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的智慧读后感(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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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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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智慧读后感篇一

罗素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
通俗化，就诞生了《西方的智慧》。与其它哲学史不同，
《西方的智慧》更着眼于阐述西方哲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这一
系列伟人无疑是西方哲学的亮点，应当成为关注的焦点，但
同样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个
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走得更高的。没有黑暗时代的经
院哲学，可能就不会有作为西方哲学里程碑的休谟，没有休
谟就不会产生康德，没有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无从说起，
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就不可能提出辩证唯物主
义，罗素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历史的顺承关系，使人看到
的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一个个亮点，而是一条延绵的长河。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历史的来龙去脉阐述得非常清楚，读者
心中不会是孤零零的哲学史，而是一幅有环境有背景的哲学
发展的长卷。他花了相当的`篇幅来阐述在科学与经济领域的
发展，但侧重方向并不是科学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着眼于
成就背后的思想以及对哲学的推动。

我们看到的可能会是一个在思想层面的西方历史全景图。了
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有利于我们取长补短。我阅读了《西方的
智慧》这本书，这本书回顾了西方的一些发展历程。我看完
之后，有所体会。

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犹如一把精神火炬，能把光亮传到心灵



最黑暗的地方，能使弱者成为勇士，能使强者满怀仁爱之心，
从而让世界充满了温暖。精神是不朽的，正如今天我们仍然
有必要重温整个人类的思想历程一样，思想的圣火一代代的
传递，终于得来今天的思想盛宴。

我正享受着人类思想的大餐――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
向智慧。尽管今天仍有诸多问题如贫困、战争、发展、环境、
人口等困扰着我们。然而，我们终将找到答案。也正是这些
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漫步人类的思想之路。

西方的智慧读后感篇二

学习这门专业课，特别是学习了微观经济学后，我意识到，
学习这门课程，它不是简单地介绍西方经济学，不单简单地
介绍微观经济学的，不但但分析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分析和
生产者的成本最小化等，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经济直觉，
使学生通过本书的训练，逐渐形成经济通或者如书中所提到
的经济自然主义者的思考方式，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件
都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或能够看出这些事件的经济含
义。

然而这一点对初次学习经济学的我们来说，常常混淆教学的
目的性。当我们要努力使自身所掌握的经济理论现代化的时
候，往往过分强调学习的成绩，过去地关注课本上所描叙的
知识，而忽略了学习的本质。学习经济学知识，学习西方经
济学，乃至于今天学习的微观经济学，都旨在向我们介绍经
济学知识，而透过微观经济学，透过书本，我们需要掌握的
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掌握经济学或能够称为经济学入
门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从现实生活的细节中产生经济的直
觉，并能够把这种直觉升华成理论上的思想。学习微观经济
学，目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这种经济直觉，让我们能“像经
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西方的智慧读后感篇三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西方的智慧》这本书，这本书回顾了
西方的一些发展历程。我看完之后，有所体会。

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犹如一把精神火炬，能把光亮传到心灵
最黑暗的地方，能使弱者成为勇士，能使强者满怀仁爱之心，
从而让世界充满了温暖。精神是不朽的`，正如今天我们仍然
有必要重温整个人类的思想历程一样，思想的圣火一代代的
传递，终于得来今天的思想盛宴。

我正享受着人类思想的大餐——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
向智慧。尽管今天仍有诸多问题如贫困、战争、发展、环境、
人口等困扰着我们。然而，我们终将找到答案。也正是这些
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漫步人类的思想之路。

我们可以不再经历身体上的磨难，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洗礼！！

历史上诸位大师的智慧结晶是一条从历史通向未来的心路！
心路是人类最宽阔的路，需要每一个人去修缮它，否则个人
的生活就会被孤立。

——于《西方的智慧》

西方的智慧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在求职，觉得这个世界好忙，好紧张。知道自己有很
多的陋习，比如“最后期限是第一生产力”。每次填写网申
的时候，内心无比的烦躁，但是还是逼迫自己以做好的姿态
去完成。看到公务员讲座人山人海的时候，一边吐槽政治的
黑暗，时代的虚荣，一边击破脑袋去一探究竟，终究随了大
流。一个成熟的个体，应该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在法
律上亦是如此。但是对于择业来说，这紧张喧闹的环境，会
不会让我们丧失对自我的追求。关于成熟与不成熟，是我一



