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旅行的艺术读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一

旅行是多么令人惬意的存在啊，约几个好友，奔上火车里，
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崭新的地方。在那里谈天说地，在那里遇
见生活。

旅行和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正如马塞
尔·普鲁斯特所说：“书籍及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
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
现不了的东西”，书籍在扩大着我们的视野的同时让我们发
现很多平时无法遇到的惊喜，旅行也是同样，旅行是向外的
放大镜，放大每一寸不曾踏上过的土地，放大每一丝欣喜，
放大思想。所以古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不
无道理的。

近来很流行的概念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放下生活
中的压力负担，到外面走一走。在大众的影响下，向来很喜
欢这种旅行，似乎是青春期对于更年期的一次大叛逆，或是
对社会的自我反抗，旅行此时是一份慰藉，是逃离的港湾。
但是阿兰·德波顿在众多个旅行片段里却没有透露出对这种
类型的旅行的向往。我们似乎很容易被一些旅行照片迷失了
心智，澄澈的天空，干净的海岸，椰子树和比基尼。这些通
过网络手段被剪辑过的旅行片段完完全全地抓住了我们的内
心，似乎只有那样诗意的旅行才叫做“旅行”。然而现实总
是和想象背道而驰的，当我们一时兴起跑到遥远的海岸，语
言、旅馆、拥挤的人潮将我们推到了现实的边缘，这一切，



都无比真实。“现实的生活正像是缠绕在一起的长长的胶卷，
我们的回忆和期待只不过是选择其中的精彩图片。”

我想起了底和好友b一头热跑到了南京，因为有另一个好友s
在那给我们安排行程，于是一切便不用动任何脑子，只需享
受。我们穿行过很多的博物馆，走在时而宽广时而狭小的街
道上，夜里忙着赶作文和ddl，我开始怀疑自己，这次旅行穿
越的各个著名景点是否有意义。

阿兰是这样解释的：“旅行的一个危险是，我们还没有积累
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
错误。正如缺乏一条链子将珠子串成项链一样，我们所接纳
的新讯息会变得毫无价值，并且散乱无章。”感到乏味的原
因之一，南京是四朝古都，博物馆可谓是遍地开花，然而从
一个博物馆到另一个博物馆，知识上的跳跃性是我们无法想
象的，但我们只是一味的看一味的接受，在这里知识上的接
收是无效的。我很赞赏每到一个城市就必到其博物馆走一圈
的人，但是我毫无准备地迎头而上却让我不是很喜欢博物馆。

“旅行是万众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但是，不同的文化程度和人生基调，会使旅者迈出不一样的
脚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纷纷跨出了旅行的
步伐，从黄发到垂髫，无论男女，都陷入了对旅行的痴迷。
但同时，“中国游客”的标签在全世界被深化，每一点不恰
当的举动都变成了令国家蒙羞的大事，这是从大众的角度来
讲的。当我们忽略这旅游大潮中的个体，着眼于大部分的游
客时，却发现这脚步着实不太一样。被冠以“土豪”一称的
中国大妈在美国疯买黄金，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不
知何时起，旅行成了消费的代名词。这可能是对乌合之众最
佳的解释，也就是，当个体沦为群体，个体便丧失了原有的
理性。阿兰所论文化基调的不同对旅行脚步不同的观点，实
在是让人大为赞赏!

如果你有一个休闲的午后，希望你读一读阿兰·德波顿的这本



《旅行的艺术》，那个时候，可能你会想来一场真正的旅行!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二

一开始我以为这本书讲的是旅行，后来才发现是艺术。这本
书像是一场完美的旅程，他不告诉我们旅行是什么，也不告
诉我们旅行是为了什么，它教会我们用思辨的角度来好奇，
思考和观察，让我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此时，旅行已经
不在于你行走了多远，而在于你看到了什么。眼前，身边，
脚下都是旅程。

这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出发，动机，风景，艺术和回归。
每个部分都是先写德波顿自己的旅程，然后结合名人有关该
地区的作品或他在该地区的生活踪迹，如：阿姆斯特丹—福
楼拜；马德里—洪堡；普罗旺斯—梵高。最后得出一个关于
旅行的思考。它不是散文，不是游记，也不是导游手册，它
更像是一本人物传记，在不同的地区结合极具代表性的与该
地区相关的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中来告诉我们旅行所给予他
们的意义。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
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

“当旅游指南对一个景点赞赏有加时，它无形中产生一般压
力，迫使读者接受其权威性，缔造一股热忱，至于景点会使
游客感受到沉默、幸福还是兴致勃勃，它则毫不关心。”

