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实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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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一

谷老师赠《美的教育》一书，读时有感叹，遂记：谷老师一
直注重语言的历练，此书是其语言的魅力的充分体现，多叙
述少议论，叙得简练潇洒，时见幽默，描绘虽少，然而形象
动感，犹见人事在前，回味无穷，如《交锋》、《赌博》、
《说钱》《有些指挥之所以成为指挥》等，大多几十字一篇，
读后让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心领神会，再如读《大而无
当，真好》，读毕先让我发愣，转而再想，竟不免喷饭，佩
服谷老师的幽默。再如《六十老太，上书摘花》、《杯杯先
敬有权人》、《山讲》题目就很好笑。

议则点到为止，然掷地有声，如《她是好人》篇中，表达对
某些教师爱宣扬自己舍家为校的行为所持的态度：从受益者
的角度来评判付出者的行为价值，往往自私，因而很不道德，
所以，我们自然感谢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牺牲了自身幸福
的伟大英雄，但是，我们决不能自私到要求人人都应该抛弃
家庭割舍亲情让天地众神歆享英雄的牺牲。在他纯熟的思辨
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时关注生活的人，懂得反省的人。

语言的历练非一日之事，能形成其风格，靠的是平日有心为
之，你看，谷老师对语言是很敏感的，当他看到一处工地的'
一横幅标语：我们在此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竟
在那里琢磨是不是写得繁琐了，结果，恍悟那十二个字竟能
形成平仄的对仗。看到“雅座请上楼”，他会通过文言知识
分析此语表达不妥的缘由。



除了那些精辟入理的短文，他还能写如《香格里拉》这么优
美的写景散文，亦能做出富有意境且格律工整的古诗。这不
由得让我想到谷老师授课语言，语不多，但句句有味，总让
人豁然开朗，所以无论书面语和口语，谷老师都修炼到老辣
的地步了，这也是我们语文老师要追求的目标。

在《卓越的表达自然的流露》一文中，有一段对教师教学艺
术的谈论，说，只有“本质”的“修养”，才能到达“风行
水上，自然成文”的境界，任何刻意的精致与华美，往往只
能暴露底气的匮乏。此言用在语言艺术上，同样适用，言为
心声，自然、纯粹、精炼的语言风格，来自于谷老师对生活
的深刻体悟、来自于本真的个性。

要做一个警醒者，首先要做一个广泛的阅读者，其次要做一
个人格独立的人，再次要做一个会反思的智者。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二

汉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
外国人，中国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都应该追溯到先
秦儒家思想。无论是好是坏，是批评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
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方面的历史地位已经是不可否
认的客观事实。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
词绝非偶然。

汉文化泛指汉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的总和，又
称华夏文化。历代汉族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
有鲜明的汉族特色。中国有3000多年的可考历史和4000多年
的文字记载，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几千年来，在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历史、自然科学、
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

植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是中国价值观、思维方式、



处事原则的文化源泉，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历史学
家陈寅恪说：“对一个词的任何解释都是一部文化史”。

看似一本薄薄的书，但书中的`内容可丰富多彩。作者以其深
刻独到的眼光和雄厚的笔触，涵盖了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美
学史，从古老的龙凤图腾到明清工艺品，宏观描述了其产生
的过程、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与演变，勾勒出中国美学
史的总体轮廓。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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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榫的宇宙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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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首次印刷后历经20次重印，
不是没有理由哒！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四

前不久，我通读了李泽厚先生的著作《美的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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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接触的第一部美学的著作，深知李泽
厚先生在美学上很有建树。刚拿到《美的历程》这本书时，
觉得它厚得让人望而生畏。但打开了它便欲罢不能了。其中
有大量的珍藏插图，使人对“美”的理解更直观更形象。从
原始社会到明清文艺，《美的历程》从宏观的角度写对中国



数千年的艺术、文化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这是一段惊
人的历史，一部真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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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贯穿全书的思想乃是“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先生的
这一思想是在克莱夫·贝尔（clivebell）提出的“美”是“有
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form）的著名观点上加以继续发展和
完善的。clivebell认为“有意味的形式”决定于能否引起不同
于一般感受的“审美情感”（aestheticemotion），而“审美感
情”又来源于“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先生认为他的这一
观点“由于陷在循环论证中而不能自拔”，因此李泽厚先生
在这一基础上将其发展完善为“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
式”，克服了这一理论限于本身的缺陷。

