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旅行的艺术读后感(模板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一

果然还是借来的书读得更快，自己买的书却还有一堆没拆封。

余秋雨的序写得很好，基本揭示了本书的主旨，他说“旅人
不同于常人，有一种独特的心境，他们在荒漠相遇，在街市
邂逅，一抬眼就能彼此沟通。……不同的文化程度和人生基
调，会使同样的旅途迈出不一样的脚步。……本书撷取了这
些高贵灵魂与自己所遇环境的种种对话，特别是这些对话中
徘徊于自己和社会、个人和大众、景物和精神之间的思考。
正是这些对话，揭示了旅行的深层意义。对旅行的研究可以
加深人们对幸福的体验，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说的“由理性支
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何谓积极生活？首先是踏访
已知环境的热忱；其次是探测未知环境的勇敢；其三是从自
己和环境的斡旋中找到乐趣。……多一些慢吞吞关注各地大
量零星风味、琐碎世情的陶醉者和凝思者。”

“旅行中的一个危险是，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
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所以，在
旅行之前做一些功课是有必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焦虑，觉
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不能很好地去体会。

作者的观察非常细微具体，可知其感情非常细腻。比如从出
发到目的地之间的这段时间，大部分人可能就直接忽略了，
但作者却能将其中的感受写得细致入微。能从机场、旅馆这
些不起眼的地方联想到知名诗人和画家的作品。这一点我还
是能产生共鸣的。我也挺喜欢这些地方，特别是在机场等机



的时候，感觉是人生最放松的时刻之一，但我肯定不会想到
波德莱尔，更不知道塞珀的画作，所以我无法像作者一样得
到这么深刻的体会。

置身大自然中，作者会联想到华兹华斯的生平和诗句，能跟
伟大的思想灵魂产生共鸣和对话。这个层次是一般人难以达
到的。大多数人会几句耳熟能详的诗句，比如到庐山瀑布能
念出“飞流直下三千尺”，到黄鹤楼能想到“晴川历历汉阳
树”，但少有人知道诗句的作者生平及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
的诗句，更谈不上跟古人进行思想的交流。

欣赏壮阔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说：“这个世界对约伯而言可
能缺乏逻辑性，但是这不表示世界本身缺乏逻辑。我们不能
用自己的人生去衡量一切，而应该通过壮阔的景致提醒我们
人类的渺小和脆弱。…从壮阔的山河中去了悟自身的局限是
十分有效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流变中感到焦
虑和愤怒。如果我们用更长的时间与它们相伴，它们会帮助
我们心服口服地接受那些无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恼的事情，并
接受我们最终将化为尘土这一事实。”

最后，作者将话题引到日常生活。“我们从旅行中获取的乐
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目的地本身。
”我们要把旅游的心境带到日常的生活中。“什么是旅行的
心境？感受力或许是它最主要的特征。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
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
”告诉我们要重新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和有趣，从而更加热爱
生活。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二

今天有幸读到此书，顿时觉得，这才是我最近想看的书。所
谓旅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情。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对于
他是否能够有所收获起着决定作用。更确切的说，对于他能
够收获什么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旅行者，眼中所看到的世



界千差万别。有人善于品察入微，有人善于提炼主线。品察
细微是一种能力，很多人心思不够细腻，思维不够严谨，所
以他无法察觉到事物的细微之处或者品评出事物背后的原理
与不合理。但有了这种能力的人，往往也很容易进入另一个
极端，那就是无法把握主线。对于现实事物的细节过多关注
很容易让人陷入微观的海洋，从而消耗分散太多的注意力进
而无法从中提炼出更重要的信息。相比之下，把握主线的能
力更加重要。但，拥有这种能力者同样有着反向的问题。正
如书中作者所言，善于把握主线的人，常常看到一幅画或者
一篇游记，他都可以很自然地发现主体在哪里。而画和游记
是经过提炼的表达，并非现实。他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已经知
道了风景的主体（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而当他真的旅行
到了目的地，进入了曾经幻想过的场景，他反倒未必能够得
到满意的回馈（因为被太过嘈杂的信息包围）。

书中有一个故事印象深刻。有一位喜爱读书的贵族公子，他
闭门索居把自己关了起来，因为他总觉得看过别人的游记就
无需再去实地旅行。终于有一天，他兴致大发，合上书本，
买好车票，准备去一个目的地开始旅行。当他走出家门坐上
火车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突然心生一念：原来这里也
不过如此，还不如曾经读过的游记所描述的精彩。他转头就
重新坐火车回到了他的寓所，继续把自己关了起来。

