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土读后感 行者无疆读后感(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泥土读后感篇一

展望南欧。罗马的人把休假视为第一；大师的身边，少不了
一群小人；在中国，人们都赞扬牛的吃苦耐劳，可这里，牛，
只因它特别忠厚，被斗牛手挑衅后被杀，人们怪的却是牛。
余秋雨先生，不仅去欧洲观察了那么多的文明，他一直在思
考，思考文明，思考着他所能思考的一切。譬如，佛罗伦萨，
一行美第奇家族的字母，串起佛罗伦萨的巨大文化复兴运动。
然而，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来同样巨大的阴
影，很快便被他人推翻。可从城市四处都刻着这一行字母，
可见他们提笔谱写了一段重要历史。

阔步中欧。啤酒节里，谁能辨认哪人没醉；荒芜的墓地、黑
白的照片，这究竟是文化的下线，还是涅槃重生？我们无从
得知，可余秋雨先生带着我们领略，一部书《希隆的囚徒》，
是位关在狱里的文人墨客写的，他只能透过窗户望向外面的
世界——平静的`湖面，光秃秃的小岛，远处的青山，白皑皑
的雪顶。他被四方的监狱囚禁了，可他的思想，透过窗户，
送给了很多人。

驻足北欧。余秋雨先生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丹麦。他的
精神陪伴者——安徒生是丹麦人，勃兰兑斯是丹麦人，克尔
恺郭尔也是丹麦人。但这些滋养他心灵的精神食粮，竟然是
从寂寞的漫长黑夜中产生的。上天给了他们寂静而漫长的黑
夜，可他们却散发出照耀世界的文化光芒。



回望欧洲。余秋雨先生穿越了26个国家，96个城市，写下了
《行者无疆》。他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者，更是文化上的行者。
倘若我们不问脚下，只问前方，那文化之花，便会开得心花
怒放！

泥土读后感篇二

《行者无疆》是一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下面是本站小
编精心为您整理的行者无疆读后感，希望您喜欢!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读余秋雨的文字，如《文化苦旅》、
《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常常被大师的学识和思想
所折服。最近，又细读了大师20xx年出版的这本《行者无
疆》，感受颇深。 历时6个月,余秋雨走过了欧洲26个国家96
个城市,《行者无疆》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
它是作为考察西方文明的记录。《行者无疆》此书分南欧、
中欧、西欧和北欧4卷,每一卷分别用这些词作了精彩的概
括:“废墟，大海，海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森林，山丘，
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蔽;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
这里转折;苍凉，寂寞，执著，历史常常在这里凝炼。”

让我惊叹的是，无论余秋雨站在哪一座城市，他都并不止步
于眼前的风景，而是要思考，思考这座城市的历史，思考这
座城市的文化，思考后人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我们很荣幸通
过大师的眼睛，知道了欧洲这片鲜活了几世纪的土地，历经
上苍的考验，它的国家和伟大的大师们的精魂永不逝去。它
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样，融入了世界大同的必然之中。 南欧
的威尼斯，一个身在现代而无车马的喧闹水城，一个着实让
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已一百多次被海水淹城让这座古老的
小城显得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归纳起来，觉得威尼斯出色
而又孱弱。好心人总是帮助弱者，可按照人的正常思维，总
是把出色者列入强者之列。于是威尼斯身上产生了矛盾之美。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呢? 西欧的巴



黎和我们想象的一样高傲，气宇轩昂而且神采奕奕。大师在
描写巴黎时用的最多一个的词是“聚合”--财富的聚合，人
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的确，柔情万
种的巴黎大度地聚合了一切，让这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自在。

在《行者无疆》一书中，余秋雨感叹,“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
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
贯通。”余秋雨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更广阔的视窗。

当初我在选购书籍的时候，看到它的封面是那样的神秘--在
两幢古风墨色的欧式建筑间，晨曦的光霭铺满辉映在并不宽
敞的石头路的夹缝中。用一片辉煌亮开了这条青石板小道。
黑墙的阴影无法吞噬那熠熠生辉的金色光芒延伸的力量。

