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后感(优秀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一

读罢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我很想抓住些什么，却又
难以言状，只觉得淡淡的哀愁与寂寞萦绕在心中不去，又难
复平静。

从滚滚黄沙的大漠边塞到温婉宜人的江南小镇，余秋雨老师
的文化足迹，跨越大江南北，旅途中夹杂着喜悦、激动、哀
伤、沉痛……百感交集，而最终只汇合成一个赫赫刺人
的“苦”字。中国史上叙说羁旅之苦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
然而负担上“文化”二字，却更令人觉得这苦涩的味道浓得
要化不开。

说说那个令人恨恨不已的王道士吧，青砖黄泥的道士塔原也
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一门永久性学问
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达官贵人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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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老师之苦，皆因有着中国古代文人忧国忧民式的文化
自觉，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赫然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却无
能为力，也就难以自抑地揪心揪肺。

也许是我出生的年代比余秋雨老师要幸福，没有亲眼目睹种
种擦肩而过的辛酸与血泪，因而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苦味萦



绕心头，然而余秋雨老师笔下一幕幕清晰可见的中国式文化
悲剧，已经令我的心也不自觉得随之惆怅，陷入淡淡的寂寞，
历久不散。也许余秋雨老师得知我们肆意欣赏着他的“苦”，
却不能与之同苦，而只是仅仅的“寂寞”，怕是他的“苦”
又会更甚吧。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二

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漂泊流浪的余秋雨先生越过山盘水座，
踏雪飞鸿，在文化的苦苦旅途中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
严峻，一种苦涩后的回味，一种焦虑后的会心，一种冥思后
的放松，一种苍老后的年轻，一种文字激昂的大气，一场细
致精巧气可吞天下的深刻评述。这便是《文化苦旅》，便是
文化的苦旅。

从滚滚黄沙的沙漠边塞，到秀丽清澈的江南小镇，作者把每
一个地方描绘的惟妙惟肖，同样也让我感受到中国源远流长
的人为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从《道士
塔》，《阳关雪》中，让我看到了黄河文明的兴衰，写出了
历史的深邃苍凉。《江南小镇》开始的那一段描写，让我仿
佛看到了那小桥流水的景象。凭借丰富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
表现力，再现了匿藏于时间底端的深刻思考，开展了一场山
水风物与历史精灵的远距对话。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联在一
起。”我想这或许是这本书叫做《文化苦旅》的原因吧。在
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
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在读这本书的
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
在他笔下，莫高窟，都江堰，藏书阁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在他笔下，那些过往的历史，就像是一幅凄美的画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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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一生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段历史，当我们走过一段
路时，停下来回过头看看自己曾走过的足迹，总会有着这样
或那样的遗憾，而我们也在这遗憾中，坎坷中寻找这人生的
真谛，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或许，
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真正读透这本书
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
绝响，警世亦憾人！

静静地合上这本书，仿佛也有了一种想要游历山水的冲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想在山水之间寻觅着历史的足迹。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三

在这次短暂的节假日里，我读完了《文化苦旅》这本书，阅
读时间虽短，但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本书中，绝大部分的文字都贯彻了这样一个主题：对中
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凭着他那独特的思维方
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许多城市、小镇和它的
人文景观所蕴含着的文化底蕴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精神进行追
溯、反问和思索。

凭借山水风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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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构成，是这本书的主调。在书中，
作者对具体的山水名胜的风貌几乎不置一词，他的过人之处
就是在点明某地之后，就以类似电影中镜头切换的形式凝造
出浓郁而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进入直抒式的咏叹，这种
咏叹以炽烈的情感和夸张的言词力求先声夺人。继而以纵横
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古文化历史的种种遐想和议论，使读
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不知不觉中接受余秋雨的文化底蕴、
人文精神、心路历程等的影响。这种创作意念，始终贯穿于
整部《文化苦旅》之中。

另外，在《西湖梦》中，作者又怎么知道"背着香袋来到西湖



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
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外国的教堂不大多是建在喧闹的
城市中吗？类似这样的议论，在书中还有一些。这不禁让人
疑心，余秋雨在发表议论时，有时提出的简单问题反而把情
况弄得复杂。

我觉得，凭借《文化苦旅》，余秋雨可以在新中国的散文史
上占一席之地。虽然其中不免有矫情之处，甚至有硬伤，但
那种思考与提出的问题却是无可回避的。尤其是其中对"健全
文化人格"的呼唤。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四

随着作者的脚步，我的心灵也进行了一次苦旅，从阳关到江
南。

初见这本书，我对书名充满疑惑：为何苦旅？既是旅行，为
何突出苦字？带着疑问进入书中，又了解作者的平生，我豁
然开朗，有情不自禁，感叹起来。这苦字，有多含义。 身体
的劳苦。作者的旅行是完全自费的，而所到之地大多荒原而
偏僻，步行之时最多身体自然劳累。但在作者心中，大概这
远行，这劳苦，都成为信徒朝圣圣地而远行一样的虔诚的心
情，去朝圣千百年的荒废古址。

