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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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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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一

“慢慢走，欣赏啊！”

美的事物，一半在物，一半在你。独有美，但没有欣赏美、
理解美的眼睛，美也终究是空洞、难以捉摸的。这或许就是
《谈美》想告诉我们的。

朱光潜先生在1932年写了《谈美》，当代社会，而朱光潜先
生却没有被尘世的纷乱与污浊蒙蔽具美感的双眼，虽然美与
当时社会观念格格不入，他依然用一颗纯净无杂的心灵，一
双明亮的眼睛，站在不一样的角度发现美、体会美，于浮躁
之中，呐喊美。

而这不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吗？脱离世俗，欣赏美。“人的美
感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正是因为这“无为”的活动，人
们才得以超越现实生活，成为自己心灵的主宰。

蒋勋曾说：“如果我们把生活塞满了，我们还有空间给美吗？
如果我们的心灵没空间，美如何进来呢？”《谈美》教会了
我如何让美走进心灵。以前去美术馆时，我总喜欢用“快
感”来判断“美感”，而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美感并非如
此。上周去美术馆时，我尝试着用书中“移情于物”的方法
欣赏以前我从未看明白的现代抽象艺术，虽不能说真正理解，
却从不同风格的线条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情感—或愤怒，
或平静，或喜悦。这种体会是我以前没有过的，以后我也将用



《谈美》中的方法，欣赏生活中的美。

“慢慢走，欣赏啊！”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二

初次了解美学这门学科，一般会感性地认为这是一门关于美
的学问，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在阅读美学的相关经典著
作之后，对美学会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比如李泽厚的
《美的历程》，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要美学著作，
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读者自然很好奇，这究
竟是本怎样的小书，在当时影响了那么多的年轻人。

由于一开始就对本书存在阅读的“期待视野”，希望从书中
了解作者对美学独特的见解，而《美的历程》让人印象最深
的，可能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在介绍 “美的历
程”时的连贯性、简洁性。

虽然本书也像其他著作一样分了章节，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
序，介绍从远古图腾时代的艺术萌芽到明清文艺思潮的兴起
的各时代艺术特征及美学思想。“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
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
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
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
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
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
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
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作者在开篇就
以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意象吸引着读者。

二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
个例分析之下以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精神，
“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
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
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

但作者却没有把各朝代的界限分明地划分出来，反而让人感
觉本书有故意化解朝代之间的隔膜的迹象。读者在历史教科
书上面读到的一直都是清晰的朝代界限，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普通读者曾经认为唐诗就是
唐代才出现辉煌的，却不知道诗歌从内容的广度到形式的完
美都经历了前代的积累；误以为宋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却
不知道唐朝也有不一样的“唐词”风格，清代的词却是在内
容形式上臻于完美了。

作者的这种做法使得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特征之间的衔接十
分自然，而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到两个相邻或间隔的时代
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
说，“延绵不断”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特
点放之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里自然是合理的。李泽厚先生正
是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才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
觉到中国古代“美的历程”并不像西方艺术发展一样断断续
续，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从此可看出李泽厚先生在连贯性、
简洁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三

书中对于青铜饕餮的美的欣赏印象深刻。饕餮之所以美，不
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而在于这些怪异形象的雄
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
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
观念和理想，配上了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
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需
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因此李泽厚说，这些饕餮尽管极力夸



张狰狞可怖，但其中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妩媚的东西，
有一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至于后世的狞厉作品之所以缺乏美感，是因为青铜时期所有
人都非常信奉巫师的话――包括国王和巫师自己，所以他们
所创造的饕餮，饱含作者的思想情感；而后期那些造型，作
者里许多人也许本身就是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他们的作品
即使非常夸张、恐惧，也缺少了因真情而带来的美。

创造和欣赏美都是需要真情实感的参与。“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审美艺术的创造就同文学一样，“一代也有一代之审
美”，读者应该抱着一种真诚了解和同情的态度去欣赏各种
不一样的美，不应该以当代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每一个时代
独特的美都能够被了解被欣赏，这才是时代文明进步和艺术
精神的体现。

