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余秋雨总结文化(大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写总结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余秋雨总结文化篇一

对宁波天一阁，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一间藏书楼上，但对于
其藏书的艰辛，我直到读了《风雨天一阁》之后才解一、二，
而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情节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在弥留
之际做的有些荒唐的遗产分配。

范钦将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
让两房在其中挑选。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极其不公平的决
定。万两白银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额财富，它可以让选择
白银的一房一夜暴富，但一楼藏书从收益上来看便仿佛一个
代代相传的负担，甚至可以说是只赔不赚，入不敷出的，范
钦的这个分配可以说是将范氏沉重的义务——一种对文化的
传承这种精神上的遗产和范氏巨大的权利——一种对财富的
继承这种物质上的遗产分割得十分彻底。

面对这两个一看便知道应该选择后者——这个在不履行义务
的情况下便可以取得权力稳赚不赔的选项，范钦的大儿子范
大冲立即开了口，就在我刚想着他抢得了先机占得了便宜并
且嘲笑二房的犹豫时，下面的一段文字却立刻让我对之前心
中所想的一切感到羞愧不已，令人吃惊的是范大冲不但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藏书楼，而且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
来充当保养费，甚至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



他这个毫无犹豫的选择令我佩服不已，有谁会真正为了一楼
藏书而放弃万贯家财?有谁会真正做到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
之所轻?甚至在深深体会到父亲藏书之艰难后给自己的后代都
戴上一份沉重的枷锁并且让其代代相传?这不仅让我想到了守
陵人，他们一代复一代地赔上整个家族、所有子孙去看守、
坚守一座冰冷的帝王陵墓，与其说是工作、义务还不如说是
一种信念一种坚持，范氏家族也是如此，不过是从守陵人变
成守书人罢了。那是一种不顾旁人的不解与嘲笑，不顾财富
上的巨大开支，不顾岁月的流逝，不顾王朝的兴替，日复一
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在他们的眼中藏书楼这时不是一
个单纯的收藏着珍本、孤本的知识储蓄所，而是一个古典文
化事业的象征。他们藏书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范氏家
族，更不是为了某一个王朝，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他们
是为了用一本本书籍使我们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的
精神天地变得整齐连贯充满凝聚力。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是中
国文化保存与流传艰辛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正是由千千万万
个如范氏一样的家族、机构组成了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

其实，我们也能在心中拥有一个天一阁，也能象范氏家族一
般做一番保存流传中国文化的事业。

也许我们没有天一阁中那种称得上是文物的书籍，但是唐诗、
宋词、元曲这些流传至今、记载着各个王朝的兴衰历程的作
品，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决不输于藏书楼中的孤本、珍本;也许
我们无法象范大冲一样义无反顾地放弃万两白银而选择藏书
楼，但是背诵那些名篇名段并深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也是
对文化的一种尊重和继承;也许我们无法象范氏一样世世代代
忍耐着痛苦、寂寞执着地传承着繁华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
将自己喜爱的古文古诗等与他人分享、交流，那么也是在传
承并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读完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感触很多。想抓住什么，
伸手却握了满手空气，只有淡淡的哀愁与丝丝的寂寞弥散在



周围，一如余秋雨先生行走时孤寂的背影。

一路行行止止，一路的思索。从黄沙漫天的大漠边塞到温婉
细腻的江南水乡，从炎黄子孙的发源地—中国再到远离国土
的异乡—新加坡。一路走来，一路的见闻，都记录在这一本
小册子中，它凝聚的是思想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景。

文化，在我看来是一个沉重而又艰涩的字眼。上下五千年的
积累，使文化的沉积愈加深厚。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代表着
这个民族最为珍重的事物。如果一个民族连文化都不存在了，
那么便不足以被称为一个民族。评味文化，余秋雨在文化中
行走，又在行走中思索。

站在莫高窟的石洞前，看石洞依然壮观，观壁画依旧不言。
他静默地站在石壁前，如同它们曾经静默地看着敦煌千年之
间的变迁。当千年前的无心第一刀划下，便已预示了当千年
后，莫高窟的开启会是怎样的一种壮丽。即使它曾经遭遇巨
大的劫难：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守住了千年的敦煌，流落到
了不安好心的外人的手里。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本应该守
护它的正统的炎黄子孙却将这美丽而珍贵的艺术瑰宝弃而不
顾。那伫立千年的石窟默默地看着那一马车、又一马车的艺
术珍宝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国，流失在为人的手中，不知该有
多么地悲伤啊!直到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
才终于得到了它本应得到的重视和地位。它的价值，并不在
于它那炫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它是一种仪
式，一种宗教，一种信仰，一种人性。它的隐藏在深处的底
蕴，我们看得到，却又看不到。它的美，既是宗教的体现，
也是人性中对美的向往的体现。它是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的
标本，是炎黄子孙千年的艺术的结晶。纵使它曾经残缺，被
人无情的，任意的交换，他依旧是无价之宝。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一个偌大世界的僻静角落，变成人人心
中的故乡。就像那句话一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



