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汇总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
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
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出
人生沦桑感。——余秋雨初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总是感
叹于他那伸张有力的笔法和豪迈中略带凄苦的哲语。而欣赏
余秋雨的美文在很大程度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和给
我了一个文化省思的自由空间。

有人说余秋雨老师写的文章太苦了，尤其是《文化苦旅》。

的确，写文章绝非易事，而写一些关于文化的历史情节方面
的书就只有“苦”了。至于说《文化苦旅》是最“苦”的，
大概是因为它的涉及面之广，其所涉及到的历史情节又最深、
最扣人心弦：

任何一本散文集敢像它那样一开头便涉及到王圆录那样的具
有重大历史背景、能在读者心灵最深处刺痛原本就很薄弱的
民族自尊心的人物。胆怯之余，还因为，除了历史学家，很
少有人能够将那段尘封多年的、早已无人问津的历史片段写
得如此详尽而生动。

更没有哪一部散文集能有它那样大的涉及面。因为很少有散
文家，或其他文学大师会象余秋雨老师那样仅靠两条腿去拜
访祖国的名山大川，去丈量历史的每一寸土地。

正因为余秋雨老师靠自己的腿走了那么多的路，所以他的文



章读起来总不会让人感到很轻松。

却有一种想读而又不能轻易去读的感觉。

也正因为余秋雨老师靠自己的腿走了那么多的路，所以读他
的文章总会感到一种长途跋涉的“苦与累”。

但如果没有这种“苦与累”的感觉，读者就不会因到达而喜
悦；就不会因半途折返而失望；就不会因前途渺茫而惆怅；
就不会因寻访半天却徒劳无获而郁闷；就不会好似身临其境
地随文章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或喜或悲。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人都可以象秋雨这样勇敢地去走，
但，只有他可以这样冷静而痛苦地揭露，历史留给我们的大
多都是疼痛和伤疤，即使有时光这样的良药，也难以痊愈。
有些人可以把时光当成忘忧草，有些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那份苦涩，而这份苦涩还会一代
一代地遗传。

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
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
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他反省整个
民族的文化。他从“中华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
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让我向往着沿着他的足迹，避开舒适并且
平庸的生活，走向文化探索的精神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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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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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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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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者的脚步，我的心灵也从阳关到江南做了一次苦旅。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对它的书名充满了疑惑：你为
什么这么辛苦的旅行？既然是旅行，何必突出苦口婆心的话？
带着疑问走进书里，知道了作者的身世，豁然开朗，不禁感
叹。这个苦字是什么意思？体力劳动。作者的旅行完全是自
费的，去的地方大多冷清偏僻，走着走着自然就累了。但在
作者的心目中，大概这漫长的旅途，这艰辛的工作，已经变
成了和朝觐圣地的朝拜者一样虔诚的心情，去朝觐几千年的
废弃古迹。

看到旧址被毁的痛苦。作者去过的新疆、阳关、敦煌、渤海
国、天一阁，都毁于一旦，残缺不全。面对损毁的遗址，作
者自然痛心疾首，痛苦不堪。

攻击谣言的痛苦。作者在苦不堪言的旅途中以及旅途之后，
遭受了谣言、诽谤、谩骂和各种形式的人身攻击。然而，在
这个辱骂的声音中，没有媒体，一家报纸为他说了一句公道
话。为了躲避袭击，提交人与妻子从上海搬到了深圳。然而，
在这种谩骂和孤独之中，作者继续修改这本书，写出新的作
品，是难得的，也是有价值的。

文明衰落的辛酸。作者出国访问了中东、希腊、埃及等世界
文明遗址，然后去欧洲与中国进行比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
利与弊，对各地文明的衰落深感痛心。迫切提醒当代文明也
是痛苦的。

理解这些“苦涩”，也理解作者的心情，也理解作者深沉的
风格，悲凉的风格。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痛苦”和“徘
徊”。

从阳关到江南，只有苦，不只是苦。这个词的内涵太丰富了，
让人至今不解，就这样走完了全程。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余秋雨先生也在自序中说，“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
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要苍老。”

中国古代的文人基于传统文化的定位，大都有“学而优则
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报效祖国的理想，世
世代代也都背负着这种宿命。于是，他们十载寒窗苦读，只
为有朝一日能够入朝为官，既光耀了门第，有为国家尽了些
许力量。然而，官场的黑暗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帝王的昏
庸也是他们没料到的，奸佞之臣蒙蔽着皇帝的眼睛，魅惑着
皇帝的心术，整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无奈了，彷徨
了，想要唤醒着腐朽的朝廷，却触怒了权贵，被佞臣们视为
骨中之刺，于是，几番谗言便被罢黜贬谪，流放到千里之外。
满腹才华却遭人妒忌，也罢，这高堂容不下我，便挥挥衣袖，
整整衣冠，去那些个山水之间吟诗作对罢。只是这离去的背
影，多少有些踉跄。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每到一处，便把满腹衷肠向那里的
山水吐露，满腹悲哀与无奈也向这山水吐露，醉于山水，叹
于人生，他们不想这样，却只能这样。在这种与自然互相倾
吐的过程中，生命和自然水融，自己的文化人格深深浅浅也
就烙印在这些山山水水里了。这幽翳的高山绿水之间，藏着
多少故事，多少无奈与控诉，可惜，这山常青，水长流，这
无声的叹息与询问只换来几声山涧鸟鸣罢了。

