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拉图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柏拉图读后感篇一

这一篇，是苏格拉底在受到控告后，于衙门口遇到欧悌甫戎
与之探讨“虔诚”一事。梅雷多等人控告苏格拉底，其实就
是控告他给下一代灌输“邪门歪道”，“歪曲”神灵，“毒
害”青年等莫须有罪名，以此延伸到虔诚一词。

好家伙，第一次看到苏格拉底论证哲学的方式，我脑中第一
个概念是“唐僧”。特此抄录一段让读者感受一下吧。

“可是，亲爱的欧悌甫戎啊，如果神灵喜爱的和虔诚是一回
事，那么，如果虔诚的是因为虔诚而被喜爱，神灵喜爱的也
就是因为神灵喜爱而被喜爱；而如果神灵喜爱的是由于神灵
在喜爱它而成为神灵喜爱的，虔诚的也就是由于它被喜爱而
成为虔诚。现在你就要看到，这二者是对立的，因而必定彼
此完全不同。”还有好多，不想打了……开始这种如线团一
般的`逻辑思维，很快就把我绕在里面了。反复的读反复的看，
才真的读到苏格拉底想要表达的表层意思。虔诚，是神灵喜
爱的，但神灵喜爱的却并非只有虔诚。就如同数字与奇数的
关系，数字涵盖奇数与偶数，正如此我们不能说奇数就包涵
数字，虔诚便包涵一切神灵喜爱的。

刚开始认为苏格拉底是个钻牛角尖，不懂得待人的人。之所
招来控诉后被处死，其实归根结底，是他与他人探讨哲学，
寻求智慧、真理，所屡屡得罪人招来的杀身之祸。看到这里
令我想到孔子的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者，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者，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柏拉图读后感篇二

这一篇，是苏格拉底在受到控告后，于衙门口遇到欧悌甫戎
与之探讨“虔诚”一事，梅雷多等人控告苏格拉底，其实就
是控告他给下一代灌输“邪门歪道”，“歪曲”神灵，“毒
害”青年等莫须有罪名，以此延伸到虔诚一词。

好家伙，第一次看到苏格拉底论证哲学的方式，我脑中第一
个概念是“唐僧”。特此抄录一段让读者感受一下吧。

“可是，亲爱的欧悌甫戎啊，如果神灵喜爱的和虔诚是一回
事，那么，如果虔诚的是因为虔诚而被喜爱，神灵喜爱的也
就是因为神灵喜爱而被喜爱;而如果神灵喜爱的是由于神灵在
喜爱它而成为神灵喜爱的，虔诚的也就是由于它被喜爱而成
为虔诚。现在你就要看到，这二者是对立的，因而必定彼此
完全不同。”还有好多，不想打了……开始这种如线团一般
的逻辑思维，很快就把我绕在里面了。反复的读反复的看，
才真的读到苏格拉底想要表达的表层意思。虔诚，是神灵喜
爱的，但神灵喜爱的却并非只有虔诚。就如同数字与奇数的
关系，数字涵盖奇数与偶数，正如此我们不能说奇数就包涵
数字，虔诚便包涵一切神灵喜爱的'。

会是什么?

刚开始认为苏格拉底是个钻牛角尖，不懂得待人的人。之所
招来控诉后被处死，其实归根结底，是他与他人探讨哲学，
寻求智慧、真理，所屡屡得罪人招来的杀身之祸。看到这里
令我想到孔子的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者，失人，不可
与言而与之言者，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更多精彩：



·繁星春水的读后感·幻城的读后感范文·永不录用的读后
感·关于贝多芬传的读后感·《坏蛋是怎样练成的》读后
感·茶花女读后感·《坏邻居》读后感

柏拉图读后感篇三

曾经以为智者哲人柏拉图，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
智慧的火花，使我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曾经以为像《理想
国》这样的西方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
如今，看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依旧无法参透《理想
国》其中的奥妙，也无法深入地了解它的精髓，因为它就像
一座空中花园，必须有足够的思想阶梯才能够攀爬上去，但
它带给我的启迪确是深远的，尽管我只能仰望而叹之，道听
途说而思之，片言只字而感之。其实，经典的影响力，不在
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
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
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青年时从师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
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
年活动失败后，他逃回了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卡德米的体育
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他一生
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
之中，他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
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
《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
问题的著作。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
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理想
国》这本书不仅详细记载了古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更
以对话体完整的表达了柏拉图的哲学见解和政治理想，是世
界哲学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份瑰宝。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



理道德、教育、文艺等方面的问题，以理念论为基础，建立
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
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
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
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
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
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
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
书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

