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 文化苦旅读后感
(大全10篇)

学习心得是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记
忆、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知识。通过阅读这些教学反思范文，
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教师在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一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是
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读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苦旅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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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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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二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着，走出了往昔散文的靡
靡之音，以一种大手法书写历史、感悟人生，重点突出
对“人”的思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苦旅》读
书感1000字范文，可供大家阅读参考！

我爱喝茶，尤其是浓茶。碧绿的水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倘
若你一口把它喝下，你一定回叫苦不迭。茶，只有慢慢去品
位。初入口也许会感到苦，但细细噙入，仿佛一股细流淌过，
一股甘甜清香自腹中升起直冲脑门，那舒服惬意只有身临其
境才能体到。越咀嚼越有味，读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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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得作者笔下的文章能够
吞吐千年，博通古今而显得游刃有余?是一种阅历，一种修养。
就是这种阅历和修养造就了《文化苦旅》的那种独具风格的
艺术特色。对于读者来说，欣赏余秋雨的美文在很大程度上
留给读者本身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文化省思的自由空间。

这书里写的，不仅有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还有漂泊一生的落
魄文人;不仅有空守着古老文化遗产的范钦的后代们，还有淳
朴善良但又愚昧无知地剥夺美的人;不仅有莫高窟的玄秘与圣
洁，还有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不仅有江南的秀美与娇艳，还
有庙宇的悠远与深沉。这些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
侧面，令人为之汗颜。

余秋雨是怀着侠士般的情怀和心胸去旅行，孤独地在敦煌、



阳关、柳祠、三峡、西湖、天一阁……在江边、在大漠、在
高山上行走，在历史的脉博上行走，在责任与道德的正中心
行走。带我们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又不忘将中国
的历史文化揉入其中，呈现给我们的`除了令人痴迷的风景，
令人好奇的人文现象，还使读者对文化产生某种反思，在此
同时读者的精神也得到了洗礼。

大概，每一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需要一些历史事件才
能得以丰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古迹，陈年的石头和木
块也才能深深的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而文人的作
用，也就是把古迹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类精神感悟出来。
因此，文人也是丰富历史古迹的内涵的要素。对于这余秋雨
做到了。

人的一生是一段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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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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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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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的感叹，也是对读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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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文化苦旅》就是面前的一杯浓茶，入口时苦涩，但苦
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解，
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三

《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先生的`足迹遍布全球。然而，立中
国越远，思它、念它就越多，看得也越明白。走遍天下，所
谓祖国，无怪乎《文化苦旅》是如此直击人心，如此惊心动
魄。

长歌当哭，献予中国。

以歌呼唤，献予国人。

其实我喜欢《文化苦旅》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我钦佩那位作者
与知道那是一本好书，更多的是它带给我的还有高中的回
忆——一个傻乎乎又很爱较劲的小女孩。

它对我的意义就像是人生的一个“逗号”，看完合上书的那
一刻我明白，这是一个过程的暂停和转向另一个过程的开始。

苏东坡终于从泥沼中爬出来了，尽管肮脏，精神却是干净的。
他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真诚地自省，“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
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
名声。”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正的苏东坡，他“成熟于一场
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
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之后他的诗文，也宛如那被打磨了无数次的美玉，温润、厚
重、大气、古朴，成就了一代经典。我想，这样的苏东坡，
才是我们后世所敬仰的。他并不完全干净，他身上还带着沼
泽中的污浊，但他在苦难中脱胎换骨，抛却了锐气与轻浮，
不理会周遭的喧闹，不在意他人的指点，真诚而洒脱，淡漠
而从容。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四

