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山居笔记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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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山居笔记读后感篇一

暑假时间太多，可做的事太多，反而没有静下心来阅读。

《山居笔记》按字面的解释的话，便是居住山中时的笔记。
那样的话，我们应当摒除一切浮华与喧嚣，面对旷古的寂静，
叩问心底的善，然后穿越时空，去追寻不朽。

余秋雨书写着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汇
总起来，无非就是这个冷暖交织的人间。

人间是如此，就看个人的心境了。有人写诗写道：“我在放
飞一个名叫幸福的气球。”有人却写：“秋天来了，我们在
雁群的翅影下，险些为人间的寒冷落了泪。”余秋雨活得很
宁静，很开明。有人活得很喧嚣，也很绝望。但总归是一个
世界。

追溯百年前的时光，才发现，人生不过是一个循环。但依然
有追求的价值，有快乐的价值。善不会变。文明和邪恶不会
混淆。

进行一场和远年的灵魂的对话。面对历史，面对我们的人生。
为人性的复杂与纯粹而落泪。然，我们不能回答谁是谁非，
只能用生命去感知，去体验。那样微妙的感受，该怎样用语
言来表达？恐怕只有余秋雨做得到吧。



书一页一页的翻下去，停止在最后一页。合上书，听到一声
遥远的，浑厚并且苍凉的叹息。时间种种，无言以对，只能
一声叹息。

山居笔记读后感篇二

“文化”二字，总给我们一种神圣感与庄严感，但是《山居
笔记》中的每一篇文章带给我的不只是对过去文化的崇敬，
更拥有的是一种归属感。

苏东坡！一位心怀远志的人，欲在官场建功，但是现实总是
不尽如人意，不幸经历乌台诗案，他只得带着他的幻想与不
满谪居黄州。在那儿，他有了新的飞跃，他不再只以无奈与
悲愤为词，而是将山与水融入他的传世美文之中，成就了一
代大文豪。在苏东坡落难之时，小人落井下石，为何？只因
为苏东坡的名声太过响亮，自身太过出色，那是小人对他的
嫉妒。

一个个子虚乌有的罪名被编罗出来，一代受人敬仰的大师，
不断受到小人的摧残。他的名声给他带去了“麻烦”，但也
拉大了他在无数人心中的的形象，如此人物，他受狱卒尊敬，
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友人不顾自身受牵连，上书皇帝希望能
够宽大；甚至连他政敌的弟弟也仗义执言。为何，不是因为
他的行为，而是他给人的精神享受，是文化的力量。我们仰
望他的成就，也敬重他的生活态度。贬入黄州之后，他的态
度遍已然不同，反省自己过去，不再追求功名于官场，不再
锋芒毕露，不再怨恨世界无情。他变得淡然了，心境也变得
开阔了，这场灾难，使得他有如凤凰涅槃一般。他寄情于山
水，用自己手中的笔杆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精神财富。在我开
来，与其说是乌台诗案断绝了他的政治之路，倒不如说为他
开辟了一条文化之路，通向文学的顶峰，取得了在中国历史
上的重要地位。

书中，给我感受的不再只是几首诗词，更是他的人生态度。



不再受名利的束缚，只为获得心灵的自由、精神的享受。他
是历史中的一位文人，是一群人的缩影，他们是长久的历史
中如他一样的文人志士，只得长叹。十万进士，在中国史上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寒窗之中，烛光之下苦读的少年人；
揭榜之时，名落孙山黯然而归的壮年人；还有那些身体老朽，
却幸运登榜的暮年人。科举的确是个好筛子，但就如书中所说
“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颤坏了。
我们不在以单一的角度看待科举，它选拔了人才，但也形成
了各种不良态势，青春年华便在这书中流逝。每一个朝代都
是由这些文人学士所支撑起的，他们是组成中华文化中的重
要部分，切莫小视这些人，历史的长河便由他们组成；切莫
批判僵化的科举，也唯有科举才能促进人们的思考，文化的
发展。

在这本书看到的不在是对一种形态的褒贬。而是对文化的崇
敬，思索与归属。“文化”两字似乎是如此简单，但其中蕴
藏的是沧桑与庄严。在书中看到的不只是文化给我们历史事
件的特殊诠释，而是是我们感到了文化所包含的精神世界，
每篇文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群人对一个时代
的态度。

五千多年的文化承载着无数人的思考，与对历史的态度，书
并未直接告诉我们，但可以看到对自己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对未来的展望。有许多事件注定无法经历，也无从感受，但
是通过书，可以了解历史，感受文化。

