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垂钓的读后感(汇总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垂钓的读后感篇一

一次次打动我、令我回味不已的，是那些看似浅显仿佛随手
写就的文字。譬如谈到我国唐朝的弱点，用这样的比喻来解
释：“就像我们看人，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
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譬如
在论述司马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
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
真正的诗和文学”。

一次次打动我、令我回味不已的，是那些看似浅显仿佛随手
写就的文字。譬如谈到我国唐朝的弱点，用这样的比喻来解
释：“就像我们看人，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
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譬如
在论述司马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
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
真正的诗和文学”。

这些是我从余秋雨先生新著《寻觅中华》中摘得的句子。余
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所讨论的是多半为人们熟悉，或者自以
为熟悉的历史片段，但是，他总能给出许许多多“熟悉”之



外的东西，让人感叹原来自己所谓的“熟悉”，不过是大家
津津乐道的一点表象知识。而最吸引我的是他思考问题的角
度，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必
定有一个角度的思考，能够直击人心。这方面除前文所引述
的几段外，我还想举个例子：书的总序中，余秋雨说他的一
个学生，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祖母的照片，那是一个靓丽前卫
的女郎，实在和自己谨慎、俭朴的父母反差太大。学生好奇，
便开始调查，结果谜团没解开，反而更迷惑了。对此，余秋
雨先生说：“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在大段的
记述后，结语竟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初初的反映是愣怔，
继而释然，真的，还有比这句更精辟的点拨吗。

垂钓的读后感篇二

书中讲述了上至远古，下至近代的许多历史故事和人物。介
绍了气吞山河的黄帝与和平务实的炎帝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
血战；意气风发的曹操、凄凉的曹植、春风得意的曹丕；周
游六国四处讲学的孔子；一生执著于黑色的墨子……唐、宋、
元、明、清，一篇篇散文将原本不太清晰的中国历史梳理的
井井有条。尤其是对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新评价，
读来让我眼界开阔，感触很深。

三国演义中的一代奸雄曹操在余秋雨的笔下却成为一代文化
巨人，也让我们重新读懂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
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
匝，何枝可依……”一首《短歌行》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曹操
的从容大气！难怪余秋雨先生发自内心的感慨道：曹操一心
相当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
化巨人。

书中最使我迷恋的人物是墨子。墨，黑也。墨子在余秋雨先
生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的“兼爱”、“非攻”的理论似乎是
墨翟先生用坚毅的腔调说出来的一样。当我和爸爸谈起余秋



雨这些思想时，总能引起我们父子的唇枪舌战，余秋雨大师
的思想总是那么有新意，总会引起我们的思考。这也让我想
起了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大概就是人
们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

垂钓的读后感篇三

看完了余秋雨的寻觅中华这本书，感触颇多，为我们所拥有
的种中华文化感到自豪。

书中按历史时间顺序大体介绍了历朝历代、各个时期的文化
成就。炎黄时期、殷商时期、那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史
记》的完成，曹家父子，魏晋名士，田园诗人陶渊明，文化
的盛世大唐，那宏伟开放的长安城，唐诗，积弱宋朝文人治
国的文化状态，异族男子耶律楚材，明清时文化专制的束缚，
以及近代文化的现状。读来真是大开大合，数千年的文化状
态就如此被余秋雨先生娓娓道来，读时真有一种于不同时期
穿越往返之感，不亦快哉。

自己赞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灿烂思想相互碰撞，百
家争鸣共谱中华文化优美乐章。也惋惜于曹操家中父子在三
国时期在文坛上取得偌大成就，却又在政治上饱受后代知识
分子诟病，也欣赏于狂狷的魏晋名士，嵇康、阮籍，酩酊大
醉，视世俗礼乐如粪土。更艳羡于当时的大唐子民，那宏伟
开放的长安城令多少文化之士向往，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那朗朗上口、意境优美的'唐诗不也千年传唱。又哀叹于明清
时期统治者为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统治，实施文化高压政策，
致使中华文化走下一个高峰。更自卑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再难出现大师，文化似乎也越来越走了一条下坡之路，自己
心中的那个文化天国显得如此遥远。

