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读后感受 文化苦旅读后感
(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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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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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一

不管你见或不见，我都在那里。

——题记

悲凉。这是我看到这本书的第一行时，最多的感觉。

道士塔、阳关雪、废墟……路，你一直在走；心，也一直在
飞。看着王道士将一箱箱国宝以廉价易走，欲呼无声的悲伤。
在沙山顶端望着山脚下那一抹清泉，心中是何等之复杂！阳
关外飘飞的白雪，你可记得古人的足迹；圆明园啊，你可想
念当时的辉煌！

仅仅只有悲凉吗？不还有那无绪的愁。

倾听！为了文化中的秘谛；倾听！为了文化的复兴；倾听！
为了文人的秉性；倾听！为中华文化为我们所遗留的永恒闪
耀。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二

喜欢读余秋雨先生的书，先生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见解溶于文
字中，领导读者理解问题，思辨问题，文化苦旅写读后感。
先生的文字逻辑性强，见解独特，含义深刻。每读一次都会



让我深深地震撼。

《文化苦旅》这本书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
与历史古迹。但你千万不要因此认为读余先生的书会心旷神
怡，轻松自在。整本书还没读完，我就已经被民族意识唤醒
后的沉重与悲哀压的喘不过气来。在我们欣赏历史留给我们
的有形“著作”——古迹时？谁又会去潜心探究这一处处古
迹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余先生恰恰做到
了。他运其妙笔，给我们的心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
字......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评论：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
余秋雨先生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
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化长河中。是的，他的这本著作《文化
苦旅》也深深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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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有人称他是本
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
位诗人。这些话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之所以要写出来与大家
分享，是想要表达我至深的敬意。在《文化苦旅》中，余秋
雨展现给我们那一处处古迹背后的辛酸和沉痛以唤醒我们的
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让铭记我们历史的教训！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
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

跟随作者走到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推引，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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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一次刀划下，
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多年后的今天，
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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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
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
是春温秋凉，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是要闭一闭眼睛，平
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
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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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次次漂泊的旅程，都是使
智慧长进的机会，也使心灵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鍊，每每在
这一次又一次的跋涉中得到一种抒发、一种寄托。文化的传
承，在历史的转盘中进行接替，中国灿烂的文化，在历史古
迹中留下最真实的写照，岁月的流逝，让历史的沧桑在人类
的记忆中越磨越淡，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圈子，时间磨损
了最值得深藏的记忆。

余秋雨曾说：「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
觉地在心理上过著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
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乾和脆折。」或许是因为如此，
余秋雨先生在埋首於砖块般的典籍中后，那不同於案头的年
龄悄悄作祟，突然涌起向苍天大地，释放自己内心深处不停
呐喊著的渴望，一股热潮、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不停地冲
击著心灵，澎派的思想犹如一阵巨浪，要求超脱现实的束缚，
寻求最终的寄托，没有人知道旅程的终点，无情的岁月不断
地雕刻，即便生命的终点将在不远的哨站，但生命的价值却
是不朽的承诺。

中国的文化，落在山重水复中，是历史的多情造就中国千年
的内涵，读后感《文化苦旅写读后感》。道士塔中的无奈，
因为莫高窟的千古罪人王圆籙，将令人歆羡的中国艺术文化，



用极少数的钱财来换取难以计数的敦煌文化，偌大的中国，
岂无维护古文物的能力，听任一个古老的民族让伤口的血滴
在沙漠，使敦煌文化走向黑暗。

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
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麼，
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
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汨汨清流，且不论古今的
各种观点、利益价值、科学性都是无懈可击的。它是一种具
有灵动的文明，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
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它，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文
化，是文人思想的泉源，创造了美和感性。

三峡，中国最惊心动魄的奇媚风光，还记得白帝城这首诗，
及白帝城所熔铸的两种声音、两番神情：李白与刘备，诗情
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观点与对山河宰权的争逐。
诗人的悲沧，风情万种，两岸猿声啼不住，一路上风声飕飕，
江流溅溅，江涛高一声、低一声，留下了美丽的忧伤，三峡，
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渊薮。而今却因经济上的开发，需在三
峡上筑大霸，原本美丽动人的篇章，慢慢地殆尽，昔日的忧
伤、热情将不再复见。

