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类读后感(优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艺术类读后感篇一

刚拿到这本书时，我其实不以为意。还在质疑着这一本薄薄
的书怎么可能那么著名。竟然还有人称之为指导人生意义的
心灵哲学，誉其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最著名的作品。若
只看书名，我还以为不过是以感性文字描述两性关系的一本
教育性的书籍，或者是本恋爱秘笈；但细阅之下，竟让我如
遇知音。

《爱的艺术》是由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作。
作者艾里希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试图保存
二者的真理，用对方的原理修正进行另一方的理论，得出最
后的综合结论。他论述最多的是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
爱、人的异化、人的解放问题。他重视人与社会的关系。他
承认人的生物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人的本质是由
社会的因素而不是生物的因素决定的。人在现代社会中普遍
具有孤独感，这是人在社会中达到个性化的必然结果。为了
医治这个病态社会，他提出通过改善人的心理，解决有关人
们的劳动组织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建立一个友爱、互
助、没有孤独感的理想社会。他认为人是各自所在的产物，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人变得越来越自我疏离，这种孤立感导
致人们潜意识下渴望与他人结合、联系。这本《爱的艺术》



是一部以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和阐述爱的艺术的理论专著。
弗洛姆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造了这本自1956年
问世以来已经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至今仍然畅销不衰，被
誉为当代爱的艺术理论专著中最著名的作品。

我们口口声声说着爱，谁又能清楚的知道爱是什么呢？爱是
艺术吗？文章一开始，弗洛姆明确提出，爱是一门艺术，那
就要求人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这就要告诉我们，
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
这本书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
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
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虚地、恭敬地、勇敢地、真诚地爱
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大
家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达
到这个目标尽管很难，但这不足以成为理由和借口，从而不
去寻找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和了解克服困难的条件。这本书
所有的思想都围绕着一个重点：爱的艺术。

第二章是关于爱的理论，也是全书中花费最多笔墨来阐述的
一个部分。弗洛姆首先谈了爱的要素，做出了爱情是对人类
生存问题的回答。他说，真爱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给”而
不是“得”。在这一章里，从爱的对象上，弗洛姆将爱分为
兄弟的爱（博爱）、母爱、性爱、自爱和对上帝之爱。对这
几种类型的爱，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特别让我惊喜的，是作者艾里希·弗洛姆在第三章对资本主
义社会里男女关系的本质叙述得特别犀利：在当今资本主义
社会，平等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今天“平等”指的是机
器——也就是失去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意味着“一个模
式”而不是“统一”。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是做同
样的工作、寻求同样的享受，读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思想
感情的人的模式。??妇女之所以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
间的差别消失了。男子和妇女完全相同，而不是作为对立的
两级而平等。



文章的最后一章说的是爱的实践。“你必须花时间确定对方
是你真正需要的人，因为爱与信仰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不是
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不止包括
感性元素，同样也需要理性元素。除了与生具来的部分，还
要体会,学习.领悟,练习,揣摩，先评估自己是否有爱人的能
力才有资格谈爱。”

慈悲。净空法师曾云“爱是付出”。其实真正的爱，应该是
理智的付出。张爱玲曾为了爱情傻得可怜，但有句话却说得
理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天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
列原则是：“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成熟的爱的原
则：“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不成熟的、幼稚的爱
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
你，因为我爱你。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爱情的伤逝，大部
分起因于爱得自私，爱得幼稚。大家找对象的条件，无非都
是从“我”的角度出发：要爱我，要懂得照顾我，要理解我，
要包容我??即使回答得简单：要温柔，要成熟，要大方——
其隐语也是“为我”。这种思维已经被认为理所当然，在这个
“个性张扬”的时代里。长久的爱情，皆从付出开始。幸福
的人总相似，不幸的人各不同。幸福的人相似在哪里？相似
在他们都懂得付出。

对于爱情，有，就用心珍惜，无，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艺术类读后感篇二

艺术，哲学。这两个词会有什么关联呢？在读了《艺术哲学》
这本书之前，这还真不太好说。

平时我们都是如何研究艺术的呢？我们研究它们的结构、色
彩、主题。这幅画颜色鲜亮，这幅画较为写实，这尊雕塑雕
刻精细。但若再追究下去，又有多少人能“知其然且知其所
以然”呢？丹纳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吧。