当我看到沙原隐泉中“水面之下，飞舞着丛丛水草，使水色
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
波纹，”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水鸭带动湖水时清脆的声音，
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要想真正的了解历史，了解我们撒发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
国，那就去读《文化苦旅》吧。它会让你感受到一个不一样
的中国，一种不一样的文化气息。相信古代的天一阁是由一
个范氏家族所支撑的，但现代的天一阁可以由我们共同支撑。

余秋雨总结文化篇二

还记得新浪上这样评价过余秋雨：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
名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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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着作，也
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
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
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着作。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
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文化苦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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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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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余秋雨文化苦旅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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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作者对于那位道士做法的不满，在
文章中，他喊了“住手！”有写道：“我甚至想向他跪下，
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是阿，为什么作者
会这样？他不忍心，不忍心那位道士毁掉那一个个婀娜多姿
的雕像，那是历史，历史！历史为什么会被一个道士的手中
毁掉？就那样，一下子得毁掉了，不忍心，不忍心那般美丽
的雕像不见了，在道士的手下，一下子变得灰飞烟灭，不给
我们现在的世人观看的余地，一个道士，在金钱和权力的促
使之下，变得如此的残忍，做得如此得发狂，我相信，不只
我和余秋雨先生感到无比的惋惜，相信，在读《文化苦旅》



的每一位读者也会感到深深的叹息和心痛吧……野趣，这就
是为什么《文化苦旅》这本书的“苦”字意义的'所在了吧！

《文化苦旅》让我领悟到了“苦”字的意义所在，更让我学
会了惋惜，更学会了如何不让惋惜存在。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
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
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
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
《文化苦旅》中的自序。这，野趣也就是我想说的了吧！

余秋雨总结文化篇三

《文化苦旅》是一本文字优美却又言之有物的书。这本书让
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带我穿越时空，领略唐宋元明清的历史。
本书写的是中国名处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可按以说是一
本游记;而在其中又记录了许多史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史记;而
全书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诗情画意，又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很
不错的散文集。

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作者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
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
视华夏文化的「苦旅」，这本书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
的辛酸。苦苦的味道，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
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
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
散文，组合成了一篇篇绝妙的文章。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
我不禁严肃起来。像一个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自己不
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不得不走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
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我静静看着光
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
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
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



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
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
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
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
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才想
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
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
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
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
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
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苦与甜本是一家，先苦后天，才知甜滋味。正如余秋雨把书
名取作《文化苦旅》!但苦中处处有希望的`曙光。

余秋雨总结文化篇四

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当看到黄州突围这一篇，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再看一遍，此事好想把我此时的心
情说给你听，说给大家听。
余秋雨曾经这样写到：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
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
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
愿去找他的麻烦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能相容
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
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
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距他、
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在起哄式的贬损，这
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



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也完全是一
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他何罪之有呢？苏辙说：“东坡何罪，
独以名太高”。当把苏东坡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
而又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从“乌台诗案”来看，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
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
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压在被
告台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中国的独特国情千年以来难道就这样一直存在着？我不禁一
遍又一遍地问，又有多少人借着正义和爱国的幌子去指责、
污蔑、谩骂、诅咒那些我们中国人本应该尊重并感激的可爱
的人。千年过去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些丑陋的东西难道还
没有去掉吗？
我想应该可以的……
乌台诗案后，他真正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
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
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
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
不陡峭的高度。就像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
了劲，端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余秋雨总结文化篇五

这个人凭借着他对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化精髓的理解
力和感悟力，孕育了《文化苦旅》这部令人惊叹不已的著作。



第一次与余秋雨的文章邂逅是在初中学过的一篇课文《信
客》，至使至今，我仍不忘《信客》刻画的那个诚信无私善
良厚道的信客形象。他表达出来的文字也是给人一种质朴典
雅精辟而畅达的感觉。

拿起《文化苦旅》，我的心情是沉重而有压力的，文化苦旅
顾名思义，这一条文化苦旅是艰辛的。一改以前的轻松潇洒，
文字多了份苍老和沉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余秋雨说：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引发人生沧
桑感。倘佯在历史的海洋中，他深深地陷入了他的思绪中，
因中华民族文化的兴衰得失而或喜或悲。

庐山，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在这里诠释了它的价值意义。

一个曾经古文人们寄情疗心的佳景，像一个埋藏着千年秘密
的沧桑老人。从走向三叠泉的漫漫山道上，我产生了大容铸
感到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
论，默默的站立着，袒示者湿淋淋的生命。这是它的魅力，
瀑布的狂暴雄伟，甚至是浩浩荡荡的气势，不止冲击了作者，
也震撼了我的心魄。他说，文人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
浑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
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

在道士塔中，我体会到作者对文物遗失的痛心与愤懑。在阳
关雪中，作者寻阳关，忆王维，感受历史的凄美与哀伤。在
沙源隐泉中，我仿佛看到作者站在鸣沙山上，俯瞰月牙泉，
眼中满怜惜与惊讶，然后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苦旅，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思想上的跌宕，是作者对于
文化的思索和追求，以及一种对于逝去的苦涩的回味。他说，
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
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的后的回味，焦灼的会心，冥思的后的
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静下心来，将文化含在
嘴里细细的咀嚼，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