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美读后感(模板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谈美读后感篇一

“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情”，这是朱光潜
先生为人的准则，也是《谈美》一书最基本的观点。书中这
样比喻，当你走在一条河流的两岸，如果你在河岸的这边，
你就会发现对岸的景色比这边的美，而当你走到了河的对岸
时，你又会发现对岸的景色又要比这边的美。对此，朱光潜
这样说道：你在河的这边，对岸对于你来说是孤立的，你在
欣赏它的时候是不受它的羁绊的，而这边的景色却因为你身
处其中，为其所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生活中的万事万
物，俗世中的我们总抱着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心态，将
它当做自己的垫脚石。须知唯有独立绝缘地看待事和物，
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欣赏，方能体察其美，若怀实用
性目的，则心态已失。佛家经典《心经》的前三个字就
是“观自在”，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跳出自我，就是
美的获得。

全书也是以此为目的，把其中经历的各种过程、形态呈现在
我们面前。作者第一封信中所举的古松的例子，就是如此。
庭院中的一棵古松，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即
以一种实用者的角度，如木匠；以科学家的客观角度，如植
物学家；另一种则是以美学家的角度去观察。在三种不同的
角度中，实用家想的是如何才能把这棵古松做成精美的家具，
或者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而科学家所想的则是这棵古松的



年龄、属类等，这两者都在无意间把外在的意向同自己的'行
业、学识等联系起来，都把古松当做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
和它有联系的各种事物上去；但是美学家则是把古松独立于
自我之外，从第三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以直觉去体味。

如果把这种美学经验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
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这也是作者通过本书向我们传递的思想
方法。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风平浪静，特别是我们这些
涉世未深的“初学者”，总免不了遭受挫折、困顿，前方的
路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雾。但如果此时你能以一种美
学的态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这分生活、这种状态，恰如一剂
清凉剂，你就会发现一种全新的角度、全新的境界，把自己
从生活中孤立出去，以第三人的角度体察生活，欣赏生活，
因为只有如此，你才能不受实际的切身利害的牵绊，就能安
闲自在地玩味另一种生活，并从中得到美感。

举目凝神，我仿佛看见朱先生透过这茫茫的红尘俗世蹙起双
眉、栏杆拍遍。

最后，以阿尔卑斯山上路牌写给游人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
就是：

“慢慢走，欣赏啊！”

谈美读后感篇二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书简》中曾举过一个例子：对于园里那
一棵古松，在木材商、植物学家和画家眼里，却是三种不同
的东西――在木材商看来，它不过是一棵做某事价值多少钱
的木料;在植物学家眼里，它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
季常青的显花植物;然而画家却认为它是一棵青翠挺立的古树。
接下来三个人的反应态度也不全都――木材商在心里盘算它
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考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植物学
家立刻就会想到要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留意它和其他松



树的异点，思考它何以活得这样老;而画家却只是在聚精会神
地欣赏它的青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
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我赞同三者眼中对古松的.不同状态和不同定位，我更推崇把
三者的视角进行综合，更多方位、更多角度地去端详、去构
思、去塑造眼前的事物。就如我们作为老师，可以如植物学
家一般依据同学的生活环境、学习现状等去推断同学的优势
与不足，分析其成因;如画家般去感受同学的共性、体会同学
的品行和趣味、挖掘同学不被他人察觉的闪光点;如木材商那
样规划同学的前途、思忖同学的进展方向、培育目标。那样，
不同的同学才真正地在老师的眼中鲜活起来、立体起来。我
们在进行训练教学的同时，才能真正地本着关爱同学的原则
开展与实施。

就如，有的老师能针对不同同学的优势或特长，支配相对应
的工作，使得同学不断地树立自信念，转而在其他方面也有
座提高。又如：我们在教学活动的设计过程中，要尽量多的
赐予同学尝试、熬炼、争论、沟通等活动，让同学从不同的
活动中展现自己，让老师全方位地了解同学，发觉同学多样
的美;再针对同学的特点，也可以量身定做地支配一些学习活
动，使同学更乐观地参加学习，获得更多的学习方法。在我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曾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师生合作示范：仅
在语言上进行沟通;在绘画方面进行合作;综合语言沟通与绘
画合作等等。不论哪一种形式，同学在参加老师示范的过程
中，都能乐观开动脑筋，主动思维，大胆地发表着自己的见
解与想法。很多想法由于同学间的差异，会形成老师也想不
到的奇思妙想，从而迸发与碰撞出更精妙的思维的火花，同
学们的共性因此而得到张扬，同学的生命在老师的呵护与培
育中得到进展。

