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作品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尼采作品读后感篇一

西美尔作为社会学家成名，但其理论底色是哲学，尤其是形
而上古典哲学。

叔本华将幸福和痛苦的感受都打包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叔本
华式生命感觉需要形而上学的修养，需要神秘主义和东方宗
教悟性，还需要极强的自持。所以叔本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
的哲学家，越至后现代，越受冷落。

尼采是解构的先驱，也是心理学达人。在他和他的信徒那里，
永恒的意义不及瞬间之欢愉。他和叔本华之间隔着一个达尔
文，叔本华主张抑制，尼采主张超越。超越的本质就是进化，
每一个阶段都要胜过前一个阶段，要更大、更快、更强。尼
采是达尔文和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诗性宣传家，他的语言
甚至更加简洁煽动：超人。

所以在由消费和技术主导的当代，尼采火得一塌糊涂。文科
类课程、讲座、书籍，不论哪个具体学科，几乎言必及尼采。
尼采是一个现代性桥梁，一头连着在叔本华和黑格尔那犹存
的古典整体气象，一头连着被心理学和语言学解构的后现代
碎片，跨过他时，人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跨过了落后、愚
昧、被动、原始，同时迈入先进、快乐、潇洒、强大。

三年前我接受了尼采的一针鸡血——“快乐的科学是什么？
做自己！”典型尼采。



碎片胜过整体，鼓动胜过推敲，激情（乐观）胜过痛苦（悲
观），前进胜过反思。这对于深陷危机的人很适用，正如对
一百多年前德法战争中被动的德国适用，又如对一百年前落
后的中国适用，那时候国内文人将尼采捧至李白的高度。

他热衷吹响号角：来呀！比强更强，比恶更恶，比新更新，
比快更快呀！

做自己是否让人快乐？一味向前是否让人满足？过度发展是
否带来幸福？是否存在一个更广阔、更客观，更温和、更慈
悲的意义？如果存在，它在哪，如何获得？如果不存在，那
么人是否会在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和结构序列中，在越来越错
综复杂的关系中被迅速乃至彻底地异化？如果一方面失去对
永恒（甚至长期）的信念，失去对目标一览无余的信心，一
方面又被迫着眼于每一个当下环节、每一个暂时步骤、每一
个微小利益。人就不得不在疲于奔命的状态下落入虚空，眼
看着撕、买、斗取代思、忍、爱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眼看
着生命消耗而并不快乐。就像尼采本人最后疯了一样。

尼采作品读后感篇二

门外汉必备之书，意外地收获了阅读体验及文体特色之间的
关系：“所有好的箴言作品读来都使人疲倦，因为读者必须
完成作者的一大部分工作。作者提供了一个句子，读者就要
把它扩展到一个段落。”

从中了解到了法国道德家的传统特点：“他们都是观察家，
善于幽雅地描述人类固有的生存状态。他们让读者因羞愧而
颤抖，但并不期待读者会因此变得与以往不同。”

被作者严谨又不失幽默的风格所吸引，例如，尼采写
道：“只有一件事是不可或缺的：人必须达到自我满足，不
管是通过诗歌还是艺术的方式；只有这样，人才值得一
看。”作者补充道：“然而，达成自我满足至多只是一个必



要条件。世界上有许多人达成了自我满足，而且，也正因为
如此，他们不值得一看。”

哎哟，懒惰战胜了我，直接上图了。

尼采作品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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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richardwagner，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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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作品读后感篇四

欧文·亚隆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大师，他总是善于将艰
深的心理治疗理论融于充满人情冷暖的故事，让我们以他人



为镜，审视自己的人生。

书中的布雷尔是维也纳著名的医生，他拥有美丽的妻子，可
爱的孩子，成功的事业。然而却陷入中年危机不可自拔，对
衰老、死亡、命运的恐惧，对妻子剥夺其自由的怨恨，化作
了他对女患者贝莎不可抑制的欲念。他是如此痛苦，渴望逃
离僵死的婚姻、枯燥的工作。尼采是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他
孤身一人，钱财了了，同时饱受病痛折磨。他把他的孤独、
寂寞、穷困、病痛，视作他思考的必要条件，拒绝一切关系，
一切帮助，直至有个叫路莎乐美的女人走进了他心里。在这
个女人背叛他之后，他的人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书中两个
人通过谈话治疗的方式，谈论恐惧、死亡、欲望、婚姻、孤
独，剖开心扉，最终互相救赎，又各自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
路。