《美的历程》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的“龙飞凤舞”，殷周
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补”，
楚辞汉赋，汉画像石“龙蟒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
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
具审美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三
变迁等重要概念，多发前人所未发，它回顾了中国历史，引
发人对美的探索，对历史的深思，对未来的憧憬。

从东汉灭亡到唐帝国建立，这中间的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
个大动乱的时期。朝代屡换，战乱频仍，阶级和民族的压迫
剥削残酷而野蛮，常有暴虐杀戮，苦难无边。现实世界毫无
公平和合理可言，于是佛教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在宗教
中得到安慰，得以逃避现实世界。于是，相应的体现在石窟



艺术上，如割肉喂鸽、舍身饲虎等悲惨的佛经故事成为壁画
的主要题材，这无疑是悲惨现实的艺术写照；另外石窟佛身
雕塑的造型特征却是宁静、高超、飘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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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一峰。这是第一时期。第二时期是唐前期，此时社会和
平稳定，于是对佛国的想望和宗教的要求便有变化，在石窟
中，则佛像有了更多人情味和亲切感，而壁画中先前那些残
酷悲惨的场景图画也消失了，代之以各种幻想出来的“极乐
世界！’的佛国景象。这一时期的石窟艺术，被作者称
为“幸福存梦想，以引人入胜的虚幻颂歌”。第三时期起于
中唐，当时经济上较为发达，政治上科举制度确立，世俗地
主势力大增，而中上层广泛追求奢侈享受。中国封建社会开
始走向它的后期。这一历史变化到北宋完成。而这一切在敦
煌壁画中体现出来：现实生活的写一真逐渐在壁画中占据重
要位置，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
宗教的教义。而到了宋代，雕塑同样迅异于魏、唐。它不是
思辨的神（魏）或主宰的神（唐），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即
人的形象。这时的石窟艺术，其宗教意义已微乎其微了。石
窟艺术这三个时期的演变，正昭示着艺术的发展与变更正与
社会的发展与变更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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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五

李泽厚先生关于美学和文艺学的著作，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
化的熟稔和独到的分析，美的历程是一部中国美学文化的梳
理和回顾，就像先生说的，只要相信事情是有因果的，历史
地具体地去研究探索便可以发现，文艺的存在及发展仍有其
内在逻辑。作为美学著作却拥有非凡的文字的美，李泽厚果



然是大家。

从龙飞凤舞到青铜饕餮，先秦楚汉魏晋南北朝，盛唐宋元明
清，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演变，有始终不变的
内涵传承不息，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阶级，生活方式以及
个人的个性化的独创的'汇聚让这条文化渊源成为汪洋肆意的
文化海洋。这是一个民族最引以为豪的。感谢先生为我们梳
理了整个脉略，美的历程，也是国人美的意识和人的意识觉
醒的颂歌。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六

《美的历程》这一本书是一本很美的书，里面所描绘的历史
和事物都以一种美的姿态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慢慢地
漫入美的殿堂上，得到美的熏陶。

《美的历程》总共有十章，但我最喜欢的是第七章的盛唐之
音。当然，当中的“青春。李白”更是我的心头爱啊！李白
在游庐山时，曾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座矗立高耸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
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
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
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李白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
布。在诗人眼里，瀑布象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
维妙维肖。让诗人无法不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极力赞颂。
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在诗人的笔下，更是被描绘得极为生
动。诗人明明把高山流水说得恍恍惚惚就像前川银河，而读
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
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七

贯穿《美的历程》全书的思想是“故意味的形式”。李泽厚
先生的这一思想是在克莱夫·贝尔提出的“美”是“故意味
的形式”的闻名观点上加以继续发展和美满的。

认为“故意味的形式”决定于可否引起不同于一般感受
的“审美情绪””而“审美情绪”又泉源于“故意味的形
式”。李泽厚先生认为他的这一观点“由于陷在循环论证中
而不克不及自拔””因此李泽厚先生在这一基础上将其发展
美满为“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降服了这一实际限
于自己的缺陷。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紧张时期的艺
术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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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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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洽起来”点面联合”揭示出种
种社会因素对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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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与说明。