山居笔记读后感篇三

一幅纵观千年的历史画卷就在我面前铺展开来，鲜活的人物
形象，震撼的历史事迹，恐怖的王朝暴政，悲苦的百姓生活，
麻木的社会礼制，一点点地渗进我的脑髓。跟随余秋雨的旅
游行迹，历史的版图构造在脑中渐渐扩展，如一滴墨水滴在



水中，慢慢渲染开去。我，被带到了那个时候，观测古代生
活的善与恶的较量。

罗邺的“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温宪的“鬓
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赵嘏的“鬓毛洒尽一枝
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这些伤心失意的诗句从由缘起？一
切都是科学制度留下的祸害。科举制，本质上是一个文官选
拔制度，兼并文学和政治。经前人对选拔官员的弊端逐渐深
入认识并加以改进，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
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度，并一直沿
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1905年才真正被废除。

尽管科举制度在早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已是弊多
利少。有过对范进、孔乙己的了解，我们能深知，在这层乌
云的笼罩下，人心被污浊，出现人心惶惶；官场手段更是俗
不可耐，人也因此变得圆滑世故。原先湛蓝的天空不再清澈。
当时，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着家庭、亲族、故乡、姓氏
荣辱的重大社会命题，远不只是个人的事了。新科进士与落
榜下第者社会待遇的巨大反差；报考者不中举而终生滞留京
城复考，到死前都无法与妻儿再相见，最后只能郁郁而
终……科举制度也有人性化的一方面，应试者可通过他荐和
自荐的方式来应考，但其间也会受到大量的阴暗伎俩。

不仅考生的人格被科举制度的毒气变得扭曲变形，而且就连
考官也成了科举制罪孽的最大承受者。多数考官都被官场这
边的权力给压倒，否则就会遭遇被贬、被调任等冤屈待遇。
但他们也有属于自身的利益，在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
并且能受到进士的隆重的拜谢和终生性的报答，甚至以死相
报。中国文化注重细节，而把这种习惯用在考试上，因此酿
成了千万个经历科举制度的考生的悲剧。考官往往通过小笔
误来否定考生的整体文化程度，同时，他们也受到影响而不
得不承受巨大的心里磨难。

然而，科举考试的彻底败落，在于他的考试内容。特别是到



了八股文的出现，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摧毁士子的创新
精神，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出大量废物，以科举制度来抵拒
着商业文明。在我看来，这不过又是一场时代的悲剧。

山居笔记读后感篇四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先生花了二年多的时间精心写成的。
为此他辞去了行政职务，按照他的说法是纯粹为了写作。余
先生为了海南某副对联的准确，不惜亲自前去考证，可见其
创作态度之严谨。

《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始，“历史的暗角”终。
凡一十一篇。我断断续续地读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每每
捧起书本，总能感觉到一位学者对历史的回顾，对文化的思
索。虽然我今天不能达到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
但通过读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我恍然随余先生在历史
中遨游，读着他的文字体会他的思想脉搏，实现自己对历史、
对人生的理解。

近来央视播出开年大戏《走西口》，反映当年山西人的一段
困苦的历史。余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剖析了山西，揭
开山西作为中国“华尔街”的面目。展现了晋商那曾经的辉
煌。而这段历史是我所不知的，我读乔贵发创“复字号”才
知道乔家大院的由来，才知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读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的经历才明白了什么是管理！决不输
给现代管理方式的管理模式！凡此种种，我对山西有了不同
以往的认识。明白了从商要成功也要又文化的支撑，只有融
文化于商道中才能做大做强。

与走西口相对应的就是“闯关东”了，去年电视剧《闯关东》
得到了不少的好评。与“走西口”独自闯天涯不同“闯关
东”的拖家带口的迁徙，是人口的大移民。余先生在“流放
者的土地”一文中又给我介绍了一种迥然不同的人口流
动――流放。触怒君王的大臣被免一死的无不被流放，清宫



辫子戏中时常出了这么一句“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于是东北的土地上多了由于株连而获罪的家族。余先生经过
亲历实地，用心考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述了由于文人士
子的流放他们给东北带来了新的文化。南宋时被金虏的洪皓
在白桦树皮上默写《四书》，教村人弟子；张绍甚至开讲
《大易》。清代杨越还教当地人南方的农耕技术，破木为屋。
余先生还引章太炎语介绍了因文字狱世代流放的吕留良家族
对东北文化传播的贡献。

