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类读后感(精选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化类读后感篇一

算起来，这本《文化苦旅》在我家的时间已经算够长的了，
大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要母亲为我买书，她就帮我择了本
《文化苦旅》。

当时我并不知道余秋雨，也看不懂这本书，只是在写读后感
时，还似懂非懂地谈些感想，其实跟这书，关系不大。因为
因为感觉内容不是很通俗、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撂在一边，
一晃就是六年。

六年中，我也曾试着去读，可都半途而废。

今年暑假，在整理书橱时，我发现发了它，并再一次打开了
它。我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从莫高窟的中华
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
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

作者走过的每一地方，似乎都蕴藏着那么多中华历史。有的
时候真想自己也能懂得中华五千年历史，每当走到1个地方，
都能想起此地过去的故事和故人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偶尔，
作者也会停下来，写一写腊梅或是写写自己的藏书，或者在
每个清静的雨夜里想起，夜雨诗意。

但是作者永远者没有忘记，真正的山水不光只是山水，更有



着"人文"。正如他自序中所说："每到1个地方，总有1种沉重
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是中国历
史文华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是的，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我看见了王圆麓，那个敦煌石
窑的罪人;在罗池庙里，我看见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
我看见了大愚又大智，大拙又大巧的李冰，在天柱山我看见
了华发苍然的苏东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做文化苦旅?慢慢得，我明白，"苦旅"
苦在历史的重压，苦在历史的逝去，苦在古人的远离，更苦
在文人心里的敏感。

读了这本书，不仅让我略懂了作者，更让我读懂了中华民族
历史的一丝细脉。

文化苦旅读后感500字(七)

文化类读后感篇二

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然而读《文化苦旅》，当茶余饭后
咀嚼着其中优美的文字，欣赏古代历史人物的零碎故事，都
能让人有所感、有所动。

然而读《文化苦旅》，让人变得深沉达观。

任何物体都有承载它的器皿，唯有知识无垠无度。文化的承
载，不只是书籍，就像余秋雨所言，历史文化的沧桑，散布
于历史的古迹中，需要人慢慢去探索、挖掘。托尔斯泰曾坦
言：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恰恰罗素·罗兰又说：“智
慧，友谊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倘若没有钥匙，如何打开智
慧之门，又何谈放射光芒？文化苦旅这本书，昭示古代历史，



人类告别愚昧混沌，从事文化探寻的历程与辛酸。文化，看
似平凡，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优秀文化，
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沉溺纸醉金迷
的世界，让我们远离了文化的正面熏陶。读《文化苦旅》，
不但能改变人的气质，还能使人树立更为健康人生观度。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辜负苍天赋予的生命，成为沧海中不
可缺少的一粟。这对于人生的回答，对于国家的培养，对于
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对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读《文化苦旅》，是一种陶冶，是一种享受。

《文化苦旅》让我体会”怦然心跳“的共鸣，有一种“莫名
感动”；《文化苦旅》让我进行自我审视，也曾感叹人生百
态。我只愿情绪伴书平和而宁静，灵魂伴书纯洁而超然。有
时候读书不是一种消遣，而是提高自己的学识，开阔自己的
眼界，聆受文化的熏陶，畅想无暇的梦想。

文化类读后感篇三

自从余秋雨先生走遍世界山河，以新奇的视角写下《文化苦
旅》这本书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出门旅行的浪潮，可是却没
有出现第二本《文化苦旅》。

我开始思考余秋雨先生看世界的态度与角度。余秋雨创作的
历史并不是抽象的历史，他试着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
在自身与历史的交谈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文风、独特的情怀。
正如东晋陶渊明一般，他想着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
束去旅行，他并不同一般人一样为了轻松、为了猎奇、为了
开阔眼界而出行，而是为了“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
校”。

正是因为这种意图，使他与世界文化更近，使他的“苦旅”
倒不像苦旅，而是一场人文、自然、历史的盛宴。



纵观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华丽的辞藻，其间多的
是睿智的语言，是一篇篇通俗的故事。余秋雨先生也并未对
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写，只是笔锋一转，便描绘出了一幅幅
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
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古文化历史的种种遐想
与议论。它解读了历史的苍凉与大漠黄河文化的兴衰，以一
种全新姿态去评价、思考人生与未来。

