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的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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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一

一、对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在《文化苦旅》中，绝
大部分文章都贯彻这样的一个主题：对中国文化的追溯、思
索和反问。如在《五城记》中关于广州的描述。作者说，自
古以来，由于远离京城，靠近海洋，广州总是表现得离经叛
道；而近代的广州，“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
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
感生活。”是的，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到现在，广州人
北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然而失败以后回来，依然继续着
自己那悠闲的“饮茶文化”，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作者
由评论广州人的“叹早茶”、“逛花街”等一系列闲散生活，
将矛头直指广州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与消极心
理。随着改革开放，广州人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特有的“饮茶
文化”和“花市文化”，但是，他们却已抛弃了以往的自私
和消极_“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
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
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
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作者在对广州人那特有的文化进行反问和思索的同时，也不
忘对广州在改革开放所作出的成果给予认可。余秋雨凭着他
那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许许多
多的城市、小镇和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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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凭借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灵魂《文化苦旅》全书的主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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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散文形式的确与众不
同，但读者看了本书的篇目后，想在正文中寻找天一阁、莫
高窟、天柱山，乃至江南小镇的周庄、同里是什么样子，他
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
置一词，其过人之处是在点明某地后，即以类似电影中镜头
切换的形式凝造出浓丽而沉郁的人生图景，紧跟着进入直抒
式咏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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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文化的种种遐想和
议论，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不知不觉中接受余秋雨
那独有的文化底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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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天一阁》中，作者没有描写介绍天一阁的景色，而
是重点写了范钦和他的继承着们如何不惜沉重的代价去保护
那万卷家书。以及朱熹当年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跋涉来到岳
麓书院，冒着被免1职、甚至可能被逮捕杀头的危险给学生讲
学。余秋雨依仗其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
力和艺术表现力，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而且也
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篇二

得益于农商行的文化熏陶，工作之余，读到《文化苦旅》。
跟随余秋雨老师，以文字为媒介，穿行大半个中国，挖掘古
迹，解读历史。

我陶醉于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些遗迹沉寂千年，感受他们跨
越时间依旧气势如虹，断壁残垣记录书写着我们五千年来未
曾间断的历史。余秋雨老师把它记录了下来，供我们拜读，
字里行间却透出一股独属于文人的苦。

书写的文字再客观也免不了沾染表达者的情感，就像题目所



写——“苦旅”，面对灿烂文化，我不禁问道，何为苦，是
衣行简朴，舟车劳顿之苦？八十年代的苦是那样轰轰烈烈，
真真切切，余秋雨老师或许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我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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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懂了一些“苦”的含义。看过那么多
历史遗迹，他们有过最高傲的时光，雕栏玉砌，金砖玉瓦。
到头来一地瓦片，绚丽过的日子抵不过历史的一瞬，不禁让
人质疑何为永恒，似乎一切都在流浪。格物致知，对事物的
思索到头来归结到人生的意义，时间推着一切往前行，没有
归宿，没有终结，剩下毁灭，一个坚韧的文明历经沧桑，路
过辉煌，余老师看着他前行留下的足迹，满眼苦涩。

一个文明是如此，一个人的一生，摸爬滚打，最后又能剩下
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