师生的共同示范中，同学亦在老师的协作下，乐于多方面、
多角度地思维;在老师的鼓舞下，更投入地更专注地进行创作
与表现，使得美术课堂中的示范环节也成为了提高同学生命



的质量，满意同学心智成长需要，促进同学生命价值体现的
一个良好途径。

谈美读后感篇三

朱光潜早年学过中文，读过教育学、心理学，当过中学教员，
然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在《谈美书简》的第一篇中写道：解
放前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东奔西窜，学了一些对美学用处不大
的学科。……学过英、意、德、法几个流派的符号逻
辑，……费过不少精力研究过变态心理学和精神病治
疗，……读过不少佛典，认真研读过“成唯识论”，还看了
一些医学和谈碑帖的书，可谓够“杂”了。……认真地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陆游说：“功夫在诗外”，我想朱光潜的.美学成就与他学
得“杂”，学贯中西是分不开的，应该对我们做其他的学问
有所启发。

谈美读后感篇四

今天终于好好看了朱光潜先生的《谈美》，对自己的有很多
的启迪和明悟！中学时看过这本书，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只
有第一部分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然而如今重新听一遍
朗读版，心里收获感觉颇多。心理学和美学真的很值得我们
每个人好好学习和领会的！这对提高我们对生活的认知和体
验会更深，更有智慧！

朱光潜把自己写于1932年的《谈美》称为“通俗叙述”《文
艺心理学》的“缩写本”。《文艺心理学》我是还没有读过，
但是这本小书的确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著作，在我曾经
读过的书库当中很难有一本可以与她相媲美，因为朱光潜先
生把枯燥、复杂的理论变得平易近人了。

《谈美》全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她就像一个耐心的长



者又像一个亲切的朋友在与你交谈。读罢此书恍然大悟：美
学也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东西。

以下概括《谈美》各个章节的大意——

《开场话》开门见山地表述了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何在。医
治社会腐浊、人心俗不可耐的良药是“无所为而为”的艺术
活动，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作者用
明白晓畅的话语使读者体验“美感”，然后再以“美感”的
态度推广到人生世相的方面去。

《一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
感的》由木商、植物学家、画家三人对一棵古松的三种不同
态度得出结论：个人所见事物的形象是个人性格和情趣的返
照，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木商的实用的态度偏重利害、
意志，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偏重事物的关系、抽象思考，
画家的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
绝缘。因此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
最有价值的一面，艺术作品可以流芳百世。

《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推而广之，美
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存在一种适当的距离。道德是实际人
生的规范；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它本来是弥补人
生和自然缺陷的。

《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把我的
感觉误认为在物的属性，把无生气的东西看成有生气的东西
叫作“移情作用”，也叫“宇宙的人情化”。所谓美感经验，
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复回
流而已。人不但移情于物，而且极易模仿物的形象。

《四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
享乐主义的美学错误地将“快感”等同于“美感”，“快



感”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美感”的态度不带意志，所以
不带占有欲。作者把弗洛伊德派心理学也纳入享乐主
义。“美感”过后伴随着“快感”。

《五“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美感与联想》联想是
以旧经验诠释新经验，大多数情况下是散漫飘忽、偶然的。
美感源于某事物能唤起甜美的联想，但是联想所伴的快感不
是美感。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

《六“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考证、
批评都不是欣赏（美感），但欣赏却要有考据学、批评学作
基础。

《七“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美是外物、人心婚
媾后所产的婴儿，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形象是心灵
从混乱的自然中所创造成的整体，但是事物也要本来就有可
综合为整体的可能性。

《八“依样画葫芦”——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写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都错误地承认自然中本来有“美”，它们以
为艺术的任务在模仿。通常所谓“自然美”指事物的常
态，“艺术美”是把自然加以人情化和艺术化了。

《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创造和欣
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与情
感，但是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
体的作品。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但是因为艺术带有社会性，
须留有作品传达情思于观者，不能不顾到媒介的选择和技巧
的锻炼。