书中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孤独。这是一个如此刺眼的
字眼，让人不自觉回避。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孤独的，也
没有人不被孤独所环绕。谈及孤独，尼采如是说“一个深沉
的人也需要朋友，就算每个人都辜负了他，他依然有他的神。
但是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神，我就像你一样有欲望，而且，
不曾有比完美的友谊更大的欲望，一种为同辈所环绕的友谊。
令人陶醉的字眼，'为同辈所环绕'!对像我这样一直在孤寂之
中的人，它代表慰藉与希望，我总是在寻找，但从未遇到一
个恰巧属于我的人。”“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神”，这是何
种极致的孤独寂寞，坚韧如尼采，也会在孤独的夜里难敌对
死亡的恐惧。习惯家庭生活的布雷尔更是在出走后不忍孤独，
最终回归社会生活。两颗孤独的灵魂在时间的长河中幸运地
相遇、相知，获得短暂的陪伴与救赎，然后重回自己选择的
人生轨迹，完成自己的宿命，直面自我的恐惧。

孤独终究是人生中轻而易举就可获得的常态，友情或爱情，
却是可遇而不可求般的珍贵。正如尼采所说，我们要学会拥
抱自身的孤独，我们只是利用他人做为对抗孤立的一面挡箭
牌而已。人只有学会独处，只有“活得像个老鹰——不需要



任何观众”，才能拥有真正爱人的能力，才能真正关心另一
个人的存在的成长，才能在与人相处时不是充满了自私的欲
念。只有正视孤独，接受孤独，才能在成为你的所有存在的
道路上更近一步。所谓灵魂伴侣的陪伴是人生中耀眼的，幸
福的时光。而生命神秘面纱隐藏的对死亡的恐惧，对自由的
挣扎，对人性的欲望的血淋淋的揭露，对人生真正敌人的战
斗，你只能一人独行面对。人永远无法真正从他人得到帮助，
人必须要找出帮助自己的力量。

正如布雷尔一样，我们总是抱怨被禁锢于生活的枷锁，殊不
知，生活愉快的关键，便是先去选择必要的选择，然后去热
爱我们所选择的东西。命运如是，孤独亦如是。

尼采作品读后感篇五

今天，读完《尼采自传：瞧！这个人》〔德〕尼采著，刘崎
译，台海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基本没有读懂的书。虽说是自传，但与其他的自传
却不同，更多的是介绍其思想，介绍其著作，初读确实不好
理解。阅读该书一个重要收获，是尼采对读书的看法，能够
给我们一些启发。尼采早年埋首希腊古典文献研究，博览群
书，可是有一天当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能再阅读的时候，竟
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得的最大恩赐。因为不能读书，让尼采
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让他的思想得以绽放。不得不说，尼采
是个天才。关于读书的问题尼采反对的是“死读书”、“读
死书”，而不是不读书。我相信是视力阻碍阅读成就了尼采，
但我更坚信是早年的'博览群书造就了尼采。如果说，没有视
力问题阻碍他继续阅读，就不会有哲学家尼采的话！同样，
如果没有早年博览群书的尼采，即使出现了视力问题，也不
会有后来的尼采。正因为有了早年的博览群书，当尼采静下



心来认真思考时，才会有思想光芒的闪现。

关于这一点，译后语说得很对：“尼采并不是教我们不要读
书，他只是要我们善于读书，有些人把一生的时光都读光了，
把潜伏的创造力读碎了，到头来只变成一个读书虫，没有任
何创造力，像这样的人还不如不读书。”当然，作为普通人，
对于书读总比不读好；但我们也要在阅读中学会独立的思考，
不为读书而读书，更不能一味的为追求读得多而读书。

对于读书，还是孔子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