这是第一次自己主动的写一篇书籍的读后感，虽然很短，希
望自己能坚持下去，执着的在自己内心中的文化之峰上攀登。



垂钓的读后感篇四

上一次读余先生的《都江堰》应该是前，那时余先生凭着
《文化苦旅》和《千年一叹》两本书在华人圈里有了很大的
影响力。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手机的王者还是2g诺基亚，
凤凰卫视还被人当成是时代先锋热烈追捧着。相比现在的信
息爆炸，人们还能静下来读一读散文。余先生的散文把一个
个地理的位置编织到了历史的长河中，给了一个普通的读者
许多所领会不到的角度去体会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我在大三
的时候去过一次都江堰，那时的阅历太浅薄，根本就没有心
境去理解都江堰的神奇和创造者李冰的伟大。只记得当时岷
江边的二王庙香火很旺。后来读了余先生的《都江堰》才体
会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工程。余先生确实
是一个文化大家，几笔粗粗的描写就把长城，都江堰，秦始
皇，李冰，抗日，人民，傩戏串联了起来。长城和都江堰的
比较非常独特，一般读者从来也想不到年代上都江堰建成竟
然更早，一般也更想不出长城在历史上通常和战争，统治，
苦难，笨拙，悲痛和名扬海外联系，对比下，都江堰原来是
滋润，丰收，巧妙，默默无闻的一个精巧工程。余先生的文
笔是跳跃的，一会儿论史，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中，也只有他
这样大家的文字才能驾驭。12年后再读，依然觉得余先生
《文化苦旅》类的文章是当时的一个特例，在悲悯中孕育了
对祖国历史和山河深深的感情。

这次因为上胡老师的课，预读教材的时候发现了胡海鸥推荐
的参考书有自己的著作。在两次上课间隙的一周里上网一口
气买了四本。网上显示还有一本证券相关的书，由于我没有
在中国股市投资兴趣就没有购买。书拿到手就觉得超值，不
仅有涵盖我们教材深入内容两本书以外，还有《人民币发行
方式转轨研究》，又一次验证了怎么才叫真正的叫吃透和开
创一个学科的领域。还有就是这一本《上帝，笑了》随笔集。
在第二周末上课前，我就读了《都江堰》当时就在脑海里突
然显现出了余秋雨的名字。胡老师的文字带着散文家的轻灵
在叙事和抒情中来回变换，但作为经济学人思路和逻辑上要



更流畅。文中两个段落里的两个小节就把都江堰的工作原理
庖丁解牛一样给读者展示了出来。三次分洪机制的清晰介绍
顿时让我想马上订了行程再去蜀地拜访都江堰。胡老师的引
申也点出了都江堰的神奇之处，李氏父子的设计了一个自我
调节的水利工程，“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顺乎自然，
取法自然”。就像老师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讲的一样，
水和其它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同的，人民币的发行，政府的治
理，人心向背。首先要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这样才不会虎
头蛇尾，粗制滥造，第二要有真正的工匠精神，干一行就吃
透一行，让自己是真的懂而且能应用，第三，一个好的系统
不只是维护的成本低而且它能像具有人工智能一样，和谐地
和身边更大的系统结合起来。这两天河北省邢台市郊的一个
村镇刚刚遭受了水灾，损失惨重。现代人虽然拥有了先人没
有的科技和工具，但是没有把先人的智慧真正领会贯通。诚
如老师所建议，制度的改变需要所有人一起改善才能发挥最
大的作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但是更不缺智慧，认真的吃
透它们，一定能拨云见日。

垂钓的读后感篇五

两千多年前，一个水利工程建成了;两千多年后，它却没有成
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如今，它依旧掌握着亿万人的生计，
且注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工程。它，就是都江堰。

都江堰，一个不大的工程。与世人皆知的万里长城相比算不
了什么，但其实细细想来，它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秦始
皇筑长城时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而李冰筑堰时的指
令，智慧、仁慈、透明。万里长城，曾经不知让多少个孟姜
女哭倒，然而，如今它却早已颓废。都江堰却不同，它在地
面和地下铸造了另一座万里长城，它细细深润，节节延伸，
也未必比万里长城短。用余秋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长城
是死的，只愣愣地站在那，被风沙吹塌了，人们再重新修起。
而都江堰不是，它骄傲地在风沙中矗立了两千多年，坚固的
如同中国的历史。”



都江堰的建筑者李冰原先并不太懂水利，他只知道他要做的
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李冰因官位成为了
一名实践科学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治水三字经和八字真言。
最终，在他的努力下都江堰建成了，成就了他的名垂青史，
同时也造就了四川成都天府之国的美名。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李冰在他踏实的心态、务实的做法和
诚实的作风下建造了都江堰，我们本应传承李冰他那些优良
的精神，可如今，豆腐渣工程接连曝光，现在社会物质和精
神都有极大的进步，可结果却令人失望。数千年后的今天，
难道建造不出比以前更好的建筑吗?这些事件的本质就是负责
人偷工减料，追求政绩。如今贪污事件接连出水，我们所传
承先辈的踏实、务实、诚实的作风去哪儿了?这就是我们所继
承的精神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先人为我们，栽了一棵大
树，当我们也将成为先人时，我们会为后人留下什么呢?难道
是一些反复修整过的道路吗?建设者应该像李冰一样为人民着
想，把实事办实，摆正心态。

都江堰中的石像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但它所寄托的精神却永
远不会被埋没。“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
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