对谣言攻击的痛苦。作者在苦旅中，苦旅后，受尽了谣言，
谩骂，及各种形式的人身攻击。然而，在这谩骂声中，并无
一家媒体，一家报刊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为躲避攻击，作者
携妻从上海迁至深圳。然而在这漫骂与孤独之中，作者能继
续对此书改版，不断写出新的著作，实为难得可贵。

对文明衰落的凄苦。作者远行出国探访中东，希腊，埃及等
世界文明遗址，又到欧洲，与中国进行对比。体现出中国文
明的优势与不足，对各地的文明衰落深感悲痛。对当代文明
提出紧迫提醒，也是痛定思痛。



理解了这些“苦”，也就明白了作者的心情了，也就理解了
作者的深沉的.笔调，悲痛的风格了。说这是 “沉痛”，这是
“流浪”一点也不为过。

从阳关到江南，只有苦，又不只是苦。这个字的内涵实在是
太过丰富，让人还甚为不解，就走完了全程。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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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六

《文化苦旅》这本书是余秋里教授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全书
共235万字，有三十七篇。这本书的介绍了一处处令人流连忘
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但是，在那一处处古迹的的背后
却隐藏着人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作者运其妙笔，给我的心
灵写下了“震撼”两个大字……。其中最为感触的是《道士
塔》。

《文化苦旅》这本书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告诉
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拿道士塔的第二节来说吧，文章
是这样写的：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
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
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
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

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
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
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
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
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

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
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
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



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
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
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
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
灰的市价。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七

在这篇散文集中，余秋雨先生与其说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倒
不如说是通过自己的内省，在完成这次文化之旅。他行走在
古迹中，也穿行在历史里。他在和自己对话，也是在和历史
文化长廊里的某个影像对话，或者，他只是在诉说。诉说着
什么？诉说着他的思索，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在特定的时
点，面对中国先贤，诉说着中国文化的遭际；面对中国的未
来，留下着这一代文人的思索；也是面对着这个时代，探讨
着某种可能。

烟波浩渺的古卷，璨如星海之文化，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自
觉与内省。也因此，读来甚是感触。

一、让历史照进现实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让历史照进现实。
想起某一年在河南，一路上经过伏羲台、虎牢关、杜甫故居，
倘若没有一定的历史积累，这无非就是几个地名，但当你了
解了那些历史后，你会不自觉地想到上古传说，想到千年前
人喊马嘶的古战场、想到杜甫笔下的大唐劫难，你所经的无
非几个地方，而你的灵魂早已穿越千年。

这也是《文化苦旅》格外动人的地方，看上去是作者在空间
上，在古迹之间的穿行，而其实，他所谓之旅，却更是时间
概念上的，在文化历史中的思索。你的人生路程没有变化，
但你的人生厚度却是叠加的。显然，对于历史，对于文化，
仅仅是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反思，反思我们了解的历史
的真实xing，反思我们如何摆脱魔咒似的朝代更替，反思我们
文化的局限xing，以及文化如何优雅而独立地穿行于世俗间，



其一“苦”字何其传神。

二、从现实折射未来这也是《文化苦旅》给我的思考，余秋
雨先生没有躲在象牙塔，而是行走在路上，生活在人间烟火
中。同样，这也是路遥等人给我的思考，路遥对于现实生活
的苦难，甚至有时候有一种迷恋，正是这种扎根于生活的态
度，又能抽离出生活的能力，才能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
知全豹。

对于中国的未来，文化人的思考不可或缺，而文化人的思考，
必须立足于现实，从现实中凝结思想，从思想中折射未来。

三、再看人生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
波》）这都是苏轼，而心境却有云泥之别。不滞于物，不殆
于心。

而这，也只能是不断修行了。

文化苦旅读后感篇八

语文老师用了一整节语文课的时间给我们朗读了《道士塔》，
全篇弥漫着浓浓的愤怒、彷徨，夕阳之下无家可归的中国文
化，就都被压进了那一捆捆的敦煌文物。

我不禁感动不已，然后买了一本《文化苦旅》，煞有介事地
翻来翻去。但一个初一的小朋友又怎么能理解那遥不可及的
文化呢，即使是现在的我也只是凭着一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小心地去寻找若有若无的踪迹。



由于先前已经多次阅读了《文化苦旅》，读后难免少了些新
鲜感。我会尽力表述自己的体会。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读这篇《道士塔》了。每次的感觉却都是
相同的，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恨愚昧无知、愚蠢透
顶的王道士；恨数不清的污吏，把珍贵的文物随意糟蹋；恨
斯坦丁、伯希和、吉川小一郎……他们尽情地、冠冕堂皇地
把书卷、画像、雕塑掠走；我甚至恨石窟的建造者，你们为
什么不把密室得再隐蔽些、再牢固些，让文物过一百年再重
见天日，让我国的研究者们好好地钻研。

但无论如何，那满满实实的一洞古物，已绝不再全属中国了。
属于中国的，只有高价买回的微缩胶卷。

《道士塔》在写作手法上也极为优秀，讽刺、反语恰到好处，
抒发感情时喷薄有力。一声憨厚的笑、一具无知的身躯、一
方惨白的'石屋、一缕尖锐的炊烟、一支载着一个文明古国文
化的车队、一抹凄艳的晚霞、一片颤抖的清单，还有一群为
了敦煌文献倾入一生心血的专家。

我们应该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