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大全10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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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后感500字(三)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二

说到清朝，让人联想到一系列的清宫电视剧，让人联想到康
熙盛世，让人联想到晚清的没落...读完《宁古塔》让我从另
一个角度看到了不同的清朝。

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清朝建立之初，反清复明的势力十分强大，大多数汉族知识
分子都坚持反清复明，甚至在武夫们纷纷投降后，一群柔弱
的书生还宁死不屈。这时，康熙出现了，他下令宣扬崇儒重
道的精神以大量录用汉族士子。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些”顽固
分子“，康熙于是用自己的热情和诚恳打动了他们。这便是



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使清朝开始了稳定的统治。

文化的压抑与摧残

谁都知道那满清十大酷刑，杀的花样十分多，每一种杀戮都
惨不忍睹，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变成了一个可供细细品
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这种方式充斥着杀戮的快感，并
扭曲着人性，人道基础，影响深远，至今还未根除。

再说流放与株连，更是让人痛心疾首。流放是一种折磨，一
种慢慢的心灵上的折磨，流放往往伴随着株连，一个人不小
心说错了话，办错了事，那么就有可能株连九族，一些根本
没见过面的远房亲戚甚至是邻居也会被牵扯进来。于是人们
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再没有人格也没有声音了。文化
仿佛在颤抖，在这死一般冷静的树林中，身上的伤痕让他不
敢再迈出一步。

对于清朝，就像其经济一样，经历了盛世与没落，文化亦是
如此，经历过融合与摧残。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三

算起来，这本《文化苦旅》在我家的时间已经算够长的了，
大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要母亲为我买书，她就帮我择了本
《文化苦旅》。

当时我并不知道余秋雨，也看不懂这本书，只是在写读后感
时，还似懂非懂地谈些感想，其实跟这书，关系不大。因为
因为感觉内容不是很通俗、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撂在一边，
一晃就是六年。

六年中，我也曾试着去读，可都半途而废。

今年暑假，在整理书橱时，我发现发了它，并再一次打开了



它。我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从莫高窟的中华
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
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

作者走过的每一地方，似乎都蕴藏着那么多中华历史。有的
时候真想自己也能懂得中华五千年历史，每当走到1个地方，
都能想起此地过去的故事和故人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偶尔，
作者也会停下来，写一写腊梅或是写写自己的藏书，或者在
每个清静的雨夜里想起，夜雨诗意。

但是作者永远者没有忘记，真正的山水不光只是山水，更有
着"人文"。正如他自序中所说："每到1个地方，总有1种沉重
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是中国历
史文华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是的，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我看见了王圆麓，那个敦煌石
窑的罪人;在罗池庙里，我看见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
我看见了大愚又大智，大拙又大巧的李冰，在天柱山我看见
了华发苍然的苏东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做文化苦旅?慢慢得，我明白，"苦旅"
苦在历史的重压，苦在历史的逝去，苦在古人的远离，更苦
在文人心里的敏感。

读了这本书，不仅让我略懂了作者，更让我读懂了中华民族
历史的一丝细脉。

文化苦旅读后感500字(七)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四

书写，书写文化之苦旅。描述，描述历史之盛衰。

——题记

中国灿烂的礼貌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
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
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向以来欣赏懂史且敢
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
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
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
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
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
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
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
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并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供给了崭新的
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
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
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
出此刻不一样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
样“我也能够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
着少年的活力，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
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所以，他的文章，
也永远夹杂着不一样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
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
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
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



个弘扬我国绚烂礼貌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
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礼貌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
们为了保留住以往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
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
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梦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
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
必须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
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
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
属于他们的以往，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所以，“正视过
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
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因为，仅
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
出自我的车辙印。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五

暴雨如注，书藏古今的天一阁于风雨的洗礼下更现清秀素雅。

早就耳闻天一阁“藏尽天下书”，却对她的前世今生知之甚
少，今日，暂借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一文，诉说我
对天一阁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崇敬之情。

藏书楼，想必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吧。童年时代的
我经常做着这样的一个白日梦：在幽暗的阁楼中点一盏烛灯，
四周是高大古朴的木质书架，自己独坐其中，像一只硕大的
老鼠啃食着书本，管它窗外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读书人大多有藏书的嗜好，渺小如我，也有两大书橱的书本。
每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书本被还回来时的残破不堪，心里都是



