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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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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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的基本立场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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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于中国面临军事和学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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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对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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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但是这
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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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折射是无所谓美
的。

看完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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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念那拄着手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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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美学散步的读后感3

美学散步，是一本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思想的精要 篇章的集合。

一开始就被这书名吸引，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但，美学与
散步如何揉合?

当我随便翻翻，发现这与别的美学著作很不同：一般的美学
著作，总是晦涩艰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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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美
学，文字自由自在，风格无拘无束。

书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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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确实让我有所收获，作者用抒情化的语言，引领我进
行艺术的欣赏，令这个美学门外汉的我，很形象生动了解关
于美学的冰山一角。

我便以书中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这章中关于意境境界



的部分，来说说我的看法。

正如这章的引言所说，世界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无穷尽的，
艺术的境界也是无穷尽的。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
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意境。

那首被誉为意境中经典诗篇，元人马致远的那首《天净沙》
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
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四句完全写景，着了末一句写
情，全篇点化成一片哀愁寂寞，宇宙荒寒，枨触无边的诗境。

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
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
更晶莹的景。景中是情，情从景生。

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意境，会因人因地因情
因景的不同，而出现种种色相，如摩尼珠，幻出多样的美。

在书中提及到，那么意境的境界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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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穷研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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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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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形象以为象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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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折射是无所
谓美的。所以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所以中国艺术家不满足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而总是要
在对对象的反映中折射出人格的高尚格调。

正是中国意境艺术区别于其他民族，才显出中国艺术精神的
最精采、最动人的 篇章。

而在这部书里其他部分，宗白华用他细腻的笔触与心灵，带
领读者与中国及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一同散步，等归来，便
发觉自己的心灵亦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美学散步的读后感4

《美学散步》里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内容：诗、画的美及
两者的关系、书法、音乐和建筑、国外的雕塑，以及艺术意
境和从艺术中反映出来的哲学理念。作者的文字流利、内容
丰富优美、见解独到。

关于诗和画的分界，作者认为：诗传画外意。诗留给人更深
长的想象空间，他列举了达芬奇用了四年时间画出的蒙娜丽
莎的眼睛。有时候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就像一些摄影作品
的题目一样，能够拔高艺术作品境界。另外，诗还能咏时间，
而画只能捕捉瞬间。

很多诗像印象派，比如王昌龄的《初日》：初日净金闺，先
照床前暖;斜光入罗幕，稍稍亲丝管;云发不能梳，杨花更吹
满。多么美妙的一副香闺画啊。“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
头已十分。”“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图画中。”“太



阳的光，洗着她早起的灵魂。天边的月，犹似她昨夜的残梦。
”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
力故。照相片无往而美。何以故?以其只摄取了自然的表面，
而不能表现自然底面的精神故。要有发现自然中美的眼睛，
心中要有诗的意境。“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王安石诗：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
南。“半江残月欲无影，一岸冷云何处香。”

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
往往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包含(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
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要求的美，而园林建筑艺
术又受诗歌绘画的影响，具有诗情画意)。作者将中国传统的
美感或美的理想(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归纳为两类：芙
蓉出水的`美和错采镂金的美。其中，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
关键。陶渊明的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字都是一种自然可爱
的美，汉赋、明清的瓷器、京剧舞台上浓厚的彩色的美是错
采镂金的美。作者极推崇魏晋，因为这之前—汉代—在艺术
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之后—
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道、佛三教
的支配。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倾向简约玄澹、
超然脱俗。

埃及、希腊的建筑、雕刻是一种团块的造型，中国古代的绘
画不重视立体性，而注意流动的线条，把形体化成为飞动的
线条，着重于线条的流动，因此使得中国的绘画带有舞蹈的
一位。国外的很多画家、雕刻家注重光和影，中国话却是线
的韵律，光影都不要了。这一定程度上受到中笔墨的影响。
西方画家是由几何、三角构成透视学的空间，，而中国画是
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西洋在埃及、希腊以来传统的画
风，是在一幅幻现立体空间的画境中描出圆雕式的物体，特
重透视法、解剖学、光影凹凸的晕染。中国画法不重具体物
象的刻画，重意境。西画的透视法是画家立在地上平视的对



象;中国画的透视法是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空间立场。中
国画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也不是移写
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
所引起的空间感型。

歌德说：建筑是冰冻住了的音乐。中国的建筑、园林、雕塑
中都潜伏着音乐感—即所谓韵。中国园林建筑喜欢用生气勃
勃的动物形象，飞动之美，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特点。
相较而言，希腊建筑的雕刻，多半用植物叶子构成花纹图案，
中国的植物花纹直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惯用园
林来处理空间美感，如天井、院子。园林中的设计除
了“游”中“望”，还可以“借景”。山水是诗人画家书写
情思的媒介，艺术境界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
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中国人爱在山水中设置空亭一所，
作为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焦点和精神聚集的处所。静穆的关
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
态。