如今”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对付作者的学养除了敬佩我没
什么好说的”而且”单凭那么多英俊的图片”我花这个价格
就完全值得。只有一样”再好的书也有打折的时候”另外不
说”我那本插图版精装《东方的智慧》只有一个地球。

《美的历程》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的“龙飞凤舞””殷周
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精神的“儒道互
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龙蟒主义”我为什么活着。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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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分析
与说明。

作者认为，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
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故而考察一个
时代的文艺，必先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本
书的每一章都大致遵循着这一思想构架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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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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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历程》全书按历史时期分为十个部分：

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
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和明
清文艺思潮。

研究方法

《美的历程》以一种体悟与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在中西文化
比较的视野下，展现了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近八千年
中国灿烂多彩的艺术境界与文化。书中对各个时期、各种类
型的艺术的审美把握既灵动恰切，充满个性体验与感悟；又
理性思辨，洞悉艺术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同时，注重考



察艺术品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寻找其历史文化土壤和美学
风格成因。

《美的历程》在总结普遍性、规律性艺术特征的同时，还注
重个体审美感受和体验，灵动而个性地把提了历史分期与艺
术类型的交叉关系。李泽厚以自身特有的对艺术的体悟力，
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把握以感悟内在审美特质和艺术美学风
格流变为主，打破历史分期的时间局限，跨越中西的空间限
制，对艺术的体悟可以穿越古今，纵贯中西。他并没有严格
地按照历史分期，从史前到明清按部就班地描述中国古代艺
术史和美学史（这是大部分艺术史和美学史书籍的写作方
式），而是在基本遵循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或以某个时期的
主要美学风格为中心，或以某种突出的艺术门类为线索来展
现中国古代艺术的内韵，书中十个部分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一
特色。

美是什么？

李泽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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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历史的伟大
成果。”

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

青铜饕餮

从我知道世上有饕餮以来，一直都认为饕餮的形象是凶狠残
暴的。

但是，读了《美的历程》后，在李泽厚德笔下，才真真切切
地认识到，其实饕餮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和毫不掩饰的神
秘狞厉，这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
的美丽。好些饕餮纹饰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这种美是需要条件才能发掘出来的。因为社会愈发展、文明
愈进步，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
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
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
的史实。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
之可骇怪而致。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
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
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成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
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佛陀世容

众所周知，儒道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
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前者是功利、
实用主义的框架与束缚，后者正是要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
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入世和出世，兼济和独善，人事论理与自然浪漫，两种对立
的观念变幻融合，终于渗透到中国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是中
国艺术和美学的基调。另一方面，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共
同将中国文化引向世俗的、理性的范围内，与超越现实的、
神灵的、神秘主义的心灵感受分道扬镳。

总结

《美的历程》一改传统，并没有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行
文，这是令我惊讶不已的。但同时也增加了我阅读此书的兴
趣，给我带来了不少新鲜感。

十分赞同李泽厚先生写的一段话：“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
神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
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
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它在审美心
理上是某种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它的对象化的成果是本



书第一章讲原始艺术时就提到的“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这也就是积淀的自由形式，美的形
式。”

先生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们不光生活中、艺术中有美的存在，
人性中也有！所谓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

写睡美人的读后感两百字篇九

这是一本我大学老师推荐的书，藉此读书漂流的机会我才终
于想起要阅读它，作者引领我们从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翱
翔在中国文明变迁的时空中，通过对美的演变历程的多角度
剖析，侧面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多彩绚丽。不管是描述
战国时期四龙四凤青铜器的精妙做工，还是赏析盛唐之
音“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大气优美，都让读者赏心
悦目，精神为之一振，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
享受过程。

然而更让我震撼的是书中描述的一些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形成
的风俗，竟然流传到今天，这种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的风俗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的瑰丽珍珠。

