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医者名句 天行者的读后感(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行医者名句篇一

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刘醒龙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天行者》。书读完后放下了，可是沉重的心情却一直无法
轻松下来。

小说中以三个在一个名叫届岭的偏僻山村教书的民办教师为
主线，讲述了民办教师在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为了广大
贫困农民的孩子能够早日走出贫困，早日摆脱无知，早日融
入现代社会而默默、无私地奉献着。

那个地区偏远。离最近的小镇也有30里的山路，一到大雪天，
几乎和外界隔绝。

那个地区落后。村民几乎都是文盲，被外界称成为男苕和女
苕。苕，即为白薯。让孩子们上学受教育，得用各种手段去
动员，去强制家长将孩子送来上学。这样才将适龄孩子的入
学率从10%多一点提高到60%多。让村里出一个大学生是这些
人多少代的愿望，也是这些民办教师的终生奋斗目标。

那个地区贫穷，贫穷得最好吃的就是油盐饭，即用一点油将
剩饭炒一下，然后加点盐水;贫穷得许多孩子交不起学费;贫
穷得许多孩子的衣着和身材都象非洲难民。

民办教师就是那些农村中受到教育程度较高些的、愿意为当
地农村中的孩子摆脱文盲、愚昧状态而甘于奉献的、而被选
拔到当地学校中任课的那批人员。



小说中的几个民办教师，完全不同于公办教师，他们与公办
教师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有着天壤之别。

公办教师拿着国家工资，退休后可以无忧无虑地领取退休金，
安度晚年生活;而他们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之内，他们的收入甚
至不及在城镇家庭保姆的收入。小说中的几位民办教师的工
资是70元，其中35元由地方教育系统支付，另外35元由村里
支付。而在当地县城当保姆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20元。

公办教师从来不用担心开支的问题;而他们由于工作在偏远、
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该由村里支付的.那一半儿工资，经常
因为村里没钱、或是教育不被村长重视而被长期拖欠。

公办教师在课外可以用开办各种补习班、特长班的名义，再
挣些额外收入;而他们由于上学的孩子因贫困而交不起学费，
买不起书本，学校没钱维修教室等等，为了使教学能够进行
下去，他们经常要将自己的钱垫进去。在业余时间还不得不
进行些开荒种地等额外工作，以创些收入，维持学校的各种
开支和补贴贫困孩子的学习生活之用。

公办教师放学后，除了业余时间教学额外创收外，其它时间
可以自由安排;而他们在偏僻的山沟里，既没有地方可去，也
没有电视可看。他们在放学后，还要照顾那些离家很远不能
天天回家的学生。到了周末，还要步行一、二十里路，护送
那些远道的孩子回家。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与公办教师的不同点：公办教师只
是把学生当作学生来教;而民办教师则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教。这最后一点就让人明白了为什么条件那么艰苦，收
入那么低，那些民办教师还在那里坚持着。

能让民办教师坚持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偶然会有
一两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名额，让那些在民办教师岗
位上工作了一、二十年的老教师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转为



公办教师，对民办教师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但那种名额
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民办教师到死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民
身份和待遇。这点希望，也成为了支持他们坚持下来的一个
终生梦想。

小说中几位民办教师，十几年来一起工作，同甘苦，共患难，
使得他们有了生死之情。每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后，他们既
想自己转正，有不愿意舍弃自己共患难的同事，最后将名额
让给新来的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变革，随着一些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随着
一些公办教师也来支边体会了他们的疾苦，随着民办教师的
重要性慢慢地被更多的人关注，民办教师的疾苦慢慢地被更
多的人了解，最后由中央出台了新政策，将所有的民办教师
全部转成公办教师。这对界岭的几位民办教师无疑是一个天
大的好消息。但当这让无数人当作一种渺茫的希望、当作终
身的梦想的好消息真正实现时，却让他们高兴不起来了。因
为要转为公办教师，还要买断转正之前那些年的工龄，以参
加社保。买断工龄的钱，工龄长些的要一万多元，少点的也
要七、八千元。这笔钱对于这些最早每月只拿几元钱、到后
来也不过70元工资的民办教师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由这么一
个看似是好消息的消息，却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感人的悲欢故
事。

小说中还描述了这些民办教师，不仅要履行自己教书育人的
责任，还要同形形色色的落后观念和势力进行斗争。这更加
深了我们对他们的敬重。

尽管他们的教学水平比起新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距，更不能
和那些有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公办教师相比，但正是由于
他们的默默辛勤奉献，才使我们国家那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没有被应受的义务教育所遗弃。

