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谈美读后感(优质8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谈美读后感篇一

《谈美》这又是一本被定义为欣赏艺术的必读书目，作者朱
光潜先生是真正德高望重、才学八斗的大师。

每当读这类顶级大师的著作，都会有一种体会——和蔼亲切。
当一个人真正到了一定境界，就会有种云淡风轻、举重若轻
的豁然随性，字里行间中，不仅是博大的知识与眼界，更让
人感到一种高洁、从容。这种不骄不躁、气定神闲的韵魄，
本就是一种艺术、一种美，令人心向往之。

这几年，常愿意学习欣赏艺术之美，从绝妙名画到经典名曲、
从摄影名作到不朽影视、从洒逸唐诗到凄婉宋词，精神上所
得甚多，但也自知尚谈不上入门。朱光潜先生说“艺术本质
上是一种情趣”，个人深以为意，人生在世，很难真正做到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完全超然世外，也就
免不了世俗纷扰，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欣赏艺术，轻轻的抚去
心灵尘埃、畅享精神的食粮，从而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给
自己留一片纯美的净土。

谈美读后感篇二

什么是美？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并没有一个具体
的标准，许多人认为，看过去舒服的就是美的；也许更深一
层，会说心灵美也是一种美。但这些感受都比较浅显，看过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后，我知道了朱光潜先生眼中的美。



光潜先生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
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
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该在此时做，不拖
延到未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
不推委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先生不尚空谈、
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这很值得我们广大中学生学习。

也许第一眼看到上面那段话，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触，但如果
你专注地把这一整本小书读完，你必会为朱先生治学为人的
态度所折服！书中其中最能领略到的是光潜先生非常经典的
对美的`分析论证：美是最不实用的经验，但是人类历史生生
不息的；美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要靠人们细心发现的；美是
客观事物加主观态度产生的，但是缺一不可。物质是可以用
尽的，而无形的美是可以代代流传供世人享用的。

谈美读后感篇三

本人读了朱先生的谈美，对于其精辟、客观的分析和论证实
为欣赏。其中最能领略到的是作者非常经典的对美的分析论
证：美是最不实用的经验，但是人类历史生生不息的；美是
无处不在的，但是要靠人们细心发现的；美是客观事物加主
观态度产生的，但是缺一不可。物质是可以用尽的，而无形
的美是可以代代流传供世人享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
来我将逐一分析。

其中读到朱先生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
美感的。作者谈及了人对事物的不同态度，或者说每个人的
出发点不同，其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就不同，同样的事物在不
同心态的人的心理或视觉上都会有其独特的反应。一棵古松，
木材商是商业的心态去看，科学家是研究的心态去看，而画
家用欣赏的心态去看，古松在不同人眼里映衬了三种效果，
只有画家不是从用的角度去看，而是如朱先生讲的：？无为
而为？的欣赏眼光去看，欣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画家内心世
界对古松的完美概念。



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对于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娱乐业，为
什么有一些流芳百世的歌星、影星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从
商业的角度上说他们代言某一商品帮助提高销量，简而言之
就是有利可图。而从艺术欣赏的心态去看明星，那些唱了几
首经典的歌曲，或者成功塑造了某一个电影人物的，那是可
以让人们永远记在心中，漫漫回味的。我想这对于那些明星
自己来说这比财富和获奖荣誉更有成就感和最有意义的吧!美
的东西需要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和欣赏的心态去看去想。这一
段大体可以证明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它确实是不实用的，而真
正能触动你我心灵深处的唯有那些给予美好情感的艺术作品，
无处不在深邃的夜空中如同指路的星星闪着光，指引人们的
灵魂、净化人们的思想。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后人们也越
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灵、精神的健康成长。其实美感无时无刻
都冲斥在我们生活当中，从最简单的吃穿住行来说大多人们
都会选择环境优美安静的餐厅就餐，因为感官的满足可以提
高食欲。穿衣打扮已经是现代人每天必备的功课，这可以让
人更有信心每天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房屋装修也是一门美
学功课，明亮宽敞舒适已经是老掉牙，而自己感觉和概念才
让它与众不同，比如：欧式概念、田园风格、东南亚感觉、
日式家居或者中西合璧等。独特的家居风格可以代表主人的
独特性，更能让他享受其中。车子基本性能就是带步，而且
现代人更追求的是外观流线性、颜色等。所以美感不是实用
主义，是不带有功利心态的心理活动，美感可以让人们得到
心里上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而美的感受又是主观的，美是言
论不一的。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不同所以对于美的理解更是不
同的。就如城市人长久呆在钢铁丛林中，觉得压抑郁闷，之
所以田园风光的美丽诱惑成为了新兴的消遣和时尚追求；而
农村人常年和绿地青山为伴觉得平淡无聊，对城市的美好多
姿的生活十分向往，就出现了农民进城的风潮。事实上这两
个环境在形式上是基本不变的，在变换的是我们的心态。

