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关雪读后感(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阳关雪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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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四篇《道士塔》、《莫高窟》、《阳关
雪》和《沙原隐泉》中便不难感受到。就拿道士塔的第二节
来说吧，文章是这样写的：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
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
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
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
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
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
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
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
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
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
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
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
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
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
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
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
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
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
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
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



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
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
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
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
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
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
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
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
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
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
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
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
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文化苦旅》像是一剂苦味的中药，治愈了人们没有感动的
神经。这一剂药对于我们来说更显得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它唤醒我们过于安逸的生活，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思考，
思考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成熟！

阳关雪读后感篇二

提及阳关，颇为熟悉，不少人都熟悉那别友名句——劝君更
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然而，又有谁来到这通向西域
的关卡。

余秋雨先生告别了莫高窟至此，送走的不是故人，而是阳关
废墟，是中华之文化。

这位“漂泊者”，是那么深爱着中华文化的废墟。大雪飘然，
大漠茫茫中艰难地行进奔赴阳关，就为了看那几个土墩？不，
绝不是。他所观看的是一个伟大神圣的废墟，蕴藏着千年的
历史文化。是一个怀着悲哀无言的关卡，默默地告诉人们中
华还有一个篱落的阳关，文化的阳关，永远存在着的只是多
了些清淡的阳关。



这儿是军事圣地，这儿是浴血沙场，这儿是挥别一个个流落
官，一个个文人的冷血地。

余秋雨先生不禁慨叹大诗人王维的唐人风范，在这凄惨之地，
竟缠绵淡雅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境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在历史“吹拂”下，终成废墟，终成荒原，无人与他做
伴，惟独那几个土墩。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余秋雨先生无奈
地叹息。

阳关不再是阳关，大雪不再是大雪，那是中华之文化及已被
淡忘的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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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的不是“一杯酒”，
是对中华文化的爱与悲怜，“无”的不再是“故人”，而是
这千年文明。

文化不仅是简单的文化，而是向世人宣告中国是什么的标志。

文化的阳关寂寞着。劲刮着刺骨的北风，飞扬着漫天的狂沙，
飘摇着枯涩的芦苇，还有那几个土堆孤寂地哀吟。

余秋雨先生漫步长叹，继续着苦旅文化的悲程。

阳关大雪又呼啸而立，文化的哭泣开始萦耳。这是谁在哭泣？
也许是文化废墟，也许是感受文化废墟的人，更也许是感受
文化废墟后，又来悲怜文化的人。

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化，留存于世的不要只是静静的兵马
俑，蜿蜒的长城与几个石窟，它应该是不计其数，可千万不



要被大雪所掩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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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关雪读后感篇三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想必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
经典之作。这部散文集也确实汇聚了他很大的心血，这部散
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是余秋雨亲身的游历之作。当然之所以
成为经典，并不是因为类似于游记的散文给我们描述了中国
壮美的河川大山，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而是向我们揭
示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余先生在每游过一个胜地之后都会向
我们展现那里不为人知的一面，并以犀利的笔触，客观的评
价，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读过《文化苦旅》之后，发现自己喜欢的文章有很多，《阳



关雪》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写的十分的洒脱，以一个
文人的视角抒发了对古代文人墨客的景仰和慨叹之情。王维的
《渭城曲》描写的就是阳关的情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
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正是
这首诗激起了余秋雨去寻找阳关遗址的热情。

他在出发之前，向住在阳关附近的老人仔细询问过。但老人
给他的答复只是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看的、也很难找，平时是
很少有人去的，只是一些文人会辛辛苦苦的到那里去缅怀一
下古迹。而且现在又在下雪，去那里是很受苦的。可余秋雨
还是义无反顾地钻进雪里，冲着阳关的方向走去。老人是不
可能体会到余先生作为一个文人墨客对圣地的崇拜之情的，
所以老人的劝阻也不能单纯的说成今人对古人的漠然，只是
他与余先生所处的精神境界不同罢了。当然，余先生去那里
不单单是寻找一下王维当年送别友人的足迹，他还要把自己
的感情用笔墨的形式记录下来，创造出一种与古人不同的意
境。

