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一

初读《文化苦旅》感受到它的苦涩和艰辛。却惟独觉得在
《江南小镇》这篇小记中感觉到了宁静。不知是个人偏见，
还是作者笔下流露出来的抑不住的江南水韵。总之写得甚是
巧妙。

自以为总想寻觅一处山水，然后静静生活到终老。不是矫情
地希望另一种生活。只是觉得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城
市再大再美，也只是多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再无其他。而心
在那里总是空落落，干涸，了无生气。就像是飘荡在风中的
蛛丝，没有着陆的地方。找不到一种归属感。

看完《文化苦旅》中的《江南小镇》之后，心就像瞬间被小
桥流水所滋润了。看着余秋雨先生透过自己的双眼看到那个
荡漾在流水怀抱里的小镇，有的只是“浅诸波云彩，小桥流
水江村”，有的只是“梨花村里扣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
有的只是河水慢慢流，船撸慢慢摇。感动于此情此景我就想，
这才是我心之所向的地方。我定要一一走近它们。

我想此生若是拥有如此地方，我大可以晒着太阳，养一只猫，
在阳光下细数流年时光，或在夕阳西下中，独倚阁楼感叹光
阴的灿烂辉煌，抑或在细雨朦胧中，穿着我最喜欢的长长拖
地的白色的连衣裙，撑把油纸伞，立于小桥之上，幻想自己
成为世界中独特的风景那也很美。



可是这样如古筝独奏般淡雅清丽的生活是如此得来?我不禁要
探索这个神秘的源头。而余秋雨先生告诉我说那是江南小镇
人民珍惜和恪守自身生态得来，是历史的故事告诉小镇人民
要宁静无为。我想这大抵也因为这个由水润养的温婉小镇承
载不了太多的金银铜臭，因此这样的生态可以沿袭至今不曾
失去。

可是不暴露的历史也会蒙上尘埃，何况是一个置身于尘世的
小镇。随着人口剧增，一切私家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的
现代，现今江南小镇承受着几千年都没有受过的重负。我想
在一个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一个印象里秀气的小镇那会感觉
一切都变了味罢?人们游一个江南小镇，结果多半会败兴而归
罢?余秋雨先生穿透历史的风尘又对我讲那是因为今天的小镇
比过去缺了点真正的文化智慧，缺了一点潜在河边小巷间的
安适书斋，缺了点是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
艺术灵魂。那么这样说来这一切都来得理所应当了。因为小
镇在发展，人群在到来，当初的一切都在变成商业化。

我不甘心，所以循着作者的步伐我亲自前去寻找它们。但在
我走过了人流走过的那些拥挤小镇，感受了作者那时的感受
后，我真正觉得有种失落。我不得不心情低落，步履沉重。
因为原本心心念念要寻的归属，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地想太
多而已。

可是我又想纵然现代化使小镇失去了我们心中原本的样子，
但是倘若我们没有社会进步带来资金、技术和精力去修缮那
些几百年前的每天泡在水里面的木质的建筑，那些小镇现在
也只不过是一滩腐烂的木头和一堆丢弃的碎石而已。若没有
人为的去宣传那些江南小镇的美丽和风韵，也许这样的美丽
还是会尘封下去，或许还会更槽糕得泯灭在历史的沙尘里，
永远不被察觉。这样说来适当的修缮恰到好处的宣传，可以
让我们民族拥有的精神文明继承下来，并且展示给世界。这
一举动不能单单只是说它好或不好。所以我没有激烈地要去
谴责或者要去抱怨这种小镇现状。不管怎样，我还是乐观的



把它认为那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无奈罢。

人总是在不能自控地成长，社会的进步也是无可避免的一件
事。而我们会执着于那些过往的人或者事物，也是无可厚非
的。只不过我想过去只是过去，它还是留在过去作为过去时
光的一种见证比较好。就像若是你穿一件汉服在时尚的都市
里穿行，虽然汉服是我们汉族的传统服饰，但在此时人们不
一定就会附和赞叹。过去的终究是过去，它还是发生在回忆
里比较好，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更多地把握现在，发现眼前的
美。

这样想过之后心中的失落与郁闷就被豁达和明亮取而代之。
我也不再会为了把江南小镇记忆中的烛火换成了灯管而感到
纠结不堪。也不会觉得寻不到这样一处江南水而遗憾不已。

心存花开，自有花香来。读《江南小镇》我突然明了我一直
寻找的归宿感，只是一种心境而已。若是有缘我依旧可以寻
一处江南水静静到老。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二

