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世德读后感(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浮世德读后感篇一

很多人提到浮世绘，最先想到的恐怕要数葛饰北斋的《神奈
川冲浪里》。这幅每每被一些自媒体断错句（神奈川冲/浪里，
和冲浪木有半毛钱关系）的名作，自然不可能展现浮世绘这
一艺术门类的全貌，甚至无法展现葛饰北斋本人的全部艺术
成就。

同样，对于缺乏专业绘画知识的人来说，无论是创作者为横
向轴线，还是以时间为纵向轴线，恐怕都很难理解这些看起
来有些抽象乃至“扭曲”的作品，到底缘何可以代表大和民
族美术的最高成就。

本人初次接触浮世绘作品，是葛饰北斋围绕水浒、三国、西
游故事创作的插画。

其后，我在市面搜寻了一些国内关于浮世绘的书籍，但大多
为根据作家分门别类的作品集。相较之下，这部《浮世绘》
更注重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性地讲述这一艺术形式。

艺术本非无源之水，是生活与文化的具象展示。本书即从日
本的文化源流讲起，从社会角度对浮世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进行了介绍。其后对浮世绘发展的分析，既有艺术本身的演
变过程，也有对重点类型、流派、作家的专章分析。从行文
来看，本书作者没有居高临下式的炫技，而是尽最大可能地
避免使用过于专业、晦涩的词汇。如无法避免，大多数也进



行了详尽、通俗的解释。

对于作品的介绍，作者则更多将其放在历史轴线中，通过对
中日文化差异的辨析，对其特点、成就进行了点评——如同
博物馆中优秀的讲解员，不但带领读者在海量展品中选择最
精华的内容，而且教你如何从专业的角度去欣赏、理解作品
之美。可以说，作者希望有更多普通读者通过本作了解浮世
绘，而非专门针对美术爱好者而作。

书后，作者还补充了20余页的附录，从制作工艺、拓印技法、
颜料纸张等工艺技术的角度，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介绍。应该
说，受我国传统轻视手工艺者、技术人才理念的影响，国内
绝大多数艺术类书籍都未能关注这些“细枝末节”。由此，
更可见本书对于普通读者的诚意。

浮世德读后感篇二

说起“浮世绘”，我第一印象就是日本绘画作品，就是穿着
和服的仕女图，就想到日本的歌舞伎町和艺妓花魁。

我粗浅的知识和想当然的状态，被这本专门写作“浮世绘”
的专注狠狠打脸，我羞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和自以为是，这
本书的名字就叫——《浮世绘》。

这本书从多个方面描述了日本浮世绘300年的兴衰史，从日本
美术的追根溯源，到浮世绘的时代背景、策源地，以我们所
熟知的美人图、春画，再到风景花鸟画，以及被欧美吹捧的
热潮，和它本身的艺术性等理论知识和实践真理相结合的方
式来阐述浮世绘这个命题，让我们对浮世绘有了更深刻、系
统、完整的认识，了解浮世绘，也是了解大和民族，了解他
们的过去和现在，同时拓宽我们的眼界。

让我们能在这本书里看到日本浮世绘的代表流派，如鸟居派、
歌川派、怀月安度堂派等7大流派的来龙去脉，和喜多川歌麿、



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31位大师的生平故事与艺术成就，欣
赏到《歌撰恋之部》、《富岳三十六景》、《名所江户百景》
等200多幅经典作品，并从专家的角度，深入剖析这些代表画
作的风格和意蕴。

并且我还有新的感悟，即欣赏画作之美这件事本身是不需要
国界的，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美丑好恶，但是画作本身
一定需要有自己的“个性”，或者说特点，能让人眼前一亮，
让人知道它出自哪里，哪个国家，来自于什么时代，如果再
厉害一些，能够让人一看见画，就知道出自谁之手等。

而这每一幅浮世绘都承载着丰富的日本民俗传统文化密码，
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跟着作者的文字，巨细无遗地解锁这
些信息，真正看懂浮世绘，对日本文化有更准确的认识和了
解，对于我们今后的生活，欣赏美、鉴赏美也有积极进步的
意义。

