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实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篇一

闲闲的碎语，但字字珠玑，品味雕琢的文字，畅游美学的境
界，仿佛美玉一般，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体会一份清闲的淡泊，感悟一遭情景交融，宁静的心中，独
恋一份美的意韵。

宗白华先生美的态度即是超俗的，又是入世的。

他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美的人生和宇宙，这里充满了亲
切感与家园感。

宇宙之大，无非虚实相生，美无处不在。

宗先生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
丰富的动力学”，也发现了它是“平整的秩序，圆满的和
谐”。

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就是这种描
述的最景致的诗句。

没有一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悠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
澄情以观道的空明澄澈。

新鲜活泼的心境，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动与清和的美的统一。

而宗白华先生似乎轻而易举的领悟到了美的神韵，如在拈花



微笑间顿悟了一切声光，色彩和形象中微妙精深的律动和气
韵。

这种境界是“一内在自足的境界，无待于外而自成意义丰富
的小宇宙，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更深的一层真实。”它不是从
无边的空间指向无限，而是从无边回到万物，返回自身，回归
“小宇宙”。

它属于有限之中，又让人从有限中发现永恒。

可以说，宗先生中的美学思想已然把中国传统的哲学、美
学——儒佛道三合而一了。

在阅读中思考，我感到书中的每一篇文章皆是一颗珍奇的宝
石，它们折射着理性与感性的光芒。

或论诗画与书法，或论音乐与舞蹈，或论建筑与雕塑，自然
与艺术的乃至整个人生宇宙之美的事物。

凡宗先生所论及的，他总在直观的把握后，欣赏它，赞美它，
评判它。

他以散文的抒情方式，以诗人灵感闪现时的思维方式，表达
自己精辟的美学见解。

清代王船山在论诗时说：“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
怀，是诗家正法眼藏。”好一个“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
尽人之怀”!这正是可用来总结《美学散步》中所体现的宗先
生的美学追求。

其篇幅短小，其笔墨简淡，而微言大义昭著。

“他是真理的探寻者，他是美学的醉梦者，他是精神和肉体
的劳动者。”宗先生对罗丹的评语又可恰如其分的用来评价



他自己。

艺术的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和感情，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
你的心中。

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心灵创造的意象，独辟的灵魂，
那么什么是意境呢?因人于世界接触关系层次的不同而有不同
的表现。

或是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的境界;或是因人群公
共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的境界;或是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
有政治的境界;或是因研究物理追求智慧而有的学术境界;或
是因欲近本人归真，冥合天人而有的宗教境界。

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
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

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
化，肉身化。

对艺术的投入，就有美感的诞生;对艺术的展示就有美丽的缩
放!或许一切美的光都来自心灵的源泉。

一个意韵，我想就应该是一个情与景的结晶，深入了才可得
镜中花，水中月。

散步于美学中，亘古不变的——芳香泗溢!

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篇二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
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有两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光潜与



宗白华。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是学贯中西、造诣
极高的，但朱光潜著述甚多，宗白华却极少写作；朱光潜的
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白华却是抒情的；朱光潜偏于
文学，宗白华偏于艺术；朱光潜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
的；宗白华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光潜是学者，
宗白华是诗人。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
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
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
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
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
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
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
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
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
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他更是一位欣赏家。
集子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
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
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书名叫《美学散步》，
我们且到这个大花园里走走，看作者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亭
台楼榭、花树池石。

艺术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与感悟，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
你自己心里。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创造的意
象，独辟的灵境，那么什么是意境呢？作者给我们分析到，
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

（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

（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



（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

（4）因究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

（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

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
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
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
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
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
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篇三

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
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述，
像一照相机的摄影。”(79页)这说明了绘画(艺术)与照相机
的区别。

摄影所得的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种机械的真实，将一瞬间的光
与影定格下来，在这一意义上说，照片比绘画更能反映现实，
它几乎是丝毫不差(差别的只是精度)地记录下真实的场景，
将现象还原至本来面目。

绘画若在这一点上与其一较短长，必然技艺不如。

这也许是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绘画不在占据主流的原因之
一。

无论画家的技巧如何高超，对视角、光线、位置的把握如何
准确，都不如摄像机的精确-那种不带人为主观色彩的、近于
无情的精确。



画家是有感情的人(即使他强调自己是在“客观”地描绘)，
而这种主观色彩正是绘画区别于摄影的标志，也是绘画得以
在更高的层面上超越摄影的简单真实(机械真实)的资本。

中国传统山水画论认为“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
盛”，崇尚“气韵生动”。

这种“气韵”并不是虚幻而与现实毫无瓜葛的，这种“真”
同样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大量详尽的观察和对画面构图作细
致严谨的安排。”(李泽厚：《美的历程》169页)中国五代画
家荆浩惊异于太行山之美，作了数万本草图，“方得其真”。