《十空中楼阁——创造的想象》想象多半是再现的，即用以
往的经验来印证新经验；想象也有创造的，创造是平常的旧
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创造的想象又可分为两种心理作用：
分想作用和联想作用。有分想作用而后有选择，只有选择时



就已经是创造。联想可分接近联想和类似联想，类似联想又有
“拟人”“托物”两种结果。

《十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创造与情感》情感的阴
驱潜率使诗人对于出于己者跳出来视察，对于出于人者须钻
进去体验。旧经验的新综合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是综合
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协调，便可
形成完整的有机体，原来似散漫、重复的意象也可以变成不
散漫、不重复。

《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创造与格律》借用写诗词
必须受格律约束的道理，说明艺术的前规大半是先由自然律
变而为规范律，再由规范律变而为死板的形式。第一流艺术
家大半都是从格律中做出来的，后来都做到脱化规律的境界。

《十三“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创
造与模仿》因袭格律的技巧可以分为两项说，一项是关于传
达的方法，一项是关于媒介的知识。传达的方法在于练习和
模仿，绘画和作文均是如此。关于媒介的知识的学习就是利
用过去的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凡
是艺术家都必须有一半是诗人，一般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
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

《十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天才与灵感》遗传
和环境对于天才的影响非常重大，但是这只是一种本钱，个
人还有努力的余地。灵感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主
的，它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是潜意
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

《十五“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人生本来
就是一种较为广义的艺术。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
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不但善与美是一
体的，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纵观全书，先生博学多才的本事已经领教过了，无论是古典
诗词、传说典故，还是艺术流派都信手拈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十一、十二章，因为先生系统地阐述
创造与想象、情感、格律的关系时竟然把王昌龄的小诗《长
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
鸦色，优带昭阳日影来。”分析得令人叹为观止：王昌龄使
用接近联想写到“团扇”，“寒鸦”是拟人的手法隐喻赵飞
燕，“昭阳日影”象征皇帝的恩宠，长信宫四周的许多事物
之中只有带昭阳日影的寒鸦可以和弃妇的情怀相照映，只有
它才可以显出一种“怨”的情境。《长信怨》前两句拆开来
看本很平凡，精彩全在后两句，但是如果没有前两句所描写
的荣华冷落的情境，便显不出后两句的精彩。《长信怨》的
意象是王昌龄的独创，但是“七绝”这种格律却不是他的特
创，他以前和以后也有许多诗人用它。

谈美读后感篇五

本文作者朱光潜，字孟实。他90岁生涯的大部分都贡献给了
中国的美学事业，所以晚年的他被尊称为“美学老人”。

朱光潜的《谈美》写于1932年，由著名的开明书店出版。在
此之前，他写过一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用书信的形式，
漫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问题，发人思考，指
点迷津，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成为重印了30多次的畅销
书。但这本书主要谈的是人生修养，还没有充分展示朱光潜
的美学思想。于是，作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姊妹篇，
朱光潜以“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为副标题，写作了这本
《谈美》。

作者是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来写这本不厚的
小册子的，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明白如话的语言把高深的
美学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从而起到了净化读者心
灵、提升一代青年精神境界的作用。而我，读了这本书后同



样受益匪浅。

美是联想所产生的吗？作者借用牛希济的两句词“记得绿罗
裙，处处怜芳草”，指出“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
并非美感”，而是“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
价值”。由萋萋芳草，联想到绿罗裙，也可以由一件古董，
联想到金钱，并不是所有的联想，都是美的。纯粹的美，永
远是一种“专注”，离开了专注，就已经离开了美了。

讲解了基本的美学观念之后，作者又进一步跟我们谈了艺术
与游戏、艺术与想象、创造、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告诉我们
艺术创造除了想象之外，还需要情感。

艺术创造除了想象之外，还需要情感。作者借司空图《诗品》
中的一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指出：“诗人于想象之
外又必有情感”，“情感是综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
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调协，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意
象”是朱光潜美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这里情感的作用十分突
出。没有情感的统帅，想象也许会杂乱纷纭，有了情感的主
导，则纲举目张，“意”与“象”合了。