直困顿和迷惑的问题。什么叫做成熟，什么是不成熟，或许
无法用个人的感觉去衡量和评判，这有随意性。这也是我为
什么不愿意去评判一个人成熟与不成熟的原因。当事物背后
的根本性原因无法确定的时候，任何判断都是无力而虚妄的。
而当下，成熟与世俗往往划上等号，并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
标准，这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当一个错误的东西被
广为接受，那么他就趋近“真理”了，并有着极大的强权迫
使你去卑躬屈膝地遵循。关于这个问题，从康德开始，一代
思想巨匠将启蒙与成熟挂钩起来，其本质是用知性驱散迷信，
建构科学。但这样的启蒙在后人看来也是不完备的，这意味
着人类再一次被一个更为高端的“迷信”重新洗脑，从一个
更为高端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成熟，无疑也是不成熟的，故而
后来的思想家提出要在启蒙的过程中同时加上“反启蒙”，
促使人类向更高一个层次的“成熟”迈进。可见，成熟是人
类永恒的追求，永无止境。用一个根基不稳的成熟标准去评
判，只会遭到后人的耻笑。

威尔·金里卡说：“我从来不想我的生活被效用计算所窒息，
因为这样的异化强迫我们疏远着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的义务
与事业。”这句话我觉得很能解释我们这一代，我们做的很
多事情都是一场浮夸的舞台剧，满堂喝彩后留不下半点回响。
我想梵高、亚瑟·皮那让、李安这样的艺术家，都是在忍受住
“孤芳自赏”的寂寥后才喷薄出巨大的潜能的。生前现代人
都渴望着却几乎不懂得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纯粹利益
的考量几乎不能容纳与“生活”理念相关的事物，只考虑哪
一种效用的因果杠杆更有效率，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
问题所窒息。

可是，正如威尔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想拥有自己的生活，
就必须自由地建立和忠实于自己设定的“义务”，包括那些
先验的契约与神圣的承诺，。如果不允许人们通过承诺自由
地建立他与生活之间特殊的义务关系，而将效用最大化无限
扩大为生命的不二法则，对于人性来说将是多么灾难性的后
果。



或许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缺乏与世界隔离的勇气，不
敢“一走了之”，快意潇洒地按照自己的预设去生活，还是
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逃脱一些自我设定的圈套，今日的困境
无非是昨日种下的苦果。这个过程是矛盾的，一方面本能地
或是半推半就地向那个其实并不向往的世界走，另一方面却
又在这个过程中矛盾纠结，时刻承担着失去自我的风险。

自我困境

几百年前的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解释了人之所以痛苦的根源，
在于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他认为人的类生活就是人的
精神的生命创造活动，而类本质的异化却使个人的活动不再
具有精神创造活动的性质，而降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作为实现生命创造基础、作为生命创造活
动手段的那种维持肉体生存的活动，被当做劳动目的，而创
造精神、创造价值生命的活动却变成了满足肉体生存需要的
手段。马克思太深刻，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我们自我困境
的根源。

所谓意义，落实到日用之际，大抵不过如此。其实所有的价
值取向，都存在一个“为谁而活”的问题，在通常的认知中，
大概不过两种，为自己或是为他人。这种争论好像永远得不
到一个终极答案，每一派都能通过严密的论证来证明自己观
点的正确性和高明之处，以至于这个问题可以被各种“心灵
鸡汤”文利用，再次沦为一种工具理性，在遭到现实不满时
就告诫自己“为自己而活”，而当现实满足了自己，则高尚地
“为他人而活”。这样一来，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然而
历史好像就是这样有趣，当年康德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
的时候，遇到过近乎一样性质的问题。他把这样的现象称
为“二律背反”。当然，康德最终指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
讨论是没有借鉴的，但是思维却很有启发。

其实，为谁而活这个问题的两个答案，是两个层次上的答案，
任何把个体的小原则上升为普遍适用的人生准则的时候，都



是危险的。康德当年运用理性去批判理性，肃清了一个时代
的思维弊病，为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寻找到了可能，关键的
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了理性的适用范围，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
或许有启发意义。

为自己而活，应当是将自己打造为一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的个体，勇敢走出他人社会施以我们的各种成见，追求经过
自我“审慎”后的目标，尊重自我价值，把自我看成一个目
的，拒绝将自己变成一个手段。而为他人而活，应当是对这
个社会永远存在一种温情和关爱，尊重他人的价值和诉求，
将他人也当成目的，不当手段。