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篇三

经老师介绍，我开始阅读宗白华老师的《美学散步》。

《美学散步》这本书，是宗白华老师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著述
之一，里面汇集了他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据了解，这也
是他生前唯一的一部美学著作。作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
和开拓者，宗白华老师用他细腻的笔锋，联系古今中外，娓
娓道来，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境界。

这本书通过分析诗与画的分界，分析中国与希腊艺术中美的
体现，在轻松的氛围中，讲述了“美”的含义及体现。这是
一本讲述美学的专著，在我看来，这也是一本古今中外经典
文学的摘录集，更是一本中外艺术展集，一本哲学专著。记
得有一次，我向一位朋友提到《美学散步》，他很快地
问：“是不是宗白华的书?我们在上山水美术鉴赏时老师经常



讲到它。”是的，在这本书里，宗白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很
多中国的山水名画，在这些名画的介绍与讲解中，告诉我们
美的所在。

读完整本书，感觉就是在美学与文学中，在中外的艺术中慢
慢地散步了一回，品味着散步声中留下的道道灵光。在书中，
宗白华老师说，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
自然的美。他说，文艺站在道德和哲学旁边能并立而无愧。
美，并不等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美丽，美，是一种抽象。它
需要通过艺术的雕琢来体现，却又不仅孕育在艺术的雕琢之
中，宗白华老师在书中讲到：“最高的美，应该是本色的美。
”他又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
射，是无所谓美的。”

美，本来就是蕴含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心灵美才是真正的
美”，这样的话，从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在讲，可是，当人们
的年龄逐渐增长，在世俗中逐渐被污染，人也变得越来越现
实，越来越肤浅。很多人，会把他们认为的所谓的“美”外
化，他们可以一掷千金，用在美容，用在购买各种化妆品上，
却不愿把手上的钱捐献给真正需要他们的人们手上，这是一
种怎样的悲哀?也有很多人，把“学雷锋”当成一种作秀，只
在领导出现的地方“学雷锋”，这种为了领导而做好事的行
为，又是多么可耻?他们只看到外在的美，却忽略了真正的美，
忽略了心灵的美，忽略了很多更加重要的东西。

本书中讲到的美，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美，是一种含蓄的美，
就像中国的水墨画，它会把画的精神，作画者所要表达的含
义蕴含在画中;又如诗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直白的表达
在诗句中，而需要人们自己去揣摩，这样才能使美富含“厚
度”，而不会像西方的油画摄影式的画风一样，什么都要追
求与实物一模一样，只能让人一眼看穿。在当今社会中，很
多人都缺乏一种含蓄，过于直白地表达自己，这在做人处事
中，只会让自己的交往处于劣势，得不到更多的友谊，而且，
过于直接的表述，在一定的场合只会让自己变得肤浅。在这



里，我并不是说直率不好，直率的人，是可爱的。但是，在
一定的场合，也应学会含蓄，才能体现我们本身具有的素质，
才能体现我们的“美”。

在书中，美还体现在一种“空白”的美——留白，就像作画
时，故意留下一部分空白，反而使整幅画变得清新，韵味更
加浓厚一样;就像一篇优秀的新闻稿，首先要可以让读者过目，
然后才是过心，最后是过脑一样，美，首先也应该是让人看
着顺眼，亦即是应先“过眼”，然后才是过心，最后才是过
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正是这样吗?在现在日益繁忙
与紧张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整天行色匆匆，忙忙碌碌，扎
在自己手上的工作中不可自拔，却忽略了应该给自己的生活
留下一点空白，留下一点闲暇，让自己有时间思考一下自己
的现在，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放慢脚步，欣赏一下路途上的
风景。结果，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只会让自己越压越重，
而一时看不开走上了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像近年来频繁出现
的自杀的大学生，博士生等等。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
憧憬，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点点空白，让自己不要丧失对未
来的憧憬与对生命的热爱，这是生活之道，也是让自己活的更
“美”的方法。

《美学散步》，他的美丽与温柔引发了我种种的思考，让我
感受到了生命中，生活中，艺术中，美的存在，让我知道应
该如何去寻找美，感受美。书中言：“艺术的境界，既使心
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超脱的胸襟里体
味到宇宙的深境。”是的，在这温暖的漫步中，我感受到了
心灵的平静，感受到了心灵的充实，感受到了在“美”中蕴
含着的哲学的洗涤。

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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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的基本立场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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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于中国面临军事和学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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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对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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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但是这
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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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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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念那拄着手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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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美学散步读后感获奖篇五

初看题目会想，为什么要将美学和散步联系在一起呢？宗先
生说，散步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在于
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的人可能会瞧不起，可是我
们应该知道，西方建立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学派被成为散步
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水火不容。其实，灵感来自于
放空，如果让自己太过于紧张和压抑，美好的感觉也难以体
会到。

我们究竟该阅读什么样的书？畅销的书也读过一段时间，读
起来确实很容易，也让人有成就感，可以获得阅读量的荣耀，
但是扪心自问，这样有用吗？阅读经典书籍的时候，觉得十
分晦涩，一小时可能就阅读两三页，但是可以回味，此时不
懂，待以后经历些许之后，恍然大悟，这样的感觉不是更加
奇妙？阅读宗先生的美学散步就有这样的感觉。一页页的字，
非常的厚重，带领我们进入美学的世界，感受这个世间的美
好。其实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需要细心观察，体会，放
慢自己的脚步，没有目的，漫不经心，也许会遇到多重惊喜。