据说我国曾经有四百多万民办教师，他们担负着农村中一亿



几千万的中、小学生义务教育任务。

尽管民办教师这一称呼已成为历史，但民办教师的历史作用
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小说将几位民办教师的工作事业和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许多悲欢动人故事。让我们在阅读时，也
随着作者的情感一起高兴、悲伤、愤怒、惋惜和遗憾。尽管
小说的结尾似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留给我们思考空间似
乎更大，让你放下小说后，还在继续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忧着。

本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五本小说，我已经读完了三本。这三
本书中，如让我评选，我会将《天行者》放在靠前的位置。

我非常讨厌现在在书的封面上流行再加上一条叫做腰封的东
西。真是画蛇添足。这条腰封，使得我在读完小说后，无意
中拿掉腰封，才看到了印在封面上非常有寓意的、精美的设
计图案。

行医者名句篇二

历时6个月，走过了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行者无疆》记
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它是作为考察西方文明
的记录，但却又不仅限于只是记录;是旅行但又不仅是一次他
乡山水的风光领略，更是不同文化的学习与探索、风土人情
的揣摩与领会，每一次历史的背后都引发我们的无限惊叹和
思索。

首先觉得大师就是大师，写法非凡：每节开篇多以精炼的词
藻和深远的意境开始，又收于凝重的历史和感慨。“废墟，
大海，海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森林，山丘，古堡，历史
常常在这里隐蔽;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苍凉，寂寞，执著，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炼。”



更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余秋雨站在哪一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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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
通过大师的眼睛，知道了欧洲这片鲜活了几世纪的土地，历
经上苍的考验，它的国家和伟大的大师们的精魂永不逝去。
它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样，融入了世界大同的必然之中。

西欧的巴黎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傲慢，气宇轩昂而且神采奕奕。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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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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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之厚重和纷繁岂是我等阅者仓惶之中可以理解得到的，
仅让我们借以余秋雨大师的评价：“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
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
贯穿。”这令我们这些足不出户的凡者翻开了一扇西方历史
文明的窗口，使我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行者注定是孤独的、是凄凉的、是痛苦的，但注定又是不可
战胜的`。历经无数的游行，每次彷徨于陌生的都市，见证一
次次的生死浩劫、历史沧桑巨变，心灵在一次次震惊和痛苦
中游离，但这倘假设无法摧毁一个战士的心志，必将使得他
更为强大。我一直都对行者这个词十分敬仰，或许源自于水
浒中“行者武松”的果敢和仗义的好感，亦十分向往成为一
个可以暂称为“行者”的旅游过客，虽不得真谛，但还可在
路上行走几番。人一生至少有两件事是还需必须做做的，一
件是旅游，一件是读书，前者可以使你身体在路上，后者那
么可以使心灵游历于世界的历史舞台，但我觉得不纯粹的去
行走一番永远都无法那么的真切。

有那么一天，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自诩为行者的过客，游历着
世界上那么多无尽的文明瑰宝，暂得那心灵的复杂，将别有
一番滋味!



行医者名句篇三

《行者无疆》记录了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下面是本站
小编精心为您整理的行者无疆读后感，希望您喜欢!

《行者无疆》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它是作
为考察西方文明的记录。《行者无疆》此书分南欧、中欧、
西欧和北欧4卷,每一卷分别用这些词作了精彩的概括:“废墟，
大海，海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森林，山丘，古堡，历史
常常在这里隐蔽;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苍凉，寂寞，执著，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炼。”欧洲的文明虽
然至今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
南部和北部为命脉。让我惊叹的是，无论余秋雨站在哪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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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通过大师的眼睛，知道了欧洲这片鲜活了
几世纪的土地，历经沧桑的考验，它的国家和伟大的大师们
的精魂永不逝去。它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样，融入了世界大
同的必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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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百多次被
海水淹没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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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的矛盾之中呢? 西欧的巴黎和我们想象的一样高傲，气
宇轩昂而且神采奕奕。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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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的
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
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



处和远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索、互
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行者无疆》真的是一本好书，在这里，我不便多述书中的
细节内容，你不妨自己去慢慢赏读、细细体味、好好享受。

历时6个月，余秋雨走过了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行者无
疆》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它是作为考察西
方文明的记录，但却又不仅限于只是记录;是旅行但又不仅是
一次他乡山水的风光领略，更是不同文化的学习与探索、风
土人情的揣摩与领会，每一次历史的背后都引发我们的无限
惊叹和思索。

首先觉得大师就是大师，写法非凡：每节开篇多以精炼的词
藻和深远的意境开始，又收于凝重的历史和感慨。“废墟，
大海，海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森林，山丘，古堡，历史
常常在这里隐蔽;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苍凉，寂寞，执著，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炼。”

更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余秋雨站在哪一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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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
通过大师的眼睛，知道了欧洲这片鲜活了几世纪的土地，历
经上苍的考验，它的国家和伟大的大师们的精魂永不逝去。
它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样，融入了世界大同的必然之中。