朱先生在此提出美是物的物理属性和人的人情心理活动对事



物产生的一种态度。单独有自然物理属性而没有人的感性心
理直觉——美也无从产生。自然在经过人的心理感觉加工后
产生了美感，不同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感觉，美的欣赏是对
自然的一种再加工、再创造。个人情趣不同衍生出的结果就
不同。俗话讲的？情人眼底出西施？的道理，如同朱先生所
讲是人们经过人情化、理想化的一种心理活动结果。这种结
果就是不同人的主观的审美经验加上理想化即人情化产生的`
结果。美和自然也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关系，美感没有自然的
物理属性就无从产生，而物的物理属性没有人的理想化即人
情化加工也无法衍生出美来。对于美我们应从两方面来看，
美不是凭空产生的，以上说明美的出现是物的物理属性和人
的理想化缺一不可。

怎样才能让我们更艺术的生活呢？近两年风靡全球的瑜伽就
可以有一个最好的诠释，瑜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能量知识修
炼方法，集哲学、科学和艺术于一身。瑜伽的基础建筑在古
印度哲学上，数千年来，心理、生理和精神上的戒律已经成
为印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运动的最高境界并
不是让你做一些高难度的杂技动作，而是通过这些动作让身
体伸展放松平衡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安静的倾听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所以瑜伽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合一，需要
身、心、灵三者同时俱全。

综上所述，想引用朱先生的话：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
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现在人们都提倡要艺
术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精致更有情趣，心态的平衡也是
关键所在，豁达乐观的心境就是艺术。希望每个人都能擦亮
自己的眼睛，用心发现细细品味我们的生活点滴，艺术生活
从现在开始!

谈美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读这本书，是我初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年幼懵懂，
翻了前几页，却不能读懂，就认为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化造诣，



读不懂书中的奥秘，也不能理解朱自清先生书中所谈
的“美”，便一直耽搁下了。时至今日，当我重新翻开这一
本书，里面的内容已不似当年那般生涩难懂。

《谈美》写于1932年，是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
的“第十三封信”。他曾说：“在写这封信时，我和平时写
信给我的弟弟妹妹一样，面前一张纸，手里一管笔，想到什
么就写什么，什么书也不去翻看，我说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
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收”。

本书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以及美的特点等问题层层展
开，提出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人生的艺术化”。
本书共分为十五个章节，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如何欣赏美
和”以及“如何创造美”。前三章主要围绕“美感是什么”
进行了回答和探讨；四至六章则针对“一般人将寻常快感、
联想以及考据与批评认为美感的经验是一种大误解”这一问
题进行说明；第七章和第八章则针对“自然美”这一概念进
行阐释；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则引导读者“如何创造美”；最
后一章则约略地探讨了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从什么是“美
感”这一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先是启发读者“如何欣赏美”，
继而“如何创造美”，再到如何“将美与人生意义相结合”，
让“零基础”的读者从最浅显的概念开始，一步步深入美学
的世界，从对美的“欣赏者”的角度慢慢转变为“创造者”，
最后在了解了这最基本的美学知识后开始尝试将所学融入到
生活中，上升到“如何做人”这一看似“深奥”的话题。然
而作者轻松的笔触与合理的结构安排，却并没有让人感到丝
毫的沉重感，将学术与对人生的指导意义浑然天成地融合，
让刚刚还在沉浸在“美学”的学术熏陶中读者有了一种“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尽显大师风范。朱先生以一种对老
朋友的语气娓娓而谈，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渗
透在质朴清新的文字中，“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
生纳入艺术之中。全书最后呼吁人们”慢慢走，欣赏啊“，
认为”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



朱光潜从小接受的是私塾教育，父亲老早便开始教他做科举
考试的”策论经文“，这就是议论文的一种了。”我从十岁
左右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
论文上面。这种训练造就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
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
理我都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朱光潜自始至终都喜欢使用
的写作形式，他追求的散文的审美效果，如同朋友之间促膝
谈心，开诚布公，家常白话，娓娓道来。《谈美》的读者乃
是中学生，朱先生在写作时必须放下身段降低高度，必须将
抽象的概念和高深的道理简单化通俗化。所以朱光潜的说理
文总是洞见源于生活，来自体验。读《谈美》，让我们觉得，
美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
东西。

《谈美》第一章《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恰到好
处地体现了朱光潜的自我评论：”很难说的理我都能用很浅
的话说出来“。朱光潜谈美学，不像其他文学家那样用概念、
用文字抽象地空谈，而是从真、善、美三大人类价值的基本
分野入手，他把真善美三种抽象价值转化为”我们对于一棵
古松的三种态度“，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将道理活生生地”化
“在人人可以直接感受的经验之中，幽灵般虚无飘渺的”价值
“拥有了形体，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仿佛生活中可以
触摸的文具或碗筷。所以我觉得，《谈美》可能是我读过的
最好的关于美学的作品了！