读书就像品茶，看着干枯的茶叶，在开水的浸泡中翻转沉浮，
最终舒展开来，茶香四溢。轻轻地端起水杯，抿一小口，入
口微苦，细细品味，却回味无穷。

——题记

身为一介文人的余秋雨先生或许已厌烦世间繁华，所以他踏
上了这趟“文化苦旅”。在他褪色的青衫里，历史的神秘感
更加浓厚了。

来到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
的生命。看到那惊为天人的壁画，很难想象那是经过了多少
个王朝的共同守护。其中唐朝的壁画最为最经典，情景也最
为欢乐。在历史长河中，唐朝永远是那颗璀璨的明珠，到了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没有太多东西能让人记住，这是文化
的辉煌与寂寞。陈寅恪先生曾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
伤心史也”，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
和缩影。那些不懂得珍惜文化的人终究会遭到别人的唾弃，
但文化却也在这无声的寂寞中消失了，只剩些许断壁残垣。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流传至今，走到阳关后，看到当年
文化的巅峰变成眼前的荒凉：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
如浪。阳关终成废墟！这时，“劝”的不再是“君”，是淡
忘中华文化的人；“尽”的不再是“一杯酒”，是对中华文
化的爱与怜悯；“无”的不再是“故人”，而是这千年的文
明！看透了向往巅峰，向往高度，结果巅峰只是一块刚能立
足的狭地，居高临下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讽。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万众瞩目，可真正得到后却发
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余秋雨先生似乎很早就明白这一点，
因此他脱离世俗的生活，开启了自己的旅程。《文化苦旅》



联通了虚幻与现实，古代与现代，情感与文字，在千年的叹
息中讲述文化故事。就这样，我跟随他的文笔一路走过，一
路收获。

茶，历久弥香，因为其散发的是岁月的味道和风雨的气息；
文化，历久弥珍，因为其彰显的是民族的灵魂和人文的力量。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五

自从武陵人无意中寻得世外桃源，每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一
个桃源――一个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幸福国度。困顿
于凡尘俗世间的纷纷扰扰，心中的桃源在一次次踌躇间离我
远去，却又一次一次在梦里徘徊，在浅唱低吟间踯躅。

近了，我的桃源！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六

每每合上这本书，我的心里总是有一抹酸涩的、似曾相识的
恍惚的`感觉，挥之不去。这是被作者那种怀揣天下、悲天悯
人的胸怀在抑郁中膨胀的情感所感染，夹杂着难以名状的无
奈。

就拿给我印象最深得《道士塔》来说吧。

我感伤于作者所见的这座道士塔——“什么也没有了，唐代
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静白”;感伤于王道士的
彻骨的麻木——贪图蝇头小利而将民族利益全然弃置不顾;也
感伤于“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
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
前。”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物质上的，精神上的。

就是在这座破败的塔前，就是在这座写满了屈辱的历史的塔
前，终于有一个人用心去走过。作为一个爱国文人，没有什



么比卖国求荣更被他厌恶的了。在这身心俱痛的苦旅中，他
用笔者杆枪，把热血洒在纸上。

正是因为读过这些文章的沉重，叫我很难有办法把阅读坚持
下去。猛然间发现，我从这本书里隐隐看到了柏杨先生的
《丑陋的中国人》的影子，并不是说作者相互抄袭，而是对
于中华民族的爱恨交织的感情都贯穿在他们的文章中。这个
沉重的话题我们似乎已经说得太久，有些乏了。

中国的江山好的一塌糊涂——有白色浪滩、贝壳拥挤的“天
涯、海角”，有像调色盘中那样深蓝的九寨沟的水，有浓郁
着古老祥和的气息的平遥古城……这些只是我所走过的地方
罢了，我知道我的足迹还没有遍及到祖国更好的土地上。真
心希望，作者和我的奢望能变为现实，也让今后的旅行成为
纯粹的游山玩水，别再布满如此多的惹人心伤的苦难。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七

信客是一个非常“苦”的职业，不仅身体“苦”，更是心
灵“苦”。

信客精神是为他人着想的，老信客受到外界的质疑后决定不
当信客。他首先做的不是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而是尽快找
到继承人，好让村子再与外界联系，这种精神在当今是十分
匮乏的，有的人在地铁上独占几个座位，有的人这样篮球场
上还不允许别人参与……从今天起，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
把别人的感受当做自己的感受，把自己所拥有的当做别人所
拥有的。

信客精神是侠义的。宋达在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或对国家不
利的事都拔刀相助，毫不退缩。当今社会同样缺少这样的人，
有的人因害怕得罪别人，视而不见，有的人甚至加入反派，
并从中谋取利益……从今天起，做一个侠义的人，把别人的
事当做自己的事，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



这篇文章不止赞美了信客精神，还讽刺了人们多疑的性格，
以及人云亦云的恶习。要是没有这些人作怪，老信客就不会
失去工作。这就体现了当时单向信任的现状，老信客信任叶
渡，但全村人都不信任他，对此，我们只能叹息老信客的不
幸。从今天起，做一个能信任别人的人，宁可天下人负我，
我不负天下人。

引用海子的诗歌名句，串起全篇；三段论式行文，利落清晰。
用他人的故事，滋养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读书的意义之一。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八

