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化苦旅章读后感(优质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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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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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令人赞叹不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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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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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疏而又认识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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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甚至是浩浩荡荡的气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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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的伫立瞬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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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思考和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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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二

《道士塔》是《文化苦旅》中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一篇
极其经典。

我并没有去过莫高窟，以前是很想去的，滚滚黄沙，大漠孤
烟，却有敦煌壁画，亦真亦幻。可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
资格去那里。我不配，我不能去真正的领悟古人对宗教的热
忱，不能真正的感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辛劳和付出，不能更深
地领会那个时候一个民族深重的危机并不只是外国的侵略，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去了跟没去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再次
加快了这些色彩脱落的速度，何况我要怎样去看那个早被搬
空了的藏经洞？所以就不要去了。

敦煌本该失中华最值得骄傲的，比之长城它多了绚烂，比之
皇宫它多了内涵，可最后它却是中华之伤。



在第二节里，余秋雨一开始并没有写他自己的感受，而是两
段的叙述，他写王道士怎样将洞壁上的“唐代笑容”、“宋
代衣冠”刷白。他写王道士怎样将塑雕“婀娜的体态变成碎
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余秋雨的笔触很轻，只是略
加了些修饰，读来却痛入骨髓。我自认为不是易动感情的人，
别人可以看到哭的故事，我最多也只是皱眉或者面无表情。
可能这次是真正的感受到了笔者压抑在文字下的心情，并且
被他带动了。我想他写的时候一定是在苦笑吧？苦是痛苦，
笑是惨笑。

之后的一段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只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
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
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
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
什么呢？我脑中一片惨白。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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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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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五

我一直不明白余秋雨先生为什么要把他的旅途称为苦旅，直
到我把目光投向窗外那纵横的土地，我才明白，用身体去丈
量土地，用心智去打磨文明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余秋雨要
做的不是顿悟、揭秘，而是体验，仅仅如此，足以让他名留
史册。

因为存在的本身比他的衍生更有意义。

秋雨先生无法做到重建，因为散文不是小说，《文化苦旅》
更不是《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历史已实实在在地发
生了，存在了，即使再巧的笔已无法更改历史的选择，再灵
的口也辩不赢已成的事实。余秋雨只是用自己的巧手给厚重
的历史添加了一缕清幽，仅仅如此，就足以让《文化苦旅》
传遍大江南北。

因为历史的本身比任何浮华的余缀都更为厚重。

余秋雨的文才并不突兀，也不虚浮，是一种淡然的雅。他深
知天赋不过是一种巧合与上苍的遗弃，所以他不张狂，不恃
才。他把一切文才与天赋都化作了一句句对古人的追问与一
卷卷对山河的摩挲。因为他已见过太多从山峰到谷底的摔落，
所以他深知救赎之路固然如朝圣般洁净，但除非堕到谷底，



谁也不想走这条不能回头的路，所以他选择把自我之才彻底
熔化，铸成一把利刃，插进中华的大地中，深深地听着大地
的脉搏。

苦旅是艰辛的，他到了莫高窟，对神秘的深窟投向了一束同
样神秘的目光，向躲在暗处窃喜的蒋孝琬投去一个祖国的蔑
视。他到宁古塔，看着中原名士与南国佳人流徙在塞北辽阳。
他到了杭州，看到了水龙王钱镠，看到了白居易和苏轼，他
看到了一切，却又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走了，把所有胸中的
感叹都寄托给了一枝枝瘦削的笔和一张张单薄的纸。

苦旅更是心灵之旅。

先生的感悟都埋在心底，秘不示人。历史的虚妄与苍桑都是
引子而已，心中的灵感一旦爆发就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
黄州于苏轼，琵琶女之于白居易，苦旅之于余秋雨，都是产
生伟大艺术前的鸣奏，通往陡峭山峰上的台阶。

苦旅不是为了弄清楚什么，而是为了探索的过程，有些东西
并非人类一朝一夕间可以明晓，但过程可以在瞬息间积累。
换句话说，探索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内心，因为一切你未经探
索深究就深信不疑的事情，一定受到了主观喜好的影响，一
切你未经深思熟虑就极力排斥的事情，一定受到了内心恐惧
的左右。

先生显然不想在历史中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他想要的是真
实的历史，哪怕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评判。

余秋雨先生在“巴金百年”中说过：“忧郁，是巴金对社会
的审视，对未来的疑虑，对人性的质问。”那样，苦旅，是
余秋雨对文明的融入，对历史的敬畏，对自我的剖析。

苦旅绝非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即使是，它也不会有尽头。



文化苦旅章读后感篇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
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
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经典文章读后感。一路上，
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
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
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
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
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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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
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
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
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
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
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
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
”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
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
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一篇篇精彩的美文，余



秋雨带我们探寻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文明和历史。 你漫步徜
徉的地方，总是古代文人和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可能
有些地方我们不曾亲临，通过您对当地人、历史、自然的浑
沌交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沧桑感就会遍步全身，那些
历史好像亲身经历过，从而紧随着的感动，叹息。 比如说，
我们路过汨罗江，总会在百感交集中挤出一声久远的口胃叹。
既羡慕沉睡在江底的闲散，有恨楚国忠臣的轻生;既有感于物
换星移的短促，又庆幸楚国的精神没有随流水而长逝;既叹息
淘淘江水的无情，又因身为炎黄子孙而骄傲……这众多的感
慨，全是因为楚臣遇到了汨罗，就看到了汨罗，就想到了它
的主人，感受到他的爱国精神与浪漫诗篇。

又如，我们去参观长城。长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象征，
就是因为它一直肩负起了保卫国家的责任。走在长城上，似
乎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英灵在抗击匈奴时的凶猛，倒下前转
过头给熟悉的大地投去的目光以及那亘古不变的黑色眼
睛。“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概也是来自一
个简单的愿望;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历代相存。而不懂得这一切，
长城，中国的长城，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土堆而已。 文化之
旅，在旅行中品位文化，升华文化。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没有历史事件与人物，你即使来到有任何意义的景观也只是
会有：“自然的力量多大啊!”或者“古人的智慧多高啊!”
之类单纯的赞叹，而永远也不会有更深层次的感慨。旅游的
更高层次，就是要领悟我们祖先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传统精神。 正如他在自序里说的：“报纸上说我
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
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
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
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

这本书写得的确不轻松，那惨白的洞窟展示着不堪回首的历
史，一个个文化遗址都是对“荣耀”与“耻辱”的诠释。中
国也不是往日的以“泱泱大国”自居的时代了。所以，让我
们欣然接受苦旅，选择苦旅，在苦旅中探寻，铭记我们该记



住的，试让敦煌的悲鸣停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