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 雾行者读后
感(通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一

小说讲了80-9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转型。大量农村
出来的年轻人汇集到开发区的工厂，做着流水线上的工作。
这个时代我经历过，但因为身处城市，那种气息隐约嗅到过，
但不真实。那时候城市也沾染上一些边边角角，但不如那些
工厂密集的开发区那么浓烈。

社会在转型中躁动，个人的命运随波逐流，就像洪水冲过村
庄，杂物飘在洪水中打转，被那个树枝挂住，但趋势还是顺
流的。做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却从只能从小说中真正了
解那个时代，回味当时嗅到的气息，算是怀旧了。

小说的写作方式让我想到小说“图云”，只是并没有像图云
的作者那样在每一部分模仿一个作家的手法，但分别从两位
男主的视角拼凑出一个立体的时空，碎碎叨叨的带着你活一
遍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这些人现在应该50岁左右，是否已
经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并庸庸碌碌的活着呢？我也是他们中
的一个，只是空间维度略有不同，但经历了相同的时间，我
们曾经共享一个蓝天。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二

这一次神奇了，5天左右读完了一部20多w字的长篇小说，分
析其原因，1.时间充足，无所顾虑2.通俗易懂，引人入胜3.



闲着没事，吊儿郎当。第三点最后一个词，纯属为了凑字和
工整。总之，越看越快，越快越想看，看完了，很爽！

《天行者》，这名字一摆，让你猜，我敢断言有九成人猜不
出，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我也不例外，如果你对此有兴
趣，并想揭开其神秘面试，那么我劝你就此打住，去看这本
书，你不会后悔的，如果你就想大概了解一下，我就叨叨一
些，你顺便看看。

用我的话来说，这本书写的是乡村民办教师转正的心酸之路，
中间夹杂一些支教老师，以及发生在老师身上和村子里的故
事。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作者刘醒龙采用了惯用的叙事模式，
即以一个乡镇或某一个单位作为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在一
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书写其中的种种情事（这句话源自百
科）。我解释就是，一本小说围绕界岭小学这个主体，讲述
固定的民办教师和流动的支教老师，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围绕
支教老师张英才来歌颂支教的伟大，后来发现我错了，是描
写民办教师这个群体的伟大。

民办教师广泛存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算是当时一个
很庞大很辛苦却又不被重视的群体，还好，20世纪末，民办
教师在我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是有大好的政策支持。书
中，界岭小学三位民办老教师，余校长（善良忠厚）、孙四海
（清高也热情）、邓有米（精明节俭）从出现的那一刻都在
追寻转正的脚步，直到最后，三人只有一人转正，过程是极
为心酸的。

第一次有转正机会，他们三人甘愿放弃，让给了新来的张英
才，教育站万站长是他舅舅，不过与这并没有关系。你根本
想不到，追求转正大半辈子的三人会主动放弃这次机会，让
给一个新来的年轻老师。由此看来，他们三个都很善良，也
都应当转正。张英才转正之后，读大学，新工作，后来又情
愿回到界岭小学当老师，他也伟大。



在张英才离开期间，有夏雪、骆雨依次来支教，都深受同学
们喜爱，但都没能将支教完成。后来，蓝飞来到界岭小学，
又有转正机会，恰逢余校长出差学习，蓝飞偷偷填了转正表
格交了上去。当时孙四海和邓有米都快被气死了，待余校长
回来知道这件事，他大仁大义，并劝两位原谅了蓝飞，就这
样又一次转正与他们失之交臂。

去交了转正。余照顾留宿学生生活起居，根本攒不了钱，孙
也差不多，所以他俩有难度。但是所有人都希望他们能把握
住机会……可是最后余校长转正了，孙四海选上了村长，邓
有米为了帮另两位筹钱转正而犯事儿后跑了。

唉，他们终究没有全部转正，这便是当时民办教师的代表，
也是时代的缩影。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人物李子、叶碧秋、蓝小梅和王小兰等，
她们都是善良淳朴之人，不能详细介绍，但是总有自私自利
搞破坏的人，比如余实村长，他也该被大家所嫌弃。