阅读美学经典著作，需要读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学素养积累，
对美学相关基本概念要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古代的文学、
雕塑、音乐、建筑、生活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是之前
对其它的美学大家的观点也有宏观的把握，不然就无法领略
本书的精妙独特所在，在比较、融汇、思考之中不仅欣赏到
作者的观点，也锻炼了自己的审美死亡能力。

阅读《美的历程》，读者往往会有一番惊喜的收获，就像在
别人的引导下解答了自己一直忽略或疑惑的问题。细细回味
《美的历程》，确实如书名所说，阅读的过程你自己的看法
会不自觉被它所引领，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和美
学作了宏观把握，为读者梳理中国古代“美”的发展脉络，
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进行了一场中国古代的“美的历程”。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三

你见过夏商周出土的文物图片吧？那些抽象花纹的陶罐们。
你一定也见过明清山水画和家具吧？你肯定也见过唐三彩、



宋代或清代的瓷器珐琅器什么的吧？美不美？你是否跟我一
样觉得它们的美大相径庭毫无关系？可是想不到它们的美丽
其实紧密相关一脉相承。

世界闻名的哲学家李泽厚说，中华民族的审美从文物、文学
艺术作品中体现，以时间为轴来说，远古是神秘的美，青铜
是狞厉的美，先秦为理性的美，楚汉是浪漫的美，魏晋风度
美；雕塑从南北朝到唐宋有虚幻、思辨、世俗三种意境，诗
词曲从唐宋到元大气浑厚、细腻精致、浪漫三种意境，山水
画在宋元的有“无我”“精致与意韵并存”和“有我”三种
意境，明清文艺更有浪漫世俗、伤感、批判现实主义三个阶
段——中华民族的美的历程原来这样如血脉流淌！

李泽厚对不同美的感受描述很有区别，例如他说青铜器的美
是狞厉的，想想那些张牙舞爪的青铜面具果真如此；先秦的
美是理性的，是啊，从神鬼说到了百家争鸣的儒道法，真是
从蒙昧到理性；汉代的美是浪漫的，那些美丽的漆器、夸张
的陶佣，想象与现实并存的砖画也果真如此。

而同样针对一种美，他的解释又相当易于理解，这与其他评
论家大不相同。例如评价初唐巅峰诗作《春江花月夜》，闻
一多说：“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阔更宁静的
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
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
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
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其实除了“更寥阔
更宁静”六字外，我不是很能理解他的观点。但李泽厚
说，“这诗是有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
伤……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
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觉醒的自我意
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
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伤感、怅惘和留恋……是
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
是不是更晓畅明白！



这些内容都收录在李泽厚的一本书中，叫做《美的历程》。
本书从头到尾都是逻辑，都是理论，但是因为语言通俗举例
及时而很接地气。同时作者有自己的好恶，读完全卷你能鲜
明感受。

每一个历史时期，李泽厚都将其美与其特定历史背景结合，
交代美的演变的缘由，演变的方向，经济、外交、政治都与
美的形成息息相关。李泽厚高屋建瓴而又收放自如，不愧是
大师。本书单是三联书店20xx年7月首次印刷后历经20次重印，
不是没有理由哒！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四

暑假要求阅读一本书，我选择了《美的历程》。拿到这本书，
看着封面，并不能像其他一些书籍一样，可以从封面猜到一
些关于文字内容的信息，充满了神秘感。

冯友兰说过“它是一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是
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一部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国史。”也
有人问过：“这是一本专论？不是。这是一本通史？不是。
这是一本散文？不是。这是一本札记？不是”。其实它可以
什么都是，而它又什么都不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本很难归
类的书，可以是一本思想书，也可以是一本美学书，因为它
包含了很多哲学分析和美学介绍，也包含了很多文化研究的
历史文献在内。