西欧的巴黎和我们想象的一样高傲，气宇轩昂而且神采奕奕。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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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之厚重和纷繁岂是我等阅者仓惶之中可以理解得到的，
仅让我们借以余秋雨大师的评价：“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



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
贯通。”这令我们这些足不出户的凡者打开了一扇西方历史
文明的窗口，使我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行者注定是孤独的、是凄凉的、是痛苦的，但注定又是不可
战胜的。历经无数的游行，每次彷徨于陌生的都市，见证一
次次的生死浩劫、历史沧桑巨变，心灵在一次次震惊和痛苦
中游离，但这倘若无法摧毁一个战士的心志，必将使得他更
为强大。我一直都对行者这个词十分敬仰，或许源自于水浒中
“行者武松”的果敢和仗义的好感，亦十分向往成为一个可
以暂称为“行者”的旅游过客，虽不得真谛，但还可在路上
行走几番。人一生至少有两件事是还需必须做做的，一件是
旅游，一件是读书，前者可以使你身体在路上，后者则可以
使心灵游历于世界的历史舞台，但我觉得不纯粹的去行走一
番永远都无法那么的真切。

有那么一天，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自诩为行者的过客，游历着
世界上那么多无尽的文明瑰宝，暂得那心灵的复杂，将别有
一番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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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重新捧起这本书，看到了庞贝古城给人的震撼，离
我们1900多年前的一座古城，鲜活的景象让人无法忘怀，久
久不能入眠，关着灯，突然想着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这也来这
么一场灾难，那么所有的理想，追求也就灰飞湮灭了，人在
最后时刻会想什么呢，转载一篇读后感，我也一样的如此喜
欢这本书，喜欢余秋雨先生旅行中的思考，透过表象看深层
的文化!

行医者名句篇四

漫步入佛罗伦萨的.大街，处处都是那个神秘的标志，那是属
于一个家族的荣耀，属于一个城市的荣耀，更是属于一个国
家的荣耀。这就是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的掌权家族，文艺
复兴的推动者，世界著名博物馆只是他们的私人展厅。这个
家族，辉煌却又平凡。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家族的两个掌权
者——罗伦左和科西莫多，一个英雄和一个智者。智者的智
慧在于藏拙，在科西莫多在位期间，家族低调到了极点，他
们努力将自己融入市民，不铺张，不浪费，有的只是低调的
奢华，平凡的背后就是平安，科西莫多懂得这个道理，他不
愿做上帝的宠儿，只愿在自己的角落安静得绽放，平静如斯，



一去终年，莫不改。

如果说科西莫多是悬崖上安静的野百合，那罗伦左就是带着
尖锐荆棘的红玫瑰，在血与火中，热烈的绽放。他生于乱世，
于国家危难中降临，只身赴敌军，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换来了
佛罗伦萨的新时代，那是独属于罗伦左的时代，盖世的英雄，
无上的荣耀，金钱，地位，美人，这些常人想得到却又不能
得到的他却轻易掌握，人生的巅峰就此来临。就连上帝也微
笑着为他敞开了一扇门。

可幸福往往也是灾难的开始。巨大的光环迷乱了世人的眼，
让他们内心的嫉妒犹如野草般狂长，逐渐吞噬了理智。无尽
的猜忌，满心的嫉妒弥漫了这个自由的城市，本来的善良也
成了伪善，再加上小人的猜忌，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偌大的家族就此开始走向衰败，滔天的财富也救不了
这个昔日辉煌的家族，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没落。犹如傍
晚的夕阳，在地平线上进行最后的挣扎。经此事后，佛罗伦
萨的居民似乎也变聪明了，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佛罗伦萨
再也没有科西莫多，也再也没有罗伦左也在也不会有昔日的
美第奇家族。当往事随风而逝后，留下的只是那恍若符咒般
的字母和人们心中模糊的记忆。

我欣赏科西莫多，我钦佩罗伦左。可美第奇家族，却令我肃
然起敬。这便是文化的魅力，于不动声色中掌握全局，握着
命运的提线，缔造着一个又一个传奇，用时间为他们涂上最
精致的油彩，历经风霜，由后人高高的仰望……我想，这就
是余秋雨先生不辞辛苦，风餐露宿也要用足迹感受这片土地
的魅力。这或许也是行者无疆的真正含义吧！那就是流浪者
从不问脚下，只知前方。

行医者名句篇五

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坚持读书，就是积累天才的
一个过程。《行者无疆》便是一本好书。行者独步于遥远的



旷野，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只因为一个执着
的信任，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为后来人
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这种霸气，也是我喜欢《行者无疆》
的原因。

