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优质8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好的心得体会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世间万物，代代更迭，人们常将历史比作长河，就是在映射
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二字，宛如奔腾不息的流水。
而在这浩浩长河中，人类渺小得比不上一朵浪花，贯穿着整
个历史的也永远不会是脆弱的人类生命，而是山、河、树、
石，以它们坚韧的生命，默默地伫立在河水边，冷眼旁观着
时代变化。

很难想象，也许在未来不知多少个年头之后，咱们如今生活
的城市是否还存在，是否也象如今咱们眼中的“历史”一样，
只剩下几方石料、一口废井。

读《废井冷眼》，我似乎能感受到作者见到那一口废井时的
心情，仿佛有时间的细流从指间流走，又仿佛时间在废井的
冷眼中缓缓凝固。那时候眼前似乎燃起大火，灼烧着几百年
前的这口老井，烧沸了，又烧干了，最后只剩下一副把一切
都看倦了的千年冷眼。

历史中的咱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甚至象渤海国这样繁荣
的大都市也不过在历史中存在了几百年，还不如一个传承几
代的文明。一切活着的都将死去，在历史上，只有文化是永
恒的。有人为自己一时的起伏长吁短叹，可倘若更加达观地
来看，也许依旧没办法解决当下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在人生
的悲欢离合中保持一个淡然的心态。而当咱们真的放下了、



看透了，无论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

这是冷眼教给咱们的，也是历史教给咱们的。

再回头看那颤巍巍伫立在土地上的废井，尽管破败却显得坚
韧。那副冷眼已经见惯了朝代更迭、家族盛衰，想必再不会
为什么所动了。历史是漠然的，但它使咱们宠辱不惊，使咱
们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想，这已是历史最大的慈悲。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
感头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苦旅》读后感，欢
迎阅读与收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
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
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
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
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
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第一站，我们来到了
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
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
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
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
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
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
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
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
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
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
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
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
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
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
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
”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
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
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有幸拜读余秋雨的作品《文化苦旅》，已被其深深地吸引。
余秋雨，大陆著名文学家、美学家。这位以《文化苦旅》和
《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
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
于千年文明长河中。

整本书都很美，在读的过程中一直抱着继续读下去的欲望，
泛着一种直达灵魂的深邃。抱着追寻的心态一路尾随文字的
流转。在即将入睡的午夜，点亮床头的台灯，伴着作者的文
字，在安静的夜幕画下心中的幻想。或在无事的下午，抛却
烦躁，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跳出来，透过渐渐平稳的内
心重看历史。

读完“牌坊”这一章，我心里有一股隐隐的痛，又有一种无
畏的敬仰。



其实牌坊是让人仰望的。是为了表彰功勋，它也是忠孝节义
的代表。但是在中国封建礼教压迫的论调下，贞节是中国女
性的最美，然而美的又是那么的痛，那么的伤痕累累。一块
块冷峻的牌坊，无情地压住他们所有的爱恨情仇，他们为了
生路，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委曲求全的活着。

然而他们又是生活的那么优雅，那么的精致。他们象熹微的
晨光，当大地还在沉睡的时候，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
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批男孩子，也为自己解了冻。

在《文化苦旅》中以细腻的笔触够了一张张充满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形象，以最空灵、轻柔的嗓音轻轻吟唱令人感动的瞬
间。

作者从生活中提取精华，经过淬炼，融成经典，伴随着人流
传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一段段不
同的生活。这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的最快捷的方式。

我喜欢他的真实，真实的描述了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
灾难、面对艰苦未来时坚强的一代人;在灾难中瞬间凝固的庞
贝古城、空静之境的罗马、气氛迷人的威尼斯……;生活在镜
头之外，艰难生存，却古朴善良、充满智慧的边缘人……更
爱他细腻敏感丰富深远的灵魂，让沉寂历史的古人以一股扑
面而来的，充满生气的的姿势占据想象的空间。

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作家，可以用自己的笔记录生活，
以最真实的姿态记录感动自己的人生，表达心灵深处最真的
感触，清风拂过最细微的颤动。我觉得这是其他任何职业都
无法比拟的。

这位作者或这本书让我萌生了拿起笔，写下生活的冲动。但
是放下书，我又回到了现实，面对本专业的数学、计算机之
类的理科性东西，不禁想起某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是科学
赶走了花丛后的精灵，让未知的世界不再充满幻想。