“我先来分析种子，即分析种子及其基本的、抹杀不掉的、
在一切环境、一切形式下都能够保持的性格；然后再研究植
株，即研究民族本身的、原始的性格在历史和环境的变迁中
是如何扩张和收缩的；最后研究花朵，也就是研究艺术，特
别是绘画，这是各种因素发展得来的成果。”这一句话便能
很好地说明这本书的研究思路。

上了一个学期的哲学课，我们知道哲学是一门追求事物本质
的学问，这本书中，丹纳就用哲学来研究艺术，主要分析了
意大利、尼德兰和希腊的艺术形式。这三个民族的画派各有
不同。意大利的人民高雅而有品位的画派把人体作为一切画
作的中心，他们的画不会反应多么深刻的思想与内涵，和精
神与宗教无关，却能很好地体现出人体的健康与活力，即使
画中的人毫无披挂，也不会让人感到庸俗。尼德兰则是一个
冷静温和，实实在在的民族，他们的画则和他们一样实在，
这些作品无比真实，与现实严丝合缝，似乎连光线都一模一
样。希腊的艺术家能把色彩、造型与事件合为一体，他们喜
欢清晰与准确，喜欢表达健康与愉悦，他们的艺术和意大利
的一样，也爱赞美健全的人体，而比意大利的更富有力量。

每一件艺术品都绝不是完全的巧合，丹纳用这本书告诉我们，
艺术的诞生和演变，必定和人的思想与习惯有关，而人的思
想与习惯，则必定与生活环境和民族特点有关。一个浪漫的
民族，他们的艺术一定不会刻板无味。而一个充满礼节的民
族，他们的艺术也一定不会放肆无边。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画派的特色，这个特色易产生，难保留。
社会在不断演变，民族之间的变迁与融合也让艺术有了诸多
改变，变得复杂起来。但若从哲学的角度去考虑，抛开表面，
深入中心，我们就会在感叹艺术品如何精美的同时发现，原
来艺术不是平地产生的，事出必有因。其实不只是艺术，我
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可用哲学的方式，一层层地解析，最后
露出它伊始的光芒。



艺术类读后感篇三

问了几个同学，他们都不知道有什么感情方面比较好的理论
著作，于是自己就在知乎上搜了搜，看到这篇比较简短加之
这本是top250于是先拿了这一本进行翻看。看完之后，总的
来说自己并没有很多评论中醍醐灌顶的感觉，可能因为里面
诸多是泛泛的表述，比如第四章里面“爱的实践”当中说爱
的艺术实践需要的是规矩、专心致志、耐心、关注，这几个
并不算有错，甚至放到如何做好一份工作、如何获得个人成
就而言，这些准绳和经验都是成立的，或许这些其实就是爱
情要素中最精华而质朴的总结，但却并未引起自己很大的共
鸣和收获感，甚至有一种喝了一碗淡淡的鸡汤的感觉，好像
洗涤了心灵却说不出有什么滋味，可能就如一个短评中所
说“如果只从向善的角度谈话题只能流于空洞”。

但是，书中有些地方还是让自己觉得比较有收获的。自己印
象最深的是，书中说“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是克服疏离感，
是逃离孤独感”，觉得在自己仅有的生活经验中，已经略有
时候会感觉到孤独和疏离，自己觉得那是一种无法通过与人
接触而消除的感觉，反而只有自己独处去慢慢消化。但是想
到工作之后，朋友会越来越少、属于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便已经开始体会到那种孤独感了。书中认为由个人逃离孤独
感角度而引出群体一致性也挺有意思的：

另外，书中多处对于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的表述，与自己最
近在读的《消费社会》恰巧有所呼应，甚至觉得现实就是书
中描绘的那样。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三处，作者对于现代资本
主义将人标准化进行了阐述，分别从“资本主义使人标准化，
而将这种标准化视作‘平等’其实意味着‘雷同’”、“资
本主义使人如机器般隔阂从而不得不通过程式化的娱乐消费
等来体会开心”、“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人也将自己视为商
品，人的价值由经济价值所决定”。在现代经济学的学习中
我们都认为人口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我们从离开校园的时
候便开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物质回报，我们在找工作的



时候也会衡量一个工作的“性价比”，无论是从年薪考虑
（同样工作一年为什么我比别人挣得少）还是时薪考虑（996
比955高工资是正常的）我们都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视为一件
商品与公司进行交换；我们的消费路径也是相似的，女孩子
会开始购入人生第一件奢侈品，开始买名牌包包、衣服、珠
宝，大都向着一样的方向靠近。我并不认为自己能逃脱这种
思想，我也认为自己在努力追求和获得想拥有的物质生活，
但作者的这种反思却让自己好像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够协调合作的人；这些人的消费需
求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口味也是标准化的，既能轻易地受外
界的影响，又能被明确地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一方
面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服从于任何权威、原则或
良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执行命令，按照别人的期望做
事，无摩擦地去适应这部社会机器；无须暴力就能指导，无
须命令就可指挥，无须目标就可激励——只有一个例外，那
就是他们要好好干活，表现活跃，发挥职能，不断前进。

