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篇一

以前爱读余秋雨的书，尤其是《文化苦旅》，读的时候觉得
美得无可言说，至今这本书仍然是我最爱读的书目之一。余
秋雨的文字，美妙，又让人感觉深邃，他常常把历史与文学
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番厚重的文化之感。因此，读他
的文章，除了是文学的享受之外，更是对史学的补充与思考。

暑假期间，闲来无事到书店逛，看到余秋雨的书《山居笔
记》，很是喜欢这个名字，觉得颇符合我所向往的山居之风，
随手翻了几页，便买回家中。那次共买了四本书，这本书当
时只是翻看几页之后，觉得似乎有些艰涩，便搁置在案头，
一晃就是几个月。

几个月后，买的书读完了，也没有找到新的阅读方向，就拿
来这本书，细细品读起来。这一读不要紧，我又深深现在余
秋雨的文字里，徜徉在文学与历史所交替兼容的世界里，随
着他的文字，游走在各地，游走在各朝各代，游走在各个名
人名士身边。

跟随余秋雨，我走进了清朝的历史，那破败王朝的背影，看
到历代流放者那凄凉落寞的生活，感慨人生无常，谁又能抵
挡的了那些事故变迁呢?苏东坡的突围，让我感慨哪个朝代对
于大师的埋没，想到历代大师都经历的摧残，想到我们国人
嫉妒品质的劣迹其实由来已久，其实根深蒂固，早已化为血
液里一丝我们不远承认的遗传。



《愧抱山西》则描述了一代晋商的发家成名史，让我对山西
有了一番新的认识，敬佩山西晋商的精名能干，敬佩他们的
审时度势，敬佩他们的种种。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一代
晋商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遍地的分号，无
不诉说着这个人群的智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一切都发
生变化之后，山西晋商似乎一夜蒸发。他们的颓然落幕，是
战争纷乱的影响，也是时代前进的必然。但是，他们留下的
在山西的总票号，却还在向世人昭示着这里昔日的繁华，即
便是见惯世面的人们，也会为这里的富贵大气所震撼。相必，
若是山西晋商的风范尚存，山西晋商的经商之道尚存，我国
商业文化，必然又是一番新天地。当然，当今的温、浙、广
的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支撑着经济的繁荣，但他们比起山西
晋商，缺少了厚道，更缺少了长远的眼光。

余秋雨带我们到他的家乡余姚走了一番，那个不甚出名的地
方，是他心疼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痛。“少小离家”，却
“老不能回”，即便回去，也未踏进家乡的土地，也没有迎
接的亲朋好友了，回去也是一片寂然，除非顶着名人的称号，
官员的接洽显得热闹些罢了。落叶归根的观念，怕是难以实
现。越是难以实现，越成为心底里那柔软的痛，越是思恋。

让我感触深的，还有《十万进士》。余秋雨这个人的眼光，
实在比一般人深邃，当代人们除了怒斥科举制度的残害人，
却并不想它曾经为我们挑选人才时带来的好处，也不去探究
在哪个环节致使这一妙策变质，成为众多书生枷锁。而余秋
雨的分析，则是犀利深刻，却有委婉絮叨，这观点，怕是用
在当今高考也适用吧。

我最爱的一篇是《遥远的绝响》。原因有二，其一，这主人
公阮籍和嵇康，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大文豪，
其中嵇康更是通宵音律，为人潇洒，不拘礼节，是如我般凡
夫俗子所向往而又不能企及的。这些哀叹，也只能心里想想，
合上书，天亮还要回到这规范的框架里生活。我注定不能做
到那般潇洒，权且在这羡慕他们吧。



想不到的是，余秋雨在书的结尾，提到的却是小人。小人的
确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小人做不得，小人
不得不防。这是大师给予的忠告。

作文频道编辑为大家整理的就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篇二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的第二部散文集，写作始于一九九二
年，成于一九九四年，1995年8月在台湾出版，于1998年9月
交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的《山居笔记》。主要描写了
余秋雨以直接感悟的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
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
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
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
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
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
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
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
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
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
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
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
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



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
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
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
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
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
《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
《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
《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
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
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
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
《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
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
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
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
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
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
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
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
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
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
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
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
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
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
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
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
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
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
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
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
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
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
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
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
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
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
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
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
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
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
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篇三

以前爱读余秋雨的书，尤其是《文化苦旅》，读的时候觉得
美得无可言说，至今这本书仍然是我最爱读的书目之一。余
秋雨的文字，美妙，又让人感觉深邃，他常常把历史与文学
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番厚重的文化之感。因此，读他
的文章，除了是文学的享受之外，更是对史学的补充与思考。

暑假期间，闲来无事到书店逛，看到余秋雨的书《山居笔
记》，很是喜欢这个名字，觉得颇符合我所向往的山居之风，
随手翻了几页，便买回家中。那次共买了四本书，这本书当
时只是翻看几页之后，觉得似乎有些艰涩，便搁置在案头，
一晃就是几个月。

几个月后，买的书读完了，也没有找到新的阅读方向，就拿
来这本书，细细品读起来。这一读不要紧，我又深深现在余



秋雨的文字里，徜徉在文学与历史所交替兼容的世界里，随
着他的文字，游走在各地，游走在各朝各代，游走在各个名
人名士身边。

跟随余秋雨，我走进了清朝的历史，那破败王朝的背影，看
到历代流放者那凄凉落寞的生活，感慨人生无常，谁又能抵
挡的了那些事故变迁呢？苏东坡的突围，让我感慨哪个朝代
对于大师的埋没，想到历代大师都经历的摧残，想到我们国
人嫉妒品质的劣迹其实由来已久，其实根深蒂固，早已化为
血液里一丝我们不远承认的遗传。

