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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10篇)

学习心得是我们对自己学习成果的评估和反馈，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提升自己。接下来是一些学习达人的心得体会，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文化苦旅》是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
的文化散文集。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
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
成。他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察力
去深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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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历史是沉默而寂静的，它无言，用沉默傲视人间，傲
视人间的斗转星移，王朝更迭。它任凭人们在他身上居心叵
测的涂抹着，不屑与何人争辩。“大音稀声，大象无形”，
它沉默不是因为他懦弱，它的力量足以拖垮无数的霸业，再
强的盛世在他眼中也不过昙花一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是对他最好的形容。力拔
山河的项羽能怎样，羽扇纶巾的周瑜能怎样，立马橫刀的张
飞又能怎样，历史的一个转身就让他们灰飞烟灭，终成一抔
黄土。只有历史以真正的王者身份永存，跨越了空间，穿越
了时间，创立下独属于它的基业。

可不幸的是，每当翻开厚厚的历史书，总会被荡起的浓浓灰
尘迷住了双眼。

小时，曾相信历史，相信史官笔下那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人物，



后来才渐渐懂得，所谓历史不过是人之历史，变成了一些人
为了取悦另一些人的工具。那一幕幕，一场场，涤荡着对与
错、善与恶的史实也只是阴谋家的说辞。在历史之流中，永
没有善恶，存在的只是解释。浩瀚五千年留下的文明，在一
次次删改中扭曲了原来的模样，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梗概。
善恶、对错有时并非由什么定义，而区别它们的往往却是胜
败强弱。一切正如尼采所言“历史没有正义，只有利益”，
在无穷的利益的驱使下，历史也沦落成为了工具。追溯过去，
不知有多少人在历史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他们被历史所遗忘，
被历史所判定，更可悲的是判定他们功过是非的是那些别有
用心之人。若他们地下有知，会不会发出一声长叹，叹息这
民族的哀魂。我无力扭转历史的沧桑，更无能评判一个民族
的优劣。我只知道，有太多的人未能瞑目，却又匆匆流逝于
涛涛的历史洪流之中。

然而，我相信，某些史官一杆竹管笔涂划的文字，哪怕能镌
刻山河，能雕镂人心，却又怎能羁绊住历史的脚步，它放肆
奔腾，横无际涯，一纸丹书又怎能成为它的囚笼；我相信，
总有一天它能突破黑暗重回光明，让世人重新去评判它，还
它一坦荡荡的模样。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书籍是我们生活的导航，它教会我们去尊重他人也尊重自我，
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然而读《文化苦旅》，当茶余饭后
咀嚼着其中优美的文字，欣赏古代历史人物的零碎故事，都
能让人有所感、有所动。

然而读《文化苦旅》，让人变得深沉达观。

任何物体都有承载它的器皿，唯有知识无垠无度。文化的承
载，不只是书籍，就像余秋雨所言，历史文化的沧桑，散布
于历史的古迹中，需要人慢慢去探索、挖掘。托尔斯泰曾坦
言：梦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恰恰罗素·罗兰又说：“智



慧，友谊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倘若没有钥匙，如何打开智
慧之门，又何谈放射光芒?文化苦旅这本书，昭示古代历史，
人类告别愚昧混沌，从事文化探寻的历程与辛酸。文化，看
似平凡，实际上是人们心灵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优秀文化，
智慧相结合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沉溺纸醉金迷
的世界，让我们远离了文化的正面熏陶。读《文化苦旅》，
不但能改变人的气质，还能使人树立更为健康人生观度。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辜负苍天赋予的生命，成为沧海中不
可缺少的一粟。这对于人生的回答，对于国家的培养，对于
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对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读《文化苦旅》，是一种陶冶，是一种享受。

《文化苦旅》让我体会”怦然心跳“的共鸣，有一种“莫名
感动”;《文化苦旅》让我进行自我审视，也曾感叹人生百态。
我只愿心境伴书平和而宁静，灵魂伴书纯洁而超然。有时候
读书不是一种消遣，而是提高自我的学识，开阔自我的眼界，
聆受文化的熏陶，畅想无暇的梦想。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
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
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
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
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
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
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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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
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
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



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
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
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
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
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
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
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因此，他的文章，
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
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
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
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
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
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
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
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
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
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
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
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
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
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
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
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因为，只
有能真正认清历史风云的人才能在顺应历史车轮的基础上印
出自己的车辙印。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
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
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



遗憾的。”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
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

在这儿，已超过了时空的限制，它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正如
在茫茫沙漠中旅行。它更是一次历史的漫游，一次文化的苦
旅，是对那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的默认。读它，让我受到了
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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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一枝柳条，折一只桃枝。品一杯清茶，看一本好书。

走进余秋雨，走进《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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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文化苦旅》是一本文字优美却又言之有物的书。这本书让
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带我穿越时空，领略唐宋元明清的历史。
本书写的是中国名处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可按以说是一
本游记;而在其中又记录了许多史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史记;而
全书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诗情画意，又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很
不错的散文集。