如今，我们在人类礼貌建造的城市里研究思考着古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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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个有着极其敏锐的文化视觉和极其敏感的文化良知的人
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每到一处，那些个亭台楼阁湖光山色中
藏匿倒映着的文化脉搏岂能不一一跳出来诉说着自己千百年
来的寂寞和无奈，这样的旅途，岂会简单。跋山涉水劳累的
身体，疾笔思索劳累了灵魂，不正是一场“苦旅”吗。



历史总是严肃的，维系着一个民族灵魂发展以及走向的文化
也是轻率不了的，当我们从历史当中寻找文化存留下来的脚
印的时候，这无疑会变成最严肃枯燥甚至有些沉闷却又丝毫
不敢懈怠的工作了。哪怕他们藏匿于山水之中，带来了山的
灵动与水的柔美，更多的是增添了几分山的巍峨与水的磅礴。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五千年的积淀
凝聚着这个民族的血脉根源。这片土地养育了这个民族，凝
练了这股血脉，也铸就了这种人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了五千年，早就和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她记载着我们
的历史，蕴藏着我们的文化，昭示着我们的人格，每走一步
都能找到让人思索回味的事迹。这天，物质生活日益满足，
可我们的精神又该向哪个方向走呢？历史流淌到这天，前路
该怎样走，或许该回头看看来时的路，看看古人走过的那些
山山水水、楼阁栈道。我们的历史文化藏在于山水之间，脚
步太过幽深，不踏破铁鞋又怎会柳暗花明。我们现代人的人
格该如何构建，或许还是该看看古人的人格构建，这是我们
的血脉，而这又该去问那些个高山深谷。

历史在叹息，在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切和深沉。只愿那
些先知先觉关心着我们精神走向的站在时代之前的人们，多
去听听这山谷的足音，或许我们就该知道明天该往哪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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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的名称也是有说法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
汉武帝下令拆分酒泉郡，设立张掖郡，希望“断匈奴之臂，
张中国之掖”。可见，张掖诞生之初，就肩负重任，被寄予
厚望。

张掖在汉匈战争中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祁连山中部
有一个山口，叫扁都口，海拔3500多米，扼守蒙古与青藏高
原交通的要道（祁连山的垭口）。而张掖正好位于扁都口以
北，占领这里就能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东西向来看，想出



阳关、玉门关通西域，张掖也是必经之地。

原计划此次出行是只想前往七彩丹霞景区，机缘巧合下也前
往了平山湖大峡谷，从地理地质的角度而言，这两个地方确
实可全权代表中国北方丹霞地貌，甚至在世界丹霞地貌上也
有一席之地，七彩丹霞景区在20年冬天刚刚被评为5a景区，
同时也归录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其影响力愈渐增大，平山
湖大峡谷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交界处，
之前因为高速公路没有建设，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今年春，
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基础建设也进一步改善，其知名度也在
增加，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比肩张家界、媲美美国科
罗拉多大峡谷、丝绸之路新发现”，亿万年的风雨沧桑，大
自然神奇造化，使得这里峡谷幽深，峰林奇特。

平山湖大峡谷海拔高度约1500至2550米，其地质构造属于红
层地貌，也就是丹霞地貌，即发育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
第三纪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峡谷以流水沟壑为基本特征，
山势低且平缓，以沙石山为背景。和张掖的七彩丹霞不同的
是，平山湖大峡谷更多的是典型的西北风光，苍凉萧瑟，在
峡谷中一路行走一路感受，不知不觉就会让你想起庄子
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次次前往，一次次出发，在游
历于山水之间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胸襟、视野视乎也在一次
次变得开阔、明朗起来。

随后，驱车前往七彩丹霞景区，在来之前，关于七彩丹霞的
美景已经关注了许多，多到近乎有些腻了，甚至想直接前往
敦煌，但当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被震撼到了。作为地
理人，错过确实可惜。

它表现的视乎更多的是南方水乡多彩景色，很难想到自己置
身于荒凉大漠之中。它是中国发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是丹霞地貌中的精品。你会看到七彩峡、七
彩大扇贝、七彩练、火海、刀山等奇妙景观，层理交错、色
彩斑斓，十分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