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从事作家之类的行业，但我可以通过
阅读，感触这个广阔、美好的世界，并学着记录自己的想法。
在以后的某一天，翻开略略泛黄的纸张，重温一次春暖花开、
云寂风清、青春少年。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读《文化苦旅》这本书，我感受最深，也是最大的，就
是：“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
人人心中的故乡。”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
总是古代文人与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作者余秋雨先生
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与它对我的长期熏染
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我想，这个原因对每一个中国
人来说，同样适合。

我们去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都总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的一
切，主人是谁，修建的目的，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何许人也
曾经到过这里等等。这样，就在这一瞬间，把人、历史、自
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笼罩
在每一位参观者的全身，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也
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使每一位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
一定的历史事件，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譬如说，我们路过汨罗江，总会在百感交集之中挤出一声来
源久远的喟叹。既羡慕沉睡江底的闲散，又恨楚国忠臣的轻
生；既有感于物换星移的短促，又兴幸楚臣的精神没有随流
水而长逝；既叹惜滔滔江水的无情，又因身为炎黄子孙而骄
傲……这众多的感慨，全是因为楚臣遇到汨罗。我们看到汨
罗，就想到它的主人，感受到他的爱国精神与浪漫诗篇。

又如，我们去参观长城。长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象征，
就是因为它一直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走在长城上，似乎



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英灵在抗击匈奴时的勇猛，倒下前转过
头给熟悉的大地投去的目光以及那亘古不变的黑色的眼
睛。“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概也是来自一
个简单的愿望：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历代相存。而不懂得这一
切，长城，中国的长城，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土堆儿而已。

大概，每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需要一些历史事件才
能得以丰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古迹，陈年的石头与木
块也才能深深的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而文人的作
用，也就是把古迹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类精神感悟出来。
因此，文人也是丰富历史古迹的内涵的要素。没有历史事件
与人物，人们对于无论有着任何意义的景观都只会有：“自
然的力量多大啊！”或者“古人的智慧与技术多高啊！”之
类单纯的赞叹，而永远也不会有更层次的感慨。旅游的更高
层次，就是要领悟我们祖先的精神，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数
千年来的传统精神。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正如余秋雨所说，一个真正的文明人都会过着许多与年龄相
重叠的生活，没有了这种生活，生命就很容易风干和脆折。

——题记

我想从敦煌刮过来的黄沙是不会被埋没的，它会一直不停的
刮，不停的刮，直到风化了文化史上那个千古的罪证。

莫高窟，千佛洞，多么响亮的名字，萦绕着一代代中国人的
心。古代艺术家们的心血，在那坚实的墙壁上凝结成一幅幅
震撼千古的生命，那立体的生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咆哮，翻
腾，在文化的征途上深深印刻，以至饱受千余年风霜的它，
依然屹立，向下一代人诉说着奇迹的诞生。

然而，这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终究还是毁在了中国人手上。



哪个王道士，为了少得可怜的几枚银元，恭敬地让人从中国
大批大批地运向国外。只有国家的强盛，才能让文化强盛，
仔细想想，也许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因为中国的文化，
并不是靠个人的力量来维护的。

莫高窟，是整个民族的伤口，千百年来，鲜血汩汩流淌。

中国人的'文化苦旅啊。

白发苏州，二千五百年的岁月没有使它衰老，跟那些江南小
镇一样，反而更显清闲、幽静。这一份鱼水之乡的环境，赢
得了许多文人墨客的青睐，但大多只是进来小憩却不愿长久
居住，因为这里太过安逸，缺少了一份金陵王气。

正是因为这里的水，才养育出了江南人的朴实与清丽，才筑
造了江南的园林瑰宝，正是这里的洒脱，才让唐寅、金圣叹、
仇英大肆挥毫，谱写了非官方文化的潇洒与悠扬，在沉重的
中国文化里添上了几笔艳丽。

也许，只有在江南的小巷里游走，才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
渊远流长，这里的静，韵量出了文化的内涵，这里，是中国
文化宁静的后院。

中国人的文化苦旅啊。

一个民族的灵魂，是靠文字这一条坚硬的览锁紧紧串连，漫
长的历史被它凝聚。而天一阁，正是为断残零落的文化史提
供了栖脚之地。它，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固守的梦。

天一阁，圣洁、崇高，神圣不可亵渎，因此，钱锈芸的命运
注定要成为悲剧，哪怕庄严面前仍飘浮着那幽怨的眼神。天
一阁，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打磨的光滑，它像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者，驻足欣赏了一下文化的瑰丽，但这一看，却看了整整
几百年。



