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何谓文化读后感(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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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一

继《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余秋雨关于文化思索的最新
著述，最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10月举行新书发布会，余秋雨2012全国主题演讲：

9月下旬至年底，开始余秋雨全国主题文化演讲，将在北京、
广东、云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全国重点省市地区
做关于文化的主题演讲。

二、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

用最动情的散文化语言回忆了与自己有过不寻常交往的多位
文化巨匠，如谢晋、黄佐临、巴金、章培恒，以及台湾文化
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并特别回忆了四十年前亲自
参与文化重建的周恩来总理。这七篇文章，是余秋雨一生散
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而本书的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
版。

三、关于“石一歌”，关于“文革”，关于“诈捐门”，余
秋雨有话要说

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
和诽谤。澄清了说明了社会各界关心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文
革经历的诸多争议。



《何谓文化》一书为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
先生的新著，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这是一份有价
值的、厚重的的文化读本，从理论，生命，文明，古典四个
方面，全面诠释文化究竟是什么。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
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
最重要的著述。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二

漫步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字之中，我被那字里行间的文化深度
深深打动。然而我远没有那样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足以
谈“何谓文化“，所以只想就其中的一小部分，谈谈我读后
的感想。

爱与善良。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受到的教育，然而却少有
人把它与文化联系起来。然而这个最终目标，却让我们突然
觉得亲切，觉得就像是我们从小一起唱过的歌谣，从没有那
么疏远不可亲近。

那么，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文化大河中，又是如何体现着
爱与善良的呢？从那兵戈纷乱的战国时期，中华思想的先行
者就在说，“仁者爱人“，就在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就
在说“止于至善”……他们把爱看做是最终的原则，最高的
追求，并在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流淌了数千年。

几千年来中华的文明从没有中断过，爱与善良也不曾停止过。
那么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也应该是一种爱的积淀吧。如余秋
雨先生所写，“我们区区五尺之躯，不知沉淀着多少善良因
子。文化是一种感恩，懂得把它们全部唤醒。”对啊，我们
身后的文化典籍不论多么烟波浩渺，都只是为了把最初的，
也是最终的、最重要的爱与善良普及。

在时间的步伐中，从不曾丢失的爱与善良的影子，也足够让



我们珍视吧。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三

文化不是你获得了相关学位，不是你读了几首诗词，更不是
你看了几本书就是有文化，它关乎生命，脱离世情，最终回
归自然。

余秋雨在这本书中主要从四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部分用学理的回答，主要是作者在海内外的一些理论性
的演讲。

第二部分生命的回答，是这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那些
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
秘。

第三部分大地的回答，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
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
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
只有遗迹可以见证。

第四部分用古典的的回答，作者把中国的几个经典文本翻译
成了当代散文，让我们用简单的白话文读出了古今文思，古
今诗情，古今哲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
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

他们都不是文化的使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有
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更进一步了解何谓文化，那么多看看余
秋雨的作品吧。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四

一直很喜欢余秋雨的`书，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以及
《寻觅中华》等，他的书特别适合夜读，在静静的夜里，一
盏台灯，随着他的脚步可以轻轻的漫步历史，细细的咀嚼文
化，这种喧嚣的世界获得暂时的宁静感觉特别轻松。他的新书
《何谓文化》出版了，便迫不及待的从当当上买来，一周左
右的时间看完。

对于何谓文化，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解答，第一、学理的
回答，较为系统详细的介绍了文化的概念以及功能，虽然名为
“学理”但很直白，让我们对文化有个很直接的认识；第二，
生命的回答，通过几个人物，导演谢晋、戏剧家黄佐临、作
家巴金以及其他几位文化人如何用生命解读文化的真谛；第
三、大地的回答，是作者本人撰写的一些碑文和书法作品。
第四、古典的回答，主要是把四篇古文如《离骚》翻译成现
代散文，进步体会文化的魅力。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读起来荡气回肠，字里行间把文化的魅
力一展无遗，但第三第四部分实在不敢恭维，大有凑页数之
嫌，有的碑文的确值得一读，但附带的书法作品有点画蛇添
足，四篇古文翻译更是差强人意，就像把唐装改成西服，有
点不伦不类。瑕不掩瑜，还是值得一读。