《旅行的艺术》最后一章叫卧室旅行，可谓别出心裁。每当
说起旅行二字，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去远方。可是，如果一
颗心不够敏感或者活在过去，他又怎能靠着脚步的变换就发
现新的.风景呢？远方，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更美妙的内心
是与自然相应的更广阔的连接，它无所不在，哪怕只是在一
间斗室。卧室作为某人最熟悉的场景，倘若观察足够细微，
对现实足够敏感，一切都可以随时切换到另一个角度而呈现
新意。

此刻我坐在床边，看着客栈木质床具的粗糙纹理，精致的闪
亮的床头小灯，白色的床单和枕罩，灰色的窗帘以及窗帘外



面壮阔的山景，山脚下无数白色的小楼，这就是我此刻所在
的阳朔，这就是我此刻眼中的世界。最近的状态确实很不好，
思维迟钝缺乏创意，让我的生命少了很多色彩。曾经在旅途
中积极外向探索的那颗心，似乎被我收敛了回来。身体生了
病，心灵似乎也萎缩了，我真的该好好照顾自己了。

那就从一场昏沉的午睡开始吧！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了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其中提到
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下述，提到了“凝固的时间点”。

“凝固的时间点”，这种感觉我也体验过，它发生在去年秋
天我和同事去到五台山旅游的一个黄昏。

五台山素以清凉圣地着称，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比本省
其他地方多雨呢？91年还是92年？我曾经到过一次五台山旅
游。那一次总共三天的行程，期间遭遇一场大雨，几乎有一
整天的时间被困在旅店里，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一股凉凉潮潮
略带些霉味的气味。笔下的“雾数”是不是指的就是这种感
觉？这一次两天的行程，也是时雨时晴。幸运的是雨下的不
大，大家都带着雨伞。雨中漫步，自有一番情趣。

那一天下午我们游览的寺庙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整个建筑群
依山势而建，层次高低分明，错落有致。我们从寺庙的边门
进入，经过一座小院，沿寺庙一侧拾阶而上，正中是供奉着
佛像的庙堂，两侧是禅房。庙堂挡着游客的视线，每一层都
让人感觉已到了这个景点的尽头。从庙堂一侧转过去，却又
发现向上的台阶，爬上去又是庙堂、禅房。每一层的庙堂以
及庙堂里供奉的佛像各有特点，但在我这个外行眼里却只看
见大同看不出小异。细雨霏霏中，扭头再看对面山坡，居然
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悠悠飘过，投下一片巨大的
暗影。



几位同事对高台边石栏精美的雕刻感兴趣，以此为背景摄影
留念，我却兴味索然，独自沿原路回返。半路发现另一个边
门洞开着，寺庙外绿树成荫，有水泥路通往半山我们停车的
地方。虽然有些绕路，但山上的一群还在兴致勃勃地拍照，
早下去也是等，并且那一片醉人的绿特别吸引我，使我不由
自主走近它。

这时雨点又密集起来，我手里拿着雨伞，却没有打开。我就
这样手拿着雨伞淋着雨沿着林中小路慢慢地走，路上除我之
外再没有别的行人。周围那些树树干笔直，不粗，但是很高，
树下是半人高的草。树和草经过雨水的冲刷，显得分外澄澈
洁净。这些植物都是北方山区常见的，但是我叫不出名。雨
声沙沙，更衬出林中的幽静，我的心情平宁而安静。很想闭
上眼睛，静静地听那雨声。景区距离我所居住的城市算不上
远，但再来恐怕机会不多。尽管我还想在林中多待一会儿，
但这会儿估摸着拍照的同伴也应该返到停车场了。于是离开。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那一天黄昏树
林里的景象，就像村上春树形容的“紧黏在脑袋里”了。我
非常喜欢那一天林中的幽静。

今年临到“五一”节的前一天，一大早父亲就打来电话说身
体不舒服，我的心顿时一沉，赶紧到医院排队挂了号，然后
在挂号大厅一边往单位打电话请假，一边等着老父亲到医院
后会合陪他就诊。最近一段时间单位工作紧张而繁忙，加之
为父亲每况愈下的身体担忧，我的心情愈发的焦灼不安，一
瞬间倍感困顿疲累，抑制不住想哭的感觉。想起前几天在微
信上看到的`一段话，“难过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天空吧，天空
那么大，什么样的委屈也盛得下”。可是我才刚一抬头，不
争气的眼泪就从眼角流下来。这时，我的眼前又涌现出去年
秋天深山古刹旁林中细雨的景象，耳边仿佛又响起那“沙沙
沙”的雨声，就像母亲的絮叨，细细碎碎饱含着脉脉温情。
那些我叫不出名却非常清晰的树和草使我焦虑的心情得到释
放，疲惫的身体得到片刻的休憩，并且给我力量使我重新以



轻松乐观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悲伤和挫折。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四