或许余秋雨先生也正是像我们一样由一个普通人慢慢走来，
带着不一样的眼光与角度，渐行渐远，却终究走出了他
的“文化苦旅”。

文化类读后感篇四

在这个短暂的假期里，我读完了《文化之旅》。虽然阅读时
间很短，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本书里，大部分的词汇都是以追溯、思考和提问中国文
化为主题的。俞虞丘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技巧，在他的
《文化之旅》中追溯、提问和思考了许多城市、小城镇及其
人文景观所蕴含的文化细节，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精神。

本书的主题是借助山水寻找文化灵魂和生活的秘密真相，探
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在这本书里，
作者几乎没有提到景点的具体风景。他突出的一点是，在他
指出一个地方后，他以镜头切换的形式创造了一幅丰富而深
刻的人文主义画面，类似于电影中的镜头切换。其次是咏叹
调的直接表达，这种咏叹调以炽热的情感和夸张的话语为主。
然后，随着对中世纪文化和历史的种种遐想和讨论，读者被
文章的情感所影响，不自觉地接受了虞丘的文化背景、人文
精神和心理过程的影响。这个创意贯穿了整个“文化之旅”。

在《文化之旅》中，虞丘多次严厉拷问历史。其中，有许多
悲剧的事情和悲剧的人物，但他很少提及他自1949年以来的



历史反思，也很少让人感受到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秘密。也许
当代历史对作者来说过于敏感而无法跨越界限？此外，作者在
《西湖梦》中又是如何知道“背上香包来西湖朝拜的好男人
好女人心中几乎没有教义的痕迹，但他们的眼睛却总是看着
桃柳绿和水盾醋鱼”？大多数外国教堂不是建在喧闹的城市
吗？这本书里仍然有这样的评论。这不禁让人怀疑，当虞丘
发表评论时，他有时会问一些使情况复杂化的简单问题。

我认为，有了《文化之旅》，俞虞丘可以在新中国散文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有一些影响甚至伤害，但思考和问题是
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呼吁“健全的文化个性”。

文化类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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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写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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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次次漂泊的旅程，都是使
智慧长进的机会，也使心灵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鍊，每每在
这一次又一次的跋涉中得到一种抒发、一种寄托。文化的传
承，在历史的转盘中进行接替，中国灿烂的文化，在历史古
迹中留下最真实的写照，岁月的流逝，让历史的沧桑在人类



的记忆中越磨越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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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曾说：「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
觉地在心理上过著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
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乾和脆折。」或许是因为如此，
余秋雨先生在埋首於砖块般的典籍中后，那不同於案头的年
龄悄悄作祟，突然涌起向苍天大地，释放自己内心深处不停
呐喊著的渴望，一股热潮、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不停地冲
击著心灵，澎派的思想犹如一阵巨浪，要求超脱现实的束缚，
寻求最终的寄托，没有人知道旅程的终点，无情的岁月不断
地雕刻，即便生命的终点将在不远的哨站，但生命的价值却
是不朽的承诺。

中国的文化，落在山重水复中，是历史的多情造就中国千年
的内涵，读后感《文化苦旅写读后感》。道士塔中的无奈，
因为莫高窟的千古罪人王圆籙，将令人歆羡的中国艺术文化，
用极少数的钱财来换取难以计数的敦煌文化，偌大的中国，
岂无维护古文物的能力，听任一个古老的民族让伤口的血滴
在沙漠，使敦煌文化走向黑暗。

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
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麼，
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
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汨汨清流，且不论古今的
各种观点、利益价值、科学性都是无懈可击的。它是一种具
有灵动的文明，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
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它，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文
化，是文人思想的泉源，创造了美和感性。

三峡，中国最惊心动魄的奇媚风光，还记得白帝城这首诗，
及白帝城所熔铸的两种声音、两番神情：李白与刘备，诗情
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观点与对山河宰权的争逐。
诗人的悲沧，风情万种，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路上风声飕飕，



江流溅溅，江涛高一声、低一声，留下了美丽的忧伤，三峡，
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渊薮。而今却因经济上的开发，需在三
峡上筑大霸，原本美丽动人的篇章，慢慢地殆尽，昔日的忧
伤、热情将不再复见。

穿越了那种现代又非现代的历史古迹，旅途中的经历感受，
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的「人文山水」，中国历史的文化
魅力是摆脱不了的，在山水历史间的跋涉中，历史增添了声
色和情致，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人生经验。培根说：「历史使
人明智。」在辉煌的华夏文化的背后，原来还有著这样一则
则的故事，读文化苦旅，使自己有了更深一层的历史知识，
更打从心底崇拜那一件件扣人心弦的历史史迹，心之向往也
彷佛身历其境中，种种的意象和画面都浮现在眼前，穿越时
空的钟又再度响起，正呼唤著我们去探访另一个灿烂的华夏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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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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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类读后感篇六