其实看这本书是为了获得关于爱情的理论的，书中这句话让
自己觉得困惑的东西有那么一点点被解答。爱一个人不仅是
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桩判断，一个承诺。
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么承诺相爱一辈子就没有基础。

自己常常疑惑于，人都是不断在变化，即便是我也与三年前
的我有了巨大的改变，我尚且只走过人生1/4的路程，如何会
有足够的智慧为剩下3/4的年华做出重大的选择。而书中所说的
“一桩判断”，则意味着必须要这么做，并且得由自己对自
己的判断负责。或许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自己却
长时间以来无法接受这样的说辞，直到看到这句话才觉得这
不是我是否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其定义本身便已经包含了
这样的责任。

总而言之，自己还得多看看其他书才能厘清自己的疑问。
（自己的困惑也是一阵一阵的，这几天心情好了就似乎完全



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或许过段时间自己又会陷入疑惑）下
面记录一些书中让自己觉得颇为收获的文字：就像现代化的
大规模生产要求商品标准化一样，社会进程也要求把人的标
准化，并把这种标准化叫做“平等”

追求平等的趋势也是取消差别趋势的一部分，平等以这样的
代价被买到了：妇女之所以与男子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已
经不再有任何差别在物质领域，给予意味着富足。不是拥有
多的人，而是给予多的人才富足……他给了别人他的欢乐、
他的兴趣、他的理解、他的知识、他的幽默以及他的悲伤有
生命力的东西。

生活除了生存以外别无目标，除了公平交易以外别无原则，
除了消费以外别无满足。

艺术类读后感篇四

弗洛姆《爱的艺术》讲的不仅仅是爱情，还包含了父母对孩
子的爱，对他人的爱，对自己的爱。适合各种年龄层的人去
读。

大多数人对爱情的误解：第一，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
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第二，人们认为爱
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自由恋爱的新方
式必定会大大提高爱的对象的重要性，而不是爱情本身的作
用意义。第三，人们不了解“堕入情网”(fall in love)同“持
久的爱”(be in love)这两者的区别。

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
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

成熟的爱情，那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
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



母爱是“无条件的”。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
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指导孩子正视他将来会遇到的种种
困难。一个好母亲是不会阻止孩子成长和不会鼓励孩子求援
的。母亲应该相信生活，不应该惶恐不安并把她的这种情绪
传染给孩子。她应该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脱离自己。

父爱是“有条件的”。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支配并提出一
定的要求，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不应该是咄咄逼人和专
横的。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
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
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
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
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
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
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
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
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
个形象。

自爱不与“利己”、“自恋”相等同。自爱说明了对自己的
完整性和独特性的尊重。一切有能力爱别人的人必定也爱自
己。原则上爱自己和爱别人是不可分的。

爱另外一个人这一事实就是爱的力量的具体体现。

方法一：集中。爱是一门艺术，艺术需要练习，需要时间，
需要集中精力去实践。

方法二：要有听别人讲话的能力。每一件聚精会神完成的事
会使人清醒(尽管干完时候出现能恢复的自然疲劳状态)。而
懒懒散散的干事只能使人产生倦意——同时这些人在夜里也
很难入睡。



方法三：培养自己的信仰和勇气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
做起。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

方法四：积极的活动。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
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

艺术类读后感篇五

爱的艺术读后感范文就在下面，爱的艺术，很好的一本薄薄
的书，推荐你也去看看。

看了二十世纪的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名著《爱的艺术》，
书的篇幅很短，讲的事情也很简单，主要内容就像作者在前
言中所说：“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
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
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
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
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说得很有道理，如果按他所说，
人类社会将非常具有创造性，可是创造性也许并不是那么跟
爱有关。

在读这本像短篇小说的小书时，收获也并不少，对弗洛姆本
人，对他的理论都有了很多了解，这是读一本好书所能够带
来的收获。

比如，弗洛姆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笔，创作了人量学
术著作和普及性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有《爱的艺术》、
《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精神分析的危机》等。