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二章：”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朱先生
为我们揭示了”美感“获得一条重要途径——即”美和人生
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他摆在适当的距离
之外去看。“朱先生先用自身的一个例子，认为距离自己远
的东西比自己身边的东西更”美“，认为新奇的东西比熟悉
的东西更具有美感。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对比，说明全是观点
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
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
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而若持实用的态



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
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
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无
论是对于游历新境时所感到的美，还是历史上话题人物身世
和人格的所感，其实都是将事物独立于世俗之外，即使其与
环境及一切条件绝缘，才能获得”真正的美“，使其孤立于
功利的用途。美和实际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看到事物本
身的美，必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去看，而且要抛开实际生
活中的物欲去看，才能真正的沉浸在艺术的美感当中。一些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容易忽略它的美，因为太过熟识没
有了距离和神秘感，从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真正的美。有了距
离，才会有向往，美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同样的，优秀的
艺术作品应该是既有主观又有客观，或者说既要有作者的情
感又要能跳出情感来客观审视。美的艺术的创作，既不可过
于主观而物我不分，也不可绝对客观而令作品趣味索然。所
以，发现美的过程即是脱离实用性、逐渐走向客观的过程。
人事景物，脱离了我们的日常实用，其中所蕴含的美感才有
机会被我们所发现。

在《谈美》的最后一章，朱先生强调了，美与生活是息息相
关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大舞台，生活是可以艺术化
的，谁知道如何把握一种”度“，谁懂得”和谐“的规律谁
就能艺术的生活，有情趣的生活，那是一种驾驭生活的本领，
要辛苦要勤奋，有所得有所失，得失来去全赖一种心境，心
多宽路就多宽，豁达乐观的心境就是艺术，因为那是一种精
神境界，是积极生活的态度，多留意生活，留意不经意的一
个灵感，细细体味心境、宇宙、斗转星移，日月流转的变化，
有情趣的生活、带一颗感激的心珍惜生活。在欣赏事物的时
候，当你发现事物别人说不知的美后，不仅使自己身心愉悦，
而且让艺术细胞得以熏陶。在发现、感受美的同时，愉悦自
己，享受生活。

当第十五章结束，对于朱先生说的人生的艺术化在本节中已
经分析的及其透彻了。读完此书，更见朱先生对美、对艺术



理解的功力。”慢慢走，欣赏啊！“努力向前也不要忘了驻
足停下来，看看眼前的风景，品味一下生活。

”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
值的一面“。现在人们都提倡要艺术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
更精致更有情趣，心态的平衡也是关键所在，豁达乐观的心
境就是艺术。希望每个人都能擦亮自己的眼睛，用心发现生
活生活中的美，用正确的方法品味点点滴滴的美，艺术生活
从现在开始！

谈美读后感篇五

什么是美？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并没有一个具体
的标准，许多人认为，看过去舒服的就是美的；也许更深一
层，会说心灵美也是一种美。但这些感受都比较浅显，看过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后，我知道了朱光潜先生眼中的美。

光潜先生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
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
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该在此时做，不拖
延到未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
不推委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先生不尚空谈、
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这很值得我们广大中学生学习。

也许第一眼看到上面那段话，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触，但如果
你专注地把这一整本小书读完，你必会为朱先生治学为人的
态度所折服！书中其中最能领略到的是光潜先生非常经典的
对美的分析论证：美是最不实用的经验，但是人类历史生生
不息的；美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要靠人们细心发现的；美是
客观事物加主观态度产生的，但是缺一不可。物质是可以用
尽的，而无形的美是可以代代流传供世人享用的。

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后人们也
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灵、精神的健康成长。其实美感无时无



刻都冲斥在我们生活当中，从最简单的吃穿住行来说大多人
们都会选择环境优美安静的餐厅就餐，因为感官的满足可以
提高食欲。穿衣打扮已经是现代人每天必备的功课，这可以
让人更有信心每天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房屋装修也是一门
美学功课，明亮宽敞、舒适已经是老掉牙，而自己感觉和概
念才让它与众不同，比如：欧式概念、田园风格、东南亚感
觉、日式家居或者中西合璧等。独特的家居风格可以代表主
人的独特性，更能让他享受其中。车子基本性能就是带步，
而且现代人更追求的是外观流线性、颜色等。所以美感不是
实用主义，是不带有功利心态的心理活动，美感可以让人们
得到心里上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

在《谈美》这书中，通俗易懂，使我对美学有了第一次有了
清晰的认识。最美丽的人生一定有美的人生态度，所以，我
想每个人都应读一读《谈美》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语言，
会让你喜欢上《谈美》，读完后，一身轻爽，净化了心灵，
提升了精神世界。相信它会对你有所启示的。