朱自清先生说：“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
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观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
学者深思。文艺理论当有以观其会通，局于一方一隅，是不
会有真知灼见的。”我认为确实如此，通过他的讲解，我真
正认识了美，欣赏了美，发现了美。他的见解也的确“人性
化”。

学术界有人指出：“朱光潜对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之深，
他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在《谈美》中已经达到了一代大师的
化境。”

我认为学习美学也好，学习艺术也好，关键不在能否掌握一
两种技能，而是要看我们能否达到一种境界。若能够达到朱



光潜先生所崇尚的`“艺术化的人生”，恐怕可以说“今生无
愧”了。

谈美读后感篇六

朱光潜把自己写于1932年的《谈美》称为“通俗叙述”《文
艺心理学》的“缩写本”。《文艺心理学》我是还没有读过，
但是这本小书的确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著作，在我曾经
读过的书库当中很难有一本可以与她相媲美，因为朱光潜先
生把枯燥、复杂的理论变得平易近人了。倘若如今“百家讲
坛”的学术明星们看见七十多年前朱光潜先生的作为，不知
道他们是否会赧颜。

《谈美》全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她就像一个耐心的长
者又像一个亲切的朋友在与你交谈。读罢此书恍然大悟：美
学也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东西。以下概括《谈美》各个
章节的大意。

《开场话》开门见山地表述了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何在。医
治社会腐浊、人心俗不可耐的良药是“无所为而为”的艺术
活动，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作者用
明白晓畅的话语使读者体验“美感”，然后再以“美感”的
态度推广到人生世相的方面去。

《一、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
美感的》由木商、植物学家、画家三人对一棵古松的三种不
同态度得出结论：个人所见事物的形象是个人性格和情趣的
返照，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木商的实用的态度偏重利
害、意志，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偏重事物的关系、抽象思
考，画家的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
孤立绝缘。因此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
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艺术作品可以流芳百世。

《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推而广之，美
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存在一种适当的距离。道德是实际人
生的规范；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它本来是弥补人
生和自然缺陷的。

《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把我
的感觉误认为在物的属性，把无生气的东西看成有生气的东
西叫作“移情作用”，也叫“宇宙的人情化”。所谓美感经
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
复回流而已。人不但移情于物，而且极易模仿物的形象。

《四、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艳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
感》享乐主义的美学错误地将“快感”等同于“美
感”，“快感”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美感”的态度不带
意志，所以不带占有欲。作者把弗洛伊德派心理学也纳入享
乐主义。“美感”过后伴随着“快感”。

《五、“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美感与联想》联想
是以旧经验诠释新经验，大多数情况下是散漫飘忽、偶然的。
美感源于某事物能唤起甜美的联想，但是联想所伴的快感不
是美感。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

《六、“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考
证、批评都不是欣赏（美感），但欣赏却要有考据学、批评
学作基础。

《七、“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美是外物、人心
婚媾后所产的婴儿，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形象是心
灵从混乱的自然中所创造成的整体，但是事物也要本来就有
可综合为整体的可能性。

《八、“依样画葫芦”——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写
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错误地承认自然中本来有“美”，它们
以为艺术的任务在模仿。通常所谓“自然美”指事物的常态，



“艺术美”是把自然加以人情化和艺术化了。

《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创造和
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与
情感，但是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
具体的作品。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但是因为艺术带有社会
性，须留有作品传达情思于观者，不能不顾到媒介的选择和
技巧的锻炼。

《十、空中楼阁——创造的想象》想象多半是再现的，即用
以往的经验来印证新经验；想象也有创造的，创造是平常的
旧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创造的想象又可分为两种心理作
用：分想作用和联想作用。有分想作用而后有选择，只有选
择时就已经是创造。联想可分接近联想和类似联想，类似联
想又有“拟人”“托物”两种结果。

《十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创造与情感》情感的
阴驱潜率使诗人对于出于己者跳出来视察，对于出于人者须
钻进去体验。旧经验的新综合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是综
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协调，便
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原来似散漫、重复的意象也可以变成
不散漫、不重复。

《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创造与格律》借用写诗
词必须受格律约束的道理，说明艺术的前规大半是先由自然
律变而为规范律，再由规范律变而为死板的形式。第一流艺
术家大半都是从格律中做出来的，后来都做到脱化规律的境
界。