《愧抱山西》则描述了一代晋商的发家成名史，让我对山西
有了一番新的认识，敬佩山西晋商的精名能干，敬佩他们的
审时度势，敬佩他们的种种。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一代
晋商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遍地的分号，无
不诉说着这个人群的智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一切都发
生变化之后，山西晋商似乎一夜蒸发。他们的颓然落幕，是
战争纷乱的影响，也是时代前进的必然。但是，他们留下的
在山西的总票号，却还在向世人昭示着这里昔日的繁华，即
便是见惯世面的人们，也会为这里的富贵大气所震撼。相必，
若是山西晋商的风范尚存，山西晋商的经商之道尚存，我国
商业文化，必然又是一番新天地。当然，当今的温、浙、广
的商人已经遍布全国，支撑着经济的繁荣，但他们比起山西
晋商，缺少了厚道，更缺少了长远的眼光。

余秋雨带我们到他的家乡余姚走了一番，那个不甚出名的地
方，是他心疼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痛。“少小离家”，却
“老不能回”，即便回去，也未踏进家乡的土地，也没有迎
接的亲朋好友了，回去也是一片寂然，除非顶著名人的称号，
官员的接洽显得热闹些罢了。落叶归根的观念，怕是难以实
现。越是难以实现，越成为心底里那柔软的痛，越是思恋。

让我感触深的，还有《十万进士》。余秋雨这个人的眼光，
实在比一般人深邃，当代人们除了怒斥科举制度的残害人，



却并不想它曾经为我们挑选人才时带来的好处，也不去探究
在哪个环节致使这一妙策变质，成为众多书生枷锁。而余秋
雨的分析，则是犀利深刻，却有委婉絮叨，这观点，怕是用
在当今高考也适用吧。

我最爱的一篇是《遥远的绝响》。原因有二，其一，这主人
公阮籍和嵇康，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大文豪，
其中嵇康更是通宵音律，为人潇洒，不拘礼节，是如我般凡
夫俗子所向往而又不能企及的。这些哀叹，也只能心里想想，
合上书，天亮还要回到这规范的框架里生活。我注定不能做
到那般潇洒，权且在这羡慕他们吧。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篇四

近些日子觉得非常烦闷，也许是期中考试没考好吧，百无聊
赖之际便随手翻阅了书桌上一本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姑
且不说是想借此消忧，但至少可以当作是来消遣无聊的一种
方式吧！

这次看完《山居笔记》之后，认为感觉有些奇怪。确切地说
应该是透过字里行间，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上的碰
撞。

应该说全书没有诗歌那样华丽的词语，也少了杂文那般犀利
精辟的笔锋，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抛弃了浮华的随性，给了
人一种心灵深处的亲切感——-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往往能带
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作为自述性笔记，初读起来似乎有些凌
乱琐碎，但通读全书，却不难发现作者构思之精妙：那就是
从平淡的话题中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直指社会现
实，从而使得文章中所触及到的问题与中国当前的现实遥相
呼应——-轻快中不乏沉重，从容中又不失理性的批判。由此
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剖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形中
引发并启迪人们的深思，从而点明了人类应该回归自然、崇
尚清雅淡泊的主题。



还是看看作者在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持的心态
吧——-即使喧嚣声中夹杂进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远处
飘忽，烟雨渺渺。

或许从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丝的宁静。当铅华褪
尽，我们带着苍茫的心态回首走过的路，能够很坦然地微笑
着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是那么充实过的！这其实就是给我
们的心灵一个最完满的交代。

山居笔记读书笔记篇五

读一代文学大师，于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真是给予我回
味无穷的感想和心灵的震撼。可称为一代宗师，他文学修炼
及作品的精深和思想境界超越了时代，而又跨越了时空隧道
追逆了远古，让人为之惊叹！

读到最后以《历史的暗角》及《谈“小人”》可喂是用心良
苦。跟随着他的思想走进他的心灵。以他那大气的手笔，解
析角落里的“小人。”他一定赴了小人设计的鸿门宴，但他
又以豁达的心态谅解了他们，因为他们不都是小人，受人指
使或者受人蒙骗。那些人，也许事情做得太过，让他忍无可
忍；最后还是用文学战略，笔触群星惭，鞭策了幕后的小人。
可谓高而不伤害，反击而不带气，更加铿锵有力的捍卫了自
己。让有些人已经为之惊骇！他犹如飞翔的大鹏在空中；投
下一枚影子砸到了地面的“小人”。而小人摸着疼痛的头，
找不到诉讼的对象。悲也！

且说，世间的事理很难分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今
和过去都一样，就是鸡蛋里挑不出骨头，那些人也能连夜弄
出一个人造骨头来，甚至一个世界。不要小看他们，一群蚂
蚁能使一棵千年大树饱受灭顶之灾。李白，苏东坡等人，不
就是很确切的例子吗？但是，那蚂蚁永远还是蚂蚁，那棵大
树却已经成为护花的泥，以及供万物吸取的养份。世界上的
人，心，不一样。人一出生就睁开眼睛哇哇的大哭，而小猫



要十三天才睁眼睛呢！认识问题怎么能合二为一？于秋雨先
生：你的《山居笔记》已经把他们摔出脑震荡了。原谅他们
吧！

至于“小人”是锄不尽的。荒草不种年年长，这世界那能没
有小人呢？就如没有高山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洼地？红花就得
绿叶作陪衬，不然火的多么枯燥啊！你看现在的动物保护区，
有多少动物是害人的，但它们是一个类别的物种，需要存活
下来。也就是说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小人有时不也有用吗？
要是没有他们，世界不会精彩，也不会那么多的经典故事呀！
小人让我们长见识，让我们聪明。如果没有小人这世界太寂
寞了。世界上人的口味太多，实难个个得以满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