这种“真”自然不是简单的真实，画家在作画时，每一刻的
心绪都不同，每一笔都是不同心绪的反映，绘成整体便是无
数不同心绪的集合。

可以说绘画既是空间(平面)上点、线、色彩等的组合，又反
映了时间上的心理凝积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说，一幅画包含了无数幅画，是无数个心理活
动凝积的产物。

因此画是“流动”的，即“美在流动之中”(9页)。

或认为就算摄影所得的照片不是“流动”的，那么录像总该是
“流动”的，它真实记录了事件的前后过程，应该是最真实的
“真”。

我认为录像只是有限张(或者无数张)照片的连续展示而已，
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相片，仍然只是机械的真实。

无论多长的录像，它总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注定它不能
反应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一幅画或许只描绘了一幅图景，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的刹那，
而相片虽然也可以让人联想，却因为它过于形象，反而或多
或少剥夺了欣赏者想象的权利，想象的空间丧失了，艺术性
也就随之削减了。

摄影的过程是机器的运作，只能反映“物理的目睹的实质(85
页)”，绘画是画家用画具混合了自己的心绪、情感、记忆创
作出的给欣赏者以无尽想象空间的艺术品。

这也许已经决定了二者在艺术性上的区分了。

后记：由于时间关系，没能将全书看完，对于宗白华先生的
美学思想没有充分领会，很多观点都是在我“断章取义”甚
至误解了原意的基础上得出的，算是很大的冒犯。

其中的关于“美”、“艺术”的定义主要参照董绍春老师的
理论，然后用来分析宗白华先生的理论，多有不当之处。

在阅读《美学散步》之前，我已经先看了李泽厚的《美的历
程》，于是拿二者相关的部分比较，引用部分一般都标出了
原文页码。

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篇四

当我把《美学散步》从图书馆给借回来后，发现它的内容根
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全是专业术语而且文诌诌的学术著
作，而是文辞优美、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的美学奇葩。

阅读这本书确实是一种享受，宗白华先生用他抒情的笔触、
透彻的感悟引领读者体味中西艺术的精髓，待我们“散步”
归来，就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得到了很好的净化
和升华。宗白华先生用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感受着世间万物，
并用行云流水般流畅美妙的文字将其诉诸笔端。在宗先生看
来，散步是自由的，但并不因此就绝对是非逻辑的，亚里士



多德在“散步”中建立了体系性思想，庄子在“散步”中领
悟到了宇宙的玄妙，达·芬奇在散步中捕捉到了美的真谛。
在各种美学现象和艺术门类之间，“散步”是梳理美学、艺
术学思想、亲近艺术灵动的方法;在中西美学之间，“散步”
是凸显中国传统美学个性精神的方式。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上网搜索过一些关于宗白华先生的
信息，原来宗白华先生与朱光潜、蔡仪、高尔泰、李泽厚并
称为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治学特点是不建体
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就正如刘小枫对宗白华先
生的评价那样：“作为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根本立场是探
寻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先生那里，艺
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
才使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生成和开展于军事和学术危机的特殊
的历史时期，古老的祖国既面临政治、军事的压力，又面临
学术的危机。在排山倒海的“西化”风潮中，他并不随波逐
流，坚持以中国传统的美学为根基，以西方思辨的成果为参
照，凸显古典美学的梳理和阐发。

他在用他自己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
乐。他曾坐在《蒙娜丽莎的微笑》前默默领略了一小时，我
不禁为宗先生对艺术对美近乎痴狂的态度而惭愧，在这个灯
红酒绿的繁华社会中，已经很少有人可以有着这么平静的心
态去欣赏艺术。我不但要吸取宗白华先生的美学知识，也要
学习宗白华先生对待艺术的那种态度。

在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
初步探索》一文中，提到：“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
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荣，但是含蓄的光荣，但是这
种光荣是极绚烂又极平淡。”由此可见，对于芙蓉出水的美
和错采缕金的美，宗白华先生更加偏向于前者。



如果要我在这两种美中做选择，我也会选择前者，因为芙蓉
出水的美真实而且天然。正如中国的水墨画和西方的油画相
比，我更喜欢中国的水墨画的淡雅和简单，其实诗词画都类
似，有时候太满了反而不妙，要懂得适当的留白才是高手。

宗白华先生在发现美的时候，态度既是超脱的，又是入世的，
他为我们读者展示了一个极美的人生和宇宙，这里充满了亲
切感和家园感，宇宙之大，无非虚实相生，美无处不在。宗
白华先生从一丘一壑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
动力学”。也发现了它丘一壑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
丰富的动力学”。也发现了它是“平整的秩序，圆满的和
谐”。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堂”正是
这种景致的准确描绘。