旅行一直被冠以走的多远，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脚步被一
种无形的`线，牵引着众多的旅行者去了一个被设计好的地方，
类似于在做模块化的事情，如果说从旅行中得到的，其实在
众多的旅行笔记中都昭显了这是一样的，如果再次的翻开别
人的旅行笔记，你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非要去旅
行不可呢？坐在书桌前，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虽说没出
过几次门，假如现在面前有了一个可以旅行的机会，我会以
何种形式去进行呢？我知道，离下次旅行的出发还有一段时
间，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的间隙，好好的思考如何去旅行的
问题。

工薪阶层，来一次旅行的确是不容易的，单就说时间上的问
题，想要腾出这么一段时间来，非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假如
让这么好的时间浪费在一次不好的旅行体验上，会不会影响
旅行在心中的地位呢？这又让我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先用
有限的时间从自己的门前开始旅程，这听起来的确有点匪夷
所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决定呢？家门口的一切事物可以让
我重复的去看、去听、去体会，也就是错了可以再来，练就
旅行的本领，也就不会让哪天的旅行不会让我感到失望。

上一次旅行因为没有选择好地点，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让我对旅行的体验很不好，有那么一段时间里，的确失去了
再次出发的动力，可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觉得不应该就么的
放弃，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心境，如果轻易的放弃掉，那是
多么的可惜。

《旅行的艺术》这本书，的确应该买回来好好的读一读，看
了那么多的介绍与读后感，有那么一丝感觉这本书与《西班
牙旅行笔记》有点类似，也应该与纬八路旅行笔记的主题相
同吧，而或者说纬八路旅行笔记记录的内容，也模仿一下上



面的两本书。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五

旅行，或者那种漫无目的漂泊过程，其价值在于他们能够让
我们体验情感上的巨大转变。

——雷蒙德·威廉斯

这是我看的阿兰·德波顿的第二本书，初见此书的书名我还
以为是一本旅行指南什么的。看了余秋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
才知道，阿兰·德波顿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以自己的旅行经
历为主，以哲学的视角来描述旅行中个人的感受，旅行的心
境。

余秋雨在序言中写道：“旅行是万众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
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但是不同的文化程度和人生基调，
会使同样的旅途迈出不一样的脚步。”翻开此书，看到这句
话的时候，我开始还不太明白，当我将这本书看完的时候，
我想我有点明白了。阿兰·德波顿在该书中列举了大量波德
莱尔、帕斯卡尔、华兹华斯等大师的例子，阿兰·德波顿在
书中的每个章节都为邀请一两位大师作为自己的导游，写下
自己旅行的感受的同时也在叙述大师们出游的心境。这本书
虽然带有哲学的思考，但是并不是很难懂，看到很多的地方
也会有共鸣。

我喜欢旅行，喜欢看美景，去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到目前
我也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我是一个对一个将要达到的陌生
地方在有一点点了解的基础上有无限的想象，想象着那个地
方风景有多么的漂亮，那个地方的是多么的美味，就像于斯
曼说的那样：“想象能使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变得远比其本
身丰富多彩。”可是，当我们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又会因为
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我们失望。就像我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去
凤凰，都说凤凰是湘西古镇，可是当我到那的时候只是觉得



整个古镇充斥着浓浓的商业气息，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古色古
香的古镇气息。所以我很同意，阿兰·德波顿在书中写到
的“在任何地方实际经历往往是我们所见到的总是在我们所
能见到的.现实场景中变得平庸和黯淡，因为焦虑将来而不能
专注于现在，而且我们对美的欣赏还受制于复杂的物质需要
和心里欲求”，不过我觉得我在旅行的途中往往是我的心里
欲求得不到满足。

一个人行进在路上，我想我会觉得我很孤独；当你身处一个
你十分熟悉的环境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有这种感觉，甚至觉
得自己很奇怪。因为自己的不清楚也把这两种孤独的感觉混
为一谈，而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阿兰·德波顿是这样
解释的“地理意义上的孤独给餐厅以孤独隔离的氛围。而此
时的孤独不是那种置身于欢笑和群闹中，让我意识到心境和
环境之反差并觉得痛苦的那种孤独；它源于陌生的人群，在
这里大家都明白，沟通障碍客观存在，对爱的渴求难以实现，
而这里的建筑和灯火也无疑凸现了此时孤独的氛围”。陌生
的环境，让我们逃离了家庭温馨的气息，我们熟悉的朋友，
我们熟悉的事物的陈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地思考我们
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思维来干扰你，当
我们的思考的问题遇到阻碍时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到
我们周围的陌生风景，让我们的思维得以继续。

我觉得旅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旅行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的
风景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
但是很自由；多人的旅行中，随你不能随心而走，但是可以
收获朋友间的快乐。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向前，其实我
们在向前的时候，也应该关注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的，或许当
你在一次看你看过的风景时，因为你心境的不同会有另一番
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