初读《文化苦旅》，对其中的“苦”字特别不理解。余秋雨
先生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在旅程中也绝对称不上
是“苦”。这么一看，《文化苦旅》倒是改为《文化之旅》
也无妨了。可后来再看，发现细细思索起来，这“苦”字是
自有其内涵的。

看完《文化苦旅》中的《江南小镇》之后，心就像瞬间被小
桥流水所滋润了。看着余秋雨先生透过自己的双眼看到那个
荡漾在流水怀抱里的小镇，有的只是“浅诸波云彩，小桥流
水江村”，有的只是“梨花村里扣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
有的只是河水慢慢流，船撸慢慢摇。感动于此情此景我就想，
这才是我心之所向的地方。我定要一一走近它们。



我想此生若是拥有如此地方，我大可以晒着太阳，养一只猫，
在阳光下细数流年时光，或在夕阳西下中，独倚阁楼感叹光
阴的灿烂辉煌，抑或在细雨朦胧中，穿着我最喜欢的长长拖
地的白色的连衣裙，撑把油纸伞，立于小桥之上，幻想自己
成为世界中独特的风景那也很美。

是的，他的《文化苦旅》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人说，
中国散文的天空星光灿烂，而《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其
中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

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新一代散
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文化苦旅》，展现给我的是那一处处古迹，一句句的教诲，
铭记在心……跟随作者走进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
化的推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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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作者静静看着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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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布满足义的洞窟，能引起
大家的注目并非外表炫丽，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千年之前的那场浩劫，绝不能只是过眼云烟。我们要吸取教
训，将文化的精神永贮于华夏大地！

我们真应该去辽阔的土地上走走，看看，咀嚼，体验……释
放自己那涌动着满心。满眼。满脑的渴念。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三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
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
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文化苦旅》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
涌出一种苦涩的感觉。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
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
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
实为苦。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
起。”我以为，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苦涩过后总会留下
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索，
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
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
一个缩影。历史从古代走到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历史的
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著追求。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它的
足迹总是隐藏在山水之间，难于寻找。所以没有博大的历史
情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人是永远不会找到这些无价之宝的。
无疑，余秋雨教授是“探宝”的胜利者，他的收获便是这本
《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带领着我在历史长河中漫游。我们面前出现曾
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一个个伟在大
的人物出现了，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良知和高尚的
人格，但他们中的多数还是逃脱不掉那悲剧性的结局。我的
心被打碎了!但这破碎的心却真的读懂了中国文化。当莫高窟
出土了大批极具研究价值的敦煌文物时，人们在为历史喝彩。
然而历史却上演了一幕极其荒诞的闹剧，让外国人大摇大摆
地将一本本一箱箱的珍贵文物搬到了他们的博物馆里。或许
历史是要故意磨砺一下那些过于执著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
只能凭借外国博物馆提供的微缩胶卷来研究生长在中国的敦
煌学。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问历史，这种磨砺的
代价是否太大了?当然，这部历史更多地留给我的是对人生的



思索。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
出人生沦桑感。”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人
的一生也是一段历史。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下
的足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因为无论你拥有多
么辉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作者在山水
之间跋涉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活中
跋涉则是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读过《文化苦旅》，留下了苦涩后的回味;那么度过漫长人生
后，我们又将留下什么呢?

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
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
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处不见证着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
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
艺术特色：对于读者来说，欣赏余秋雨的美文在很大程度上
留给读者本身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文化省思的自由空间;
就其作品本身来讲，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更给这部美
文以强烈的美感。下面就详细将讲这两方面的艺术特色：

首先，文化省思，精神洗礼的社会功用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
在《文化苦旅》中涉及的内容可谓古往今来，不仅有莫高窟
的玄秘与圣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
美与娇艳，还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在描述的字里行间，作
者的那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解很自然地融合到文章中去(这
种文化见解包括了作者对历史现象的批评，赞扬等态度)。读
者在阅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点，甚至
接受了这种观点，从而引发了读者对文化的某种反思，在此
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比如，《道士塔》这篇文章，
作者并没有过多的批评那个“王道士”，而是将“敦煌失
窃”的过错归咎于那些官僚们的身上，读者从这一点可以联



想到当今社会，从而读者的精神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洗礼。

其次，语言的诗化，叙事的故事化也是其艺术特色之一。余
秋雨《文化苦旅》语言的诗化现象比其它作家的美文表现的
更为突出，比如《江南小镇》这篇文章中的语言就显得那么
的富有诗意，特别是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楹联，例如“浅诸波
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等;还有在《洞庭一角》中多次引用
古代诗句，更添加了文章的那种诗韵味儿。另外在《庙宇》
中作者详细叙述了“胖和尚”与“瘦和尚”一些对话;在《风
雨天一阁》中也描述了天一阁遭浩劫的一段细节等，这些故
事化了的叙事成了《文化苦旅》的一大特色。