看这本书，我们会被苏格拉底睿智、深邃的思考所折服，他
的诡辩不仅让对手难以招架，也让读书的我们产生一种难以
跟上他飞快、机智的思维的感觉。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辩论
逐一地将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同
时通过对城邦的哲学、道德、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
面的争论，设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并在辩论中不断完
善，逐步建立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的蓝图，向世人展现
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
念的世界是真实存在、永恒不变的，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
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
所组成，而每种现象会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
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由理念论和回忆说构成
的认识论，并将它为《理想国》的哲学基础。

《理想国》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问题。书的开篇，苏格拉
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就展开了
激烈的交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
的憧憬与向往，这也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
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他们先后讨论了“欠
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
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
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底将其一一进行了驳斥，



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
魂里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
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内秩序井
然，对自己友善。”然而文章并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
的讨论上，柏拉图更加着眼于城邦的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理
想城邦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必须在国
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
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
守本分、各司其职。

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之后，柏拉图提出了“政治家
应该为哲学王”的思想，并讨论了哲学王与城邦的关系和哲
学王的形成。他认为，政治家只有是哲学王，他才能真正意
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如何让国家治理地更加协调有序，
如何让人民更好地安居乐业。在一个正义的城邦里，哲学王
应该成为统治者，因为由哲学王统领的国家，是贤人治国，
是德性治国，是知识专政；因为哲学王是“能把握永恒不变
事物的人”，“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
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
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
勇敢和节制”。我想，如果一个人真的具备了这些品质，的
确纵是玛摩斯也无法挑剔了。但是，一个国度能产生几个这
样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王，即使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又有几个拥有真正的政治才能足家以匡世救国呢？尽管这
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柏拉图还是坚信其现实性。

要想成为一名哲学王是要具备天性的，勇敢、大度、聪敏、
强记是这种天赋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所假
定的哲学王的天赋，并且得到了合适的教导，必定会成长而
达到完全的至善，然而，这些配的上哲学的人会受到环境的
败坏，因而离弃了哲学，“使她孤独凄凉”。所以，“剩下
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有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了：他
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处于流放之中，因而没
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从事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



于一个狭小的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务；少数人
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正当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
了哲学；还有一些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塞亚格斯的缺陷束
缚了他们，须知就塞亚格斯而言，背离哲学的所有其他条件
都是具备的，但是他病弱的身体使他脱离了政治，没能背离
哲学。”

它教育论著被毁，教育园地也是馥郁芬芳的。”因为在现实
的条件下，哲学家是很难产生的，柏拉图也把自己成为哲学
家的原因归结为神的作用。而作为真正的哲学家，在不合意
的城邦里面，他是不能从事政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既从事
政治又保持灵魂的和谐，而丧失了灵魂的和谐便背离了善的
理念，也就不再是哲学家了。所以，柏拉图的现实选择是培
养学生，这展示出了可知世界的终极形态，也就可以达到在
全书最后一句话所指望的“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
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

我想，如果不是生活在古希腊那样盛行辩论的国家，又怎能
产生如此英才呢？古希腊人讨论哲学问题，追昔抚今，而现
代的一些人整日为名利所累，真令人扼腕叹息。读《理想国》
这本书，不仅能了解古希腊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风俗人
文等，还能跟着苏格拉底的辩论培养一些哲学思维，一定程
度上了解了哲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对待生命的态度，同时
也能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读书，要学习书中的学问，
更要从学习书中品味人生。

《理想国》这本书应该是常读常新的，当经过时间的积淀，
见过更多美好和丑恶的事物，心情变得苍凉起来时，相信我
对这本书的理解一定会更加深刻，更能读出其中独特的韵味
和精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在
灵魂上永远保持一种向上的姿势吧，随时不忘心中的理想国，
不忘我们肩上这份神圣的使命，倾听柏拉图的思想，反思我
们的教育、我们的国家，为自己更美好的将来谋划，为祖国
更快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终生。



柏拉图读后感篇四

在《理想国》这本书中，我感触最深的是第四卷，即关于节
制贫富善德。《理想国》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以对话的形式阐
述观点，提问作答，其中不乏通俗易懂的比喻，将一个真善
美的国家展现出来。在第四卷中，对话主体是阿得曼托斯和
苏格拉底，通过智者间的交流，我看到了文章中蕴含的能量：

一、在文章中始终强调正义的重要性。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
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
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
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唯有正义，可以让每个人
的需要最真实地体现出来，才能构建最稳定的社会秩序，正
义永远最具有魅力，也是自有人类社会来，人们一直追求和
渴望缔造的美好社会标准。以正义之尺，量你我心声。

二、作者关于“贫富”的看法是：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
革，贫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