满满的怨气，面对借书人的负荆请罪，我也不好发作。久而
久之，我便定下一个规则，来人借书一概不允，除非是知根
知底的挚友。或许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与我有相同的遭遇吧，
他便定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一系列天一阁的管理
制度。与我不同的是，我藏书只是个人的嗜好，而范钦却
是“职业是藏书，业余做做官”。范钦做官时辗转各地，每
到一处，便命人细细搜集本地的地方志和各色散文诗集，装
订汇总，藏于阁中。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藏书家遇到的真
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是啊，我们民间常说“富不过三代”，
财产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书籍呢？我不禁为老范钦深深地捏
了一把汗。历史似乎十分眷顾这个执着的老人，子孙后代兢
兢业业的守护着天一阁，将对阁楼的爱护烙进了自己的灵魂
深处，成为代代相传的家徽。

曾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学过戴望舒的诗歌——《雨巷》，总是
无法领会作者所营造的氛围，无论课堂上老师再怎么深情的
朗诵，下课后再怎么翻阅相关的书籍，雨巷总是沉浸在江南
的烟雨中，朦胧而模糊。直到那天，随友人游览福州的三坊
七巷时，弥漫在雨巷周围的薄雾一下子全散了。望着高耸的
白墙，窄窄的天，曲曲折折的小巷，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雨
巷给予我无以言表的美。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这也是《文化苦旅》给予我最
初的感受。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六

一、对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在《文化苦旅》中，绝
大部分文章都贯彻这样的一个主题：对中国文化的追溯、思
索和反问。如在《五城记》中关于广州的描述。作者说，自
古以来，由于远离京城，靠近海洋，广州总是表现得离经叛
道；而近代的广州，“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
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
感生活。”是的，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到现在，广州人



北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然而失败以后回来，依然继续着
自己那悠闲的“饮茶文化”，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作者
由评论广州人的“叹早茶”、“逛花街”等一系列闲散生活，
将矛头直指广州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与消极心
理。随着改革开放，广州人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特有的“饮茶
文化”和“花市文化”，但是，他们却已抛弃了以往的自私
和消极_“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
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
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
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作者在对广州人那特有的文化进行反问和思索的同时，也不
忘对广州在改革开放所作出的成果给予认可。余秋雨凭着他
那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许许多
多的城市、小镇和其它人文景观所蕴含着的文化底蕴乃至整
个中国文化精神进行追溯、反问和思索。

二、凭借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灵魂《文化苦旅》全书的主调是：
凭借山水风物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
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作者的散文形式的确与众不
同，但读者看了本书的篇目后，想在正文中寻找天一阁、莫
高窟、天柱山，乃至江南小镇的周庄、同里是什么样子，他
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
置一词，其过人之处是在点明某地后，即以类似电影中镜头
切换的形式凝造出浓丽而沉郁的人生图景，紧跟着进入直抒
式咏叹。这种咏叹以炽烈的情感和夸张的言词力求先声夺人，
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种种遐想和
议论，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不知不觉中接受余秋雨
那独有的文化底蕴、人文精神、心路历程等的影响。这种创
作意念，始终贯穿于整部《文化苦旅》之中。

在《风雨天一阁》中，作者没有描写介绍天一阁的景色，而
是重点写了范钦和他的继承着们如何不惜沉重的代价去保护
那万卷家书。以及朱熹当年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跋涉来到岳



麓书院，冒着被免1职、甚至可能被逮捕杀头的危险给学生讲
学。余秋雨依仗其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
力和艺术表现力，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而且也
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七

《文化苦旅》作者余秋雨，使我国著名美学家和作家，艺术
家，中国文化史学者。现任上海戏剧院教授，上海写作学会
会长。

《文化苦旅》是一部很好的书，是值得细细品味和体悟的书，
这本书先后获上海市文协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
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看了这部书我想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文化苦旅》是一部散文集，作者主要是从描写文化景
点入手，他从祖国的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一直到大西南
四川，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到境外南洋——新加坡一
路上写下了《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江南
小镇》、《家住龙华》、《华语情结》、等37个文化景点，
共记载文章37篇。每篇文章文辞雍容典雅，在每一个景点故
事淡淡的叙述中又蕴涵着浓浓的抒情意味，每篇文章都耐人
寻味，也可以说都成了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我感到作者
这趟旅程不是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于和历史、文化进行
对话，不是单纯描写名胜古迹而是带着探索挖掘历史文化的
决心而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探访“人文山水”，是想
通过山水风物探求文化灵魂、人生真谛、中国文化的人格构
成。那一篇篇文章即表现了历史的深邃荒凉，又展现了江南
文化的清新婉约，即展示了中国文人的艰难心路，又不忘揭
露世态人情。