而路上的行者，正是介于昨天与明天的行者。他穿越时间的
约束，游历在各个城市间。用自己独特的思绪，记录了这一
不同凡响的旅程。并抒写出了这部别具匠心的游记:《行者无
疆》。 作者漫漫行程的游记，仿佛像我们打开了一扇引领人
类通向新奇的大千世界的窗扉。因为之前从未企及而又渴望
已久，不必为如何到达那远在天南地北的目的地而发愁。只
需坦然的面对充裕的文字，我们想象的翅膀便已在不知不觉
中舒展，不倦的飞往文字里的国度。 原来，贪婪的人性对于
友谊的忠贞也不过是权势的囚徒。每每到了险恶的情势，那
些自愿放弃道义的人，便一齐打击那个比较卓越出色却又被
麻烦所困惑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能，本能的排除心中的堵塞
与超越自己地位的隐患。那些见利忘义的人的生活，应该是
岌岌可危了罢。难保哪天，自己所谓的挚友也重蹈覆辙--将
自己出卖，至自己于万丈深渊。那样的生活，着实让他们虚
妄的人生疑云密布，险象迭生。 原来，宗教对人类的蒙惑，
早已使得没有抵制力的民众们丧心病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
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为了获得责斥的快感……他们成
了很多无耻暴行的参阅者和欢呼者。背信弃义的伙伴竟然成
了自己悲苦命运的伪证人。他的良知何在?难道教皇的利益真
的高于真正的事实。名誉的确是身外之物。可谁又会愿意被



那些子虚乌有的谰言污蔑呢。 原来，无端陷于重围的人们是
那样的粗鲁与野蛮。色彩注定带来无可避免的灾难。却不料，
它会摧毁一个艺术创作者的下半生，并且积压了二十七年的
冤案竟然依旧没有平反昭雪。他用自己所能描绘下的情景，将
《夜巡》的艺术价值恢弘地淋漓尽致。可没有人懂得用心欣
赏。

他们携带着嘲弄的笑意，聚集在喧嚷街市的角落，并起用对
他人遭殃的兴奋来微笑。那邪-恶的微笑使他们成功的划清了
自己与这副无价珍品的界限。因为，他们认为它给全城带来
了莫大的耻辱。 原来，不听旁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却也能使
人们看到了预期之外的景象。世界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
一种掩饰性的表演，但奥斯陆不是。那里的历史原本是茫然
的存在的。却因智者执着地透露，让历史“虏获”了诚实与
尊重，让历史确切的痕迹不显得苍凉、寂寞，让历史不必无
奈地凝冻于时光的流逝之中……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没有把
奥斯陆给删除，并引来了极多的参观者。这或许便是诚实、
恬然面对历史的“代价”--那里由此收获了深厚而斯文的文
化内涵。 虽然旅程中的奇景异象总是最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
击。但不难看出作者并不追求于乍看下新奇的震撼感、不图
浓墨重彩的勾勒，而是往往不惜用犀利的笔触，记录下隐现
于每一处景点背后的文化底蕴。 作者通过欣赏文化的眼光，
对欧洲文明做出了史诗般的深度解读。每一篇游记篇幅不长，
却总能给人以回味，咀嚼的空间。 行者，行走的人。无疆。
杳无边际，颇有些“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
意境。

我从来不曾如此抗拒一本书，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吧--在两
幢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间，清晨金色的阳光铺满了并不宽敞
的石头路。第一次看到时给我一种莫名的压抑。 当我终于鼓
起勇气读完它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压抑，而是一种思考。
与其说作者余秋雨是带着读者走遍那九十六个城市，还不如
说他是带着读者的思绪飞遍了九十六个城市。我没有感叹他
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去闯北极，也没有感叹他竟可以独立走完