看完整本书，我记忆深刻的除了民愤淳朴，就是教师们对学
生的热爱与孜孜不倦，以及他们在岗位上的默默坚守与付出。
余校长每天组织全体师生日出升旗日落降旗，三位老师坚持
把每天把走读的学生送回家以保证安全，余校长还照顾寄宿
生的生活起居，学校一有事，学生家长会过来帮忙，支教老
师也都热爱学生热爱教学事业……这让我看到的是我们教育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我从来都认为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是未来的产业，
而且我的姥爷、母亲和舅舅都是人民教师，我以此为自豪，
我也想成为一名教师，我也很尊敬我的每一位老师。但是就
目前教育行业来看，并非书中那时候那样简单淳朴，有很多
教师并不负责，不仅对学生对家长即使对新教师也是，当然
这只存在于个别学校。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当一天教师，就要做到教书育人。我会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



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并为之不懈努力。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三

当初我在选购书籍的时候，看到它的封面是那样的神秘——
在两幢古风墨色的欧式建筑间，晨曦的光霭铺满辉映在并不
宽敞的石头路的夹缝中。用一片辉煌亮开了这条青石板小道。
黑墙的阴影无法吞噬那熠熠生辉的金色光芒延伸的力量。

而路上的行者，正是介于昨天与明天的行者。他穿越时间的
约束，游历在各个城市间。用自己独特的思绪，记录了这一
不同凡响的旅程。并抒写出了这部别具匠心的游记：《行者
无疆》。

作者漫漫行程的游记，仿佛像我们打开了一扇引领人类通向
新奇的大千世界的窗扉。因为之前从未企及而又渴望已久，
不必为如何到达那远在天南地北的目的地而发愁。只需坦然
的面对充裕的文字，我们想象的翅膀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舒展，
不倦的飞往文字里的国度。

原来，贪婪的人性对于友谊的忠贞也不过是权势的囚徒。每
每到了险恶的情势，那些自愿放弃道义的人，便一齐打击那
个比较卓越出色却又被麻烦所困惑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能，
本能的排除心中的堵塞与超越自己地位的隐患。那些见利忘
义的人的生活，应该是岌岌可危了罢。难保哪天，自己所谓
的挚友也重蹈覆辙——将自己出卖，至自己于万丈深渊。那
样的生活，着实让他们虚妄的人生疑云密布，险象迭生。

原来，宗教对人类的蒙惑，早已使得没有抵制力的民众们丧
心病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为了
获得责斥的快感……他们成了很多无耻暴行的参阅者和欢呼
者。背信弃义的伙伴竟然成了自己悲苦命运的伪证人。他的
良知何在?难道教皇的利益真的高于真正的事实。名誉的确是



身外之物。可谁又会愿意被那些子虚乌有的谰言污蔑呢。

原来，无端陷于重围的人们是那样的粗鲁与野蛮。色彩注定
带来无可避免的灾难。却不料，它会摧毁一个艺术创作者的
下半生，并且积压了二十七年的冤案竟然依旧没有平反昭雪。
他用自己所能描绘下的情景，将《夜巡》的艺术价值恢弘地
淋漓尽致。可没有人懂得用心欣赏。他们携带着嘲弄的笑意，
聚集在喧嚷街市的角落，并起用对他人遭殃的兴奋来微笑。
那邪恶的微笑使他们成功的划清了自己与这副无价珍品的界
限。因为，他们认为它给全城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原来，不听旁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却也能使人们看到了预期
之外的景象。世界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
演，但奥斯陆不是。那里的历史原本是茫然的存在的。却因
智者执着地透露，让历史“虏获”了诚实与尊重，让历史确
切的痕迹不显得苍凉、寂寞，让历史不必无奈地凝冻于时光
的流逝之中……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没有把奥斯陆给删除，
并引来了极多的参观者。这或许便是诚实、恬然面对历史
的“代价”——那里由此收获了深厚而斯文的文化内涵。

虽然旅程中的奇景异象总是最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但不
难看出作者并不追求于乍看下新奇的震撼感、不图浓墨重彩
的勾勒，而是往往不惜用犀利的笔触，记录下隐现于每一处
景点背后的文化底蕴。

