣昌盛，民族和谐幸福，社会主义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