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 文化苦旅
读书心得(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一

初见《道士塔》这名字，我诧异，一座平常的塔，不明白余
秋雨先生为何选这平凡之物，轻轻地触摸这泛黄的纸张，踏
上了别样的旅程，有着文字这般安静的旅伴。

因为历史的浩劫，使中国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遗传到海外，
守候在敦煌石窟的王道士早已泯灭在历史长河中，但中国瑰
宝乃至如今依然在异国他乡。那些数千年来中华劳动人民智
慧和汗水的结晶啊！

原文：“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是一位日本学者的话，
也是我喜欢的一句话。

原文：“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唯有大漠中如此
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
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
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
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
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
加调配，让人世间受其累。”

沙原隐泉是作者踏过阳关雪后的又一行径，当作者被眼前几
座巨大的沙山遮挡，又别无他途时，表现出了“心平气和，



慢慢跑”“沙山的顶端，只管爬”的人生态度。茫茫沙漠没
有了平常生活的喧嚣，有的只是心灵的释放，“因此，老尼
的孤守不无道理。”

当作者脚下忽然平实，眼前有一弯清泉，横卧山底，此时此
景作者用了一句“动用哪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看
到此景的作者心里已是着急了，水面之下，飞舞着丛丛水草，
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
波纹，你又会是什么心情呢？看到此处，我似乎听到了水鸭
带动湖水是清脆的声音，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有一
种愿为此景背上行囊，顶着烈日不远万里追寻它的奢望。

《这里很安静》作者沉静冷冽地对战争的反思，作者把那个
地方用“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这地方在新加坡，
但却有很多长住新加坡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这是一个
坟地，一个不像新加坡其他堂皇的坟地，因为它是“一个一
度把亚洲搅得晕乎乎的民族”的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
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纳骨一万余体”——六个字下是
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在其隔壁一片广阔
的草地上，铺着无数星星点点的下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
名日本妓女。”人的生命，能排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
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将自己的媚艳和残
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
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胭粉和鲜血，终于都暗哑了，凝
结了，凝结成了一个角落，成了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
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
不响，也不愿人靠近。

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实则，文化
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压迫，一种力量！文化是美丽
的，痛苦的，感人的，悲愤的，是包容一切的！

一切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世界，而世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文
化了。



“报纸上说我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
种很给自己过不起的劳苦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
是春温秋凉，是大喜大悲愤，最后总要闭一闭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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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得我们细细体味其中。

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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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三

我家有个大书房，里面有成百上千本书，我没事就去里面找
上几本看上几小时。有一次，我翻到了一本旧旧的绿色的老
书——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翻开那泛黄的第一面，我就
被文中描写莫高窟的神圣和道土塔的悲愤惊呆了，敦煌美丽
景色给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对敦煌的莫高窟更充满了向往。



记忆中，我读着书，我仿佛追寻着余秋雨的足迹，想象来到
敦煌的情景。直到今日，每当我想起敦煌，我仿佛在莫高窟
里行走。

走进一个个洞窟，看着一面面精美的壁画，一尊尊庄严的雕
像。虽说画面上人和事物历经上千年，却还保有着他们原有
的颜色。画中的佛像神情悠然，似乎在微笑的看着我。虽然
因为年代久远，有的地方颜色不是很清楚，但画大部分都保
存完整。大多数的雕像都有一千三百年以上的年纪，却都是
栩栩如生，神情自若，令人神往。

又来到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虽说是藏经洞，可哪来的经书。
从藏经洞不到一平方来见方的门向内看去，只是黑乎乎的一
片，只是隐约可几张微不足道的"小纸卷”。

记忆中，我读着书，我继续跟着余秋雨先生的足迹，来到了
道士塔。

那些《文化苦旅》中有关道士塔的记忆，在时光的流转中，
去不曾淡去。

我从《文化苦旅》书中看到莫高窟中不仅看到了美丽的壁画，
雕塑我还看出了民族的兴衰，国人的迂腐，外国人的侵掠!历
史上有人说王道土是罪人，可我却不认同，王道土只是一个
不幸的发现者，当时国家混乱，没有人去管理。他充其量只
是一个好心却愚昧的人，而真正有罪的人却是清末的官僚，
他们才是能左右历史，左右国家兴衰的人!

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四

《文化苦旅》是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下面是本站
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供大家参阅!



无意中看到昨天王叶炜借我的《文化苦旅》心想既然无聊就
去看一下吧，没想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只看了其中
一篇叫做沙原隐泉，原以为与其它写景小说一样，都是说这
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但是当我读上这篇小说时，我原有的想
法瞬间没有了，原因是余秋雨写的这景象与其他人写的完全
不一样。

我最喜欢文中的这一句话：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下得
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
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路程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
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丘的顶端是
次要的。爬，只管爬。我喜欢这段话的原因是因为这句话与
我现在的情况十分的相近。因为我现在的学习就是在一直向
上爬，无论它多么的高，我还是要继续向上爬，无论它的高
度是多么的永恒，但我永远也不会退缩。

我所喜欢的另一段话是：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是无奇。
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
高坡会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技巧，让人神
醉情 驰。这一句话总结了前面的一些事情并加以贯通起来。

今天读了余秋雨的小说让我明白了，原来写景也可以这样写。

我从没有去过阳关，对此也了解甚少。读罢《阳关雪》后，
便找来几组图浏览一番，不禁生出几分感伤。“所谓古址，
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
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
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
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际。任何站立
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
山，全是冰海冻浪。”面对如此的景致，谁都要感叹时间的
流逝和历史的沧桑。

西汉时，阳关曾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镇，严加把守。可阳关如今早
已不如往日，仅仅是在一座红色的堆满沙石的山峰上，残留
有被称为“阳关耳目”的烽墩。遗址周围竟也看不到断垣残
壁，只有在沙丘之间暴露出的地面，到处可见碎瓦残片，让
人回忆起盛事时亘古遥远的驼铃。

“渭城朝雨徘岢，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王维在友人临别时所作的这首《渭城曲》，
用余秋雨的话说，是“缠绵淡雅”的。丝毫感觉不到阳关如
今的凄冷之景，只是离别时应有的微微的忧伤。因而王维是
懂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阳关亦是如此，再坚固的过去
也终有随着时光消逝的一天。比起《渭城曲》依此而来的
《阳关三叠》，那较清冷的调子，或许更适合阳关如今的景
象。

诚然，阳关的确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即便是土墩、
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
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
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
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阳关不复了它过去的金色的绚烂，只剩下凄凄的一片荒原，
它给伫立在它面前的人们带来深深的感慨和轻轻的遗憾。想
起楼兰古城的悲哀，曾经繁华的美在不经意间却毁于一旦，
也许正应了一位蒙古作家的那句话：繁华不过是一掬细沙。
昔日的景象已不能再见，只由人们去想象，勾勒心中的图画。
历史是深邃而苍凉的，面对窗外阳光映照的花园中嬉笑的人
们，我想，现在珍贵的事物，千百年后，也会随岁月的轮回
而被渐渐淡忘吧。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
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
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
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



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
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
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
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
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
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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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
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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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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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能引起大
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
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
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
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
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
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
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
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
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
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
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
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
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
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
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
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
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
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



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
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
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
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
去思考前人的情感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
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
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
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
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
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
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
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也
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
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小学生文化苦旅读书心得篇五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
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
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
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
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
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
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
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
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
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
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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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
它曾遭遇浩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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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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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
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
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
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
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
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
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
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
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
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
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
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
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
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
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
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
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
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
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
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
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
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
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
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
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
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
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
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
呢 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
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