二、看了这部书后犹如伴随着作者的足迹再次游览一遍祖国
大江南北文化景点，领略了一个个令人称奇的名胜古迹，还



有那一个个饱含沧桑历史背后的那一份无奈、失落、彷徨、
感动甚至于骄傲。这部书可以说带领我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
的制高点上，认识了那浮华尘世中的起伏盛衰，也是对拥有
着太多苦难的中华民族更多了一份热爱与敬畏。

三、这部书何谓《文化苦旅》，我感到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解
读，但由于水平有限只能从最浮浅的角度去理解我感到有二
个含义。

一是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时空去理解。在这部书中作
者这样写道：“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难，所经历的
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在很多章节里
都可以看得到。譬如敦煌的《道士塔》中的文物被王道士当
废品一样卖给洋人，当时的衙门官僚们也弃而不顾，那一马
车，一马车文物被洋人运往国外。在这篇文章里这样描写着：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
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
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
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
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
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
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
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再譬如莫高窟的壁
画遭到无知道士的毁坏时这样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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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



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
得无聊。

仅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物的遭遇表现出一
种无奈，惊叹，震撼，惋惜的心情。我感到作者看得多对历
史的感悟也比较多，在与历史的对话中他写到：“对历史的
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的沧桑感更能引发出人生
沧桑感，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
体验与回忆”。（这就是文人一种感悟）。所以作者在《文
化苦旅》自序中最有感悟的一句话这样描写的：“我无法不
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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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焦灼
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这是作者写完
《文化苦旅》后对文化沧桑感提升到理性认识的一种思想感
受。我感到作者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写与山水文化临摹中，
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的气息，这种伤感来自于对数千年
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悲剧的味道。读了这
部书也使我联想到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有些历
史文物能够保存到今天确实不容易，经历了太多的沧海桑田。
举例说：如果大家有去台湾旅游能够看到台湾的“故宫博物
馆”，里面展出的历史文物都是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退到台
湾时从北京“故宫博物馆”中挑出3790箱历史宝物运到台湾，
这也是战争带来的浩劫。好在这些文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人的手里，只不过暂时与大陆分隔开来。但也使我联想
到如果当时战争有现代这样的先进导弹武器很可能这些宝物
弄不好就葬身海底。要是那样的话，那真是文物的一场灾难。
还有联想到““”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多少历史文物在
人为的浩劫中毁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就如作者前面说过
那样：“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难，所经历的天灾人
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

第二种含义就是作者本身写《文化苦旅》这本书的苦涩的经
历。作者在后记中记载：《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版社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
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
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
出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
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
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
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
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单位的同事急
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退回。但寄回来的
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
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同行都有心救活它，最后重新清理抄
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一本书的出版就象
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这也是《文化苦旅》
的又一种含义。

文化苦旅莫高窟读后感篇八

得益于农商行的文化熏陶，工作之余，读到《文化苦旅》。
跟随余秋雨老师，以文字为媒介，穿行大半个中国，挖掘古
迹，解读历史。

我陶醉于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些遗迹沉寂千年，感受他们跨
越时间依旧气势如虹，断壁残垣记录书写着我们五千年来未
曾间断的历史。余秋雨老师把它记录了下来，供我们拜读，
字里行间却透出一股独属于文人的苦。

书写的文字再客观也免不了沾染表达者的情感，就像题目所
写——“苦旅”，面对灿烂文化，我不禁问道，何为苦，是
衣行简朴，舟车劳顿之苦？八十年代的苦是那样轰轰烈烈，
真真切切，余秋雨老师或许还是有更深层的含义。我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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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许懂了一些“苦”的含义。看过那么多
历史遗迹，他们有过最高傲的时光，雕栏玉砌，金砖玉瓦。



到头来一地瓦片，绚丽过的日子抵不过历史的一瞬，不禁让
人质疑何为永恒，似乎一切都在流浪。格物致知，对事物的
思索到头来归结到人生的意义，时间推着一切往前行，没有
归宿，没有终结，剩下毁灭，一个坚韧的文明历经沧桑，路
过辉煌，余老师看着他前行留下的足迹，满眼苦涩。

一个文明是如此，一个人的一生，摸爬滚打，最后又能剩下
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