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启的诞生读后感 以色列一个国家
的诞生读后感(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启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因为喜欢历史经常会看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对于犹太人的
了解大多是从影视作品获得了解。

犹太王国被灭后，又经历了犹太战争，国破家亡的犹太人被
迫离开家园，散居在世界各地，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大多
数犹太人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欧洲，欧洲历史充斥着针对犹太
人的暴力行为，犹太人受到歧视、侮辱、压迫和屠杀，从十
字军东征到二战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就是犹太人的苦
难史。没有国哪有家，有国才有家，犹太人对国家的想往比
任何一个民族都强烈，在建国后的几个小时就遭到了周围五
个阿拉伯国家的袭击，复国的梦想促使犹太人为之奋斗牺牲。

去年在欧洲旅游时在法国街头看到叙利亚难民一家四口，一
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深邃的眼神充满了无望
与无助，无可奈何的坐在树下，他们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无
人知晓。在夹缝中生存的难民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卑微与痛
苦，战争即使结束了，但它带来的伤痛也永远无法抚平。历
史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静月岁
好。



启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在悲剧的诞生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日神和酒神一个不断博弈
争夺主导权的过程。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在古希腊的艺术
中总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每一个有日神倾向的艺术也对应一
个有酒神倾向的艺术形式。比如荷马史诗(日神)就与民歌(酒
神)对应，荷马史诗就笼罩在理性的光环之下，而民歌则托起
了人最原始的本质——痛。因为对古希腊的文化不是很了解，
我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找到了一些相似性，我们看一看“春
秋三传”的内容，都是一些伦理道德，君臣关系，社会秩序
的内容，再看一看《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的浅吟低唱，百转千回，我们就可以明
显的感觉到这种差异，而我们也更容易被后者所感染，这种
原始的呼唤就是那么能唤起人内心的涟漪，并不是因为它描
写的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他写的是人的赤子之心。这种美
的体验，不是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就可以获得的，必须是一
种意志释放的渴望得到满足后的快感。其实，就这样来看，
孔子和柏拉图都在日神和酒神的战争中充当了斗士的人，柏
拉图鼓吹理性，孔子高举“克己复礼”的大旗，以形象的世
界掩盖形而上的世界，要求人节欲，把人最原始的冲动软禁
在内心的深处，并且构建理想国和大同世界企图转移人的注
意力，而他们似乎又都成功了。日神的光辉普照大地，继而
产生了中世纪的神学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
想如日中天，以羞耻之心规制着人的行动与思想，把人最原
始意志裹得严严实实。

启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在1886年版的序言中，他
自己评价说：“(《悲剧的诞生》是)我称之为写的糟糕、笨
拙冗长、令人难堪、稀奇古怪、形象杂乱、很感情化，时不
时很甜腻，直至到了很女性化的地步，节拍不匀称，无益于
逻辑的澄明，极度自大，因而放弃论证，甚至不相信论证的



正当性的书。”这是一个很谦虚的评价，但是对我而言，却
是一个很中肯的说法，因为我看了一遍之后几乎不知道他在
说什么，关于他要表达的思想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因为
一直读不懂，便以我的无知为狂妄的基石，说一说自己对于
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思想应该收到了两个人的影响，首先是叔本华，我
们可以从他的表达中清楚的看到，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意
志”，并且将其发展为“权力意志”，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
于：“意志”是一个没有趋向的概念，可能向四面八法延展，
而“权力意志”则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有一个向上的趋
向;另一个是理查德·瓦格纳(德语：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20xx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他是德国
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贝多芬的
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理查
德·施特劳斯紧随其后。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
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的前言
就是《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在整个书中把音乐作
为一种很高的艺术形式，赞誉有加，并说：“我相信艺术从
某个人的意义上讲，是此生最高的使命和正真的形而上的活
动，这个人(理查德·瓦格纳)是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先驱者，
在这里我要将此书奉献给他。”

尼采所说的“悲剧”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悲剧是不同的。我们
通常理解的悲剧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遭受了许许多多的不幸，
看了之后就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而尼采所说的“悲剧”不
一定要你流多少泪，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生命的原始的痛，是
一种狂热的生命体验，是一种直面生命本质的快感。在尼采
看来，悲剧的诞生源自人原始的日神(阿波罗)倾向和酒神(狄
奥尼索斯)倾向的结合。生命的美好和美的体验，不是因为理
性的规制，而是源自人的权力意志的释放，而释放权力意志
的过程伴随着破坏、摧毁、超越的快感。

从根源和目的上看，日神和酒神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日神阿波罗代表造型艺术，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非造型的
音乐艺术;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阿波罗代表着梦幻世
界，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沉醉的世界;二者对人所起的作用也不
一样：阿波罗精神使人在审视自已梦幻世界的美丽外形时产
生一种恬静而深沉的快乐，他使人更注意于和谐、限制和哲
学的冷静。而狄奥尼索斯精神则使人迷醉、疯狂、忘我;由于
每个人在本能上都可做梦，而且每个人的每个梦都是不同的，
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个体原理，它肯定和美化了个体生命;
而当人处在“醉”的状态时，他在宣泄本能时忘记了文明赋
予他的一切差别，包括职业、性别、身份等，这时人趋向于
一般和统一，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正是一般性原理，它超越和
否定了个体生命。从心理学角度看，阿波罗代表着理性、规
范和秩序，人在此时心理相对比较平和与稳定;而狄奥尼索斯
则使人在神秘的仪式中体验到生命意志的原始本能的冲动，
人在此时是“情绪总激动和总释放”，痛苦和狂喜交织在一
起，人在疯狂宣泄的过程中产生了解除个体束缚、回归本真
自我的神秘体验。为了更好的说明日神和酒神的区别，尼采
引进了两个另外的状态——梦和醉。