作者李泽厚本人是这样认为的：“大部分的历史论著把很活
泼的文艺创作僵化成死板的东西，许多文学史与艺术史把文
艺创作割碎了。我认为不管是艺术、文学还是美学，都离不
开人的命运，也离不开历史。”所以，它就是一场美的历程
而已。

说实话，这本书初读起来有些晦涩和吃力，很难走进去。翻
了几页之后，合上书，似乎什么都没读，内心深处又似乎被



狠狠的触动了一下，脑海里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画面，似杂乱，
又似清晰。于是继续打开书，随着文字一行行的转换，一幅
幅画卷模糊又清楚的跳跃在眼前：远古时代的龙飞凤舞、青
铜时代的狞厉之美、先秦的理性精神、楚汉的浪漫主义、魏
晋的人文风度、佛陀的悲惨世界、盛唐的夺目灿烂、中唐的
韵外之致、宋元的山水意境、明清的文艺海洋。

李泽厚先生没有用传统的历史书般的传统介绍，它是从陶器、
青铜器到铁器，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从雕塑、绘画到建筑，
李泽厚先生把美与文学，美与历史，美与哲学始终结合在一
起，让艺术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让高雅的趣味让
路于世俗的真实。正如书中写的“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
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
是人类历史的传大成果”。

在美的历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所有的这些美的作品中，
展现的永远是当时最真实的生活。这些已经逝去的，存在的，
即将到来的，每一种美，都将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
场美的历程。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五

读了《美的历程》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李泽厚太
厉害了，他不仅是在讲美学，他更是在讲文化，讲中国文化
中孕育的美学。读完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生活许多
困惑也得以解答。

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为图腾，为什么称之为龙的传人？因为
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
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就像中华民族远古时期不断战
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一样。从甲骨文中的龙蛇字样，到青铜
器上的各式夔龙，再到汉代艺术当中的人首蛇身诸形象，龙
作为一个神怪形象和神奇传说，长久的吸引人们去崇拜，去
幻想，成为了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我还明知道了书法是一种线的艺术。汉字作为书法是中国独
有的艺术部类和审美对象。最初的汉字是甲骨文，它是以象
形、指事为本源，象形犹如绘画，来自对对象概括性极大的
模拟写实，后来汉字形体获得了独立与符号意义的发展净土，
再后来他更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自由多样的线的曲直运
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
气势力量。之前教初中语文，经常有同学问，练司马彦的字
还是田英章的字好？我往往只知道推荐，却不知如何解说。
司马彦的字，线条刚劲流畅，结构匀称优美。田英章的字温
婉秀润，标准规范。两位书法家的字体各有千秋。如果这位
学生的字偏向于刚劲，我会建议他练田英章的字。如果偏向
于圆润，会建议他练司马彦的字。其实我认为每一个人字的
控笔、力量都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无非就是通过临摹
让自己的字更美观，更漂亮。做了小学语文老师，我发现幼
儿的字的书写与他的线条勾画能力密切相关。有的孩子画画
好，写字相应的就好。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孩子练字需要从画
线条开始。

书中李泽厚先生还向我们展示了儒道互补的观点。他以孔子
答宰我“三年之丧″为例进行了说明，孔子父母去世后守丧
三年的传统礼制归结和建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
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把一种本来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
制度赋予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也就把原来是外在
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需求，作者说这正是中
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这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这本书我只读了三分之二，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理解，这样
一部富有内涵的著作我会继续阅读和思考，继续感悟和实践。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六

《美的历程》这本书虽然不过十几万字，却记录了千年华夏
民族的艺术发展，来看下面的读后感：



今天，我刚在网上看了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美的历程》。

书的题目就让人很想知道下面的内容是什么，很吸引人。

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
连不已。

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

书的一开头就用：美是关乎心灵的事情，不可复制，几近于
偶尔雪上留痕，一线佛里梵音。

所以记录美的历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承载它的除了美自
身，更在于后来者审视的心灵敏锐度。