如此漫漫长路，让我惊叹的是，无论他站在哪一座城市，他
都并不止步于眼前的风景，而是要思考，思考这座城市的历
史，思考这座城市的文化，思考后人对这座城市的评价。

他用“行者无疆”给书命名，却让读者做了思者，行者无疆，
思者亦无疆。 转眼到了南欧的威尼斯，一个身在现代而无车
马的喧闹水城，一个着实让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已一百多
次被海水淹城让这座古老的小城显得风烛残年，岌岌可危。
归纳起来，觉得威尼斯出色而又孱弱。好心人总是帮助弱者，
可按照人的正常思维，总是把出色者列入强者之列。于是威
尼斯身上产生了矛盾之美。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又
一个的矛盾中呢?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人生
才称之为人生。 中欧的奥地利虽然也有深远的文化，却不像
南欧的意大利那样颓墙残柱，而是处处都被收拾的齐整光鲜。
有人评论说，这是没有文化的做法。其实又何必让所有的建
筑都沉浸在历史里呢。看看今天有着“天堂”美称的杭州，
除了保留一些极具历史意义的古迹外，到处都体现出新世纪，
不一样的天堂美。我喜欢眼前的杭州，也喜欢书中的奥地利，
喜欢两者共有的古今共存之美。 西欧的巴黎是我意识中最熟
悉的城市，作者笔下的巴黎和我想象的一样高傲，气宇轩昂
而且神采奕奕。作者在描写巴黎时用的最多一个的词是“聚
合”--财富的聚合，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
合``````的确，柔情万种的巴黎大度地聚合了一切，让这里
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自在，而巴黎人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巴
黎的程度也让作者惊讶。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北京申奥成功
时，北京人的狂欢或许也会让巴黎人惊讶。喜欢自己的城市，
就像喜欢自己一样，没有错! 北欧的冰岛是我个人最向往的
国家，因为它的名字听起来孤傲，冷漠，与世隔绝。而且我
一直固执地认为冰山下是有火种的，那儿的火焰最耀眼。

作者把冰岛形容成恬然隐者，而冰岛人对自己国家的描述似
乎也透露出隐者的恬淡。其实，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冰
岛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比如萨迦(saga)--冰岛中世纪的
一种叙事散文--一直以一种不张扬的状态默默的存在着。现



代的世界需要冰岛这一种独特的恬淡之美，像是每个人心中
都拥有一份对平淡的渴望，也许在心中最隐秘的地方。 最后，
北极圈的旅程是艰难的，冬天最冷的时候闯北极，艰难是理
所当然的。也许因为看过太多北极圈的介绍，在所有对北极
圈的描写中，唯一让我惊叹的是，在圣诞夜的北极圈，他们
竟然找到了一家中餐馆，看来中国人是无处不在的，海外，
尤其在北极圈这样的地方，遇到同胞的感受，想必温暖得可
以抵御北极的寒风吧。 合上书，却没有合拢我的思绪。作者
走了几万里的路，当然不止是为了写这本书，更不会是为了
欣赏异国风情，单纯地了解他乡文化。看完整本书，我脑中
似乎留下了什么。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
的资本，但有时欧洲迟到的文明却值得我们仰望。例如，中
国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但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
的极端思维互损互耗，反倒是欧洲文明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
创新，个人自由，社会公德融会贯通。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文
化固然珍贵，但祖先们留给我们的应该是基础，而非枷锁。
如果老鹰在争得一片天空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徒劳地盘旋，
那么它只能累死在过去的荣誉中。

那一片天空可以成为他炫耀的资本，但继续搏击长空才是它
继续强大的唯一选择。 相同的道理，从初中到高中，通过中
考，我赢得了一片天空。但我的旅程还远未结束，我也相信
我的天空也远不止这些。高级中学是我的下一个起点，而绝
非终点。余秋雨在自序中说:“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
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我又何尝不是呢，当
我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上了读书这条路，有哪一个终点算
得上终点呢? 古人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行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行则殆。”
行者无疆，学者无疆，思者无疆!

泥土读后感篇三

这一次神奇了，5天左右读完了一部20多w字的长篇小说，分



析其原因，1.时间充足，无所顾虑2.通俗易懂，引人入胜3.
闲着没事，吊儿郎当。第三点最后一个词，纯属为了凑字和
工整。总之，越看越快，越快越想看，看完了，很爽！

《天行者》，这名字一摆，让你猜，我敢断言有九成人猜不
出，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我也不例外，如果你对此有兴
趣，并想揭开其神秘面试，那么我劝你就此打住，去看这本
书，你不会后悔的，如果你就想大概了解一下，我就叨叨一
些，你顺便看看。

