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汇总7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优质的心得体会该
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而作者却说，没有两
者，路，就是书。是的，书就是路，路就是书，哪有人能把
它们分的清，又岂能划分的清楚。在阅览群书行走苦旅之后，
作者最大的醒悟就在于发现一切文化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
的最后衡定，还是要看山河大地。确切的说，是要看山河大
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这种醒悟和当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是何其相似。

阅读到“道士塔”和“莫高窟”篇章，给我一种有对民族屈
辱历史的感叹，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作者进
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眼中的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
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佛号、诵经声、木鱼声、旌
旗飘荡声，民众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
蹄声、驼铃声。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
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

“世人皆向往巅峰，向往高度，并且不予余力的为之奋斗，
但有谁能想过，当你真正登顶后会发现巅峰只是一道刚能立
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
驻足久坐？世间美景皆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简单
的絮语，这是何其深的人生感悟驻足高处不胜寒之地才有的
至理箴言，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境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饥似渴的拜读完整本26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书名



虽有“旅”字，虽然描述的都是作者脚步所能丈量到的所见
所思所想所悟，但全本读完我的心情却很沉重，很有一种沧
桑的气概和苍老的心境。这种沧桑和苍老是穿越了千百年的
历史，从步子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洗礼，从听闻到见证
到感悟："每到一个地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
用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
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文
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如梦起点的出发，中国之旅的感叹，世界之旅的寻源，人生
之旅的积淀，文人的脚印和人生的苦旅两种镜头和滤光交替
辉映，厚重的文化气息围绕墨香，萦绕我的心弦。读着读着，
光与影的历史画面就会映入脑海，久久的连贯回放；读着读
着，我就觉得有种欲望冲破大脑，也想寻着作者的印记走一
遍书中所描绘的`地方，实地感受一下，无数高贵的生命支撑
起的历史与文化的宽度与厚度。

文化瑰宝，苦旅传承，这也许就是作者笔下文字的初衷！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而作者却说，没有两
者，路，就是书。是的，书就是路，路就是书，哪有人能把
它们分的清，又岂能划分的清楚。在阅览群书行走苦旅之后，
作者最大的醒悟就在于发现一切文化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
的最后衡定，还是要看山河大地。确切的说，是要看山河大
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这种醒悟和当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是何其相似。

阅读到“道士塔”和“莫高窟”篇章，给我一种有对民族屈
辱历史的感叹，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作者进
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眼中的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
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佛号、诵经声、木鱼声、旌



旗飘荡声，民众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
蹄声、驼铃声。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
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

“世人皆向往巅峰，向往高度，并且不予余力的为之奋斗，
但有谁能想过，当你真正登顶后会发现巅峰只是一道刚能立
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
驻足久坐？世间美景皆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简单
的絮语，这是何其深的人生感悟驻足高处不胜寒之地才有的
至理箴言，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境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饥似渴的拜读完整本26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书名
虽有“旅”字，虽然描述的都是作者脚步所能丈量到的所见
所思所想所悟，但全本读完我的心情却很沉重，很有一种沧
桑的气概和苍老的心境。这种沧桑和苍老是穿越了千百年的
历史，从步子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洗礼，从听闻到见证
到感悟："每到一个地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
用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
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文
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

如梦起点的出发，中国之旅的感叹，世界之旅的寻源，人生
之旅的积淀，文人的脚印和人生的苦旅两种镜头和滤光交替
辉映，厚重的文化气息围绕墨香，萦绕我的心弦。读着读着，
光与影的历史画面就会映入脑海，久久的连贯回放；读着读
着，我就觉得有种欲望冲破大脑，也想寻着作者的印记走一
遍书中所描绘的地方，实地感受一下，无数高贵的生命支撑
起的历史与文化的宽度与厚度。

文化瑰宝，苦旅传承，这也许就是作者笔下文字的初衷！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土黄的纸页，尘土的味道，凝重而带着惆怅。这早已让人对



它肃然起来，似乎面前就是一片片历史的废墟。作者没有用
甘甜的文字，而是用无尽的感慨和伤感来焕发我们懵懂的心，
让我头一次觉得，历史竟这么伟大。

这本书是余秋雨的散文集，写了他在游山玩水时对历史，对
文化的进一步思考。历史是什么?只是单调的人物，早已过去
的年代，还是数不尽的故事?在《莫高窟》一文中作者写
道：“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的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
撼了的灵魂。”难道历史能给人如此大的心灵冲撞，连作者
都会被它的沧桑和朴实所征服?在《西湖梦》一文中又写
道“即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
深深沉浸。”历史也许太过于复杂，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
壮志凌云的英雄，或是平民百姓，都愿跪在它的面前，倾听
它的咆哮。

秦始皇吞并六国，可最终还是没有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尽管赤
壁大战，曹操却依然能统一天下。屈原投江不久，都江堰的
工程才刚刚开始，随后又是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历史在
变，可最终不都是过眼云烟?“神马都是浮云”，也不过如此。

仔细再想想，历史同时能有许多面。莫高窟炫丽的壁画，流
动的色彩，背后同样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洞庭湖看似平静，
却同样孕育出许多文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杨么和岳
飞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挥动过红缨…….江南小镇的亭亭楼阁幽
僻蜿蜒，但也曾面对历史的长河发出哀鸣。这本书虽说是游
记散文，可更多是作者对历史的惋惜。历史的起起伏伏，兴
起和衰败，沉淀而厚实，让我不禁对它又有些敬仰起来。