穿越了那种现代又非现代的历史古迹，旅途中的经历感受，
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的「人文山水」，中国历史的文化
魅力是摆脱不了的，在山水历史间的跋涉中，历史增添了声
色和情致，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人生经验。培根说：「历史使
人明智。」在辉煌的华夏文化的背后，原来还有著这样一则
则的故事，读文化苦旅，使自己有了更深一层的历史知识，
更打从心底崇拜那一件件扣人心弦的历史史迹，心之向往也
彷佛身历其境中，种种的意象和画面都浮现在眼前，穿越时
空的钟又再度响起，正呼唤著我们去探访另一个灿烂的华夏
文化。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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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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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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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
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
着少年的激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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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文章，
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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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
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
们为了保留住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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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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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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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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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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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己的车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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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三

《文化苦旅》写的是作者余秋雨到全国各地的旅行后，结合
历史写的一篇散文著作。其中大多数都是自然景观加上一些
纯朴的当地特色。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白发苏州》。

之所以称之为“白发”苏州，是由于，就在前些年，苏州悄
然过去了自己2500年生日。虽然它如此的古老，但却没有什
么名气。只因它没有一份金陵王气。它不愿换件衣裳，领受
那份王气。但当政府腐败之至时，却是反抗的最为激烈。一
向柔婉的苏州人，变得凶狠起来，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
着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魏忠贤。的这次浩荡突发，使整个中
国史都对另眼相看。可再看他们，只笑一笑，又变回原来那
个柔婉的苏州。

“做了……同义”只是由于这里缺少一份金陵王气，就如此
的不公平，可见中国古代会由于这封建主义思想害死多少人
那。为什么就去注意一点点美中不足，而不放眼全部，那么
多优秀的地方，为中国做出了多少宝贵的贡献，却不能得到
了一个公平的对待。

苏州，与世无争，一直默默地矗立在那块地上。同时它还培



育出无数才华横溢的戏曲家，增添一抹亮的光彩。

《文化苦旅》一书，不仅展示了余秋雨那优美的语句，还有
着相当多的历史知识可见一斑。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四

当《文化苦旅》刚问世时，我也是读得饶有兴味的，对它的
评价也很高，后来，当“山居笔记”在《收获》刊出几篇后，
我读了便颇有些失望，认为有些空疏，浮泛，有些“为文而
造情”。当时，在与一位作家的对话中，我肯定了《文化苦
旅》，也对“山居笔记”有所非议。时隔八年之后，我重读了
《文化苦旅》，感受与初读时颇有不同。那些取材于历史的
所谓“文化散文”，在总体上已不能令我很满意了，只是其
中的有些片断，我仍然觉得很精彩，例如，《青云谱随想》
中对朱耷的赏析，足以证明余秋雨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并且
善于把这种感觉真切地传达出来。

如果说对《文化苦旅》的重读，使那些取材于历史的所
谓“文化散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为降低，那另几篇写作
者耳闻目睹之事，也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了“现实”的文
章，如《信客》、《酒公墓》、《老屋窗口》、《家住龙
华》，则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上升。我觉得，余秋雨作为
一个散文家的才华，倒是在这几篇文章中有更切实的体现，
而且，余秋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倒是在这几篇文章
中有一定程度的闪现。

可惜，人们对余秋雨散文的褒贬，集中于那些所谓的“文化
散文”，对这几篇文章都很忽视。当然，更可惜的是，这类
文章余秋雨写得太少。我相信，写这类文章的题目，余秋雨
肚中有很多。倘若作为散文家的他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所
谓的“人文山水”上，而是多写一些当代现实中的悲剧，他
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将高得多，在有识者眼中，他的“文化人
格”也会光辉得多。当然，代价是他不会那样走红，尤其是



不会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有什么影响，甚至还会令某些人反
感，因为“非我族类”，也就意味着要失去很多东西。我想，
这样的代价余秋雨是很难付出的。