博采众长是极好的，不忘本也同样重要。在了解日本美术溯
源和发展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悟，他们一直都在学习，从
江户时代到德川幕府，再到明治维新，浮世绘不仅是日本美
术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它可以说是日本民俗的百科全书，吸收了中国文化之美，也
不排斥西方美术的独特样式，博采众长，但是也绝不放弃日
本的民族特色，把外国知识吸收、转化归为己用，才是浮世
绘，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需要敬佩学习的。

与其说我对于浮世绘感兴趣，我更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而绘
画就是了解日本文化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文字或许能够粉饰
太平，而绘画就是很好的了解当时的日本的风土人情、生活
百态和流行时尚的关键点。

我们能从中看见日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思维，也能从中看见
它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又学到了什么，应用到了画作中，了解



我们曾经的辉煌岁月。“春画”不是“春宫画”。当然啦，
浮世绘中还有关于春画的专门一个章节，我们知道日本的性
观念是非常开放的，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风俗店、牛郎店开
遍大街小巷。

确立了春画的独特绘画领域，你能从中看见的已经升华成了
一种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市民艺术了。

所以，想看什么奇怪知识或者姿势的人就散了散了吧。笑。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千万不要错
过这本《浮世绘》啦。

浮世德读后感篇三

作家白落梅说：“人生的终点，不是在山水踏尽时，亦不是
在生命结束后，而是于放下包袱的那一刻。当你真的放下，
纵算一生云水漂泊，亦可淡若清风，自在安宁。”

《浮世自在》是集众多大家为一体的一本书，我仅节选片段
叙自己的感受。《青梅》中的姥姥，一生都在和命运抗争。
可是命运究竟为何物，谁用能说得清楚呢？只有那清浅有纯
粹的竹叶青，一杯杯诉说着岁月的滋味。

姥姥的母亲说：“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可姥姥在听到姥爷让她读书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说：“敢，
爹，我敢！”

她是坚韧的，无畏的，为了不想一辈子就做个混沌而快活的
人，她从不信什么宿命和固定的人生。姥姥虽然比姥爷大，
但她一定是爱他的，不然在他遇到婚外情时，那一杯杯落寞
入肚的竹叶青，又诉说着怎样的情？她那双残疾的脚注定撑
不起漂亮的冰鞋，也无法得到姥爷全心的爱。他对她可能会
念恩，但却不是爱情。



只有一盏盏清酒，陪着姥姥度过那些疼痛的人生。但即便如
此，姥姥还是坚韧地、不屈的，像莲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多像年轻时，为了追求远大理性而不顾一切远走他乡的我们。
虽然是不一样的境遇，但心思却异曲同工。

姥姥陪姥爷度过最艰难的日子，随他流离漂泊，但当他面临
在情人和自己之间二选一时，姥姥还是主动做出了割舍。

两人办完手续，下了趟馆子。姥姥说:“有些日子没喝竹叶青
了，怪想的。”

是啊，千言万语都在那杯酒里了。自此后，他不再是姥姥生
命中最重要的人。命运交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好牌，有时
候烂的不行的时候，除了放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但我
想姥姥还是有爱的，不然她不会在姥爷入狱后，把他唯一的
儿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她是把所有的温存，都给了那个和
男人一脉相连的孩子，从而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

姥姥的放下，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清醒。她不争，才更能
显示她的大气和内敛。毕竟，浮生苍茫，冷暖自知，在迂回
的光阴里，唯有自己才能体会到渗透着从容却微凉的境遇。
放下，带着一种禅意，是不纠结的豁达，更像是从万象纷纭
中绽放如初的莲。

母亲也是爱竹叶青的，她是跟随了姥姥的兴趣。她对姥姥的
境遇很多也一知半解，但是她性情里却传承了姥姥的坚韧。
她一次次倒下，却一次次顽强的生，即使在浑身插满各种管
子的时候，还一天天挺过了四个年头。

但是她却毫无怨言，就像这就是她一辈子的征程。姥姥和母
亲，是很多中国女人的代表，她们坚韧、有力量，即使遇到
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都能挺过去。

她们从不轻易流泪，也不轻易向别人诉说苦难，唯有把一点



一滴的磨砺，都化进那清清澈澈的一杯竹叶青中，让凡尘琐
事都穿肠而过，慢慢变成岁月的安宁。

每个人一生要修的功课，都会在某个掩卷的时刻，画上句号。
但能留下的，其实早已在我们必经的路上刻下印痕，有心的
人总会察觉。人生，是一本蕴含着真理的书，看似波澜壮阔，
而那些最有意义的成分，往往都掩藏在最平淡的物事中。