作者通过欣赏文化的眼光，对欧洲文明做出了史诗般的深度
解读。每一篇游记篇幅不长，却总能给人以回味，咀嚼的空
间。

行者，行走的人。无疆。杳无边际，颇有些“上穷碧落下黄
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思。孑然一人行走在夜路上，四
顾悄然，天地相合，难辩边界与方位，陡然心下生出无限萧
瑟。



余秋雨在自序中说：“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
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的确，行者是狂烈热爱旅程
的人。无论旅行多久，都会有意外的趣味。常人虽然无法体
验，却也不妨去设想。

因为，我们可以成为思者——虔诚地去拜谒那些遥远而陌生
的城市;不竭地去思索那些深邃而神秘的文化;狂热地去追逐
那些沧桑而又光辉的岁月。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四

小说的背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头十年之间。改革开
放的浪潮从第一波开始向下延伸，所谓的秩序还未完整建立，
人员在大地上四处流动，一切还不明朗，像雾时聚时散，有
被吞没吗？其实不知道。

两个主人公是大学同学，故事由中间开始回溯过去，再至现
在，走向将来。但只能说时间安排特殊，无法说结构上巧妙。
故事里有不少关于暴力和性，男性归于暴力，女性归于性，
大多还带着江湖气，也提及重庆地区的袍哥，当然也有棒棒。

故事多以犯罪串联，两个文学青年算是游侠吗？瓷砖公司组
织架构下，人员之间少有情谊的关系，不停的调动，从这里
又到那里。形形色色，来来去去的人物，在不同时间和地点
里连接起来，好似在雾中行走，以为再见，可模糊又能看见
轮廓。

初读几页时，惊讶于语言的简单直白，没过多修饰，也无深
意，只是写而已，有些通俗意味。书写角度有抽离感，像旁
观者，有情感，但很薄弱内敛，极大的不确定性。

读至后来，会有一些人物深层次的对话和独白，经历和变化，
则将其从简单中向外延伸，我想这部分是严肃文学。



快到结尾时，看了本书的发布会，路内，戴锦华，梁文道。
戴老师提到一个点大致的意思是，她在读时，能时不时的读
到人物“抖机灵”的部分，有升华。我读时也是这种感受，
也正是因为大段简单平常的描写，所以才会在升华时有“抖
机灵”的意味，两者之间的衔接并不顺畅，相对独立。小说
更侧重于长的篇幅，升华部分略显薄弱。

近来深刻体会到，当行至渐远时，无所适从，找不到目标，
回到最本质的基础，视野会回来，开阔，想找的能找到。

在这段时间里，每个人都有可能，每个人也不确定，被时代
推着走，在大地上流动。只知过去，不知将来，明天也是未
知，现在也是。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五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探、猜忌言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
释放于长天大地、沧海远疆之间；更有人孑然行于夜路，四
顾悄然、天地相合，这便是行者。
匆匆读完余秋雨先生的著作《行者无疆》，酣畅之余我不由
对文化的魅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值
得细读、细品、细思、细行的欧洲文化史，更是令人打开当
下局限，着眼远疆的一册鸿篇巨著；其中囊括了人文、哲学
与建筑丰富的历史情结，以及对生活、艺术、生态文明的反
思、敬畏、感叹之意。书中多处戛然而止的结尾，意味深长、
引人发醒。
《行者无疆》一书于2011年更版修订。作者在自序介绍：这
次修订，比第一版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
改动，使之更加干净。单从字面上看：行者，行走的人；无
疆，杳无边际，颇有些“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
见”的意思。全文主要分为四个板块（中欧、南欧、西欧、
北欧），详尽描述到古建筑、古城堡、古文化遗址、杰出人
物、艺术、饮食等方面的文化风韵。有令人震撼的庞贝古城，
文艺复兴时期以弗洛伦萨为中心的美第奇家族，以及以美第



