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 文化苦旅
读书笔记(通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我们写心得
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然余秋雨却将在历史长河中早已陨
落的点点文化一一拾起，这段艰难的文化之旅，在人们心中
永不消逝。

余秋雨为世界了解中国建了新的桥梁，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
泛舟世界礼貌长河的引路人。在《文化苦旅》一书中，不仅
仅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升华了中华各地域文化的
精髓，也对中华文化做出了充分的解释。中华文化的完美风
光让读者们一览无余，深刻体会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已逝文
化的悲凉。

《文化苦旅》中，介绍了几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其中让人们
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域文化的叙述。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之中
却是存在着两个礼貌交织而成的撼人心魄的文化，最具代表
的便是莫高窟了。从佛教进入中国开始，一代代的佛像都在
石窟中深刻、升华、诠释，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
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就如书中所说:“莫高窟被
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
的心境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
到整个世界。”最不能忘的就是王圆箓这个道士了，敦煌的
壁画便是由他毁之一炬，却又能够认为是他及时救助。若是
他没有将经书，壁画与斯坦因换走，其必将被战火毁之，可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杯具，王道士只是这出杯具中错步上前



的小丑。在西域中还有“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
高蹈以平实，给粗矿以明丽”的月牙泉。还有千余年天天被
虔诚的仪式滋润着的喀什，被我们一向视为蛮夷之地的西域
却是蕴含着如此巨大的文化，实在是文化之旅最不可磨灭的
收获啊。

不仅仅如此，《文化苦旅》也同样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的历史文豪也具有独特的见解。在黄州突围一篇，便十分详
尽地从内因外因中讲解苏东坡被贬的原因，余秋雨还十分幽
默地写道：“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
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部成了罪孽的化身。”深刻
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现象。

在这一书中，我领略到了独特的大漠文化，体会到了生态美
的杭州文化，倾听到了走西口时依依不舍的山西歌声，和看
到一只看倦千余年的废井冷眼。这场文化之旅深深地刻在我
的脑海中，带来的是内心深深的震撼之情，让人不禁流泪，
不禁放声悲鸣。天下任何一种礼貌都不能幻想自我长生不灭，
正因如此，才需要这些文化的'旅者去叙述去记录这些消逝的
礼貌，期间之辛苦不言而喻，《文化苦旅》正完美的体现了
文化灭亡后深沉的格调。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
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让我们一齐谈
《文化苦旅》，感受这永恒不变的文化之旅，感受这个天地。

《文化篇第一次拜读余秋雨的作品，便被深深吸引。《文化
苦旅》是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全书的主调是凭
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探索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
悉力去深思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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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了因为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那苦苦的味



道，为这本记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

他用美妙的文字一步步将我们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让我们
思考，让我们深省。在他的笔下，历史是那样的深邃苍凉。

跟随作者走进书中，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
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
石像、壁画依然不言，跟随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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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布满足义的洞窟，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并非外表炫丽，而是一种人性的、深层的蕴藏。

读《文化苦旅》并不是在欣赏山水风景，而是在对历史的沧
桑的一种回顾，叹息和哀伤，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激励。看莫
高窟不是看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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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反问。余秋雨靠着他那独特的思维方
式和写作手法，在《文化苦旅》中对很多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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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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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详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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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文章的心情所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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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反复严
厉拷问历史，其中，出现了许多悲剧事物和悲剧人物，却很
少提及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反思，很少让人感受到其自身
心灵世界的隐秘。或许是当代历史过于敏感，因此不敢越雷
池半步?另外，在《西湖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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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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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提出的简洁问题反而把
状况弄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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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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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唤。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文：涩舌头；最近在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散文集
中的《信客》这篇__在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上学习过。

通过对“信客”这一特殊时期下职业的全方位描写，反映此
职业对人性的考验，侧面烘托百姓众生的人性冷暖，表达信
客这一“苦差事”对城乡联结、情感联系、甚至文化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

村里的老信客，因私自裁下窄窄一条客人的红绸布而受到四
乡八邻的质问与谴责，老信客申辩不清，最终拿起剪红绸的
剪刀直扎向自己的手，再不回村，跑到偏远地区去看坟场度
日。



但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归隐前，老信客找到从上海落魄回来
的年轻人。整整两天，他将附近四野八乡出外谋生人的地址、
路线以及乡下对应各家的门，全都画好路线，交代给了年轻
人。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接班，但听老人讲的这么多、
这么细，他也就不再回绝。最后，老人扬扬手吩咐年轻
人，“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流落在外的
游子，年年月月都在等待着他的脚步声。

而只要他一回村，家里便人头济济，多数只是来看个热闹，
谁家出息了，带来了什么稀罕物品，比较得多了，便会有羡
慕、嫉妒、轻蔑的眼神。

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冒险家的打分，也是对城市的
探寻。传达死讯的事也常有发生。信客听到消息，便匆匆赶
去，自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衣物。来到死者家里，
即便用想了一路的委婉语气通报噩耗，也依然会遭到家属的
憎恨与呵斥，他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都市一间房子，看到发
了财的人与另一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发了财的同乡质问
他什么人，他才叫到：这是你老婆的信！