我拿到的《文化苦旅》是牛皮纸的封面，书内的纸张泛着青
黄。我不知这样安排是否刻意，只是当我翻开它的时候，不
禁莞尔：它，与余秋雨悟自命的“漂泊旅程”倒真是十分相
衬。

读它的时候，我也正在旅途中，同样怀了一份“旅”的心情，
只不过，我的这段旅程要舒适安逸得多。合上它的时候，我
仍在旅途。坐在一辆稍有些颠簸的大巴车上，轻轻抚过牛皮
封面上四个工整却厚重的黑色大字，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我
想，我和悟一同，作了一次漂泊，只不过，我，漂泊在墨迹
里。

悟写过的山很多，我却偏偏记住了一座沙山。那座依傍着月
牙泉的，鸣沙山。闭眼，是大漠一望无际的黄沙。可当我睁
开双眼，看到的却是那几座连绵的.沙山。松软，缓缓滑动的
细沙，时而随风高旋，时而沉默于脚下。血色残阳，金黄戈
壁，美不胜收。

这一路，虽然我仅将手指覆于书页上的墨迹，却分明感到自
己和悟一起爬了这沙山。我仿佛可以感受到脚下所踩的沙地
的起伏和柔软，感觉到下陷的沙粒流动的触感。我心中的那
份急躁，竟是由“不能迅速登顶”而生。所生一双健康善于



爬山的腿，却奈何不了这眼前的鸣沙山，换了谁，都难免有
些急躁。但悟教会了我怎样心平气和怎样忍耐与坚持。慢慢
地，一点一点向沙山的山顶靠近。站在山顶俯瞰月牙泉的那
刻，我只想抬头与悟相视一笑。

那明晃晃的月牙泉对我的诱惑不比悟小，于是“哧溜、哧
溜”的几步，又一次来到山底。顺顺当当地，没有前仆，没
有后仰。

突然被自己的会心一笑惊醒，回想脑海中的那座沙山，金灿
灿，明晃晃，熠熠生辉。

人们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溶洞；悟说，此洞要么不进，进去
便是半个诗人。

有水声，或许是千百年前的水？有叫声，或许是千百年前古
老生物的后代？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当我的手抚过一行
行墨迹的时候，我仿佛正抚过一扇石幔，那上边嵌着海螺贝
壳，还有古老的珊瑚，在我心底重重一击。那一瞬，沧海变
桑田。

我是追随悟的脚步进入这个洞的。这个洞，在我眼前是那么
神秘，却又那么沧桑。人类的祖先曾出现在这里，他们举着
明明灭灭的火把，如电影片段快速在我的眼前回放闪过。历
史磕磕绊绊，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个洞似乎就是它的眼，漆
黑深邃，却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亲切感，静静地看着如今的
人们，给这沉寂了千年的洞穴，再一次带来人的生气与新鲜
的脚印。

它的名字，是白莲洞。

西湖，是一个太老太老的话题。世人皆宠的西湖，总一次又
一次被提起。尽管已去过多次，岸边的石板石砖，细小的土
粒，以至柳树干上有个特殊的纹路我都记得清晰。但再次看



到悟写这个题目，一时竟有了初次邂逅时的心动感觉。西湖
很厚重，的确，就像悟说的，它积淀了太多的朝代。跟着悟，
从未触碰过西湖水的我，终于触到了。它细细地从我的指缝
间穿过。我跟着悟，从宋代胜迹游到清代遗宅，恍惚着穿越
了四个朝代，谁能在此刻告诉我历史的真谛？怕是，谁都道
不清吧。

在这西湖畔，我看到一位位文豪、诗人、才女、隐士从这里
经过，还有两段神话般唯美的爱情故事。猛然抬头，我看到
悟定定在湖岸迎风而立，若有所思。

眼前那被薄纱蒙了许久的西湖终于除去了迷茫，断桥无言，
荷群无言，碧水无言，可我，却什么都听见了。

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触碰着青黄纸张上的墨迹，我想，
我是作了一次漂泊的。在墨迹中，跟着悟从荒凉大漠，行至
温婉华中，再到精致的江南。一路颠簸，一场苦旅。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九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书描写了祖国
各地浓郁的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美丽的自然风景，通过
小小的字体来展现深刻的文化的浓厚的风韵。