奇家族为中心的米开朗奇罗、达·芬奇、拉斐尔、伽利略等
杰出人物；法国的饮食，瑞士的钟表，西班牙的斗牛场等等。
当然，文化不是空洞的华丽的辞藻，不是富丽堂皇的建筑，
而是那种真正能抨击人心的事物。《行者无疆》一书，虽每
记篇幅不长，却耐人寻味，给人颇多咀嚼的空间。每一方异
土似乎在余秋雨笔下都包含着深邃的文化气息，授人以探索、
启迪；使人在行走中夹带思索，在思索中让人明智，脱俗于
一般轻描淡写的游记散文，抑或是走马观花式的长篇累牍。
遗憾的是，至今我无缘前行欧洲，对欧洲文化有的仅仅是片
断、肤浅、妄自的判断，很难有深层次的造诣。直至看完余
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欧洲才在我的脑海里有了声色，
用一种尤为奇特的角度将我置身于欧洲魅力之中。在赞叹惋
惜、羡慕哀伤过后，我便会就中欧文化暗暗地进行冷静的比
较，在比较中进行反思，反思我国现有的文化为什么与西方
存在那么大的差距，我国文化为什么不被西方文化所容纳、
所理解。
书文首篇以《南方的毁灭》为背景，讲述了庞贝古城废墟的
景象所带给读者的思索；而结尾《大雪小村》则记录了在偏
僻的奥卢火车站边，余秋雨和友人在木屋中与村民的简短真
诚的交流；巧妙地托人性光辉之美规避了历史更迭之残酷，
一大一小，相得益彰。
谈起罗马，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便是《罗马假日》这部经典
浪漫的电影。作者在第一卷访南欧《罗马假日》一文用清奇
的眼界告诉读者：罗马人对于休假这件事情特别重视，五千
八百万的意大利人居然在休假时有三千万到了国外，商店大
门紧闭，街上空荡荡的，俨然一座空城。也是，一向安安静
静与世无争的罗马人，自然乐于享受生活带来的美好，休假
便是他们使杂务中断，焦灼凝冻，肢体回归的最好办法。正
如文中的最后一句——“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
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罗马是一座永恒之城，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岁月蹉跎注
定了它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崇高无上的地位和超凡脱俗
的价值。从书中走进罗马，那种伟岸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
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



溢出。罗马蕴含着历史的深厚，宁谧与和谐，其本身就成为
了历史的映照。这样的城市，常令其他城市与之相比黯然失
色，自叹弗如。
文艺复兴大概拯救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这一时期，欧洲
出现了大量被人们所称颂、所记忆的拯救者们，这些拯救者
也被称作大师。《大师与小人》一节中说的便是人们耳熟能
详的大师——米开朗琪罗，他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雕塑家。
大师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期待着自己的独一无二，却又更期
待拥有对手，他们需要一个肩并肩竞争的人。但在他们的路
上总有一些被称为“小人”的人群，那些人被世俗所羁绊，
同样身体力行地去羁绊着大师。大师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著
作，一边又要抵抗着外界的干扰，他们从不惧怕艺术家之间
的斗气，因为一旦提到作品，他们都能够尽释前嫌；可一旦
遇到小人，无论怎么辩解，语言都似乎显的苍白无力。作者
余秋雨认为，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
之死吧！这恐怕也是时代的警钟。
米开朗琪罗的故事让我深有感触，《流浪的本义》一文又赋
予了我新的思考——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主题是流浪。乍
一看，“流浪”是触目惊心的一个词，一个会让我想起贫苦
大众的词，甚至是弱者的一部分。然而，我错了，在巴塞罗
那流浪者几乎是旅行者的意思，是艺术家的意思。他们每一
个人几乎都有高雅的生活追求，不为物欲困扰，选择自由自
在的生活旅行，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快乐。
他们向往远方、向往诗意的栖居。流浪者大街是他们艺术的
展现，也许他们迫于生活在这里卖艺卖物，但他们所表现出
的艺术的气息，所笼罩的文明的秩序，所融合的主客一体，
一个让“文化行者”——余秋雨深深喜爱的流浪之地。在真
人雕塑这一小部分中，当人扮演的塑像追上小气的“偷拍
客”时，依然那么有礼有节：“能不能再与你拍一张”，一
句多么委婉的话，既不会让“偷拍客”尴尬，又可以达到收
取费用的目的，侧面体现出了人文关怀与真人塑像的高素质。
领略了南欧的人文气息后，接下来是令人惊叹绝伦的建
筑——阿汗拉布拉宫。在《死前细装》一章中，余秋雨对阿
汗拉布拉宫这样描绘:“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