总之，为自己而活不能无视他人的存在和诉求，为他人而活
不能忽略自我人格独立和价值提升。任意夸大其中一种原则
都是危险的。

但是，对世界多元性的包容和坚定自我的道路从来都应当是
同时存在且并行不悖的。对世界多元性的包容体现你对世界
的关怀和理解，而自我的坚定来源于自我反观后得来的勇气，
多元性从来都无法去否定优劣之分，尊重多元代表一种气度
和修养，而批判多元代表一种追求和信仰。

世界总是多元共生，却又存在一种“归于一”的内在动力和
冲动。或许永远无法归一，却不能停止这个理想追求。例如，
但凡专制主义者或许往往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他们过多
抬高了自我认定的道路、制度和理想，而缺乏对于其他道路、
制度和理想的尊重，进而固步自封，反而延缓了自我理想的
实现。而有时候，面对繁华世界，平凡大众似乎对于任何生
存方式和价值理想都报以极大的宽容，用盲目的尊重完全替
代了应有的批判，这也使自我在红尘中混沌庸俗下去了。

对于普通人，我们似乎要在这两者间去寻找一个平衡点，成
为安身立命的根据。所以，最终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平凡的真
理：对世界既要有所尊重，也要有所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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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读后感篇五

的。没有黑暗时代的经院哲学，可能就不会有作为西方哲学
里程碑的休谟，没有休谟就不会产生康德，没有康德，黑格
尔的辩证法就无从说起，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
就不可能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罗素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历
史的顺承关系，使人看到的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一个个亮点，
而是一条延绵的长河。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历史的来龙去脉
阐述得非常清楚，读者心中不会是孤零零的哲学史，而是一
幅有环境有背景的哲学发展的长卷。他花了相当的篇幅来阐
述在科学与经济领域的发展，但侧重方向并不是科学与经济
发展本身，而是着眼于成就背后的思想以及对哲学的推动。
读者看到的可能会是一个在思想层面的西方历史全景图。

罗素《西方的智慧》，正是这样一本让一根渺小、却会思考
的苇草摆脱了混迹于无数质点的浑浑噩噩而试着囊括宇宙的
著作。这不是一部严肃僵硬的历史，亦非一篇枯燥艰深的学
术论文，而是一次通向人类智慧源头的旅程、一段页边时时
出现我会心一笑时标上之笑脸的幽默解说，使我得以随其穿
行时空、以一种更清醒的姿态俯察几千年来致力于探寻世界



本质的人们种种失误与成功、局限与超越。我也情不自禁，
在颇有感触的内容旁写下自己的思索，仿佛一次与罗素先生的
“笔谈”。

此处挑选一个引发我最多思考的问题，啰嗦两句——“哲学
家们工作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

开篇第一句，罗素的设问。他没有直接地、明确地回答，而
是用了四十多万字细数了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大部分
为“兼职”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研究的内容。兴许罗素
写作此书时情况还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兴许他通过这本书想
要传递下去的思想也远不止这个问题的答案，抑或他只是希
望能抛砖引玉地引起读者的思索、而不在乎具体思索的内容，
但处于21世纪的我读完全书后却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个人认为，哲学更像是把其他所有“专业”整合起来、从中
提炼出一些本质东西的工作。“专业”发展到后来便是“职
业”，而哲学是并不那么容易成为“职业”的。现实情况的
复杂可能并不允许每一位哲学家都对所有科学理论的最新进
展了如指掌；但或许，只要依然记得古典哲学的精神、尽可
能去看一看“全景”、对这个世界的老问题以及不断被人类
制造出来的新问题有个大体上的了解，就能“有所长进”，
至少能避免许多主观性错误。

当然，这些思考并不妨碍我在阅读《西方的智慧》的过程中
同时发现许多快乐——自由思考的快乐，理性的快乐。“通
过非我之伟大，自我的界限便扩大了；通过宇宙的无限，那
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便分享了无限。”

正如罗素在最后的时候讲到的一样，这本书的内容太多了，
你不可能就光看这本书就把整个西方的东西很了解。把这本
看成一个历史书吧，带着看历史的兴趣来看看，反而会比较
好。



最大的收获是对西方的一个文明的进步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
了解。很感触的是希腊雅典时期为什么就衰败了下去，要是
能够保持着不断的发展，那么到现在这个世界又是会变成什
么样了？呵呵，可惜，亚里士多德，这个集大成者，从公元
前的2、3世纪，直到18、19世纪才被人超越，中间过了多少
年停止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