文化到底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余秋雨
先生统计，从英国学者泰勒开始，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二百
多个。在他看来，这些定义令人眼花缭乱又言不及义，即使
硬着头皮全部看完，对文化还是茫无头绪。

有鉴于此，余秋雨在《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的
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
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他认为这个
定义是全世界最简短的，言外之意大约也是最明了的，似乎
颇有得意之感。不过在我看来，它既不够简短，也很不明了。



典型的精英语言，什么生态共同体啊，集体人格啊，从概念
到概念，使我等草根越看越糊涂。秋雨能定义，咱老百姓就
不能自己定义了？这或许与阿q心理不太相同。精英有精英的
语言，草根也应该有草根的语言。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就是人化，美化，文明化。啊啊，比
余秋雨还简短。

何谓文化读后感篇五

连着几日大雨，无法安然劳作，一时无聊透顶，便随手在书
架上拿了本书准备扫扫盲。书拿到手一看——是余秋雨大师
的——《何谓文化》一书。

此书刚买不久，因诸事繁多且杂，没能在书到手第一时间即
看。又因我现居农村，买东西极为不便，此书还是托友人在
重庆书展时买下寄予我的。书价不菲，还好包装不错，书也
厚重。

打开书页一看，的确，内容也很厚重。余老惜言如金，开篇
即奔主题——何为文化。没想到如此厚重的一本书一日光境
便被我收入腹中。我于是又开始起了漫长的消化吸收这何为
文化之路。

说实话，活这多年，我还从未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
说，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过文化到底为何物这一话题。虽
然我本来就不算“文化界”里的人。当然了，以我的资质，
也许根本就没有资格把这个话题经深思熟虑后再发上几句无
关痛痒的蹩言。但我还是想说说，也算是一个生活于人类生
活最低层的人的个人对文化的感悟和看法。

2、对于何为文化这个话题，用余老自己的话说他“决定用最
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从内容上看，他在回答
这个问题时还很认真、也很仔细和耐性。



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全面的阐释了他内心的“文化”之所有
内涵与范畴。这四个部分如下：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至此，我突然发现，要系统的解释出“文化”这两个字的内
容所涉及的方面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余老对“文化”的定义据他自己说“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
的——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
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这就是他所拟定的文
化涵义。马上，他又通过一桩跨国婚姻在“精神价值”
和“生活方式”上引出了“文化差异”。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他却因草草收笔而使我未见诸
端。

“精神价值”为目前可知的唯一高等生物——人类所独有。
我想这是余老之所以第一个词语便用这“精神价值”的原
因——这是他将要谈到的文化的侧重点，原因很简单，目前
人类可知的只有人类才有文化，亦只有人类才懂得这“精神
价值”为何物。

那么，什么叫“精神价值”呢？可惜，余老他没明说。于是
我只能自己猜测。我猜，这个“精神价值”应该是囊括了人
类除物质外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在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具体可
以指向为：个人修养和个人品格。个人修养又可细分为个人
习性、个人学识和个人技艺，个人品格也可细分为个人对待
生活的态度、个人道德和个人人格。初一看这书名时就想着：



何谓文化？文化，应该就是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东西吧。到现
在才知道我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之肤浅。没有“精神价值”
的文字最多只能称为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字而不能称为文
化，这正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只能称其为行尸走肉般。

“文化差异”是最能体现人类在“生活方式”多样化中又有
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境况下是如何凸显并定性成为一种文化
意识形态而被我们加以隔离和区分的。