用我的话来说，这本书写的是乡村民办教师转正的心酸之路，
中间夹杂一些支教老师，以及发生在老师身上和村子里的故
事。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作者刘醒龙采用了惯用的叙事模式，
即以一个乡镇或某一个单位作为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在一
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书写其中的种种情事（这句话源自百
科）。我解释就是，一本小说围绕界岭小学这个主体，讲述
固定的民办教师和流动的支教老师，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围绕
支教老师张英才来歌颂支教的伟大，后来发现我错了，是描
写民办教师这个群体的伟大。

民办教师广泛存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算是当时一个
很庞大很辛苦却又不被重视的群体，还好，20世纪末，民办
教师在我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是有大好的政策支持。书
中，界岭小学三位民办老教师，余校长（善良忠厚）、孙四海
（清高也热情）、邓有米（精明节俭）从出现的那一刻都在
追寻转正的脚步，直到最后，三人只有一人转正，过程是极
为心酸的。

第一次有转正机会，他们三人甘愿放弃，让给了新来的张英
才，教育站万站长是他舅舅，不过与这并没有关系。你根本
想不到，追求转正大半辈子的三人会主动放弃这次机会，让
给一个新来的年轻老师。由此看来，他们三个都很善良，也
都应当转正。张英才转正之后，读大学，新工作，后来又情
愿回到界岭小学当老师，他也伟大。



在张英才离开期间，有夏雪、骆雨依次来支教，都深受同学
们喜爱，但都没能将支教完成。后来，蓝飞来到界岭小学，
又有转正机会，恰逢余校长出差学习，蓝飞偷偷填了转正表
格交了上去。当时孙四海和邓有米都快被气死了，待余校长
回来知道这件事，他大仁大义，并劝两位原谅了蓝飞，就这
样又一次转正与他们失之交臂。

去交了转正。余照顾留宿学生生活起居，根本攒不了钱，孙
也差不多，所以他俩有难度。但是所有人都希望他们能把握
住机会……可是最后余校长转正了，孙四海选上了村长，邓
有米为了帮另两位筹钱转正而犯事儿后跑了。

唉，他们终究没有全部转正，这便是当时民办教师的代表，
也是时代的缩影。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人物李子、叶碧秋、蓝小梅和王小兰等，
她们都是善良淳朴之人，不能详细介绍，但是总有自私自利
搞破坏的人，比如余实村长，他也该被大家所嫌弃。

看完整本书，我记忆深刻的除了民愤淳朴，就是教师们对学
生的热爱与孜孜不倦，以及他们在岗位上的默默坚守与付出。
余校长每天组织全体师生日出升旗日落降旗，三位老师坚持
把每天把走读的学生送回家以保证安全，余校长还照顾寄宿
生的生活起居，学校一有事，学生家长会过来帮忙，支教老
师也都热爱学生热爱教学事业……这让我看到的是我们教育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我从来都认为教师是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是未来的产业，
而且我的姥爷、母亲和舅舅都是人民教师，我以此为自豪，
我也想成为一名教师，我也很尊敬我的每一位老师。但是就
目前教育行业来看，并非书中那时候那样简单淳朴，有很多
教师并不负责，不仅对学生对家长即使对新教师也是，当然
这只存在于个别学校。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当一天教师，就要做到教书育人。我会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



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并为之不懈努力。

泥土读后感篇四

小说讲了80-9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转型。大量农村
出来的年轻人汇集到开发区的工厂，做着流水线上的工作。
这个时代我经历过，但因为身处城市，那种气息隐约嗅到过，
但不真实。那时候城市也沾染上一些边边角角，但不如那些
工厂密集的开发区那么浓烈。

社会在转型中躁动，个人的命运随波逐流，就像洪水冲过村
庄，杂物飘在洪水中打转，被那个树枝挂住，但趋势还是顺
流的。做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却从只能从小说中真正了
解那个时代，回味当时嗅到的气息，算是怀旧了。

小说的写作方式让我想到小说“图云”，只是并没有像图云
的作者那样在每一部分模仿一个作家的手法，但分别从两位
男主的视角拼凑出一个立体的时空，碎碎叨叨的带着你活一
遍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这些人现在应该50岁左右，是否已
经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并庸庸碌碌的活着呢？我也是他们中
的一个，只是空间维度略有不同，但经历了相同的时间，我
们曾经共享一个蓝天。