中国美学中重要问题初步探索

初看文章标题十分学术，但是读起来趣味十足，有中华文化
深厚的底蕴还能学到美学的基础知识。什么是美，大家都有
这样的认知，却很难说出所以然。因为美本来就是抽象的，
有不同的审美观，看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评价，然而其中
还是有规律可循。

作者从总体美学特点和学习方法谈起，再到先秦工艺美术，
古代哲学文学中表现的思想，古代绘画美学思想，音乐美学



思想和园林艺术美学思想。生活处处都有美好的事物。如果
可以掌握方法，得到的美好感受会更多，从专业的角度去体
会，也是一种幸福。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什么是意境，作者列举了五种境界。为满足生理的物质需要
而有功利境界；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因人
群共存互爱而有伦理境界；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
界；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人可以达到很
多种的境界，在于内心的想法和涵养。心里想什么，眼中看
到的便是什么。如果忧心忡忡，再美好的景色也是灰白两色，
人逢喜事，觉得哪怕一片叶子都非常动人。

本章列举了这样一首诗：-杨柳鸣稠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
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情由景生，景亦可由情移。中
国古诗的乐趣与妙处便是如此。所以艺术境界的显现，绝不
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为高。如果当年
早些参透这点，也许语文的诗词鉴赏还能多得几分，哈，看
来我进入功利的境界中了。

艺术的概念

艺术是个大概念，将艺术之美具体化，分解为绘画、舞蹈、
音乐、书法、雕塑、园林设计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各有特色。
艺术既要极丰富地全面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提炼地去粗取
精，提高，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

源自网络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和基础

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采用了比较法，将中方与西方的绘画历
史和特点进行了比较。中国画有其抽象意境深远之美，西洋



画则是具体通透写实之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比较才
能更知道自己偏爱哪种。艺术的呈现也是中西方历史地理环
境之差异比较，不同的历史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审美观，正是
因为多元化才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开头作者就为绘画正名，他是实践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
天极活泼，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

中国画的魅力在于气韵生动而幽淡的，微妙的，静寂的，洒
落的，没有彩色的喧哗炫耀而富于内心的幽深淡远。西方则
体现出和谐、比例、平衡、整齐的形式之美。各有千秋，全
凭个人爱好。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艺术有三个方向与境界。第一个是礼教的、伦理的方向。
第二是唐宋以来独爱自然界的山水花鸟，使中国绘画艺术树
立了它的特色，获得了世界地位。第三则是从六朝到晚唐宋
初的丰富的宗教艺术。宗教艺术属于精神上的成就，如果没
有虔诚的信徒将其传承，很难让后人领会到精髓，但是通过
艺术，敦煌的飞天壁画，将这神圣的信仰和人们的情怀保存
下来，供后人学习和体会，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痛
苦也逐渐减退。这样的艺术，不仅是美的欣赏，更是心灵的
净化，感谢敦煌艺术。

我有幸在武大的艺术馆参观了敦煌飞天画展，那是一次心灵
的震撼。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些画，虽然是还原的画，但是
威力不减。那丰富的色彩，细腻的神情，我欲飞天的自由和
张扬，随着飘带让神思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一切是出自古人
的原始感觉和内心的迸发，浑朴而天真。希望有机会去敦煌
看实体壁画。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
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作者做
了如下举例：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
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的诗，
郦道元的写景文，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宏利
的寺院。看到这些，你会被中国艺术之丰富多元而惊叹，当
自己的文化都没有研究透彻，何来的自信和资本去膜拜于外
国艺术？当然，也不是不能了解外国艺术，只是不能过于崇
拜。

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何如此灿烂？可以从很多角度分析，也许
政治处于乱世阶段是最大的因素。乱世中对文化的束缚没有
那么大，正如春期战国时间文艺的繁荣，此时也是如此。文
人可以各抒己见，时事出英雄，如果有好的见解被采纳，还
能获得丰功伟绩，扬名万世。文化自身也有影响因素，人们
见识到了独尊儒术的权威和专制，不想再于体制内生存，便
走向另一面，道家文化，玄学清谈占据上风，而此类文化本
身就是主张自由，虚幻，无即是有，任意发挥，造就了魏晋
时期的自由开放之风气。

说起《世说新语》，记得小时候学过的一篇文章，当一家人
在雪天坐在一起讨论诗歌时，出题人问白雪纷纷何所似，有
人答撒盐空中差可拟，然一才女脱口而出未若柳絮因风起，
这是何等的有才气啊，而这样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充满文学底
蕴的。此书还记录了很多故事，让人看到这个时代的精华。

生于这个时代，可能会不幸，毕竟乱世不太平，朝不保夕，
但是生于这个时代又是幸福的，因为只要你想，个人价值便
能放大到最大化，是个人展示自我的舞台，想当英雄还是狗
熊，悉听尊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