谈美读后感篇六

《谈美》全书共有一五个话题,也便是一五封信。首先他先提
出了“美感涵养”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便是“免俗”。这
是对“利害圈”和物欲要有一些逾越,有一些精神的拜托,有
一些理想与情趣,此中艺术活动就可以起到这种逾越利害干系
的作用,在“无所为而为”中污染心灵,得到品德精神的提拔。
鄙谚讲:“距离孕育发生美”。卖火柴小女孩读后感 其实朱
老师在此明白的指出了艺术和生存的距离。真实世界包围了
雾、雪或雨就容易给人们另外一种遐想,其形态使真实世界同
你我之间孕育发生了距离,因此有了从古到今的诗情画意等及
赋美感的意境。所谓:艺术泉源于生存又高于生存。应该也是
此中原理。艺术是主观的情趣、感觉,而又有些客观的控制和
计划在此中,太过接近真实容易使人孕育发生功利心,太过主
观也不容易让人明白,毕竟艺术是给人们欣赏的。



谈美读后感 不同艺术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同京剧有唱、
念、坐、打。相声有说、学、逗、唱。等其有规矩的表演方
式,是经过人们多年在舞台上磨砺总结出的表演形式,而这些
形式是经过人们运用艺术纪律如夸张、变形等方式,拉开同现
实生存的距离,而其内容又不脱离生存。

谈美读后感篇七

《谈美书简》是一本系统性的美学著作，是由朱光潜老先生
所编著而成。《谈美书简》一共收录了13封信，包括三个方
面内容：一是美学方法研究；二是美学范畴研究；三是美学
实践研究。而我所选择阅读的是第八封：关于形象思维。

在第8封信中，朱光潜认为文艺创作应以形象思维为主，以抽
象思维为辅。他认为形象思维就是想象，在西方，古罗马的
菲罗斯屈拉特，近代英国的培根都强调过想象在文艺创作中
的作用，在我国古代，屈原在《远游》中和杜甫在《咏怀古
迹》里都使用过想象这个词。

形象思维就是运用形象进行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两
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就是通过开动
脑筋来掌握和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们既是一种
实践活动，又是一种认识活动。不同的是它们所运用的形式。
思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掌握具体事物的形象，如
声、色、形、味等，通常称之为感觉、印象、观念或表象。
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经历了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便显
出不同的特点：形象思维把从感性认识得来的各种映象加以
整理安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抽象思维是把许多感性形象
加以分析和综合，求出每类事物的概念、原理或规律；形象
思维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生动具体的典型形象，而抽象
思维则由原始的感性认识飞跃到抽象的概念或结论。

文艺创作就不能单单依靠形象思维。因为文艺不仅要用形象
去思维，还要对形象进行重新组合和安排，以造出典型形象，



即新的形象整体。文艺创作一般都有个构思阶段，思想情感
白热化阶段，还有一个修改阶段。于我们学设计专业的同学，
了解这是很有必要的。在创作时也要学会用形象去思维，才
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学了这么久的美学，也看过一些关于谈论美学的书籍，而朱
光潜先生的这本《谈美书简》是为了回答美学爱好者陆陆续
续提出的问题而写成的，由于特定的读者对象，作者不能不
考虑如何才能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让读者能够读懂看透，
从而使艰深的美学概念、范畴、原理变得通俗易懂，所以作
者没有采用学术专著的形式。精确的语言解释抽象、深奥的
美学概念、范畴、原理。让初学者能融会贯通。

谈美读后感篇八

这真是一本独特的书，讲“美”。“美”，我们常常用到的
形容词，但到底什么才是美，我想没人能够说得清楚，我也
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一关乎哲学的问题。

本书的作者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朱光潜，
全书从“谈美”为“免俗”、“人心净化”的目标出发，顺
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这一脉络层层展开，娓
娓道来，抒发了这位美学大师的人格理想、审美理想，提出
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即“人生的艺术化”。

此书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篇写到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树的三
种态度。园里的一棵古松，我们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角度去看
它：实用者的角度，如木匠，想着如何把它做成精美的家具；
以科学家的客观角度，如植物学家，想着它是一棵叶为针状
的植物，另一种则是以美学家的角度去观察，如画师，什么
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
树。以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
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



朱先生说：“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
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
分主观的成分。”所以生活中其实从不缺少美，只缺少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

如果把这种美学经验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也是
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生总是会有坎坷和挫折，当我们感
到挫败抑郁时，和不把自己从这种落寞的情境中隔离开来，
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说不定能够发现一个
全新的视界，让你豁然开朗，拥有乐观积极的心态。

总之，这本书让我获益匪浅，让我学会试着用一种新的思维
去看周围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