放下即豁达，静思即通透，自在即安宁。浮世万千，随缘自
在！

浮世德读后感篇四

2020年7月，上海外滩壹号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场“梦回江
户”浮世绘艺术大展。据报道，该展精选140余幅展品，是国
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展品最丰富的浮世绘展
览，全方位地展现了浮世绘绚烂多彩的风俗人情和历史价值。

这次大展的策展人潘力先生长期深耕日本美术史，著有多部
论著。其中，《浮世绘》一书，就是他的代表作。该书最初
作为论文完成，立论扎实，资料翔实，而且，语言平实，没
有学究气，出版后很受欢迎。时隔十二年，经典重版，从装
帧、纸张到版式、结构，都是一流的，增加了图片数量，放
大了图片尺寸，视觉效果很好。可以说，媲美于纸上大展。
不慌不忙，慢慢徜徉，细细观赏，还能获取更多的知识普及，
了解更多的画坛轶事。

该书始于“日本美术溯源”。从原生文明、绳文时代到中世
时的唐风文化、大和绘、《源氏物语绘卷》，然后是桃山时
代的美人画、风俗画，经历漫长的吸收、演化与内外融合，
浮世绘这种绘画形式方才初见端倪，在江户时代（17~19世纪）
造就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以有别于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的
独特样式，在世界美术史上拥有特殊的位置，被人们喜爱。



日本美术原先是特权阶层的，长期被贵族、武士和豪富巨贾
占据，到了江户时代，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上升，终于从市
民大众的日常生活里萌发了一种充满活力、幽默感和强烈自
信的风气，大量平民化的歌舞伎、艺者、相扑等，尤其吉原
区的艺伎生活，纷纷成为版画创作的题材，出自民间画工手
笔的艺术形式——浮世绘，就这样应运而生，鲜活地表现市
井人物及其场景，或大胆流露对贵族阶层的好奇或讽刺，比
如美人、浴女、歌舞伎、俳优、浪人、武士、大名、红楼柳
巷、名胜风光等，被誉为江户时代的“百科全书”。

本书主干是梳理、介绍浮世绘各个发展阶段的代表画家及其
代表作的风格。

浮世绘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生于1618年的菱川师宣，他的主
要作品《歌舞伎图屏风》等，留下了江户时代平民游乐的真
实图景。所以，尽管师宣自称“大和绘师”，而世人却
以“浮世绘”称之。初时的浮世绘，大多是美人图，以身段
优雅的艺伎或青春烂漫的少女为主角，成为一时风尚，其中
不乏风情挑逗，这种风气一直蔓延，在19世纪初期，依然盛
行浴女的特写画。喜多川歌麿的《妇人相学十体·浮气之
相》，图中女子衣饰随意，衣带宽松，底调以云母擦拭熏染
银灰色，衬托肌肤的软玉香嫩质感。即为一例。

浮世绘的这种取向，是因为它并非纯粹以鉴赏为目的，还具
有向都市民众传递流行信息的媒体功能。作为时尚发源地吉
原的花魁和歌舞伎人的打扮，是市民们渴望得知的，所以，
人物的服装、纹饰、妆容等细节，都是很讲究的，客观上也
就成了社会史和生活史的丰富材料。春画反映了当时浮世欢
享、男女游乐的闺房情趣。

图画读本、插画图书是师宣以来历代浮世绘画师大显身手的
舞台，出版种类五花八门，如黄表纸和读本等形式的通俗小
说、名胜和旅游指南，包括动植物图鉴、人物绘历、除病辟
邪画等，都很兴盛。潘力强调，擅长美人画的喜多川歌麿和



以诡异嘲讽手法描写歌舞伎的画师东洲斋写乐都由出版商茑
屋重三郎推出，可见江户商人的力量和出版业的发达，以及
包罗万象的社会风气。

江户后期，平民旅行升温，风景花鸟画遂成为浮世绘的重心。
日本人亲近自然的感情通过浮世绘得到了传递。葛饰北斋的
《神奈川冲浪里》是人尽皆知的名作，《富岳三十六景》鲜
明地表现了富士山的壮丽景观和巍峨形象。