这样一段话为开头，同时也让我看到美的心灵是会怎样面对
生活。

前不久，我通读了李泽厚先生的著作《美的历程》。

美学和哲学是我今年颇感兴趣的两门学科，虽然这与我的专
业学科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但它们却深深吸引着我。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
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
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
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联系起来，点面结合，揭示出各
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
的发展作出了概括的分析与说明。

正是这与人世间的强烈反差，使得人们把绝望中的希望、美



好的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

此时的北魏雕塑，形成了中国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

化而为壮志满怀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终于，陈子昂喊
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盛唐之音自此而始。

此后，边塞诗、田园诗各擅胜场，前者豪迈勇敢，一往无前，
后者优美宁静，明朗健康。

而李白，更以其狂放恣肆的气魄，天纵神授的奇才，奏出了
盛唐艺术的最强音。

惟其有盛唐，才能有唐诗，有李白。

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个主题，是这个“人的主题”
的具体审美表现。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

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
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

并在充足的个例分析之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
对代的艺术精神：

尽管我们后来在知识的世界各自有一段自己的探险历程，但
李泽厚先生的存在是永远的，正如对于我们，青春的回忆是
永远的一样.......

借用书背的一段话来说明这本书，本书是中国美学的经典之
作，凝聚了作者李泽厚先生多年研究。



他把中国人古往今来对美的感觉玲珑剔透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如斯感性，如斯亲切。

在说到此书的时候，主持人、另一位嘉宾不管说到书里的哪
段内容，此人都能大段背出，真是令人惊叹，从此处可看出
此书对此人的影响有多大。

此书名为《美的历程》讲的是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从远古
至清末的各个时期，各种艺术门类的分析。

都是这个花园里面的一朵花、一树木。

作者就像守园人，当我们打开书籍，走进花园之时，这个守
园人，会为我们做一个认真的向导，一一给我们介绍花园里
的花鸟虫兽，如数家珍。

只是里面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而且我这次走的也太快、
太匆忙了，没有细细品味里面的美丽，但是当我走过这个花
园之后，身旁却依然留着我从花园里面带出来的一点点花香，
沁人心脾，久久不能忘怀。

接下来我就采出几朵以诸君一起分享。

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
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
“龙”。

2、 关于美，作者这样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
的感官愉悦，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在内。

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
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



有美，只有形式(自然形体)也不成其为美。

3、 关于历史，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
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才成为美---崇高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
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
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
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

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

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
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5、 关于汉字，如同 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
已包括有超越被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

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
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

这即是说，“象形”中也已蕴涵“指事”、“会意”的内容，
正是这个方面使汉字的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
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能。

6、 关于汉代艺术，也正是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
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容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
粗轮阔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
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七

鸟瞰着美伴随着时间流淌千年的痕迹，渐渐发现，美是有生



命的，她打开了每个时代的灵魂，她给予人们感性自觉与理
性思考。渐渐发现，她拥有深厚的生命厚度与长度，她播洒
智慧的光芒让人性在天地间闪耀。渐渐发现，美是庄周梦蝶
那刹那的微笑，是孔子忧天下那沉重的脚步，是那高山流水
的绝唱，是敦煌的飞天，是魏晋的风度，是盛唐的青莲，是
梦断红楼后的苍凉与寂寞。真正的美是让人的灵魂颤动的。
她带给人心灵的不仅仅只是那短暂的快乐与幸福，还有那记
忆深处弥漫飘逸的一缕芬芳。

陡然发现自己对美的认识的浅薄，只看到了美的表面，却忽
略了美的本质，忽略了美带给人心灵的如生命扎根般的永恒
感动。美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她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温暖而惬意的美，需要知己般的聆听与理解，需要生命的空
间去容纳，需要用整个时代的生命厚度去衡量，需要用真诚
透明的灵魂去感知。生活给予美以生命，美给予生活以感动。
《美的历程》终于让我明白，真正的美是需要人与自然的交
流与相互和解，是需要从生活的点滴中去仔细品味的，真正
的美是要在如镜的心中才能看见，同时看见自己的内心感动。
从《美的历程》中，我读懂了生活，读懂了美那澎湃无限的
生命力正是来自于生活，而这种生命力需要我们用对生命的
热情去感知，只有这样，美才能在眼前升华，真正富有一种
动态的美感与生命的力度，而不是静止虚无、沉默寂寥。