的巨大，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
心。”“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完成的精细雕
刻。”之所以有阿汗拉布拉宫的建成，都是源于西班牙人和
摩尔人的土地之争。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们在赢得土地、又
在百年后即将失去领地时，留下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
在格拉纳达这座孤城，对峙了两百年的战争显得空寂、平静，
摩尔人在绝望中趋于平静，在平静中细细修饰着阿汗拉布拉
宫。
“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装，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
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装扮起
来。”余秋雨在文中写道。也许他们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
乎外界，一切只为了更好的生活。与其说这是一种无奈，不
如说这是一种豁达，毫无意义地殊死搏斗换来的只会是哀鸿
遍野的惨象，而趋于平静、趋于祥和的生活，最后得到的还
可能会是流传千古的创举。
除此之外，书中蕴含许多哲理，如《古江本先生》一节中，
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
已有的名字和作品。《仁者乐山》中“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
长辈怀抱的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
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北极
印痕》揭示了只有避其锋芒、泄其杀气才能驾驭事物的道
理......
《行者无疆》这本书，是旅行日志，是文化追溯，是历史重
任。余秋雨在自序中说：“花那么长的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
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是啊，无论余秋雨
站在哪一座城市，他都在思索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历史,它绝不
仅仅是一份记录，每一处古迹，都有它独有的特点，都有它
自己的灵性。
“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人生之于历史，不过是沧
海一粟，浪尖一滴，如此渺小，如此苍白，如此无助。然而
有意义的人生决不仅限于此，我们都可以成为“行者”——
虔诚地去拜谒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不竭地去思索那些深
邃而神秘的文化；狂热地去追逐那些沧桑而又光辉的岁月。
（贺勇）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六

暑假当初我在选购书籍的时候，看到它的封面是那样的神
秘——在两幢古风墨色的欧式建筑间，晨曦的光霭铺满辉映
在并不宽敞的石头路的夹缝中。用一片辉煌亮开了这条青石
板小道。黑墙的阴影无法吞噬那熠熠生辉的金色光芒延伸的
力量。

而路上的行者，正是介于昨天与明天的行者。他穿越时间的
约束，游历在各个城市间。用自己独特的思绪，记录了这一
不同凡响的旅程。并抒写出了这部别具匠心的游记：《行者
无疆》。

作者漫漫行程的游记，仿佛像我们打开了一扇引领人类通向
新奇的大千世界的窗扉。因为之前从未企及而又渴望已久，
不必为如何到达那远在天南地北的目的地而发愁。只需坦然
的面对充裕的文字，我们想象的翅膀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舒展，
不倦的飞往文字里的国度。

原来，贪婪的人性对于友谊的忠贞也不过是权势的囚徒。每
每到了险恶的情势，那些自愿放弃道义的人，便一齐打击那
个比较卓越出色却又被麻烦所困惑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能，
本能的排除心中的堵塞与超越自己地位的隐患。那些见利忘
义的人的生活，应该是岌岌可危了罢。难保哪天，自己所谓
的挚友也重蹈覆辙——将自己出卖，至自己于万丈深渊。那
样的生活，着实让他们虚妄的人生疑云密布，险象迭生。

原来，宗教对人类的蒙惑，早已使得没有抵制力的民众们丧
心病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为了
获得责斥的快感……他们成了很多无耻暴行的参阅者和欢呼
者。背信弃义的伙伴竟然成了自己悲苦命运的伪证人。他的
良知何在?难道教皇的利益真的高于真正的事实。名誉的确是
身外之物。可谁又会愿意被那些子虚乌有的谰言污蔑呢。