如果梦想是云朵，那么书籍必须是云朵身后的蓝天，让云朵
能够歇息;如果梦想是大厦，那么书籍必须是大厦的根基，让
大厦巍然屹立;如果梦想是航船，那么书籍必须是航船的船舵，



让航船到达彼岸。我愿圆梦路上飘满书香，然后一路高歌，
走进梦想。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书中自有一方世界，一处繁华，
所以当我的指尖轻轻翻过《文化苦旅》细细阅读时，我就在
那一方世界经历一场苦旅，品味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与苦
难。

寻一处僻静，轻轻翻开《文化苦旅》，伴着淡淡书香，我看
到信客的狼狈与高贵。说信客狼狈是因为他们从遥远的地方
带着委托的货品回来，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风雨雨，正如书
中所说：“走东走过来，显得极端疲劳;走西走过来，则显得
异常窝囊。”他们是极尽狼狈的。说他们高贵是因为他们坚
守做为一名信客最基本的原则——诚信。就像那个年轻信客
谨记老信客的告诫。一路上都记着给别人的承诺，说到做到，
把委托的货品一分不少地带回来。信客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们做着最辛苦最平凡的事，用诚信联系着乡村与城市。信
客诠释了“诚信”二字。

信客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化苦难的开始，却依旧坚守诚信的
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诚信。

黄佐临见证了中华文化被掠夺的苦涩，却依旧坚守爱国的中
华传统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爱国。

谢晋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大浩劫，却依旧坚守敬业的中华传统
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敬业。

正如‘文化苦旅’这四个字一样，《文化苦旅》诉尽中华五
千年的历史，诉尽五千年文化的辛酸历程。在《文化苦旅》
中，那些书中提及的人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都见证了
文化的苦旅，又都对中华文化不离不弃，依旧坚守。品读这
本书时，就是在经历一场苦旅，苦后却悟得文化历尽艰辛后
的甘甜。其实圆梦，何尝不是一场苦旅但有书相伴左右，便



觉得虽苦犹甜。我愿这场苦旅中飘满书香，然后我一路高歌，
走进梦想!

文化类读后感篇七

读后感简单来说就是看完书后的感触，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
有写读后感的习惯呢?下面为大家准备了一篇文化苦旅读后感，
希望大家喜欢!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
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
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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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难怪，看这本书要慢、要细，里面的思考，非常人所思，
非常人所见。他笔下的《风雨天一阁》我记忆犹新，一个人，
不!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范钦让偌大的中
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保留到现在。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
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但是，范氏
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
说的“超越意气、嗜好、才情，甚至时间的意志力。”这种
意志力体现在哪儿?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
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
上耿直不阿，最后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一个成功的
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余秋雨在这里总结
道。

看到这，反思一下，我们这些读书人，如果生在那个年代，
身为一个藏书家，会像范钦一样吗?我想不会，范钦身上的毅
力，乍看下的不近人情，让我们来，难!我们是教师，教育学
生，意志力不能少，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在挫折面前，
爬起来的又有谁?生活着，又为了什么?这不正是我们该思索



的。

继续往下看，我又发现了一桩“怪事”：80高龄的范钦终于
快走到生命的`尽头，在他分家产时，将其分为两份，或是藏
书楼，或是万两白银。他让后代去选择。我想，如果让我选，
让大家来选，会选哪个呢?要么拿着白银万两，逍遥快活一生，
要么死守一座藏书楼，世世代代。说句实话，范老爷此举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也十分钦佩这个相隔我好几百年的古人。
也正因为这样，天一阁留下了。但这是一个难题，我在思索：
如果把此事搁在今天，不搀假，谁会铤而走险，谁会选择天
一阁，包括我。不过，奇迹般的，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愿继承
天一阁。这是现实，不是故事。

读到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个片段，希腊神话中，海洋女神对
想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儿子阿格琉斯说：“如果你参战，会战
死沙场，但流芳百世;如果你不出征，会平安一生，老死后便
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阿格琉斯最终战死沙场，但是因为
他，希腊盟军胜利了。世上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人，世界才有
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让我感受倍深，感受到了中国的文化
人身上的良知和意志力。也让我深深体验了“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