“宇宙的力量可以移山倒海，而人类不过是小小的玩偶。从
壮阔的山河中去了悟自身的局限是十分有效的，否则我们就
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流变中感到焦虑和愤怒。不只是自然违
抗我们，就连生活本身也是不堪忍受的重压。然而，自然界
中广阔的空间却最充满善意和敬意地提示了我们所有超越我
们的事物。如果我们用更长的时间与他们相伴，它们会帮助
我们心服口服地接受那些无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恼的事情，并



接受我们最终将化为尘土这一事实。”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三

1.作家能够变换角度看问题。

如同摄影一样，要想打动读者，得对稀松平常的事情有不同
的感受，作家的角度新颖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2，描绘出常人不易察觉的细节。

既能有场面壮观的景象描写，又能对小细节观察到位，作家
的笔普通放大镜一样，让读者欣赏到平常看不到的风景。

3.采用新颖的表达方法，比如用心理语言描写自然现象，建
筑物等。这样常常渲染出不同的气氛。

二、作家具备哲学思想，看到事物的本质，并客观分析，表
达。传达出我们想不到，想不明白的道理。能够帮助大众解
决问题。好的作家具备一眼就看透的本领，却不一语道破，
用婉转的方式温和地，有趣地道出真相。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四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广为众
人知晓的句子，往往在我们的熟悉中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光辉
色彩。有人把生命比作是一场旅行，一场前途未知却充满希
望的探索之旅，我们不能选择未来走向哪里，更不能留恋甚
至回到前一站风景，但它仍然是让大多数人欢欣鼓舞的。生
活，或者称之为人生，不管是此时此刻还是即将到来的下一
刻，永远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美与丑、真与假、好与恶，
均在这种神奇的可能之中，对于人人渴望的美好和喜悦，自
然亦是如此，所以想要发现与收获这无处不在的美，我们需
要做的，仅仅是开启迷惘的心智，睁开混沌的双眼，观察、



感受、欣享和长长久久的回味!

作者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一书中，用其轻松自然
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旅行的深层意义。他认为，旅行以及对
旅行的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幸福的体验，而这种幸福，就是
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
福”。德波顿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去旅行，行程中不仅有
巴巴多斯、西奈的沙漠、马德里等风格迥异的怡人风景，同
时还有他为读者安排的众多的名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及深
谙旅行滋味的旅行家作为导游，同时加上德波顿本人对其行
为与思想的深度分析和感悟帮助读者可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他们的陪伴下，风景之旅成了更完美的文化之旅、心路之
旅。

《旅行的艺术》就像一场完美的旅程，在带领我们欣赏风景
和文化思想的同时，教会我们如何好奇、思考和观察，让我
们重新对生命充满热情，至于旅行是什么，德波顿并不想急
于给出答案，旅行为什么，德波顿似乎也不热心去考求。但，
释卷之后，相信每个读者都会得到一种答案——这答案，即
使思辨的，也是感性的，既酣畅淋漓，又难以言说，因为，
它更像是一种青训，令人沉醉而不自知翻开这本书，你踏上
的将是一次异乎寻常的阅读旅程，深信德波顿无处不在的智
慧和机制将影响甚至改变你对旅行的看法，并有可能改变你
日后的旅行心态和旅行方式。

相信每个人心底都曾经或者正在深深地渴望能够踏上游遍世
界的旅程，在不断地行走中发现更多醉人的风景和有趣的人，
以此抚慰我们疲惫不堪的身心，无愧于百十年的人间之旅。
对于为什么要旅行，我总是习惯从自己的身上去寻找答案。
旅行中肯定有种精神是和我契合的，那种精神在家里、在身
旁，我找不到，所以我要出走，我要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继续
寻找。我想我的确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追逐美丽，追逐
未知，我想知道在远方正发生着什么事情，我想知道别的人
正经历着怎样的生活，我想知道在那深深的山谷里清清的溪



水旁，是不是有朵美丽的小花在静静开放，只为了等待我的
到来?旅行，抛弃过去的一切，哪怕只是暂时，只是片刻，旅
行的途中，我遭遇自己的内心，我可以不用伪装，只是做自
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给旅行很多附加的意义，诸如旅行种
种的附加值：结交新朋友，增进彼此的了解……我不讳言，
旅行是增进感情的很好途径，但这毕竟只是旅行的附加值。
我不希望旅行成为一场讲究规则、明确目标的游戏。对我而
言，旅行的目的永远只是去寻找我心中的那种冲动，去实现
自己的那种渴望。