千百万年智慧与生命的积淀在眼前的城市里流浪，没有归宿
与认同的依靠。然而美的生命总是有规则地出发与回归，无
论世事沧桑却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止，她沉睡于每一个人
最初清澈的记忆，一梦斑斓，梦醒之后依旧浪漫，感动，绚
烂，美的尊严傲然于天地之间。“生活永远都不会抛弃如此
深刻的感动，从古至今。”《美的历程》低语着。

从先秦百家对自我精神来去的溯源到魏晋名士对于人的价值、
文的觉醒的求索到南宋有无之境的深刻探讨，先人对内化本
我的美的追求作为外在物质追求的另一面，承载了太多沉重
而伟大的思考与记忆。从自然走向人类本身，从对未知力量



的崇拜到对自我意识的发掘，神秘的图腾，古拙的汉塑，灵
动的书法，哀婉的红楼，虚实相间的山水人情，都是历史在
寻找美的最初的载体。《美的历程》引领我从感性的思考，
从亲历式的阅读体验中去触摸生命之美的温度，追寻美的足
迹，获得美的感悟与启迪。

我仿佛触到了这个文明古国心灵的历史，仿佛经历了千年以
来悬于灵魂深处的感动。在美的感召下，生命变得敞亮而豁
达，平静而深邃。

作为人感性认识中自觉触发的一种意识知觉，作为一个时代
的精神火花的凝聚，美她永存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当外
在的美使生命与感动合拍的那瞬间，我们需要做的，是聆听
生命之大美，是让自己的心灵与美水乳交融，并成为内在美
的自觉载体。

一如庄子的生命有七重境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
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他不惜把一切的生命元素抛弃，
甚至把肉体的生命在第三重境界便与意识相剥离，最后还剩
下什么是一种永恒静止的美的生命的延续，是一种面对自我
世界的伟大思考和假设。生命成为了美，把世界凝固在意识
的一秒，只有美在流动。庄子把如此抽象的内在的美的感动
以生命的形式外化，生命价值的提升与意识的超越是美的终
极意义与价值。这样的洒脱与超然，这样的大彻大悟是怎样
的一种美的境界她如扶风而来的笛声，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

一刹那的感动，在千年风霜间永恒……我浮躁的心终于安静
下来，窗外露台的一角有紫藤萝在柔风中轻歌曼舞，那随风
飘摇的律动如生命的呼吸与吐纳于这林立的楼宇间，澄澈，
绚烂，沉静，惊奇，原来美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
间的流里潜滋暗长，只因爱美的心，生命的力，温暖的情。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八

那么，怎样的父母是发光发亮的父母？我们如何成为既有爱
又有力量的父母？

拥有万贯财产的父母、官运亨通的父母就是发光发亮的父母
吗？不一定！就像有钱有权有势不一定幸福一样，财产和官
运都不是衡量父母是否发光发亮的必要条件。很多父母在物
质上不断地满足孩子，但在精神上却贫乏得滋养不了孩子。
有人说：生了孩子，我却不知该怎样去教孩子。想要孩子健
康成长，父母必须得先自己成长。当我们自己有爱、有力量
了，孩子自然能感受到爱与力量，并在无形中获得爱与力量，
给孩子健康的家庭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首先要无条件地爱孩子。估计所有的父
母都会说我当然爱孩子。问题是，我们给的爱是有条件的还
是无条件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首先要给自己无条件的
爱。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深感自责时我们对自
己的爱就不是无条件的。如果你对孩子说：“你要乖乖地听
话，我才给你买玩具；你要考一百分，我才陪你去旅
游……”，你对孩子的爱就是有条件的。不管我们自己表现
如何，我们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不管孩子表现如何，我们
都无条件接纳孩子。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要放下控制，给孩子自由。当我们做父
母的紧紧地抓着孩子，孩子是被控制且无自由的。很多时候
做父母的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要牢牢地控制孩子，要孩
子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或者朝着你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当
父母控制孩子时，孩子是没有力量的；其实，爱控制的父母
本身就是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安全感的，所以父母们紧紧抓住
弱小的孩子，希望孩子能填补内心的匮乏。当我们无条件地
接纳孩子、爱孩子，放下控制时，孩子就是自由而又富有创
造力的。