共3页，当前第1页123

启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在悲剧的诞生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日神和酒神一个不断博弈
争夺主导权的过程。尼采看来，日神和酒神在古希腊的艺术
中总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每一个有日神倾向的艺术也对应一
个有酒神倾向的艺术形式。比如荷马史诗(日神)就与民歌(酒
神)对应，荷马史诗就笼罩在理性的光环之下，而民歌则托起
了人最原始的本质——痛。因为对古希腊的文化不是很了解，
我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找到了一些相似性，我们看一看“春
秋三传”的内容，都是一些伦理道德，君臣关系，社会秩序
的内容，再看一看《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的浅吟低唱，百转千回，我们就可以明



显的感觉到这种差异，而我们也更容易被后者所感染，这种
原始的呼唤就是那么能唤起人内心的涟漪，并不是因为它描
写的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他写的是人的赤子之心。这种美
的体验，不是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就可以获得的，必须是一
种意志释放的渴望得到满足后的快感。其实，就这样来看，
孔子和柏拉图都在日神和酒神的战争中充当了斗士的人，柏
拉图鼓吹理性，孔子高举“克己复礼”的大旗，以形象的世
界掩盖形而上的世界，要求人节欲，把人最原始的冲动软禁
在内心的深处，并且构建理想国和大同世界企图转移人的注
意力，而他们似乎又都成功了。日神的光辉普照大地，继而
产生了中世纪的神学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
想如日中天，以羞耻之心规制着人的行动与思想，把人最原
始意志裹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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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更好说明西方这种分歧的艺术形式是造型艺术与音乐的对应。
柏拉图创造了美的“模仿说”，认为艺术就是对大自然的模
仿，模仿的越逼真则越具有美感，这样的结果就是艺术在雕
塑方面大放异彩，我们经常被逼真的雕塑吸引，感觉到那就
是一种活生生的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的雕塑、绘
画等这些形象艺术，呈现在我们的是具体的形象，给我们的
就是直观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产生的往往是感官的刺激，通
过对感官的刺激使我们对其产生联系，而后又在我们理性的
规制之下，区分善恶好坏，进而更具这些价值的判断使我们
感受到所谓的“美”。那么请问，这些感觉真的就是美感吗?
难道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吗?我们认为美的东西难道不是都是
对我们有利至少是无害的东西吗?——这是明显的日神倾向。
相反的，音乐呈现给人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东西，
不同的人听到同一个声音会有不同的解读，更多的是在这种
解读中人们会情不自禁的与原始的痛联系起来。这也是那些
情歌被百唱不厌的原因了。某个小型在民谣节上，有个摔吉



他的歌者后来在网络上被很多人声讨，表示不理解，其实可
能是对他的误解。音乐的魔力不仅在于可以使你感到心跳在
不知不觉中应和着音乐的节奏，更在于可以激发内心原始的
冲动，而这种冲动倾向于破坏与毁灭。所以那个摔吉他的歌
者——应该得到尊重。在音乐魔力的召唤下，人失去了善恶
好坏之分，保留的只是一颗赤子之心，所有的行动都是直面
生命本质的活动，这种形而上的慰藉，就是审美的最高体验。

理性的扩展意味着日神在于酒神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导权，而
这种主导权的取得带来的不是悲剧的诞生，而是悲剧的消失。
因为日神倾向的强势，导致了日神与酒神失去了结合的平台，
悲剧也就随之消失了。在这种强势的日神光辉照耀之下，形
象的直观掩盖了意志的冲动。当我们看到《大卫》和《掷铁
饼者》的时候，我们直观感受的是一种力量的美，而这种美
的体验也大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了，不会构成权力意志释放
的机会。但是当我们看到《断臂的维纳斯》的时候，因为她
臂膀的不确定性，给了人释放权力意志的可能性，在这里就
能体验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即真正达到了审美的境界。进
而我们说真正的审美体验，是从形象的直观中，看到了掩盖
在日神光辉下的酒神精神。

后来，随着戏剧的产生，另一种模仿悲剧音乐的音乐产生了，
但是因为这是为了舞台设计的，是在理性的支配下设计出来
的。尼采是很不赞同这种音乐的，认为它没有反映出音乐的
本质，关键是没有反映出人的原始的痛与冲动;并且就连戏剧
的语言他也认为是不那么高明的，真正高明的语言是读音乐
的模仿，而不是戏剧中的对现象的模仿。如果要获得真正的
审美体验，就得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友好合作，并且酒神要
得到充分的肯定。

审美和超人是尼采为人们提供的两个走出虚无的途径，从他
的生活经历看来，他有两次入伍的经历，却都因身体的原因
退役——他注定不能通过超人这条途径获得解脱;最后他“发
疯了”，这种疯狂是否就是他向往的审美体验呢?完全超越了



善恶好坏的标准，甚至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抱着一匹被鞭
打的马痛哭)，唯剩下一颗赤子之心，一种原始的生命的冲动，
达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状态。

箫爻

风雨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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