《十三、“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创造与模仿》因袭格律的技巧可以分为两项说，一项是关于
传达的方法，一项是关于媒介的知识。传达的方法在于练习
和模仿，绘画和作文均是如此。关于媒介的知识的学习就是
利用过去的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凡是艺术家都必须有一半是诗人，一般是匠人。他要有诗人
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
仿。

《十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天才与灵感》遗
传和环境对于天才的影响非常重大，但是这只是一种本钱，
个人还有努力的余地。灵感是突如其来，突然而去，不由自
主的，它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是潜
意识中的工作在意识中的收获。

《十五、“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人生本
来就是一种较为广义的艺术。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
活。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不但善与美
是一体的，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纵观全书，先生博学多才的本事已经领教过了，无论是古典
诗词、传说典故，还是艺术流派都信手拈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十、十一、十二章，因为先生系统地阐述
创造与想象、情感、格律的关系时竟然把王昌龄的小诗《长
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
鸦色，优带昭阳日影来。”分析得令人叹为观止：王昌龄使
用接近联想写到“团扇”，“寒鸦”是拟人的手法隐喻赵飞
燕，“昭阳日影”象征皇帝的恩宠，长信宫四周的许多事物
之中只有带昭阳日影的寒鸦可以和弃妇的情怀相照映，只有
它才可以显出一种“怨”的情境。《长信怨》前两句拆开来
看本很平凡，精彩全在后两句，但是如果没有前两句所描写
的荣华冷落的情境，便显不出后两句的精彩。《长信怨》的
意象是王昌龄的独创，但是“七绝”这种格律却不是他的特
创，他以前和以后也有许多诗人用它。

这忽然给我一个启示，通过心理学和美学的分析，原来唐诗
如此值得玩味啊，原来文章也可以这样作。



谈美读后感篇七

《谈美》乃一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作者朱光潜先生以一旧
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引领读者，如何在扰攘纷紜的新时代裡。
突破迷障，向文学艺术之路放胆迈进。他坚信社会风气之衰
败，来自人心之堕落，若要挽人心知沉沦，釜底抽薪之计，
即须从“怡情养性”做起，亦即要於饱食暖衣高-官厚禄之外，
别有更高层次的企求。

美感的世界是超乎世俗之利害关係而独立的，它与实际人生
有距离，但与“整个人生”却无隔阂，倘若我们於看待人生
世相时，皆抽离了“美”的成分，实不知情何以堪，因为，
在面对实际生活层面时，我们必须受制於环境，使心为形役，
惟有在美的心灵活动中，我们才是自己的主宰。

吾人若能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则生命亦当是妙趣无穷的，
在个人有限的时空领域当中，尽情挥洒、驰骋，直达创造力
的极致，艺术化的人生当是不断地自我创造及自我欣赏，惊
心动魄是美，细緻婉转是美，圆满是美，缺憾何尝不是美？
至此虔诚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谢上苍赐与这难得的，
生而为人的福分，让自己有幸领受这天地无私的.深情抚慰!

而美的感受又是主观的，美是言论不一的。每个人的人生经
验不同所以对于美的理解更是不同的。就如城市人长久呆在
钢铁丛林中，觉得压抑郁闷，之所以田园风光的美丽诱惑成
为了新兴的消遣和时尚追求；而农村人常年和绿地青山为伴
觉得平淡无聊，对城市的美好多姿的生活十分向往，就出现
了农民进城的风潮。事实上这两个环境在形式上是基本不变
的，在变换的是我们的心态。

谈美读后感篇八

首先想说这本书的质感真的很好，让人想在一个阳光温暖的
下午静静地看，书里的插图配的也很文艺。



书很薄，100来页，我读了很久，朱光潜的文字很有意思，他
的论据善用比喻，总能把日常生活的现象看出另外的趣味，
比如他在第三节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中语言风趣地
提出了他的看法。书中也有一些专有名词，不过解释的都很
通俗易懂。即使这样，看这本书还是要在安静的环境中看，
不然被外界打扰很难领会作者的意思。

我认为朱光潜是很睿智的艺术家，“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
事业”正如他在最后一章向我们阐述的“善于生活者则彻底
认真，不让一尘一介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艺术家是最严肃
不过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人生的严肃主义。
”在这本书中不仅可以学到关于美感和欣赏的技巧，更多是
做人的态度，如何“诗意地栖息”。