没有一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然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
澄清以观道的空明澄澈。宗白华先生如在拈花微笑间顿悟了
一切灵光的高僧，中国美学遇到他真可谓幸运，他学贯中西，
中国美学特色被熔炼出并标举，最终被贯入了一种深沉挚厚
的生命意识。一切美的光是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折射是
无所谓美的。看完这本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美学
散步》，感觉正如编者在重版说明中讲到的：“我们思念那
拄着手杖，徜徉在未名湖畔的身影;我们品味着散步声中留下
的道道灵光。愿每个心灵丰沛的人都能读一读她。”

我们要从宗先生成功的学术研究中吸取营养，在积极吸纳西
方文化有益成果的同时，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力凸显
民族文化的个性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因其独
特的个性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彰显出夺目的光荣。

朱光潜谈美学读后感篇五

《美学散步》是一本不厚、很小的书籍，可是里面的思想却
熠熠发光。作者是宗白华先生，因为作者是个诗人，所以整
本书的主要风格是诗意浓厚，闲适舒缓，令人读起来非常有



趣味，不会失于泛泛而谈，但又不至于过于深奥难懂。

当你翻开这书时，便会想全心全意一气呵成地看完，不希望
中间会有任何间断，因为在看的过程中经常会遇见令人拍案
叫绝的美言好句。完整地研读有助于对这本书里的所有思想
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对其中东西方文化碰撞有更为深入的把
握。当我真的如饥似渴地将这本书狼吞虎咽般读完之后，还
是手不释卷。于是我又想重新仔仔细细地将其中所有的地将
这本书狼吞虎咽般读完之后，还是手不释卷。于是我又想重
新仔仔细细地将其中所有的思想品味一番，咀嚼一番。所以
我采用了通读和精读两种方法。通读只让我对这本书有了一
个大致的印象，全书风格上讲，文笔优美，行文如云卷云舒，
自然而闲适。从其内容来说，交融中西，有很深沉的哲学蕴
于其中，不会艰涩难通，但是你也不能马上获得其中真意，
要如散步般，逢到一处好景致时，便要驻足细赏。《美学散
步》这部书的`，行到思想灵光闪现处，要静下心来思考，比
照自身，有何感悟。这一功夫是后来在细读的过程中才慢慢
体会出来的。

今还记得里面有引用李丽对宗白华《美学散步》的评论，她
是这样说的：“‘散步’当中有古老周易演绎我们祖先‘天
人合一’观念的直观、感知和体验；有禅宗以净的心去体悟
观照万物的境界；有老庄、玄学追求的灵气飞扬的思辨智慧；
有亚里士多德的明晰合逻辑的理性色彩；有休姆哲学中对感
官体验的重视；有康德把时空作为人类感知方式，把心灵作
为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的真知灼见；有否认的思考的辩证思
维；还有在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中为人们普遍运用的比拟中
见同异，同异中辨特征的方法，以及文化溯源的方法。”我
非常同意李丽精警的评价，而且她表达的是那样的紧凑。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
结集出版的美学著作。一般的美学著作总是艰深、晦涩、术
语多，但这本书却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中国美学的精髓。
就像书名一样，这本书用散步的感觉美学，文字清新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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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散步》是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
结集出版的美学著作。作者没有建构什么美学理论体系，而
是用他行云流水般的抒情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
来自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艺术美，待得我散步归来，我发觉自
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对于体味中国艺术至境，宗白
华原则的是从“错彩镂金”走向“芙蓉出水”，以他特有的
方式将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熔铸出来并标举到了极致。

宗白华先生认为，美学的内容，不一定在于哲学的分析、辑
的考察，也可以在于个人的行动所启示的美的体会和体验。
他的美学研究不重哲学的分析、逻辑的考察，而重趣谈、风
度、艺术和审美的体验；不是从逻辑定义和概念辨析出发，
而是从美的体会或体验出发；不是纠缠于本质、对象、特征
等美学理论的空泛讨论，而是凭借自己深沉的心胸去充分领
略、感受大自然、艺术人中的生命美、境界美。

宗白华美的态度是超俗的，又是入世的。他在书中展示了一
个美的人生和宇宙，充满了亲切感与家园感。宗先生从一丘
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也发现了它是
“平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英国诗人勃莱克的“一花一
世界，一沙一天国”就是这种描述的最景致的诗句。没有一
种以天地为庐而又悠悠自足的博大情怀，没有一种能澄情以
观道的空明澄澈，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动与清和的美的统一。
而他似乎轻而易举地领悟到了美的神韵，如在拈花微笑间顿
悟了一切声光，色彩和形象中微妙精深的律动和气韵。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
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