来到阳关旧址，他完全被那种壮阔、雄浑的景象所触动，写
下了“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
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
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这样的描写给人无
限的遐想，也唤起人们对阳关的向往。阳关的天气也是变化
无常，不一会儿雪就停了，天阳也出来了，更广阔的画面呈
现在余先生的眼前，经过一番察看，他认定阳关这里曾经是
个古战场。不知有多少士兵在这里奋力厮杀，倒在血泊中，
他们没有在历史上哪怕留下一个名字，但他们的坟冢将会作
为历史的驻脚永远不会磨灭。

他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前行，脑中不知不觉的就浮现出了外国
作家艾略特的《荒原》，这片现在荒芜的土地，曾经就是几
个国家的边疆要塞，重要关隘，兵家必争之地，这里记录了
很多感人至深的事情，“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
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



猎于朔风中的军旗。”但却都随着一阵阵烟尘渐渐远去。余
先生以一个20世纪文人的情怀在缅怀这片土地。他继续走着，
终于看到了刻有“阳关古址”的石碑，今日的阳关已是面目
全非了，只剩下一个破旧的烽火台，和几座坍塌的城墙，他
登上这片土地的制高点，感受着西北风的浩荡与凛冽。此时
他又想起了王维，开始了他的深刻思考。中国古代的文人墨
客并不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就连王维那样诗画一绝的人，也
只是在宫廷里被当作“玩物”来消遣，并不会得到重用。中
国的文化在唐朝时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这种高潮并没有
延续下去，而是渐渐地衰落，像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人物
也是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度过余生的。中国的帝王并不懂
的保护文化，让它长久的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是在不断的压
抑那些才情万丈的文人墨客，使他们成为了边缘人物，可有
可无，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反观欧洲的文艺
复兴不知要比唐朝晚了多少年，但他们的文化得到了重视，
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至于比中国落后几千年的欧洲文明现在
发展的光辉灿烂，艺术之都、文化之都，这些原本属于中国
的荣耀，早已被欧洲夺去。

余先生在这里抒发的是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失望之情，中国的
艺术家们要比外国的艺术家们悲惨很多，因为他们从来就没
有真正的被重视过。即使是盛唐时期的艺术家们，境遇也没
有很大的改观。难道当权者不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源远流长
的精神吗?余秋雨在这里只能是流露出一种叹然的心情，“即
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
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的确，阳关的坍弛，
不仅是城墙堡垒的坍弛，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垮坍。

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王维那么温厚的语句来描写阳关了，有
的只是一些文人笔下对它唏嘘感慨的描写。阳关的雪逐渐迷
离了人们的视线，雪虽然会停，可是恐怕再也找不回以前的
阳关了。余先生最后以这句“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
要下雪。”结尾，已是流露出了一种无奈的心情。



这篇文章确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仅会品读到历史的沧桑，
也会理解到古迹背后那些不为人知一面，读过之后定会从中
汲取到充足的养分。

阳关雪读后感篇四

原文：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
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
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
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
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
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
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
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
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
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
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
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
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
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
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
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
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
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
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
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



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
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
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
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
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
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
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
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
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
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
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
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
《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
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
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
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
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
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
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
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
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
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



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
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
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
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
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
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
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
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
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
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
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
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
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
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
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
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
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
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
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
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
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
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
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
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
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
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
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
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
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
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
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
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
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
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
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
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
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
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
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
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
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
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滴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
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
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
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
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
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
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赏析：

作者余秋雨写的阳关，不是一般的探幽访胜，不是单纯的咏
物抒怀，而是借助阳关的这一历史遗迹来折射中华民族在人
类文明史上曾经作出的贡献，来追寻中国古代文人曾经经历
过的生命体验。因此，作者笔下的阳关，已经超越了阳关本
身的意义，从而进入了人生、社会和历史等更加广阔的领域
之中。