原来，无端陷于重围的人们是那样的粗鲁与野蛮。色彩注定
带来无可避免的灾难。却不料，它会摧毁一个艺术创作者的
下半生，并且积压了二十七年的冤案竟然依旧没有平反昭雪。
他用自己所能描绘下的情景，将《夜巡》的艺术价值恢弘地
淋漓尽致。可没有人懂得用心欣赏。他们携带着嘲弄的笑意，
聚集在喧嚷街市的角落，并起用对他人遭殃的兴奋来微笑。
那邪恶的微笑使他们成功的划清了自己与这副无价珍品的界
限。因为，他们认为它给全城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原来，不听旁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却也能使人们看到了预期
之外的景象。世界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
演，但奥斯陆不是。那里的历史原本是茫然的存在的。却因
智者执着地透露，让历史“虏获”了诚实与尊重，让历史确
切的痕迹不显得苍凉、寂寞，让历史不必无奈地凝冻于时光
的流逝之中……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没有把奥斯陆给删除，
并引来了极多的参观者。这或许便是诚实、恬然面对历史
的“代价”——那里由此收获了深厚而斯文的文化内涵。

虽然旅程中的奇景异象总是最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但不
难看出作者并不追求于乍看下新奇的震撼感、不图浓墨重彩
的勾勒，而是往往不惜用犀利的笔触，记录下隐现于每一处
景点背后的文化底蕴。

作者通过欣赏文化的眼光，对欧洲文明做出了史诗般的深度
解读。每一篇游记篇幅不长，却总能给人以回味，咀嚼的空
间。

行者，行走的人。无疆。杳无边际，颇有些“上穷碧落下黄
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思。孑然一人行走在夜路上，四
顾悄然，天地相合，难辩边界与方位，陡然心下生出无限萧
瑟。

余秋雨在自序中说：“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
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的确，行者是狂烈热爱旅程



的人。无论旅行多久，都会有意外的趣味。常人虽然无法体
验，却也不妨去设想。

因为，我们可以成为思者——虔诚地去拜谒那些遥远而陌生
的城市;不竭地去思索那些深邃而神秘的文化;狂热地去追逐
那些沧桑而又光辉的岁月。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七

近日，读了余秋雨先生修订版《行者无疆》一书。作者在自
序中说：这次修订，比第一版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文字
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读《行者无疆》，如同在
一个斜阳西下的欧洲老街，与余先生不期而遇，于是坐在路
边梧桐树下的长椅上，低声地闲谈着先生行走欧洲的见闻;又
如同某个周末，在欧洲某个埋葬着许多智者的公墓里，我倚
靠在草地上，捧书静读。余先生在当今，是少有的“文化
人”。他的书，值得反复读。

很遗憾，至今我没有去过欧洲。但对欧洲似乎并不陌生，尤
其是南欧、中欧和西欧。目前中国人对欧美的了解，远远超
过欧美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包括其它方
方面面。虽不陌生，但终究没有去过和深入地研究过，有的
只是片断的，肤浅的。读完此书，欧洲变得清晰起来。书中
作者的很多思考让我深受启发，还有些是从来不知道的角度。

余先生们此行的初衷是想通过对欧洲文明、欧洲社会的考察，
来比较、思考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余先生讲道，在学习欧
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
的态度。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虽然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
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共同的敌人，一切非文明
的力量。二十一世纪最根本的冲突，产生在文明和非文明之
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讲的
好，值得研究，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外宣传，有时可以多个
角度。



整本书由一个个地理概念或是文化古迹、人物、故事串起来，
初读的人或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本不错的旅行笔记，
直至读到结尾“总结在寒夜”一节，恍然大悟，再返回去读，
才会对作者写此书的初衷和结构布局有深刻的认知。总结在
寒夜一节中，作者归纳出对中华文明有价值的七个对比性图
像：一行字母，即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作者经过思考后
得出，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
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一片墓地，即德国费
希特、黑格尔的墓地。作者讲道，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同
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为纯粹而走向宏伟;一份
图表，即里昂一家博物馆列出的该市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
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这种情形，
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一座城堡，
即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对
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仪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已酿
成巨大恶果。而英国该经过的都经过了，一路随和，一路感
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
发展快就怎么走，是一条不错的路;一群群闲人。中华文明注
重实用理性，拙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
人文理想。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
你们会在那里?;一块巨石，即冰岛“法律石”。中华文明的
一大隐脉武侠精神，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造成了中华文明
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一面蓝旗，即欧盟的旗帜。目前中国
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
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实际上，对我来说感受更
深的是欧盟大门口铁栅栏上一大群男孩和女孩的雕塑，青年
人永远是社会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兴。目前我们政府用人体
制上在锻炼使用年轻人方面似乎有些倒退)。上述七幅图像远
远不能完全概括本书。对本书，可能会有一些人质疑作者的
写作真的有那么纯洁、高尚吗?作者所做的比较、思考的角度
都有道理吗?有些观点还需要商榷?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
作者行走欧洲所思所想是值得称道的，作者和凤凰卫视做的
这件事是值得鼓励和点赞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余先