一代一代的不断传承，我们可以说，天一阁是成功了，它不
仅将中国文化四处翻腾的火星珍藏，更将中国人努力维护文
化的投影剪辑，这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过程，而天一阁，成了
这个伟大过程的见证者。

中国人，甚至连外国人都对中国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因
为中国的文字，能描绘出其他语言所不能表达出的美，像清
雅，像悠悠，像脱俗，这种美，征服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
中国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中国的文化旅途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几经磨难，大起大伏，
但最终，中国文化坚强的站起来了，更多了几分锐利与气魄。
像天一阁、青云谱、庐山、白莲洞，还有很长的路，如今，
我们只是拾起了历史的截头，中国人的文化苦旅仍然要继续
走下去。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不管你见或不见，我都在那里。

——题记

悲凉。这是我看到这本书的第一行时，最多的感觉。

道士塔、阳关雪、废墟……路，你一直在走；心，也一直在
飞。看着王道士将一箱箱国宝以廉价易走，欲呼无声的悲伤。
在沙山顶端望着山脚下那一抹清泉，心中是何等之复杂！阳
关外飘飞的白雪，你可记得古人的足迹；圆明园啊，你可想
念当时的辉煌！

仅仅只有悲凉吗？不还有那无绪的愁。

倾听！为了文化中的秘谛；倾听！为了文化的复兴；倾听！
为了文人的秉性；倾听！为中华文化为我们所遗留的永恒闪



耀。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我从没有去过阳关，对此也了解甚少。读罢《阳关雪》后，
便找来几组图浏览一番，不禁生出几分感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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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的景致，谁都要感叹时间的
流逝和历史的沧桑。

西汉时，阳关曾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镇，严加把守。可阳关如今早
已不如往日，仅仅是在一座红色的堆满沙石的山峰上，残留
有被称为“阳关耳目”的烽墩。遗址周围竟也看不到断垣残
壁，只有在沙丘之间暴露出的地面，到处可见碎瓦残片，让
人回忆起盛事时亘古遥远的驼铃。

“渭城朝雨徘岢，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王维在友人临别时所作的这首《渭城曲》，
用余秋雨的话说，是“缠绵淡雅”的。丝毫感觉不到阳关如
今的凄冷之景，只是离别时应有的微微的忧伤。因而王维是
懂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阳关亦是如此，再坚固的过去
也终有随着时光消逝的一天。比起《渭城曲》依此而来的
《阳关三叠》，那较清冷的调子，或许更适合阳关如今的景
象。

诚然，阳关的确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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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关不复了它过去的金色的绚烂，只剩下凄凄的一片荒原，
它给伫立在它面前的人们带来深深的感慨和轻轻的遗憾。想
起楼兰古城的悲哀，曾经繁华的美在不经意间却毁于一旦，
也许正应了一位蒙古作家的那句话：繁华不过是一掬细沙。
昔日的景象已不能再见，只由人们去想象，勾勒心中的图画。
历史是深邃而苍凉的，面对窗外阳光映照的花园中嬉笑的人
们，我想，现在珍贵的事物，千百年后，也会随岁月的轮回
而被渐渐淡忘吧。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文化苦旅》写的是作者余秋雨到全国各地的旅行后，结合
历史写的一篇散文著作。其中大多数都是自然景观加上一些
纯朴的当地特色。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白发苏州》。

之所以称之为“白发”苏州，是由于，就在前些年，苏州悄
然过去了自己2500年生日。虽然它如此的古老，但却没有什
么名气。只因它没有一份金陵王气。它不愿换件衣裳，领受
那份王气。但当政府腐败之至时，却是反抗的最为激烈。一
向柔婉的苏州人，变得凶狠起来，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
着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魏忠贤。的这次浩荡突发，使整个中
国史都对另眼相看。可再看他们，只笑一笑，又变回原来那
个柔婉的苏州。

“做了……同义”只是由于这里缺少一份金陵王气，就如此
的不公平，可见中国古代会由于这封建主义思想害死多少人
那。为什么就去注意一点点美中不足，而不放眼全部，那么
多优秀的地方，为中国做出了多少宝贵的贡献，却不能得到
了一个公平的对待。

苏州，与世无争，一直默默地矗立在那块地上。同时它还培
育出无数才华横溢的戏曲家，增添一抹亮的光彩。



《文化苦旅》一书，不仅展示了余秋雨那优美的语句，还有
着相当多的历史知识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