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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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
的辛酸。苦苦的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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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成了一篇篇绝妙的文章。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
我不禁严肃起来。像一个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自己不
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不得不走向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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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静静看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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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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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与甜本是一家，先苦后天，才知甜滋味。正如余秋雨把书
名取作《文化苦旅》!但苦中处处有希望的曙光。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近段时间虽然比较忙，但我还是做了一件我认为最有意思的
事情。我把余秋雨教授写的《文化苦旅》大致看了一遍。

范钦曾经顶撞过拥有巨大权势的皇亲国戚，而因次遭到仗打
这样的重刑，还进过监狱。但他豪不畏惧，始终毫不顾惜坚
持自己的信仰，相信真理。最后谁都奈何不了他，这就是一
个古代藏书家，一个真正称职的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常
人的强健的职业道德品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这些教师，有哪一
个能像范钦那样监守正义，监守自己的岗位。或许有但也是
极少数的。我不是故意要借古代成功人氏来讽刺现代人，但
是我还是要批判我们不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读
书的人们，我们早就应该反省一下了。对我们来说范钦的意
志力乍看之下，显得不近人情，然而我们的毅力呢?可以说连
他的二分之一都没有。我们读书，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
办呢?学成之后又为了什么呢?等等这些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
去深思。

继续往下说，时间的流逝，光阴的短暂，80岁高龄的范钦中



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连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要监守岗位。
他将自己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份是他监守一生的藏书楼，
另外一份是一张万两银票。他让他的两个孩子去选择自己想
要拿的一份。

还有那些可恶致极的贪官污吏，他们丝毫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简直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在世界上比狗都不如。范钦好比是天
使，而这些贪官，滥用职权的人就是恶魔，总有一天这些恶
魔，会被天上的那些像范钦这样的天使给带去，进化那肮脏
的心的。

《文化苦旅》使我对读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读书人
读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这样读书人才是读书人。

而且我们所学的文化有多少是古人用自己一身的心血换来的
啊，文化的保留是艰难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自不意
的文化，不虚度光阴，真正的领悟中华民族的优异文化，并
且发扬古人身上的良知和意志力，坚决不做学成之后，而忘
本的人，也不做半途因为挫折和困难而放弃学业的人。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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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张掖的名称也是有说法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
汉武帝下令拆分酒泉郡，设立张掖郡，希望“断匈奴之臂，
张中国之掖”。可见，张掖诞生之初，就肩负重任，被寄予
厚望。



张掖在汉匈战争中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祁连山中部
有一个山口，叫扁都口，海拔3500多米，扼守蒙古与青藏高
原交通的要道（祁连山的垭口）。而张掖正好位于扁都口以
北，占领这里就能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东西向来看，想出
阳关、玉门关通西域，张掖也是必经之地。

原计划此次出行是只想前往七彩丹霞景区，机缘巧合下也前
往了平山湖大峡谷，从地理地质的角度而言，这两个地方确
实可全权代表中国北方丹霞地貌，甚至在世界丹霞地貌上也
有一席之地，七彩丹霞景区在20年冬天刚刚被评为5a景区，
同时也归录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其影响力愈渐增大，平山
湖大峡谷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交界处，
之前因为高速公路没有建设，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今年春，
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基础建设也进一步改善，其知名度也在
增加，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比肩张家界、媲美美国科
罗拉多大峡谷、丝绸之路新发现”，亿万年的风雨沧桑，大
自然神奇造化，使得这里峡谷幽深，峰林奇特。

平山湖大峡谷海拔高度约1500至2550米，其地质构造属于红
层地貌，也就是丹霞地貌，即发育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
第三纪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峡谷以流水沟壑为基本特征，
山势低且平缓，以沙石山为背景。和张掖的七彩丹霞不同的
是，平山湖大峡谷更多的是典型的西北风光，苍凉萧瑟，在
峡谷中一路行走一路感受，不知不觉就会让你想起庄子
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次次前往，一次次出发，在游
历于山水之间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胸襟、视野视乎也在一次
次变得开阔、明朗起来。

随后，驱车前往七彩丹霞景区，在来之前，关于七彩丹霞的
美景已经关注了许多，多到近乎有些腻了，甚至想直接前往
敦煌，但当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被震撼到了。作为地
理人，错过确实可惜。

它表现的视乎更多的是南方水乡多彩景色，很难想到自己置



身于荒凉大漠之中。它是中国发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是丹霞地貌中的精品。你会看到七彩峡、七
彩大扇贝、七彩练、火海、刀山等奇妙景观，层理交错、色
彩斑斓，十分绚丽。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
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
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
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
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
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
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
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
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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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
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
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
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
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
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



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
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
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
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文化苦旅读书心得体会篇十

是的，透过《文化苦旅》，我了解身为一个中国文人的自尊、
自卑、自怜，对一些不可挽回的沦丧、记忆，对历史中的苦
难，对文化在未来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惟有明白过去，明白
一切的弊病，才可以用澄明的心去接受那坦然而透彻的生命！

余秋雨说“一提起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我也时常在青春
年华的岁月中，体悟到苍老的悲凉，却隐隐透着静谧，当我
们的心头上的年龄互相矛盾时，不妨去走走吧！

即使现今的我无法背负历史的重担、文化的苦旅，我却可以
用一种千年的文字，去看看漂泊者对中国文化的叩问与辩证，
看看生命在劫难后的停驻与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