生们更大的空间和保护。

我认为，贯穿本书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文化与城市的关系。
书中的多个章节都有对城市文化的描述、总结、反思，对城
市文化空间的构建，以及城市中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生
态的关系、文化与文化的关系等等。作者是深受中华文明熏
陶的“文化人”“知识分子”，自然就有一种天下为己任的
责任感，自然就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思考，自然就要为中国正
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浪潮发出一些声音。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八

思者无疆――读《行者无疆》有感

我从来不曾如此抗拒一本书，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吧――在
两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间，清晨金色的阳光铺满了并不宽
敞的石头路。第一次看到时给我一种莫名的压抑。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读完它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压抑，而
是一种思考。与其说作者余秋雨是带着读者走遍那九十六个
城市，还不如说他是带着读者的思绪飞遍了九十六个城市。
我没有感叹他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去闯北极，也没有感叹他竟
可以独立走完如此漫漫长路，让我惊叹的是，无论他站在哪
一座城市，他都并不止步于眼前的风景，而是要思考，思考
这座城市的历史，思考这座城市的文化，思考后人对这座城
市的评价。他用“行者无疆”给书命名，却让读者做了思者，
行者无疆，思者亦无疆。

转眼到了南欧的威尼斯，一个身在现代而无车马的喧闹水城，
一个着实让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已一百多次被海水淹城让
这座古老的小城显得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归纳起来，觉得
威尼斯出色而又孱弱。好心人总是帮助弱者，可按照人的正
常思维，总是把出色者列入强者之列。于是威尼斯身上产生
了矛盾之美。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



呢？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人生才称之为人
生。

中欧的奥地利虽然也有深远的文化，却不像南欧的意大利那
样颓墙残柱，而是处处都被收拾的齐整光鲜。有人评论说，
这是没有文化的做法。其实又何必让所有的建筑都沉浸在历
史里呢。看看今天有着“天堂”美称的'杭州，除了保留一些
极具历史意义的古迹外，到处都体现出新世纪，不一样的天
堂美。我喜欢眼前的杭州，也喜欢书中的奥地利，喜欢两者
共有的古今共存之美。

西欧的巴黎是我意识中最熟悉的城市，作者笔下的巴黎和我
想象的一样高傲，气宇轩昂而且神采奕奕。作者在描写巴黎
时用的最多一个的词是“聚合”――财富的聚合，人的聚合，
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的确，柔情万种的巴黎
大度地聚合了一切，让这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自在，而巴黎
人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巴黎的程度也让作者惊讶。其实人
都是一样的，北京申奥成功时，北京人的狂欢或许也会让巴
黎人惊讶。喜欢自己的城市，就像喜欢自己一样，没有错！

北欧的冰岛是我个人最向往的国家，因为它的名字听起来孤
傲，冷漠，与世隔绝。而且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冰山下是有火
种的，那儿的火焰最耀眼。作者把冰岛形容成恬然隐者，而
冰岛人对自己国家的描述似乎也透露出隐者的恬淡。其实，
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冰岛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比
如萨迦（saga）――冰岛中世纪的一种叙事散文――一直以一
种不张扬的状态默默的存在着。现代的世界需要冰岛这一种
独特的恬淡之美，像是每个人心中都拥有一份对平淡的渴望，
也许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

最后，北极圈的旅程是艰难的，冬天最冷的时候闯北极，艰
难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因为看过太多北极圈的介绍，在所有
对北极圈的描写中，唯一让我惊叹的是，在圣诞夜的北极圈，
他们竟然找到了一家中餐馆，看来中国人是无处不在的，海