同乡下不来台，硬说他是私闯民宅的小偷，狠狠打了他两个
耳光，并扭送到巡捕房。乡民们集资将他保出来，问他事由，
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颠沛在外的同
乡蒙受阴影。

终于，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而老信客已经去世，他去他
的坟头烧香。请老人原谅：这条路越老越凶险，我已经支撑
不下去了。后来，货店门口挂出了绿色信箱，私塾也合并成



了小学。信客在大家的推荐下成为了一名地理老师，后升为
校长。他死时，外地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他的墓就筑在老
信客的墓旁，但此时的乡人已经不知道老信客是何人，与这
位校长什么关系。

为了看着顺心，人们也罢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任何
职业都有存在意义，都有相应的责任与付出。但现如今，已
经很少有像“信差”这样发挥着巨大意义的同时，付出与回
报严重倾斜，完全靠良心与责任感来支撑的职业。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其实很脆弱，建立起来难，崩塌很容易。但好在现
代人多了理性与判断力，不会如此偏激就否定一个人的价值。

多积德行善。无论世道再功利，人心再复杂，以善相待，多
为别人考虑，也许有时会吃得眼前亏，但却赚得问心无愧。
体谅每个职业的付出，也理解与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日常生活中，少麻烦别人一点，别当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读完此书，除了通过不同故事受到不同的启发之外，其次的
享受是在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那个时代的山水风物、村庄
风貌、乡土民俗等带给人的体验。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了大
半个中国。旅行结束，本应沉醉于祖国的壮美山河、悠久历
史和绚烂文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沉醉，心头莫名地涌出
一种苦涩的感觉。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
不知其义，起初认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这实
在过于稚嫩的理解。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实为
苦。曾感慨:“文人好像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我以为，
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宝。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
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思考，全部融在这苦
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假如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留
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一
个缩影。历史从古代走到今日，还要连续走下去。历史的足
迹却成了很多人一生的执著追求。历史的魅力便在于它的足
迹总是隐蔽在山水之间，难于查找。所以没有博大的历史情
怀，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人是永久不会找到这些无价之宝的'。
无疑，余秋雨教授是“探宝”的成功者，他的收获便是这本
《文化苦旅》。《文化苦旅》带领着我在历史长河中漫游。
我们面前出现曾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的一幕威猛雄壮的活剧，
一个个伟在大的人物出现了，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
良知和高尚的人格，但他们中的多数还是逃脱不掉那悲剧性
的结局。我的心被打碎了!但这破裂的心却真的读懂了中国文
化。当莫高窟出土了大批极具研究价值的敦煌文物时，人们
在为历史喝彩。然而历史却上演了一幕极其荒诞的闹剧，让
外国人大摇大摆地将一本本一箱箱的宝贵文物搬到了他们的
博物馆里。或许历史是要故意磨砺一下那些过于执著的历史
学家们，让他们只能凭借外国博物馆供应的微缩胶卷来研究
生长在中国的敦煌学。啼笑皆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问历
史，这种磨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当然，这部历史更多地留给
我的是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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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人的一
生也是一段历史。人生之路是弯弯曲曲;回头看一眼留下的足
迹，自豪的同时难免感到一丝惆怅。因为无论你拥有多么辉
煌的成功，却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在山水之间跋涉
是为了录求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我们在生活中跋涉则是
为了录求人生的真谛。

读过《文化苦旅》，留下了苦涩后的回味;那么度过漫长人生
后，我们又将留下什么呢?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来自新华文轩网上书店的网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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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读《文化苦
旅》获得的最剧烈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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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初读《文化苦旅》，只觉作者的细腻的笔触将我带入了那些
各异的景色之中：敦煌莫高窟，三峡，洞庭湖，天柱山，西
湖……但他又不只是单单记录景色这么简单而已，内里有着
许多对过往人们故事的描写，使得旅程中似乎又融入了一丝
丝的沉重与思索。

也许是人生的经历让作者深感苍老，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人
生沧桑感。”坐着的心思或许正是古时文人的心思，都会在
如画的景色面前大发感慨。当自己的回忆与经历与某地的自
然、文化、人情相融合式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

而同时，国庆长假的各个景点令人望而兴叹的拥挤，一片片
山林因旅游开发而失了自己本真模样，尽管有许多的人前去
游玩，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游历的似乎并不是自然的
潇洒，而是人潮的壮观了。真正的欣赏不是这样的。

古时文人墨客的游历总是伴随着诗词文化的欣赏，他们只微
微伫立，便有了联贯千年的力量。这力量只由少少的方块字
组成，却能穿透时光，使人文的力量注入大地之中。这种微
妙的力量是只有在远离尘嚣的宁和境地中才能真切感受到的。
山水千万年间不曾改变过，如今的我们也应只用与古人同样
的眼光打量世界，而非改变它们的面貌。

听自然之声，感受古风古韵。

赏美景如画，回味人文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