我读到祖籍上海松江的被流放的艺术家杨瑄“生经多难情愈
好，未觉人间古道论”时不禁感觉到文化的力量，中国之所
以走过漫漫五千年而不毁，文化是支撑的脊梁。

余先生对文化的关切，对乡情的眷恋在文中随处可见。

余姚，我们当今对它的了解就是每年黄梅季节产的杨梅的故
乡。想不到这个“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地
方孕育了不少文人学士，其中不乏大家！它还临河姆渡文化
遗址，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之乡。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王
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些文化巨子。当余先生用深情的笔
调娓娓道来时，我也为之感动，随着他的记忆流动。故乡之
情是中国人不舍的情怀。

岳麓书院，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学府。它承载着历代文人的向
往。余先生在“千年庭院”一文中倾诉着自己的感情。岳麓
书院有着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教授，朱熹、张栻。他们进行
了中国文化史上极有名的“朱、张会讲”，类似当前的学术
交流研讨会，可是决不是任何研讨会能与之比肩的。当时的
学生们听讲论道，即推动了学术又促进了教学。还有一位就
是明代的王阳明，他的哲学理念不仅仅影响中国，还影响着
扶桑。日本海军东乡平八郎随身佩一印章，上刻“一生低首
拜阳明”。

在这个“唯楚有才，於斯为盛”的千年学府中走出了哲学家、



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理财圣手。王夫之、魏源、曾国
藩、左宗棠等等影响中国史的人物皆出此们。随着余先生的
笔触我又体会到文化的力量。

提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知道那就是海南。在现如今我们
要去趟那里飞机不过几个小时，而在遥远的过去，那里又是
怎样一幅情景呢？余秋雨先生通过“天涯故事”告诉了我海
南的故事。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作岭南人”的名句我们都很熟悉，可是他在吟诵后又被发送
到了海南岛。唐至宋以来有5位宰相被贬海南岛，以此有
了“五公祠”，可人们记忆犹新的还是苏东坡。他在海南岛
自己耕作，自己酿酒，甚至还自己制墨，豪放派词人度过初
期的忧伤后还是不改豪放作风。他为自己三年的海南生活吟
了两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海南人民认
为那些贬斥到此的人物是海南人的缘分。“唐宋君王非寡恩，
琼崖人士有奇缘”。一唱一和颇为有趣。

余先生在篇篇文中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对故乡的
眷恋，对当今世事的思考。他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对清进
行了客观的评述，不以非我同类而左右评价；在“抱愧山
西”中批判了太平天国对山西票号业发展的摧残；在“苏东
坡突围”中点了那些因妒忌而陷害词人的官员的名。尤其
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对魏晋人物的评点，对嵇康、阮籍
的推崇，对山涛的评说。循于格而又不囿于格，体现了一个
文化人保持自己观点，独立思考的品格。

我读了余先生的《山居笔记》好像给自己的思想也开了一扇
窗，新鲜的空气呼呼地吹了进来。开卷有益，追崇先圣，言
语无忌，独立思考。这应该是我以后学习的准则，也是余先
生这本笔记对我的启迪。

山居笔记读后感篇五

最近，由于连日的下午，我只好在家里度过，而在家里由于



无聊，我把以前看了一办的《山居笔记》看完了。

这次看完《山居笔记》之后，认为感觉有些奇怪。确切地说
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
撞。

应该说《山居笔记》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华丽的词语，也少了
杂文那般犀利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抛弃了浮华
的随性，给了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
字往往能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
似乎有些凌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
妙：那就是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
直指社会现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
的现实遥相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
判。由此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无形中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
然、崇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可能我对这些文字的理解很肤浅，而对作者文学心理的解读
也只是停留在很浅薄的层面上，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自己
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吧。的确，在这样一个
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们多数人都热衷于名与利的追逐，醉
心于粗浅的感官上的享受，却忽略了太多原本值得自己去关
注去体味的东西。我们每天麻木地跟着紧张的社会节奏而躁
动，却在躁动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失去了自我，我们守住了眼
前那些自以为珍贵的美丽，却始终守不住一颗淡泊的心，直
到有一天看到那个面目全非的自己，才猛然感觉到了疲惫。

还是看看作者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持的心态吧，
即使喧嚣声中夹杂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飘忽，
烟雨渺渺。

看着《山居笔记》，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寻找着这份宁静，
这一种不因外界的打扰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