给孩子最美的教育，要建立孩子正面、积极的信念系统。要
想给孩子建立正面、积极的信念系统，做父母的我们首先要
觉察自己的信念系统如何。如果发现自己有负面、消极的思
想时就转念吧。不少父母都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
比较，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别人的孩子那样“优秀”。每
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无需和任何人比
较，只要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断成长就好。

当我们的孩子上学后必然会接受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孩子
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家庭教育。作为父母，
我们能做的是配合学校教育，选择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我
是一名一线教师，我也像许多热爱教育的教师一样一直在不
断地思考着：怎样的教育最适合青少年？素质教育推行了很
长时间了，全国上下都讲素质教育。但是中小学的素质教育
最终还是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我不是反对考试，除了考
试外，我们是可以为孩子的成长做点什么的。我认为教师除
了给孩子传授知识外，还要给孩子分享人生智慧，教会孩子
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致力于做这件事情有几年了，
当看到青少年成长了，我觉得自己走对路了。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教育也在变化着，我们作为父母，作为
教师，就与时俱进吧。与时俱进的、能让孩子收获爱、力量
与智慧并且能使孩子不断健康成长的教育就是最美的教育。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九

通读全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体会：

1、审美意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发展，并通过对审美对
象变现出来。如果我们把所有审美对象当做线条，这个线条
是流动的，不断变幻的。

在每一个章节中，作者都在开篇介绍当时的社会状态，企图
把整个美学的发展置于社会状态之下，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



景来解释该时代美的特征和发展因素。例如第七章《盛唐之
音》，作者先交代了当时的社会变化，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
和内战，普遍施行均田制，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
都非常强盛，南北朝那种农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非门
阀士族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上升和扩大，无所束缚地创
造和革新，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
执着，一种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渗透在盛唐文艺中。
其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艺术对象宗教意味的由浓变淡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远
古图腾是古人对想象中神明的想象、再现。到了青铜时代，
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出现了一批所谓精神领袖，
虚构出宗教神话的物态。先秦各流派思想对礼法的追求，之
前天马行空的想象受到理性的渗透和制约，开始将审美对象
客观化，神已不再是恐惧神秘的存在，而是神话、历史和现
实的三体混合。审美的表现对象开始掺杂有历史和世间事物，
宗教意味开始弱化。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加
剧，人的力量和意义被肯定，出现了更多独立于宗教之外的
文学、绘画，艺术变现内容也不仅限于表现神，反而更注重
人本身的影响力。比如山水画中草树、花鸟开始成为独立主
体，比如书法的日渐成熟，比如佛雕神态、表现形式的变化。
而到了明清，世俗文学，风俗画等彻底取代了宗教意味的艺
术品，完全占领了世俗舞台，宗教被束之高阁。

2、任何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美，书中的观点认为自然沉淀出来
的才是真正的美。我们不能把一种独特拿两个时代比较，也
同样不能拿一个时代的独特同另一个时代的美比较。美之所
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
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实际上，它并不神秘，它正是这
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

四季之美的读后感篇十

终于把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看完了，从上美学课以来，



一直对美学这门学科懵懵懂懂，也不知道美学具体定义是什
么，“美学是研究形象的人文社会科学”这是我对美学的初
步理解，不知道是否把美学的定义理解的很透彻。在美学课
堂上一直听的迷迷糊糊，美学老师推荐了几本美学书，我选
择了其中的《美的历程》来认真的读，希望能够加深对美学
的认识。