不得不佩服余秋雨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走过了26个国
家96个城市，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他在全
书思考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文体的张力和自由上，更胜余秋
雨以前的几部著作，笔触比《文化苦旅》更优娴、比《山居
笔记》更开阔、比《千年一叹》更从容。也还好余秋雨先生
是一位善于写作的人，把他的思考与见解写在《行者无疆》
上，我今日才有幸读到这本著作。这本让我收到启迪的著作。
如果我是诺贝尔评奖人，我真想给余秋雨先生颁发一个诺贝
尔文学奖。

我是一名旅游爱好者，我很喜欢到有不同特色的地方去，目
前虽然我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可是，自从我看了《行者无
疆》，我才知道，什么是旅行，什么是旅游。旅游跟旅行的
意义是不同的，在马赛，余秋雨先生在一碗热腾腾的普罗旺
斯鱼汤中思考着主流与逆反的关系；在瑞士，他在滴滴答答
的手表指针中，谈论着中国人追求名贵的心理……这思考的
深刻性，并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这本书所达到的境界与价
值，是我说不清的，这也是我偏爱它的原因，这本书所引发
的思考，也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也该引发社会的思考。

吸引我的不仅仅是这本书所达到的思想境界，还有那让人叹
服的惟妙惟肖的写作手法，我感觉自己并不是在看书，而是
已经被余秋雨先生带进了欧洲，从欧洲最南端的亚平宁半岛
直到冰天雪地的纳维亚半岛，走过了庞贝古城在熔岩的吞噬
下的冲天火焰，穿过西斯廷教堂中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下的厅
堂，与他一起去那26个国家96个城市。这就是《行者无疆》
更神奇的地方。

我喜欢这本书，它带给我很多东西，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宝贵的感受，这本书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还给我精神上
的冲击，仿佛感受到那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顿悟的感觉，
让我受益良多，因为这本书，我喜欢上了余秋雨的其他作品，
来年，我要把它们通读，我会不断吸收，不断积累。

行医者名句篇六

在书中浏览，恰似毫无羁绊的旅行，仿佛去了书中另外的一
个世界——那个只存在于脑海中的曼妙世界。

看着美妙的文字，心思徜徉，不知不觉突然有股身心飘逸的
感觉，欧式风格的长顶建筑屹立在眼前，我竟置身于狭窄的
小巷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还有记忆中作者描绘出的一排
排的桌子椅子，我惊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

窄巷两旁的欧式古建筑，由陈旧的砖与古朴的漆构建而成，
低的只有两层楼。最高的也只有三层。最特别的，莫属墙上
挂着的陈旧的路灯了，从二楼窗户伸出手来便可以点燃，这
时的最后一抹夕阳却已然燃烧了翩翩的花儿，绽放如火，盛
开似焰。

心境恍惚，我立于书页指间，望着脑海中的景色，再次沉醉。

仍是那条小巷，却空无一人，抬起头，月色已高挂。路灯闪
烁着昏暗的光芒，黯淡中流露着寂静。路旁有一扇质朴暗红
色门，刚要轻叩，却又被这门的色彩所吸引。时浅时浓的红
铺满每一处，因为经受岁月的洗礼，油漆已失去了当年的耀
眼，沧桑又何尝不是一种美丽。再有轻叩之念，却又缓缓放
下了悬着的手，门里的人们是不是已经进入梦乡了呢？在这
样的环境中睡眠也是非常甜美的吧，我转过身，白天摆出的
几张桌椅已经收了回去，只有一抹淡雅的月色投置与地上，
盛放的几株花儿也仿佛陷入梦境，低低地垂着蕊儿。空荡荡
的小巷别有一番韵味。



一次奇妙的游历，书中美轮美奂的世界我竟遨游一番，风景
都触手可及，欧洲的景象真让我大开眼界，我。期待下一次
远行，不如闭上双眼，回想书中情形，一场足不出户的游历，
大千世界尽收眼底。

行医者名句篇七

历时6个月，余秋雨走过了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行者无
疆》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它是作为考察西
方文明的记录，但却又不仅限于只是记录；是旅行但又不仅
是一次他乡山水的风光领略，更是不同文化的学习与探索、
风土人情的揣摩与领会，每一次历史的背后都引发我们的无
限惊叹和思索。

首先觉得大师就是大师，写法非凡：每节开篇多以精炼的词
藻和深远的意境开始，又收于凝重的历史和感慨。“废墟，
大海，海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森林，山丘，古堡，历
史常常在这里隐蔽；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
折；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炼。

更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余秋雨站在哪一座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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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
通过大师的眼睛，知道了欧洲这片鲜活了几世纪的土地，历
经上苍的考验，它的'国家和伟大的大师们的精魂永不逝去。
它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样，融入了世界大同的必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