他的人生历程在书中也有所讲述，咨询师、教授，而他自己
的生活也非常波折，另外由于时代的影响，他还非常关心政
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原因。



弗洛姆的理论并不像弗洛伊德的理论那么精彩。

他说：“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

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也因此并不太让人信服。

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又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
合——这就是羞愧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恐惧的根源。

这种理论同样让人难以相信。

“就像神学的逻辑结论是神秘主义，心理学的最终结论就是
爱。”这句话倒是很有意思。

他对成熟的人的定义也很有道理：“成熟的人就是指能够创
造性地发挥自己力量的人”。

弗洛姆在书中对弗洛伊德的引用是最多的。

他有些反对弗洛伊德的地方：“弗洛伊德的一个错误，那就
是他认为爱情只是性本能的表现和升华，而没有认识到性要
求是人渴望爱情和与人结合的一种表现。”两相比较，我倒
是觉得弗洛伊德更正确。

其它也有好多地方谈到弗洛伊德，当然不是全然反对
的：“人们指责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的作用，他们这么做常
常是为了否认弗洛伊德学说在传统观念圈子里引起反对和批
评的那部分理论。

但是性风俗在这五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弗洛伊德
的理论就是在中产阶层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惊骇。”“温柔绝
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是性本能的升华，而是博爱的一种直接
表现，既表现在爱的生理形式中，也表现在爱的非生理形式
中。”“在现代思想中，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提



出同样的原则。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重点已从正确的信仰转移到正确的生
活道路。

马克思也提出这一原则，这表现在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弗洛伊德的悖论逻辑使他发现了心理分析疗法的过程，也就
是更加深入体验自己的过程。”弗洛伊德对宗教的这一信仰
形式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缺点只在于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单神宗教的另一方面和这一宗
教的真正核心——这一核心导致否定神的概念。”“弗洛伊
德的概念完全符合二十世纪初完整的资本主义精神。”“弗
洛伊德对爱情的看法符合十九世纪物质主义意义上的男权主
义，而沙利文的定义是来自于二十世纪被异化的人”“很有
必要把弗洛伊德的发现从生理的范畴转换到生存的范畴中去，
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最后这方面还是不太懂。

不过有时他的分析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人从同母亲的关系
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
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如果人不是这么发展就会导致神经机能疾病”。

书中对神爱的阐述也显得有点太多了。

最后在“爱的实践”这一部分，弗洛姆讲到如何去爱。

就像古训所强调的一样，他也强调了专心这一要素。

他说：“如果专心地干，那么干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干
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都会增加一层现实意义，因为干



事的人是完全开放的。”“获得爱的能力的主要条件是克服
自恋”“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这本小书确实给人很多深刻的启发，可是对于我，还不止如
此。

我还在自己的书群里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一些精彩理论，
这种尝试把大家都集中起来，一起分享，一起交流，对大家
共同的进步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前天还用同样的方法分享了《优势谈判》这本书，效果也很
好。

以后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好书，也许会发展得更为专业呢，而
这都是这本小书给我的启示!

“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
情。

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
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们的能力，如果
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
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同共生有机体结合相对立的是成熟的爱情，那就是在保留
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
下与他们合二为一。

人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
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结合。

爱情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但同时又使人保持对
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



在爱情中出现了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却依然保持两体的怪现
象。”

“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
己的一致，与对方结为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
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
也就只能退居第二位了。”

这是在《爱的艺术》中我最喜欢的段落。

这本书对于我这个不属于心理学领域的人来讲，其实读起来
很晦涩难懂，说它对是一本课外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心理学
领域的专业书籍。

经常有种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的感觉。

它是好书推荐中的其中一本书，我也非常承认它的经典和价
值，只是我觉得我以后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慢慢领悟和消化其
中的内容。

我觉得其中的内容更像是爱的规则。

书中提到了博爱、母爱、性爱、自爱、深爱。

其实我觉得这些爱中，其他的都没有那么的复杂，只有爱情，
太具有难以掌控性。

爱情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的结合，可是在现实中往往会涉
及两个家庭，很对夫妻的感觉毁于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
到现在，我对克服这样的矛盾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虽然我
一直尝试用爱去避免，但是还是有几分担心，或许只有爱是
不够的。

爱情中最应该做的就是尊重彼此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不



会限制彼此的发展，才不会让对方有窒息的感觉。

总之，我觉得不管怎么经营，怎么去做，只要两个人都感觉
幸福，那就是好的爱情。

最近朋友推荐了一本弗洛姆所著的《爱的艺术》。

我不敢以读懂爱的艺术自居，在这里仅是带着一种学习的态
度梳理一下爱的`艺术。

一、爱的知识

在作者弗洛姆的眼中，对爱情的定义是客观而全面的。

客观是因为他对于爱的理解是符合人性的，而全面则是他将
爱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考量。