其指出解决贫富差距给国家造成问题的方法是：全体公民无
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
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
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即社会各角色之
间应当做到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不让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
造成社会纷扰。贫富差距向来是一个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
因，难消灭，难弱化，现阶段的中国亦饱受其扰，故借理想
国之言，望社会贫富差距减小，以期一个公正国家的长期存
在和稳定发展。

三、在本章节中，作者关于教育培养的观点值得一提。

原文中提到：只要当政者注意一件大家常说的所谓大事就行



了。其中这里的“大事”就是指教育和培养。作者认为原因
在于“如果人们受了良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事理通达的人，那
么他们就很容易明白，处理所有这些事情还有我此刻没有谈
及的别的一些事情”，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良好的培养和
教育造成良好的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再接受良好的教
育，产生出比前代更好的体质，这除了有利于别的目的外，
也有利于人的进步”以及“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
里引导，却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结合我们这一门课的
内容，我的感想是：柏拉图在书中借对话方式所描绘的公正
的理想国，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乌托邦式的国家。即使是这样，
他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从大的方面来说，由古至今，教
育始终是一国之本，一国之领导人应当重视教育，建设好教
育事业，才能为国家输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实现一国强
盛之可能。从小的方面来看，良好的教育能完善一个人所需
要的能力和品格，一方面可以传播生活所需的知识，另一方
面教育可以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并
融入个体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不可分割，成为个体的一部
分，明白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实现人的进步，
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

所谓理想，往往承载着人们对最美好事物的向往。《理想国》
以直白的语言告诉了我们正义与公平、美德与智慧在一个国
家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力量。虽然已经过千年的沉淀，这本
书仍在用它最具感染力的言语诉说着一个美好国家的样貌和
形态。无论在千年以前，亦或是今时今日，我们每个公民都
在为这一目标而努力着，奋斗着，朝向心中的理想国进发。
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也应当停一停快速向前的脚步，
听一听所有人的心声，公平之称是否依旧平衡，是否依旧在
丈量着我们前进的每一步，我们的国家是否充满正义之声，
是否被美德围绕，为礼仪之邦?我想，理想国的力量永远在指
引着我们朝向更美好的未来。

“柏拉图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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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读后感篇五

看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此时需要认真思考读后
感如何写了哦。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柏拉图之恋》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刚刚读完一本小说叫做柏拉图之恋。故事大概是讲为人深沉
而不羁的穆泽含，收到富家女张思的青睐，两人之间的关系
保持在朋友与恋人之间的暧昧中。半年后张思发现穆泽含是
早期妄想症的患者，于是催促他去就医。穆泽含在心理咨询
室认识了和自己一样一只受到心中完美恋人的困扰的女孩郎
璐。于是，他们之间演绎了一段柏拉图式的聚首和离别。。。
。。。

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王刚，张思为了气穆泽含，就和他恋过
一段，不过张思并不喜欢他。张思被穆泽含的幻想情人比下
去了，想着“报复”，但是过程中却疯恋上了他。她幼稚地
想着先泡上他再甩了他，但是很多时候自己未必了解自己。
作者把张思描写得如此完美，可爱，漂亮，富有，白皙，好
身材，好像说得出来的.好物质条件她都有，但是穆泽含爱上



的并不是她，是郎璐。郎璐和穆泽含就像是想象中的完美情
人互相对号入座，多想就这样一辈子不停歇，不理外界。谁
都想拥有一个像郎璐一样的情人，从出生第一个爱上的就是
你，就像是为你而生，只有与你一起的记忆，她愿意为你厮
守，即使仅仅是精神上的爱情，她也愿意为你忠贞，接受你
的一切浪漫。穆泽含也曾经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恋人，愿意为
你付出所有，在没有能力负责任之前，他不会占有你。但是
现实中，很少出现这种永恒的柏拉图之恋。穆泽含和张思都
巧妙地相继得知自己要出国10年。作为一个男人，穆泽含不
能遥远地耗费郎璐的青春，不能抛开物质仅仅去追求精神上
的爱情，爱情和面包，男人觉得没有面包的爱情是自己的不
负责任，就算女人根本不在乎。郎璐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些而
放弃穆泽含，所以穆泽含选择让她恨自己。最终穆泽含上了
张思！之所以爱会生恨也。

我们都曾经是干净纯粹的郎璐，但是在现实的压力下，穆泽
含这样的男人选择了张思。每个人生来就幻想着柏拉图式的
爱情，但当你经历过一次或者数次王刚，郎璐的经历后，有
些人坚守着柏拉图，放弃了不理想的爱情；有些人报复柏拉
图，一路玩弄无数王刚；有些人放弃柏拉图，欺骗郎璐，或
者放弃心中的郎璐，追求各种张思；又或者有些人始终幻想
着柏拉图，把任何人都当成郎璐来对待。

穆泽含啊穆泽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