我拿这这本书，心中涌起无数的感慨，文化苦旅苦在何处呢？
是旅行的苦吗，是对文化细细品位而产生的苦吗，我想这都
有吧。整个书都是作者在旅行中对苦难历史文化的深思，穿
越空间，穿越时间，在思考之中旅行，在体会中旅行。从古
代到现代，从风土到人情，缓缓的流入到书中，跨越了时空
和空间的界限，通过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一行行精彩的文字。
描写了这苦难的民族的苦难历史，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

最令人难忘的怕是这个悲剧的人物了，余秋雨在《信客》这
篇里道出了信客充满艰辛的一生，他是一个真正的默默的为



人们奉献自己一生的人。在当时通信极端落后的时代，信客
是唯一连通这个小乡村与外面世界渠道，就是这个小小的通
道联系多少期待的心，联系多少漂泊的心。他在走南闯北的
信客生涯中，遇到多少难言的辛酸，吃最差的饭，坐最差的
车箱，甚至用自己的双脚跋涉千里。作信客这个特殊的行业，
人们既需要他，又防备着他，使他倍感人生的无奈。他在作
信客时，不忘同虚假与丑恶做斗争，同时又以一颗宽怀博大
的心原谅他人，他的艰辛赢得人们对他的尊敬。学校需要老
师时，他又去了，他以自己的巨大的人格魅力，使一批又一
批的学生走进知识的殿堂。而他自己呢？终身一人，同时因
做信客而得的疾病摧毁了他的身体，我们在他的艰辛中看到
他的伟大。他是我们民族的缩影，我们不是有众多人们默默
的日以继夜的劳动，为着他人无怨无悔。

还有《都江堰》，作者高度赞扬了她的历史作用，认为只有
她才是真正的造福于这个民族的伟大工程。作者通过她与长
城比较，长城、只是这个苦难的民族给地球留下人类意志力
的标志，留下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悲伤的传说，留下千万个支
离破碎的家庭，而都江堰呢，给人们带来的是潺潺的流水，
滋养这博大的.土地，造福于人民。正是这寂寞的堰，这脉脉
的流水，日日夜夜的书写着这真正的历史。通篇文章以波澜
不惊的平静谈论着这苦难的民族近千年的大起大落，赞扬了
真正造福人类的工程和造福于人类的人。

从个人到社会，从古代到现代，一个又一个曲折宏大艰辛的
片段，构成丰富多彩的文化，它是苦的也是幸福的。历尽沧
桑也许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是一个造就伟大和美丽的可
歌可泣的过程。

读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十

近日有幸拜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一书。初读此书，
我便怀揣着对先生笔下文字的敬仰匍匐于先生笔下的文化苦
旅一程，再拜读，却深感品读此书毋需深厚的知识基座，亦



能在步履中品出苦涩后的回味，心生焦灼后的会心。

《文化苦旅》一书大体分为四部分，从先生的如梦起点出发，
继而透过纸墨缠绕于先生的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乃至人生之
旅中，抒写了一个儒者的家国情怀以及其独特的文化眼光和
文化尊严。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的
提问，先生回答“没有两者，路即是书”。先生辞去一身职
务，在山河中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着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
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写道“大地无言，只要有一二个有悟性的
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
出。”沿着先生的行迹，我不断触及着先生那被奔泻的文化
内涵所裹卷的吞吐千年。坦然将塔内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
幅绘画作为与殖民者交易的筹码的王圆箓，揣着作为回报的
区区三十英镑，沾沾自喜！闻及此事，秋雨先生发出：“我
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儒者一叹。
我想抽离这沙漠，却发现双脚囿于这家仇国恨的悲痛中。抬
头看着这凄艳的晚霞，这儿，正因为一个缺乏文化眼光的道
士，使得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使得这猛然出现的民
族自信的一刻又沉陷下去。

当步履中飘扬的家国情怀仍回荡于流放英灵的宁古塔，令人
扼腕叹息的莫高窟，直视着废井冷眼时，先生笔下的文字已
将我带到巴金百岁寿辰。余秋雨先生认为：杰出作家的长寿，
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回暖。
因此，在巴金先生经历了文革的惨痛波及和“棍子组织”散
败，从者对其的蜂拥夸赞后，秋雨先生感慨道：“上海缺少
的，往往是让海内外一亮的文化尊严。”读来如是，巴金先
生的文化尊严来源于思考，来源于安静，安静中亦瞻仰着并
不陡峭的高度。

读《文化苦旅》，领略秋雨先生“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
能年轻”的儒者英气；默叹且行且倾吐的家国情怀和深刻的



文化之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幸漫步秋雨先生的行迹，且行且喜，
且行且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