歌川广重的《东都名所》系列使用了当时新兴的矿物质颜料
维尔林蓝，与具有文人品味的俳谐趣味相结合，构成了画作
感伤的审美情趣。文人浅井了意的《浮世物语》有言：生活
就是为了及时享乐，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欣赏月亮、太阳、樱
花和枫叶之美，尽情欢唱，尽兴饮酒，即使面临贫困也不用
在乎，不用沮丧。潘力也一再强调浮世绘浸透着“物哀”美
学，浸透着深刻的民族心理。庶民生活的安定小康，膨胀了
对美的需求，浮世绘在本质上是为布衣百姓能够亲近玩赏而
创作的一种艺术。

潘力不仅讲解浮世绘的风格，注重浮世绘所内涵的美学理念，
也很注意浮世绘的技术革新。浮世绘初时是单一墨色，
称“墨印绘”。到元禄年间（1688~1703）加上红色，发明
了“丹绘”，进而发展为加上黄、绿、紫等色的“漆绘”，
以红、绿两版套印的“丹印绘”。明和年间（1764~1770），
铃木春信进行了改良并创造了“锦绘”，对版画进行了彩色
革命，锦绘成为浮世绘的主流，广为流行。本书附录浮世绘
制作工艺，锦绘是由画师和雕刻师、拓印师三者共同完成的
一种日本特有的艺术，其构图的生动、能刻出极细线条的精
细刻工和色彩的鲜艳，让欧洲艺术家见之叹服。

这些都引发了日本新的绘画观。同时期的欧洲也折服于日式
精致考究的审美趣味，梵高、莫奈等人的画作，从构图、主
题到色彩运用，都渗透着浮世绘的流韵。



日本历来擅长消化和创新，日本美术始终在变与不变之中形
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浮世绘正是明确的例证。潘力以其深刻
的专业能力，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成就了《浮世绘》这
部佳作，连日本学界也公认为权威著作，实至名归。

浮世德读后感篇五

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于民间的木刻版画。而浮世绘如
何产生的呢？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样，文化的繁荣一定
程度上是政治经济繁荣的体现。政治稳定，没有战争；生活
稳定，收入富足。人们在满足了平时的生活之余，思维发散，
产生了对文化的一种向往。

浮世绘的策源地在吉原，是一种平民文化。在发展的早期，
多是以美人画为主。由于时代发展的不同，美人画在不同的
时期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代表人物
有:“青春浮世绘师”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歌
川派的集大成者——歌川国贞……早期的美人画与后期的美
人画的差异可以通过对这两时期画作的比较区别。

开放的思想观念也带动了浮世绘绘画内容的丰富。形成了春
画。后来又出现了歌舞伎画。内容上主要以歌舞伎为主，描
述她们的生活。关于歌舞伎画的代表人物有:东洲斋写乐、歌
川国芳。这是两位在风格上迥异的画师。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变得频繁起来。
许多画师都是远赴海外进行创作。西方美术与明清美术在光
感明暗变化上，写实风格上影响了浮世绘，浮世绘也渐渐地
在内容上走向现代。文化是相互的，世界带给日本的，日本
同样也会回馈世界。让世界见识一下浮世绘。

关于浮世绘嗯艺术性。一方面它的平民文化，是和谐社会的
一种体现。它同样也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认识到自然之
美。日本人较之中国人更加注重感觉，更加现实，也就是更



加注重人自身。因此，注重情趣的，感性的表现也成为贯穿
日本美术的基本性格，结合装饰性形成了善于在平面上布局
的造型手法。日本美术在整体上欠缺西方的厚度与中国的深
度，但轻快的造型观恰恰契合其民族品性。

日本不断巧妙地把传统用新的形式来加以替换，在常常沿袭
传统并且认为这种替换没有必要的西方人看来，是一种非常
困难的尝试。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日本与世界始终
有种距离感，并由此滋生出强烈的取他人之长以自强不息的
忧患意识。——坚持民族性并非是对传统的抱残守缺。

历经数百年的浮世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浮世绘从
形式到内涵所凝聚的日本美术的独特面貌和性格依旧生生不
息地滋养着当代的日本艺术。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依然
可以感受到浮世绘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