我们可以把全文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次：从开头到第三自然段“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窨藏
着什么法术呢？”

文章一开头，便是一段议论，指出历史上种种“怪异”但又
建党的现象：当为官的文人“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
他们“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以至
无数的人们会在童年时代使“自选搭建”这此诗文景象，到
了成年以后，又会“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
什么古代文人的生命体验又会成为后代人们的生命体验呢？
作者的感慨到这里戛然而止，留下的是给读者的思考和耐人
寻味的话题，巧妙地承转出下文。

第二层次：从“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
阳关了”到第十一自然段“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作者说自己“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既是
对上文“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的照应，又告诉
读者“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来追寻生
命体验的目的。作者接下去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沙漠边陲的
一派荒凉、肃杀、空旷的景象。对莽莽沙漠和沙漠雪景描绘，
既是写实的，又是深化了的。从写实的角度顺理成章的带出
坟堆，由此展开了联想：“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
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决别，将军圆睁的怒目，



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简洁而形象地概括出一幕幕的历史
景象，而坟堆本身，又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从中呈现出
社会性、人性，作者的历史沧桑之感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第十自然段用的是对比的手法，作者说“堆积如山的二十五
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在中原
内地就不同了……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二十五史是历代帝王修撰的所谓正史，作者这样写，既点出
历代王朝醉生梦死、荒淫奢侈的生活，又衬托了前方将士艰
苦守卫边疆的英雄气概，突出了中华民族戍边屯垦、抗御外
侮的民族精神。

第三层次即余下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对阳关遗址的直接凭吊。
作者用寒风、苇草、群山、白雪、烽火台等物象描绘出阳关
远近的荒凉之后，笔锋一转，又回到王维的《渭城曲》，用
这首千古绝唱带出“唐人风范”，尽管行路艰难，但他们不
会洒泪悲叹，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可悲的是唐代
前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长安的宫殿，
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因此，“阳关的风雪，
竟越见凄迷”，最后“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
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民族的精神疆域”和
上文“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
皇五帝的宗谱”都是散文笔法，实质上，作者在这里抨击的
是封建广义的保守、腐朽，帖于封建制度的禁锢，辉煌的历
史只是阳光的一现，只能停滞在长久而黑暗的历代帝王的宗
谱中。这一层次交织着作者复杂的情感、欣慰和遗憾，透过
强烈的历史沧桑感不时地流露出来，具有一唱三叹的效果。

这篇散文激情洋溢，作者一路行吟，丰富敏锐的感受和对民
族文化的炽热感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阳关雪读后感篇五

提及阳关，颇为熟悉，不少人都熟悉那别友名句――劝君更



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然而，又有谁来到这通向西域
的关卡。余秋雨先生告别了莫高窟至此，送走的不是故人，
而是阳关废墟，是中华之文化。

余秋雨先生不禁慨叹大诗人王维的唐人风范，在这凄惨之地，
竟缠绵淡雅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境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在历史“吹拂”下，终成废墟，终成荒
原，无人与他做伴，惟独那几个土墩。“回去罢，时间已经
不早。怕还要下雪。”余秋雨先生无奈地叹息。阳关不再是
阳关，大雪不再是大雪，那是中华之文化及已被淡忘的掩埋。
中华文化，中华废墟，正如阳关。曾经壮美，曾经辉煌，却
又倒在历史长河的大雪中。

阿房宫被毁了;圆明园被一把火烧了;莫高窟里的“东西”被
运走了一车又一车……换来的，是恶魔铁蹄，是战火，是绝
望。还好，中国从一断断苦难岁月中走了出来，但是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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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有多少事;震撼天地感动乾坤的华夏!谁
知道中华文化废墟还长眠着，它在等待我们把大雪抹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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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