我望着窗外，鸟瞰着辽阔的大地，心里有些澎湃和激动。这
块地方，5000年来，前前后后有过多少豪杰!华夏大地，世界
的古国，它在战争中挺立，把长城当做自己的脚跟，把长江
黄河当做自己的血液，把山脉当做自己的臂膀，把积淀的历
史当做自己的灵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深不可测，竟引得
无数学者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也没有揭开其中的奥秘。文化



苦旅，“苦”字，正代表了历史幽幽的叹息。

历史在奔腾，涛声不断，永不停息……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还记得初读这本书时，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作者的下笔如有
神，而是小叙中所说的“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
外出的浪子”和“宅，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
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
愿意多看他一眼”，还有“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
像笔记中的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我离开
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这几句每一个都戳中
我的内心，这让余秋雨都感叹的书籍何不引起我的注意，我
对这本书充满了疑惑，对这本书的内容更是好奇，“文化苦
旅”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仍无从得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谜。

而如今，大树的年轮又添上几圈，再拿起这本放置已久的书，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文化苦旅》到底隐藏这什么?这个问题
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透过这本书，我感受到了咱们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大自然的神奇。那千山万水的豪迈在余秋雨老师
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不曾去过他所描绘的任何的一个
地方，也从未想过要去摸索、探寻，仅仅是看着这些文字，
我的内心就已是无尽的赞叹。

书中写了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都江堰;那夕阳西下，朔风
凛凛而略显凄清的道士塔;接通着中华历史血脉的莫高窟;还
有一湾不算太小的沙原隐泉和那风雨中的天一阁。这一切的
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神秘的。它们在各自的地方
安静的保持着自己的美好，但当余秋雨老师的笔触摸到它们
时，它们又开始活跃起来。通过作者的笔，它们活力四射的
出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文化和大自然结合的动



人瞬间。

作者余秋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他生长在一个依山
傍水的小村庄，他在书中说：“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
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他触摸到了我们一些所
不能接触的事物，他用一生的时间有劲祖国的山河，纵横华
夏的大地，访遍名山大川，书写下这不屈的一笔。他想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文化的魅力，见证文化的变迁，欣赏祖国的壮
丽无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其实本没有两者，
因为路就是书。人生是路，是一条漫长的路;而书也是路，是
一条崎岖的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摸索、前进。而最终的目标
就是学习文化，了解文化。我们从咿呀学语到如今何尝不是
这样的，改变我们的也就是这文化，这条路必定是苦的，但
我们不妨去试试，就算结果不像作者那样，我们也最终在文
化苦旅中成长起来了。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慢慢咀嚼着这些似景非景的文字，慢慢渗入其中，用心聆听
着作者的心声，用心去理解作者的精神深处，。用心去体会
作者的内心感触。

只身一人，期望着踏遍那些古人曾走过的地方，追寻那若隐
若现的人文光辉，曾感伤过莫高窟，曾怨恨过道士塔，曾懂
得了阳关雪。而更多的却只是对那些残破不堪的历史的无奈
与惋惜。

作者也曾迷茫过，也曾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他无法在脑中
找寻到能更好形容这些景的词，因为他无法摆脱那中国历史
文化的悠久魅力对他的长期熏染。他每走到一个地方便会有
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他的全身，使他感动使他喟叹。



作者看到的仅仅是景吗?我想，人文精神才是他所感受到的最
深的东西。文化的灵魂牵动着坐着的灵魂。他看到了一个个
古老的物象，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炎黄子孙
的悲哀和那人文精神的没落。

他幻想着自己能够挽回，自己能修补好那千疮百孔的华夏文
明。但是事实却是残酷的，作者也只能以此方式来抒发出自
己捏性压抑已久的情感。

踏着前人走过的路，怀揣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情感，游历着
众多古迹。也曾感悟，也曾哀伤，也曾释怀，也曾迷惑。一
幅幅景，一点点文明。景中寓着情，心中怀着痛。努力修补
着被摧残的中国文化灵魂，努力找寻着失落的人生真谛。

合上书，脑中勾起了一幅幅充满着情的景。闭上眼，深深感
悟到了我们五千年华夏文明包涵这的那充满神圣光芒的人文
精神。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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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漫漫长夜，轮轮皎月。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翻开这本土黄色
的书，那仿若大地般的色彩，似乎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
洗涤，斑老的书皮，就像经历了书中余秋雨先生写的那不堪
回首的历史，来到我们身边，是要告诉我们历史的点点滴滴。

借着茫茫月色翻开书，视野模糊了，我们渐渐走近了书中的
情境与思考。像一群从未回过家的孩子，流放到一块熟悉却
又陌生的土地，迫使我们不得不抬起头一点一滴地看下那
个“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曾经被我们遗忘甚至唾弃的一切
又重新来到我们的眼前。

再看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
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
着敦煌千年的变迁一般。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
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我们竟然不仅不争不抢，
还把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
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再次来到我们的眼前。那一幅幅美丽
的图片成了我们国人文化中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
已经缺失了曾经的鲜艳亮丽，那斑老的图画时候美的标本，
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虐踏。

夜间跟着余秋雨一路依稀走来，又于夜色迷茫中渐行渐远，
虽然征程漫漫，却终究走出了他的“文化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