在《山居笔记》序言中，余秋雨对自己的被批评表示了不解：
“在现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仅仅针对几篇并不触及
现实的散文，也没有上面号令，怎么能形成密集而猛烈的批
判?”其实余秋雨真是错了。他竟然不明白之所以遭受那
么“密集而猛烈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正是“并不触及现
实”招致的。

倘若他的文章多多地触及现实，即使写得再差，我敢说，也
决不会引来如此“密集而猛烈的批判”。不妨再说得切实些，
如果余秋雨写的，是巴金的《随想录》那种品格的东西，即
使有再多的“硬伤”之类，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指
正”。

—您想，有谁忍心到《随想录》里去挑硬伤呢?对余秋雨的批
评，尽管有些具体文章我颇不以为然，但我觉得在整体上是
显示了文化界的良知和道义的。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五

循着一本纸色泛黄的《文化苦旅》，拂开弥漫千年的历史尘
埃，我追溯到远古文明的源头，掬一捧最清的，感受它带给
我的阗静之中最沉重的呼吸。

千年文化，一场苦旅。我沿着道士塔，那里埋葬着近代中国
无尽的屈辱与懦弱，我瞥去一眼，留下沉重的叹息。我走过
莫高窟，细细地摸着石壁上的纹路，感受中国文化蜿蜒缠绵
下的生生不息与完美，与余秋雨对美与善的思考。我踏过阳
关雪，那里遥远的古战场坟堆横立，那里有诗人无比广阔的
胸襟，与封建专制压榨下的艺术情怀。还有那柳侯祠，灌满
了中国文人的不屈气节与生命的磨难，只听余秋雨先生叹息



一声：还有多少人能解读石碑上的文字？我相信会有的！

千年文化，一场苦旅。先生笔尖一点，妙笔一划，一个古老
民族的沧桑与磨难跃然纸上。秋雨先生感受到的苦旅与中国
文化的苦旅浑然一体，于是心生悲哀，先生写道：”那天傍
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
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
血。“但我相信，秋雨先生也相信：晚霞落后，在明天，会
有一轮更耀眼的朝阳守候东方，等待喷薄。一千年的文化并
不会就此落寞下去，它等待着鹏飞。因为，中国有我们，我
们是飞天的后人。

千年文化，一场苦旅。历史的钩长划过的轮回我们永远记
得……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六

作为对国内外文化的.考察和思索的一本散文书，反正是普及
了我的景点知识和历史知识吧。

“文化的旅程是苦，是涩，在这千年的叹惜中讲诉苦旅”。
对中国满目苍夷历史的感叹，对民族文化起源的追诉，都感
触至深作者。

作为一个旅行过不太多景点的“大忙人”来讲，五千年的文
化源远流长，各种名胜古迹，文化古迹没曾亲眼见识。所以
一直爱看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的纪录片，佩服里面的每一个
匠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所敬仰的文化 文明努力着。或继承，
或发展，或创新。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
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
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
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

文化苦旅读后感受篇七

相对于自然，地理，不过是细节。相对于人生，历史，不过
是细节。

你有没有见过，西风大漠骆铃响，疲惫的旅者，脚下的路从
落日余晖的最深点延伸到地平线，远方;你有没有见过，江南
小调汉家水，吴音的姑娘，脚下的路在季节里如莲花的开落，
娉婷;你有没有见过，阳关匆匆塞北雪，不舍的离人，脚下的
路不再盼顾这柳色的最后一眼，再见。

我跋山涉水。

你有没有听过，北极寒夜窗外呼啸的风和呼啸的荒凉;你有没
有听过，西太平洋海面上拍打的滔天浪花和海鸟的戛然长鸣;
你有没有听过，尼泊尔终点的熄火声，和穿越声。

我踏足远方。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功成名就的老人缓缓垂暮，临死眼神澄
澈;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老人受尽迫害，却依然温润的活
着;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老人于睡梦中死亡，留下他痴傻的儿
子。

我仰望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