前一半文字是在谈美感谈欣赏。

告诉我们审美要靠直觉，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它像什么，它
是什么，不要与实物体作比较，也就是艺术高于生活，提醒
我们要在“要在艺术品或自然美和实际人生中维持适当的距
离”

第三节便提到审美的技巧：移情作用。移情作用帮助我们实
现美感经验，人将美好的愿望付之于物，物又反射在人给人
以鼓舞，往复回流之后印象更加深刻（古松高风亮节的形象）

美感和快感的区别在于：快感的为满足某种需求的，是实用
的，是体验滞后的；而美感是直觉，无目的的，是伴随着你
欣赏它。

美感和联想的区别：“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不免
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色意
象上。”告诫我们审美要专注，要沉迷，不要过分地分散思
想。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我们常常感觉到某些艺术家像孩子
一样，不食人间烟火。游戏和艺术是有很多相通点的，创造
者的心是很纯洁的，是将欣赏的意象加以客观化；全局尽管
荒唐，而部分却仍须合理；都有移情作用；是在现实世界之
外另造一个理想世界来安慰情感。所以要求艺术家保持一颗
赤子之心。

创造要富有情感，要在模仿前人的基础上打破格律。

最后强调灵感，读书破万卷就是功夫要足，下笔如有神就是
要有灵感。

最后想说这本书绝对适合深深品读，朗读背诵其中精彩的片
段。除了审美之外，还可以看到他如何巧妙地论证。

谈美读后感篇九

这是一本大学时代我一度无法驾驭的书，彼时我总以为人嘴
两张皮，世界本没有规则，知识和规则都是人为臆想出来的
东西。

我一直觉得医学是门很没有美感的学科，它会让我很难通过
直觉去感受世间万物进而产生共情，求真和求因的思维定式
使我在美感的路上渐行渐远，这便是大学时代我一直抗拒它
的原因，若不是别无选择，我定会放弃。从宏观来讲，个体
生命之于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之于地球，地球之于银河系，
银河系之于宇宙，宇宙之于更高维度的空间存在形式犹如一
粟之于沧海。前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长生，医学的存在是整
个人类对于生命的渴望和不舍，如果非要把医学强加一个美
的概念便是人类对于渴望和不舍亘古不变的执着吧，但也不
属于医学本身。

朱光潜先生说，美是“无为而为”，美感是物我共情的感受，
不掺杂利己和实用的感情色彩亦不掺杂联想和意义。



图书馆里，她坐他对面，他看着她，心里想，“这就是个男
人啊，这宽广的臂膀，这175的身高，以后衣服都不用买了，
她的我都能穿”。她哪里美呢，是哪里让他生出的美感呢，
她认真说一件事时专注的样子，她点菜时专业品评的样子，
是的，这举手头足里流露出来的积淀和多年的偏执留下的痕
迹让他生出了共情，每每此时，便觉赏心悦目；彼时初见，
只一眼就痴了，“这个妹妹好似哪里见过”，心生熟稔，不
问缘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对美感最好的诠
释，物我合一，是顾不得思考的；而有些人，最美的是性格
和声色，铅华褪尽也未减半分，情人眼里出西施，便是把眼
中情人的美放大至极致，外人觉得，他那么帅怎么会娶了她，
可是唯有他知道在这段婚姻里他赚了多大。两个人能生活在
一起一辈子，肯定是在抛却最本能的生物快感的满足以外，
还有其他的可以欣赏的特质吸引着彼此，对方身上散发的人
性的光和暖和散发的荷尔蒙一样深深吸引着你，令你不能自
已。

我明晰地感知到生命的流逝，知道三十岁和四十岁的区别，
知道三十五岁的极盛和四十岁的力不从心，到了五十岁不免
生出“随他去吧”，知天命就是这个意思。等容颜和荷尔蒙
随着光阴都耗尽时，能够欣赏的不再是勃勃生机下的欣欣向
荣，而是岁月留在生命里的从容不迫和圆融豁达，抑或是历
尽千帆过尽后的深邃隽永耐人寻味。

一直活在我们心里的不是三皇五帝、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
而是史官和诗人笔下的人情世故和过去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