《文化苦旅》凭借作者对山水的诗化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
故事化叙事，来寻求一种对文化人生的省思和精神的洗礼，
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

暮色四合，喧哗的一切复于平静。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
读书了。一盏孤灯，一杯浓茶，摆上余秋雨的游记散文集
《文化苦旅》，细细品位起来。

静中求定，这便是读书的境界。书打开了，一瞬间眼前多了
个余秋雨，似乎正与我品茗论文。渐渐，我身不由己的加入
了旅行队伍中，又仿佛整个旅行中就只有一人，那就是我。
天高地阔，万事万物如此真实。余秋雨就象一个导游影子，
摸不着，却处处皆在，在指引着我，在牵动着我的思绪，让
我真实去体验这苦涩的旅行。

我爱喝茶，尤其是浓茶——碧绿的水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倘若你一口把它喝下，你一定回叫苦不迭。茶，只有慢慢去
品位。初入口也许会感到苦，但细细噙入，仿佛一股细流淌
过，一股甘甜清香自腹中升起直冲脑门，那舒服惬意只有身
临其境才能体到。越咀嚼越有味，读书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的思想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如钱塘江大潮，细细



密密的文字却有席卷一切的磅礴气势。每一个跳跃的字符是
最完美的组合，平实而感人。

我走过敦皇，进了莫高窟。“看莫高窟，不是看一个死了多
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多年的生命。”在这儿，我完全被
“历史的洪流消融”。“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
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
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是的在这千年文化的积累面
前，我又是什么呢?在这朝圣者众多的圣地，却偏偏出了个王
道士。从此，它蒙了辱，中华民族蒙了辱，但不也是王道士
才使莫高窟文化大放异彩吗?中国文化何其多，却偏偏忽视了
这座文化宝库，何其的悲哀!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
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
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
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
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

在这儿，已超过了时空的限制，它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正如
在茫茫沙漠中旅行。它更是一次历史的漫游，一次文化的苦
旅，是对那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的默认。读它，让我受到了
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苦难旅行。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四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
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题记



我最先感到便是文笔“苦”，表面似清风一缕，一笔一画轻
快、平淡。细回味，却心神震撼，五脏六腑统统被这阵风吹
得地动山摇，屡屡被作者笔下的故事所气愤。

纵观全书，我印象最深的首数《道士塔》，如此庄严神圣的
敦煌，却交于文盲道士王国菉看管。可恨啊！这样的一个他
偏偏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并因无知而将这些珍贵的文物
低价卖给了英国人。可叹啊！当时唯一知道此物珍贵程度的
是中国翻译蒋孝琬。

当然，这旅行不只有“苦”，也有“甜”。这文化的探险下
有婉约、秀美、下着细雨的江南，也有神秘、高雅、充满故
事的西域。那些《我的山河》与那《远方的海》无一不在我
的心中落下种子生了根。那些山峦雄伟、高峻，那水流奔涌、
冲击。这些山水令人如此难忘，我的心随之跳动着，眼泪早
已收不住。

我无法隐藏自己对那份山河的热爱，对那段历史的惋惜，还
有生在这么一个温暖、倔强的有生命力的国家的由衷骄傲。
我从未这么深爱过任何物体，除了我的家，我的国家！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五

读罢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很想抓住些什么，却又难以
言状，只觉得淡淡的哀愁与寂寞萦绕不去，心中难复平静。

从滚滚黄沙的大漠边塞到温婉宜人的江南小镇，秋雨先生的
文化足迹，跨越了大江南北，旅途夹杂着喜悦，激动，哀伤，
沉痛，百感交集，而最终只汇合成一个赫赫刺人的"苦"字。
中国史上叙说羁旅之苦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然而负担上"文
化"二字，却更令人觉得这苦涩的味道浓得要化不开了。

说说那个令人恨恨不已的王道士吧。青砖黄泥的道士塔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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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
先生之苦，皆因有着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式的文化自觉，
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赫然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却无能为力，
也就难以自抑地揪心揪肺了。

也许是我出生的年代比余先生要幸福，没有亲眼目睹种.种擦
肩而过的辛酸与血泪，因而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苦味萦绕心
头，然而余先生笔下一幕幕清晰可见的中国式文化悲剧，已
经令我的心也不自觉得随之惆怅，陷入了淡淡的寂寞，历久
不散。也许余先生得知我们肆意欣赏着他的"苦"，却不能与
之同苦，而只是仅仅的"寂寞"，怕是他的"苦"又会更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