看完这本书我领悟到很多，作者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
做了概括描述。虽然我并未完全读透《美的历程》，但只是
丰富了很多，同时弥补了很多以前一知半解甚至遗忘了的文
学知识。《美的历程》的覆盖面很广，从远古图腾讲起一直
到明清时期的美学。

《美的历程》讲述了从古至今的美学。全书一共分为十个章
节，下面我把目录罗列一下，第一章龙飞凤舞，第二章青铜
饕餮 ，第三章先秦理性精神，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第五章
魏晋风度，第六章佛陀世容，第七章盛唐之音，第八章韵外
之至，第九章宋元山水意境，第十章明清文艺思潮。从远古
时期的早期美学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美学，全书概括性的讲述
了中华几千年的美学史。

直应用到现代。而汉字也有着自己的美学价值，这就是书法。
自产生汉字起便有了汉字的书法艺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线
条艺术，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并且上升到美学的价值。第三章
主要讲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精
神和中国诗歌的“赋比兴”。儒家的“仁”的思想，法家
的“依法治国”，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道家的“清静无
为”，等这些百家争鸣的思想演绎了先秦时期的礼乐精神。而
《诗经》这部伟大的著作更是把中国的“赋比兴”表现的淋
漓尽致。第四章讲的是楚汉文化。屈原的《离骚》是楚文化
的代表，汉赋，壁画是汉代的代表。第五章讲述了魏晋时期
的文化特征。第六章讲的是宗教文化，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外
来宗教佛教相互渗透，他们的石窟，壁画，雕塑具有很高的
美学价值。第七章讲的是盛唐时期的诗歌艺术。李白的浪漫



主义以及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让中古的诗歌艺术达到高潮。
第八章《韵外之至》包含规范化，格律化，百花齐放，充满
忧伤 的中唐文艺很审美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苏轼的意
义。

第九章讲的是宋元时期的市民文学。宋词元曲子昂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价值。第十章讲的是明清时期的文艺。
从昆曲到京剧再到小说都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美。这
大概就是全书的主要内容，我读的不是很透彻，但也从其中
得到一些基本的美学知识。 读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原本
幼稚而愚笨的认识。在文化艺术琳琅满目的世界畅游，品味
先哲们思想的乐土，让我们的“审美感情”丰富.厚实。我读
完这本书意犹未尽，楚汉浪漫主义的气势与古拙，魏晋风度
的人的主题，文的自觉.阮籍与淘潜篇，盛唐谙中.青春.

李白.音乐性的美.杜诗颜字韩文篇等。中国古典文艺的巡礼
教会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艺术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文艺
的客观发展规律，把社会时代风采与文艺紧密相连，用审评
的独特视角观察文艺现象，这本书无论从内容，语言造字上
极具功力，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美的历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张的远古图腾崇拜，
下面我就远古图腾崇拜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感受。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而中国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更是表现了
那个时期的人文精神与美学历史价值。龙是华夏族的图腾，
现代的中国人都将自己是龙的传人，龙这种虚拟的动物自古
以来都受到中国人的崇拜。人们有理由相信龙的崇拜不仅是
一种简单的图腾崇拜，而在这种图腾崇拜上更突显了一种美
学的价值。当然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图腾，这些图腾大多是
自然物，从简单的图腾崇拜上升到对图腾的敬畏甚至信仰，
图腾带来的有历史文化价值还有美学价值。这是我对图腾崇
拜的自己的一些感受。

这次读《美的历程》知识泛读，相信在以后还会经常性的拿



起这本书来自习读，细细品味美学的价值。因为我还想享受
阅读《美的历程》的过程。最后还要感谢李泽厚先生的作品，
让我对中国美学有了初步的认识，更甚者《美的历程》就是
一件艺术品，值得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