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阅读心得 文化苦旅读书
心得(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文化苦旅阅读心得篇一

如果梦想是云朵，那么书籍一定是云朵身后的蓝天，让云朵
可以歇息;如果梦想是大厦，那么书籍一定是大厦的根基，让
大厦巍然屹立;如果梦想是航船，那么书籍一定是航船的船舵，
让航船到达彼岸。我愿圆梦路上飘满书香，然后一路高歌，
走进梦想。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书中自有一方世界，一处繁华，
所以当我的指尖轻轻翻过《文化苦旅》细细阅读时，我就在
那一方世界经历一场苦旅，品味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与苦
难。

寻一处僻静，轻轻翻开《文化苦旅》，伴着淡淡书香，我看
到信客的狼狈与高贵。说信客狼狈是因为他们从遥远的地方
带着委托的货品回来，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风雨雨，正如书
中所说：“走东路过来，显得极端疲劳;走西路过来，则显得
特别窝囊。”他们是极尽狼狈的。说他们高贵是因为他们坚
守作为一名信客最基本的原则——诚信。就像那个年轻信客
谨记老信客的告诫。一路上都记着给别人的承诺，说到做到，
把委托的货品一分不少地带回来。信客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们做着最辛苦最平凡的事，用诚信联系着乡村与城市。信
客诠释了“诚信”二字。

信客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化苦难的开始，却依旧坚守诚信的`



中华传统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诚信。

寻一处僻静，轻轻翻开《文化苦旅》，伴着淡淡书香，我看
到一个戏剧大师黄佐临的爱国之情。黄佐临在英国留学时，
中国爆发“七七事变”。呵，一个是和平安逸的英国，一个
是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却毅然选择祖国，回来‘赴国难’。用
他的话说就是：“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黄佐临回
到满目疮痍的祖国，用笔做武器，揭露黑暗，控诉战争!和祖
国站在一起。黄佐临毫不犹豫地选择祖国，源于他的爱国之
心。他深深地爱着这个生养他的地方。

黄佐临见证了中华文化被掠夺的苦涩，却依旧坚守爱国的中
华传统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爱国。

寻一处僻静，轻轻翻开《文化苦旅》，伴着淡淡书香，我看
到一代名导谢晋的执着。谢晋把拍电影作为他的职业，不管
遇到多大的阻力，他依旧执着。他像个单纯不谙世事的孩子，
执着地追求着。在一种叫“敬业”的精神中追求更美的电影
艺术。生活中的他何尝不是如此敬业?他辛苦地把几个弱智的
子女养大，其中的辛酸无人能懂。他不仅努力做好拍电影这
个职业，还努力做好父亲这个职业。

谢晋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大浩劫，却依旧坚守敬业的中华传统
文化美德。圆梦路上，伴着淡淡书香，我收获敬业。

正如‘文化苦旅’这四个字一样，《文化苦旅》诉尽中华五
千年的历史，诉尽五千年文化的辛酸历程。在《文化苦旅》
中，那些书中提及的人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都见证了
文化的苦旅，又都对中华文化不离不弃，依旧坚守。品读这
本书时，就是在经历一场苦旅，苦后却悟得文化历尽艰辛后
的甘甜。其实圆梦，何尝不是一场苦旅?但有书相伴左右，便
觉得虽苦犹甜。我愿这场苦旅中飘满书香，然后我一路高歌，
走进梦想!



文化苦旅阅读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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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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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余秋
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文化苦旅阅读心得篇三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忧虑后的会心，冷静后的冷漠，老年
后的焕发。有人说余秋雨的生活很有弹性，但在蹒跚的步伐
下，他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寻找山川遗失的美。在不同的时
间和地点，他的语气和思想夹杂着不同的感受。

丰富的经验，深厚的遗产，以土为纸，以人为笔，从小桥流
水的江南到寒冷的北方；从沙漠孤独的西北到独特的西南边
境，或深或浅的纵线，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令人兴
奋的'文化宏观画面。这些宏伟而强大的线条，似乎跳了几千
年，拉出了那些持久的故事。

一次沙漠之旅，一次漫长的历史之旅；一段悲伤，一段艰难
的旅程。经历和探索封存和悠久的文化。没有皱纹的祖母很
可怕，没有白发的老人也很遗憾。历史的真实性令人思考和
震惊；生活的过程是沉淀和开放的，人类的伟大智慧不止于
此。艰苦的旅程，是一次超越时空的旅程。

文化苦旅阅读心得篇四

假日闲暇，拜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尔后受益匪浅。
而这其中又以《华语情结》一文，令我感触颇深。

余秋雨先生的笔风犀利并含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以致于我拜
读之后，感触良多。《华语情结》一文讲述了华语一路走来



的艰难以及对于当今格局的审视。名家之作，必有大将之风。
余着实受益匪浅。

唐朝国力强盛，华语因而得以流传。外来的`波斯商人后代圣
旨写出了“云带雨，浪迎网，钓翁回棹碧湾中。春酒香熟鲈
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蓬底睡。”一个外邦人也能够写出
如此富有诗意的文字，足见这华语在唐代时对异邦人的影响。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上述影响便开始减弱，西方国家以势
不可挡的态势崛起了。华语文化受到了难以预料而又来势汹
汹的冲击。欧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经极为脆响的话语稍稍变得
有些嗫嚅，这使得华语文化和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极不平等
的态势。当然，显而易见的，华语文化处于劣势，并且在国
内有些地方，华语甚至有了些“虎落平阳”的境况了。

文化苦旅阅读心得篇五

我想必每个人对旅程的感觉应该都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可以
去一个自己不曾生活过的`地方。穿过这个陌生地方的每一条
街道，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风土人情。同样，这些也是我对
旅程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余秋雨先生的游记散文
《文化苦旅的》的时候我的心中不免有了三点疑问。

首先，散文集多是一些优美的抒情文章，比如席慕容和宗璞
的散文。当然也有一些叙事性的，比如鲁迅先生的散文集
《朝花夕拾》里面就重点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的一些琐
事。但是这些散文类型多有抒情之意。所以当看到一本以游
记为主题的散文时，我不免眼前一亮，想要看看散文类型的
游记文章有何不同。

其次，旅程应该是享受的、快乐的，余秋雨先生为何要
在“旅”这个字前面放一个“苦”字，他的旅程是不是和我
们的旅程又有别样的不同。



最后，我们现在的旅游理念多为拍拍照，买买纪念品之类的，
去的也大都是一些繁华城市，名胜古迹。这种旅行的方式反
而使我们忘了一个地方它那从千古传递过来的文化底蕴。作
者书中的足迹断不了一些诸如莫高窟、都江堰、武侯祠等著
名景点，但也不少浓墨着笔于一些不为我们熟知的地方。一
种把旅程赋以文化，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带着这些想法和疑问，我慢慢的阅读了这本散文集。《文化
苦旅》这本散文集中在我阅读过的文章，作者的修辞、语言
都较现在流行的散文有着很大的区别。现在散文多是优美、
细腻之词，读后让人联想到的是娇柔之美。但是在这本书中
的散文，各个旅程的描写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多是朴实的
文词。读起来让人感觉是那种肃穆的静谧的美感。

其中最让我喜欢的就是，作者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古人
身处此地当时的心境和生活。比如作者在《三峡》中写到了
漂泊江湖的李白;在《阳关雪》中写到了送别故人的王维;在
《柳侯祠》中写到了遭到贬谪的柳宗元等等。这些类似的篇
目中我不仅阅读到了青山秀水的壮丽，更读到了古人的心境
与情怀。此时才懂得了文化的传承对古迹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