比如山顶洞人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其实我们最初的祖先
已经开始喜欢穿戴红色的衣服和饰物，到了高度文明的二十
一世纪，我们依然在喜庆的节日广泛地使用红色。我们今天
的歌、舞、剧等是从远古的巫术礼仪活动分化演变而来的，
在媒体上频繁出现的是城市里各种高规格的演出，主题文艺
晚会、演唱会、话剧乃至西方传播过来的歌剧，这些高大上
美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社会的主流。可是在广大乡村，却有着
最质朴的还保存着地方原始风味的民俗，那是淳朴的劳动人
民在辛苦劳作之余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

在我的家乡粤西茂名，每个乡镇每年最大的盛事就是“年
例”节，各个乡村的节日时间不尽一致，正月初一到农历二



月底，这段期间鞭炮声、锣鼓声从各处传来，晚上经常看到
远处有升腾的烟花。我们社的年例形式是最原始形式的一种，
正月初一就开会抽签，决定当年年例仪式的先后顺序，正月
十四的晚上人们进行游神仪式，拉开盛大节日的序幕，十条
村子的人们傍晚聚集在寺庙门口的广场，年例的主事人完成
祭祀仪式后，挑选出来的青壮年们就抬着菩萨、冼太夫人的
神像走在前头，吹锣打鼓的乐队走在中间，人们点燃竹筒煤
油纸制作的火把跟在后面，自觉形成长长的队伍，这条庞大
的气贯长虹的火龙走过各个乡村的道路、乡间的田野，在初
春寒峭的夜晚显得格外耀眼和绚丽。把十条村子走完回到庙
里已是凌晨，做年例的队伍稍歇一会，就得准备开始正式的
年例活动，按照年初一抽签的顺序，到各个村子的地堂（广
场）去举行仪式，这个队伍里除了抬着神像的人们、吹锣打
鼓的乐队、舞狮的人们、还有抬着花龙船的人们，这是一艘
用竹子和纸制作的长三米高三米的船，剪纸的技术非常精湛，
颜色鲜艳的花龙船上面剪裁有惟妙惟肖的动物肖像、花朵及
波浪等。每个村子的人们都在热切等待着年例队伍的到来，
地堂上早已摆满家家户户祭祀的桌子，上面有琳琅满目的食
品和燃烧的烛台。这一年一度的盛事把远在他乡奋斗的游子
召唤回家，嫁出去好久不见的姑娘们回来团聚，在举行仪式
的两三小时里，全村的人们都聚集在一起，在皎洁的月光下
畅谈，在鞭炮烟火声中祈求新年的风调雨顺。

多么有意义的节日啊，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
人都不愿意花费一天两夜的时间去组织活动，游神仪式、花
龙船、古老的唢呐声及穿着道士衣服的法师就在我们节日中
消失了，几百年来的风俗仪式成为历史，一连三晚的粤剧表
演也从此无影无踪，民间艺人都转行谋生了吧，剩下的只有
饭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歌舞团的热烈喧嚣。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江西的傩戏表演，深夜从较出
名的村子看完戏翻山回去住处，被一个山坳的山民拦住，
说“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看，我们已等候多时”，深夜
山头的等候为的是让外来的客人也看看他们村子的傩戏，并



当场舞起来。看到此处质朴的村民，我不禁感慨他们维护那
远古文明的自豪和纯真。

在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之间，文化史学家余秋雨也进退维谷，
乡村土俗文明已然步履踉跄。旧式房子屋檐精湛的雕刻只在
记忆中残存一点片段，城市里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中一间鸽
子笼才是人们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地方民俗被渐渐抛弃，
除了作为国粹的京剧能登上大雅之堂，父辈痴迷的粤剧等地
方戏剧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无人赏识传承；各种段子取代诗
句成为主流，如今会作诗的人少之又少，学生在课堂上被动
学习唐诗宋词元曲，真正在领会前人文化精髓的同时去启发
创作的人能有几多。

作者在书的结尾对未来寄予厚望，认为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
的。希望在未来，我们文化美的演变能够让下里巴人和阳春
白雪并存，因为每一种美的文化形式都是中华文明经历沧桑
巨变留存下来的智慧宝藏，它们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失，
而是值得我们去珍重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