想知道什么是“文化差异”就得回到文章的开头看一看余老
对文化定义的那段话的最后了——没错——正是集体人格。
象征一个民族的文化，或象征一个国度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
或国度的集体人格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溶合后的呈现。
例如我们说到古希腊文化，就会马上想到艺术、哲学、优雅
和民主等等以形容这种文化的字眼；当我们说到中国文化时，
就立刻会想起老、孔、孟、庄、墨和中庸等等形容中国文化
的字眼；而当我们说到古埃及文化时，第一想到的便是“法
老”、“金字塔”等等透着神秘和森冷的文字。当此三种文
化凑在一起，便形成了色彩鲜明的差异，这便是“文化差
异”。那么这种“文化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答：“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这个“生活方式”所饱含的
东西也不少。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自然这些差异也不
同，而差异的不同之中还有因各种差异不同而形成的差异。
比如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是欧洲国家，但他们间的文化依然
有差异：法国人讲究浪漫邂逅，而英国人则注重绅士之风。
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便是此理也。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迷惑：即我们在用前人遗留
下来的“精神价值”建立起的“集体人格”描述现在因“生
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有着“文化差异”的“文化”。
而我们将要形成的“集体人格”又将通过我们现在仍然
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来定格未来有着“文化差异”
的“文化”。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但有一点不能忽视，
那就是我们的未来文化取决于我们现在的“精神价值”之决



择和我们为“精神价值”所付出的具体行为。

关于“积累”和“引导”我想不必再费言辞一一论述了。很
显然，“积累”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净化和查验。在时
间的浪淘面前，一代代人誓死追随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打
磨得清晰可鉴，经过时间玩味的东西方才值得我们去捍卫与
保护。至于“引导”，则需要真正有前瞻性眼光的智者在前
面打着火把耐心引路，我等一干随从才敢大步向前无畏的迈
进。“引导”者是个危险的差事，冷不丁的就会有人从后面
或侧面或不知哪里冒出来给智者一个措手不及的痛击，轻者
致死智者放弃理想，重者陷智者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我们应
该庆幸并感谢上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着这样的一群
人在为人类未来的出路探索方向且如此的呕心沥血的在路上
步履蹒跚艰难行进着。他们的伟大光辉和真诚、渴求之梦我
相信总有一天会可照日月。

论述中，他把人类独有的“精神价值”做为侧重点，“生活
方式”是对“精神价值”具备不确定因素的总结，“积累”和
“引导”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采用的办法与方式。如此一
来，经过前面的几道工序加以时日，自然就能达到“集体人
格”的目的。

总的来说，余老这个对文化的定义主要目的是在人类独有的
精神价值上看到了受不确定因素影响的各种生活方式（包括
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文化差异），他希望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
后，再以主观上正确的引导来控制和把握住文化的方向，从
而将人们带入到他所描述的集体人格之中。这种集体人格进
一步提升就将变成未来一个民族的图腾和一个国家的形象。

可以说，文化包括了一切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不管这些活
动是美是丑、是善是恶，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都是文化的
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一直静静的或躺、或坐、
或卧、或立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一一书写、补充和牵领。
也正是因为这样，余老才不遗余力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引导人们的“精神价值”，以期达到他希望迸发出的撼动山
岳的崇高的“集体人格”。

这样一来，我便有了与余老不同的对“文化”这两个字新的
定义了。

那就是:文化，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生活活动轨迹的记录与
解释。是对人类文明的阐释。它是人类唯一不确定性的难以
掌控的东西。

人类的生活活动包括了人类在进化中的生活感悟（比如发明
语言、积累生活知识）、生活经验（比如种植、养殖）和生
活创造力（比如人类发明的伦理道德、人文科学与各种提升
人类生活质量的工业技艺）。生活轨迹的记录和解释便是人
类文化的“积累”。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阐释中有着所有
的“集体人格”。 生活感悟产生了“精神价值”；“生活方
式”本就存在于“生活经验”之中；生活创造力正是生
活“积累”后将产生的“集体人格。”一定有人问，“引
导”这么重要的环节去哪里了？不好意思，这得取决于政党
和那些站在文化最高处的选择了。

到快完成此文章时我又突然发现，一向以懒惰为优点力求在
写文章时只图简短的我居然写了这么长一篇读书笔记，还是
一气呵成，这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易。正如余老花费如此
多的文字来讲清文化为何物一样不易。只是，我没有他的高
尚情怀，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想搞懂何为文化的芸芸众多的
菁菁学子们解惑——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他对文化的终
极目标——通过文化来创建人类的集体人格。

而我，只是其中一无名小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