人的一生，可能都是在寻找生的意趣，用来抵抗对死亡的恐
惧。而生的意趣，又无非是构建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
与自我的关系之上。正因为构成这一切的关系具有无穷无尽
的可能性，作为一个艺术家，就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探索这
无穷无尽可能性的使命。在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不可能避
免的旅行绝非人老了一项简单的征服、探索自然的活动。旅
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照亮存在的一个角度。

其实旅行之美从来都不可能依赖某个地方本身的物质条件，
这是作者接下去要告诉我们的，细节之美成了我们暂时忘却
尘世的纷繁和日复一日夫人唯一办法，但是对于不同的旅者，
细节之美所展开的方式是不同的。人作为主体，只能捕捉他
们愿意捕捉并且能够捕捉的美。这真是人的悲哀之所在，却
恰恰也是旅行的意义之所在——当你觉得你去的某个地方远
不如吸引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某幅画或某帧照片美，不要沮丧，
这就是艺术无法被技术替代之所在。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五

最近读了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其中提到
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下述诗句，提到了“凝固的时间点”。

“凝固的时间点”，这种感觉我也体验过，它发生在去年秋
天我和同事去到五台山旅游的一个黄昏。



五台山素以清凉圣地着称，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比本省
其他地方多雨呢?91年还是92年?我曾经到过一次五台山旅游。
那一次总共三天的行程，期间遭遇一场大雨，几乎有一整天
的时间被困在旅店里，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一股凉凉潮潮略带
些霉味的气味。张爱玲笔下的“雾数”是不是指的就是这种
感觉?这一次两天的行程，也是时雨时晴。幸运的是雨下的不
大，大家都带着雨伞。雨中漫步，自有一番情趣。

那一天下午我们游览的寺庙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整个建筑群
依山势而建，层次高低分明，错落有致。我们从寺庙的边门
进入，经过一座小院，沿寺庙一侧拾阶而上，正中是供奉着
佛像的庙堂，两侧是禅房。庙堂挡着游客的视线，每一层都
让人感觉已到了这个景点的尽头。从庙堂一侧转过去，却又
发现向上的台阶，爬上去又是庙堂、禅房。每一层的庙堂以
及庙堂里供奉的佛像各有特点，但在我这个外行眼里却只看
见大同看不出小异。细雨霏霏中，扭头再看对面山坡，居然
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悠悠飘过，投下一片巨大的
暗影。

几位同事对高台边石栏精美的雕刻感兴趣，以此为背景摄影
留念，我却兴味索然，独自沿原路回返。半路发现另一个边
门洞开着，寺庙外绿树成荫，有水泥路通往半山我们停车的
地方。虽然有些绕路，但山上的一群还在兴致勃勃地拍照，
早下去也是等，并且那一片醉人的绿特别吸引我，使我不由
自主走近它。

这时雨点又密集起来，我手里拿着雨伞，却没有打开。我就
这样手拿着雨伞淋着雨沿着林中小路慢慢地走，路上除我之
外再没有别的行人。周围那些树树干笔直，不粗，但是很高，
树下是半人高的草。树和草经过雨水的冲刷，显得分外澄澈
洁净。这些植物都是北方山区常见的，但是我叫不出名。雨
声沙沙，更衬出林中的幽静，我的心情平宁而安静。很想闭
上眼睛，静静地听那雨声。景区距离我所居住的城市算不上
远，但再来恐怕机会不多。尽管我还想在林中多待一会儿，



但这会儿估摸着拍照的同伴也应该返到停车场了。于是离开。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那一天黄昏树
林里的景象，就像村上春树形容的“紧黏在脑袋里”了。我
非常喜欢那一天林中的幽静。

今年临到“五一”节的前一天，一大早父亲就打来电话说身
体不舒服，我的心顿时一沉，赶紧到医院排队挂了号，然后
在挂号大厅一边往单位打电话请假，一边等着老父亲到医院
后会合陪他就诊。最近一段时间单位工作紧张而繁忙，加之
为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担忧，我的心情愈发的焦灼不安，一
瞬间倍感困顿疲累，抑制不住想哭的感觉。想起前几天在微
信上看到的一段话，“难过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天空吧，天空
那么大，什么样的委屈也盛得下”。可是我才刚一抬头，不
争气的眼泪就从眼角流下来。这时，我的眼前又涌现出去年
秋天深山古刹旁林中细雨的景象，耳边仿佛又响起那“沙沙
沙”的雨声，就像母亲的絮叨，细细碎碎饱含着脉脉温情。
那些我叫不出名却非常清晰的树和草使我焦虑的心情得到释
放，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的休憩，并且给我力量使我重新以
轻松乐观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悲伤和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