在书中无论是对爱的定义，还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爱的阐释都
更侧重于社会这个维度。

在他的眼中爱情可以解释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给与
得的认知。

我认为基于社会的角度去分析爱情是必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活。

爱是维持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

从弗洛姆对个人到族群到国家到社会的进化这一过程的客观
描述中，表述了人为什么需要爱。

掌握爱的知识，人将更容易摆脱孤独、恐惧和自身的局限，
达到完整和统一。



二、爱的给与得

弗洛姆说：“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是人
内心生长的东西，而不是被俘的情绪，一般来说可以用另一
个说法表达，即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如果你读过这本
书，你会发现给与得充满弗洛姆关于爱的每一个观点。

对给与得的关系的阐述，让我们区分天真的爱同成熟的爱的
不同原则。

正如弗洛姆所说：天真的爱遵循我爱，因为我被人爱(得先于
给)的原则，成熟的爱遵循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给先于得)。

天真的爱源于需求，成熟的爱是基于贡献。

对于爱的给于对象的不同，弗洛姆带我们领略了不同种类的
爱：之于众生的博爱，之于孩子的母爱，之于爱人的性爱，
之于自己的自爱，以之于神明的神爱。

三、爱的实践

如果爱是一门艺术，那就要求想掌握这门艺术的人有这方面
的知识并付出努力。

是的，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人是苍白的，不知道如何去爱的人
是盲目的。

从社会的维度去解读爱的动力，是人们为了摆分离、脱孤独
和恐惧，达到同社会或者说自然的一种统一性。

这种动力是我们爱的勇气，但同时也是对自我认知的局限。

弗洛姆说，爱是实践就是对客观的认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体
验的确认。



他来源于你的的情感体验，投射于你的思想，经过一系列的
加工和处理，这个东西变成了我们所认知的爱。

体验需要客观的认识，投射需要理智的确认。

四、以爱之名

爱是一门艺术。

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撒下种子，爱是人的本能。

但让我们感到悲哀的是，这种本能正在随着社会的更迭和时
代的变迁渐渐的退化，与我们生命的本质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对自己及自己所生存的社会进行反思，就不难发现
几乎所有的道德和良性的社会关系正在以爱之名渐渐消融。

爱变成了一个标签，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爱是我们生命过程的体现，更是体验生命过程的通途。

学习爱的知识，修炼爱的艺术，在爱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摆脱
人性和社会的局限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我们爱，不是仅因为我们值得，更是因为以爱之名让一切完
整。

艺术类读后感篇六

读完了《爱的艺术》这本书我想领悟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我们的自我价值并不依附于任何人对我们的评
价。让我知道了，爱是一门艺术，它需要知识和努力。

爱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和核心，但是，爱是什么？我们真的理



解爱，甚至真的在爱吗？这本书的阅读，不但有助于我们理
解博爱、自爱、父母之爱、*、上帝之爱等等，更能帮我们理
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我，洞悉幸福完整背后的秘密。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在于其无偿的给予性，无条件
性，不论你身处何地，不论你是好是坏，只要你是母亲的孩
子，你便会得到母爱。这种爱不仅不需要用努力去得到，而
且也根本无法用努力去得到，无法创造，也无法控制。在母
爱中我们是处于被爱的地位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把被爱转
变为去爱，转变为创造爱。我们要学会爱也需要学会给予，
给予比得到更能使自己得到满足，更能使自己欢愉，爱要比
被爱更重要，当人们明白这些时，爱才能变成成熟的
爱，“我被爱是因为我爱”。

弗洛姆指出：“关心、责任心、尊重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
在成熟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些态度的集中表现。成熟的人就
是指能够创造性地发挥自己力量的人。成熟的人只想拥有他
自己的劳动果实，放弃了获取全力和全知的自恋幻想，并有
一种谦恭的态度。这一态度的基础是他内心的力量，单单这
股力量就能使他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的劳动。”

如果没有尊重和认识，那么关心和责任心就会变成对爱人的
一种控制。在爱情里，尊重和认识非常重要。首先认识自我，
自己本身要达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而不依附或依赖他人；
其次，要客观地正视对方，认识他的独特个性，并努力使对
方成长，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这才是真正的尊
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