泥土读后感篇五

当初我在选购书籍的时候，看到它的封面是那样的神秘——
在两幢古风墨色的欧式建筑间，晨曦的光霭铺满辉映在并不
宽敞的石头路的夹缝中。用一片辉煌亮开了这条青石板小道。
黑墙的阴影无法吞噬那熠熠生辉的金色光芒延伸的力量。

而路上的行者，正是介于昨天与明天的行者。他穿越时间的
约束，游历在各个城市间。用自己独特的思绪，记录了这一
不同凡响的旅程。并抒写出了这部别具匠心的游记：《行者



无疆》。

作者漫漫行程的游记，仿佛像我们打开了一扇引领人类通向
新奇的大千世界的窗扉。因为之前从未企及而又渴望已久，
不必为如何到达那远在天南地北的目的地而发愁。只需坦然
的面对充裕的文字，我们想象的翅膀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舒展，
不倦的飞往文字里的国度。

原来，贪婪的人性对于友谊的忠贞也不过是权势的囚徒。每
每到了险恶的情势，那些自愿放弃道义的人，便一齐打击那
个比较卓越出色却又被麻烦所困惑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能，
本能的排除心中的堵塞与超越自己地位的隐患。那些见利忘
义的人的生活，应该是岌岌可危了罢。难保哪天，自己所谓
的挚友也重蹈覆辙——将自己出卖，至自己于万丈深渊。那
样的生活，着实让他们虚妄的人生疑云密布，险象迭生。

原来，宗教对人类的蒙惑，早已使得没有抵制力的民众们丧
心病狂。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为了
获得责斥的快感……他们成了很多无耻暴行的参阅者和欢呼
者。背信弃义的伙伴竟然成了自己悲苦命运的伪证人。他的
良知何在?难道教皇的利益真的高于真正的事实。名誉的确是
身外之物。可谁又会愿意被那些子虚乌有的谰言污蔑呢。

原来，无端陷于重围的人们是那样的粗鲁与野蛮。色彩注定
带来无可避免的灾难。却不料，它会摧毁一个艺术创作者的
下半生，并且积压了二十七年的冤案竟然依旧没有平反昭雪。
他用自己所能描绘下的情景，将《夜巡》的艺术价值恢弘地
淋漓尽致。可没有人懂得用心欣赏。他们携带着嘲弄的笑意，
聚集在喧嚷街市的角落，并起用对他人遭殃的兴奋来微笑。
那邪恶的微笑使他们成功的划清了自己与这副无价珍品的界
限。因为，他们认为它给全城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原来，不听旁人的劝告，一意孤行却也能使人们看到了预期
之外的景象。世界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



演，但奥斯陆不是。那里的历史原本是茫然的存在的。却因
智者执着地透露，让历史“虏获”了诚实与尊重，让历史确
切的痕迹不显得苍凉、寂寞，让历史不必无奈地凝冻于时光
的流逝之中……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没有把奥斯陆给删除，
并引来了极多的参观者。这或许便是诚实、恬然面对历史
的“代价”——那里由此收获了深厚而斯文的文化内涵。

虽然旅程中的奇景异象总是最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但不
难看出作者并不追求于乍看下新奇的震撼感、不图浓墨重彩
的勾勒，而是往往不惜用犀利的笔触，记录下隐现于每一处
景点背后的文化底蕴。

作者通过欣赏文化的眼光，对欧洲文明做出了史诗般的深度
解读。每一篇游记篇幅不长，却总能给人以回味，咀嚼的空
间。

行者，行走的人。无疆。杳无边际，颇有些“上穷碧落下黄
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思。孑然一人行走在夜路上，四
顾悄然，天地相合，难辩边界与方位，陡然心下生出无限萧
瑟。

余秋雨在自序中说：“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
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的确，行者是狂烈热爱旅程
的人。无论旅行多久，都会有意外的趣味。常人虽然无法体
验，却也不妨去设想。

因为，我们可以成为思者——虔诚地去拜谒那些遥远而陌生
的城市;不竭地去思索那些深邃而神秘的文化;狂热地去追逐
那些沧桑而又光辉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