外，尤其在北极圈这样的地方，遇到同胞的感受，想必温暖
得可以抵御北极的寒风吧。

合上书，却没有合拢我的思绪。作者走了几万里的路，当然
不止是为了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单纯地
了解他乡文化。看完整本书，我脑中似乎留下了什么。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资本，但有时欧
洲迟到的文明却值得我们仰望。例如，中国倡导“中庸之
道”几千年，但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互损
互耗，反倒是欧洲文明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
社会公德融会贯通。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固然珍贵，但祖
先们留给我们的应该是基础，而非枷锁。如果老鹰在争得一
片天空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徒劳地盘旋，那么它只能累死在
过去的荣誉中。那一片天空可以成为他炫耀的资本，但继续
搏击长空才是它继续强大的唯一选择。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行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行则
殆。”

行者无疆，学者无疆，思者无疆！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九

我从来不曾如此抗拒一本书，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吧——在
两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间，清晨金色的阳光铺满了并不宽
敞的石头路。第一次看到时给我一种莫名的压抑和我读不懂
的深沉。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读完它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压抑，而
是一种思考。与其说作者余秋雨是带着读者走遍那九十六个
城市，还不如说他是带着读者的思绪飞遍了九十六个城



市……无论他站在哪一座城市，他都并不止步于眼前的风景，
而是要思考，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思考这座城市的文化，
思考后人对这座城市的评价。他让我做了思者，行者无疆，
思者亦无疆。我骨子里的懒散令我懒得长途跋涉，可我有一
颗爱旅行的心，我向往着欧洲，却被签证和飞机票阻隔，于
是我发现了行者无疆。

书中北极圈的旅程是艰难的，然而北极是我个人最向往的，
冬天最冷的时候闯北极，艰难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因为看过
太多北极圈的介绍，在所有对北极圈的描写中，唯一让我惊
叹的是，在圣诞夜的北极圈，他们竟然找到了一家中餐馆，
看来中国人是无处不在的，海外，尤其在北极圈这样的地方，
遇到同胞的感受，想必温暖得可以抵御北极的寒风吧。

合上书，却没有合拢我的思绪。作者走了几万里的路，当然
不止是为了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单纯地
了解他乡文化。看完整本书，我脑中似乎留下了什么。中国
的五千年历史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资本，但有时欧洲迟
到的文明却值得我们仰望。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看了行者无疆
我觉得：“行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行则殆。”行者无疆，学
者无疆，思者无疆!

行者阅读理解及答案篇十

行者无疆读后感

我从来不曾如此抗拒一本书。

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吧――在两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物间，
清晨，金色的阳光铺满了凹凸不平的石头路，斑斑驳驳，些
许潮湿，青苔遍布，路也并不宽阔。第一次看到这画面时，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反而给我一种莫名的压抑感，甚至还



有担忧，始终觉得会有我读不懂的深沉。

当一贯感性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读完它的时候，我才明白，那
不是压抑，而是一种思考。与其说作者余秋雨是带着读者走
遍那九十六个城市，还不如说他是带着读者的思绪飞遍了九
十六座城市。无论他站在哪一座城市，他都并不止步于眼前
的风景，总是要思考，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思考这座城市
的文化，思考后人对这座城市的评价……跟随他，穿梭于他
的文字，我有幸成了行者，也努力成为思者，行者无疆，思
者亦无疆。一直以来，我骨子里的懒散，令我懒得长途跋涉，
纵使我有一颗爱旅行的心。譬如，我多么向往去欧洲，却被
签证和飞机票阻隔，被金钱和时间困扰。庆幸，我遇到了
它――《行者无疆》。

合上书，却没有合拢我的思绪。作者畅游了几万里的路，当
然不止是为了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单纯
地了解他乡文化。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
的资本，但有时欧洲迟到的文明却值得我们仰望。看完整本
书，我不停地回顾，不停地追寻，似乎想让脑中留下更多更
多。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如今，读完整本
《行者无疆》，我突然觉得：“行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行则
殆。”()默念着这句话，咀嚼，品味，感觉还是颇有几番道
理，不由地窃喜起来，这也是我的学习收获吧，虽然所要学
习和思考的东西远不止这些。

以上内容由京翰教育一对一辅导整理编辑――针对全国中小
学开设课外辅导班，辅导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帮助家长正确
教育孩子成长，辅佐老师更好指导学生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