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的历程读后感(优质8篇)
文明礼仪是一种习惯，通过培养好习惯，我们能够更好地融
入社会、与人和谐相处。在谈话时要注意言辞文明，不使用
粗俗或侮辱性的语言。文明礼仪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
展变化，以下是一些新兴场合的礼仪指南，大家可以参考借
鉴。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一

最近在熊猫书院看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很喜欢。冯友
兰说这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文
化史。

全书分为10个part，于是我用十段文字记下了每段最核心的部
分。有句话说得好：“如果说艺术类的精简书像果汁饮料，
那么原著就像水果。喝完饮料，再啃啃水果，才知道这个水
果真实的滋味。”

从远古图腾开始，龙蛇和凤鸟是原始人的审美。演变到现在
的几何条纹，可能与当时的蛇图腾有关。有“审美积淀”之
说，人的审美观因为有观念的想象，因此美的形式积淀了社
会内容。

夏朝是野蛮而灿烂的青铜文化的开始，青铜在商朝达到了鼎
盛时期，并表现出一种狞厉美。及至周朝和春秋战国，褪去
宗教色彩，变得精进或是堕落。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是理性主义的思潮，儒道互补。战国时
期，北中国已被孔子理性化，而南中国依然弥漫在远古的图
腾神话世界，屈原为代表。

汉代以汉赋与工艺品为代表，工艺品既有气势又古雅质朴。



魏晋时期产生了真正思辩理性的纯哲学，绘画气韵生动，书
法飘逸绝伦。以曹丕为代表的“文的自觉”，将文章称
为“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伟业”。魏晋风度，不可不提的阮
籍和陶潜。

南北朝是佛教狂迷的时代，石窟壁画和雕塑，表达着寻求心
灵的超脱，那是一个悲惨而非理性的时代。及至唐朝，才变
成乐观的态度。

盛唐的青春气息以唐诗为代表。李白诗，张旭和怀素的狂草，
是“冲破陈规，无拘无束”的代表。而杜甫诗，韩愈文，颜
真卿的楷书，是“严正规范，深沉厚重”的代表。

中晚唐亦有优秀的诗人，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
中晚唐的美学风格，潇洒风流中带有伤感忧郁。到宋朝，风
格变得冲淡含蓄。

宋朝是中国古代最文艺的时期，兴山水画，北宋风格旷远，
乃无我之境；南宋讲求细节和诗意，乃有我之境。到元代，
文人画正式确立，画上题诗，突出文学趣味。也为有我之境。

发展到明清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洪流，以戏曲小说为主。明
朝有《西游记》《牡丹亭》，到清朝，由于朝代更替，出现
了禁欲主义，浪漫思潮变成伤感文学，代表有《桃花扇》
《长生殿》。在毫无生气的时代，也出现了伟大的作品《红
楼梦》。

某天和一位老师聊到这本书，发现他竟是此书的忠实粉丝。
因为不同出版社配图不一样，且随着时间不断有新的文物出
土，他买过好几个版本。也觉得这是送礼物的极佳选择。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二

何谓美？是灯火绚烂的夜晚街道，是叶落知秋的幽静哀愁，



是字字珠玑的精致书本？“美”本是飘渺之物，当它附在特
定的事物上便有了意义，不如说，美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
散发着清香的灵魂。

《美的历程》一书是李泽厚先生所作，共分十章，以历史纵
向时间为轴，细致地描写出了“美”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
代到满清时期，从氏族纷争到王朝统一，“美”一直贯穿在
时间长河中，流经世世代代，流进人们的生活。

遥记当年金乌耀日，蟾蜍拜月，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了神秘的
图腾与巫术礼仪，狂热的原始歌舞展现出了属于远古时代的
苍劲力量。由线条和简单图案构成的象形文字，将“美”具
象化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凝聚在抽象的纹饰符号上。夏
铸九鼎，鼎卧饕餮，夏商时期不可谓不是沉重神秘的青铜时
代。人们信奉君权神授，青铜器上狞厉的图案成了王权的象
征。虽然后来随着神权的淡化，图案线条向着流动活泼的方
向发展，但曾经那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却是无可替代的。
功利与自然，严谨与不羁，春秋战国是儒道两家互补发展的
时期。

孔子于礼乐的实践理性，庄子于自然的热烈情感，“美”隐
在情理结合的审美规律里，体现在《诗经》的无限韵律和建
筑的色彩结构中，成为流动的时间进程，整齐华美的视觉体
验。“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将他浪漫的想象和炽热
深沉的情感融入《离骚》，成为楚汉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
世代相传。楚辞之美，美在其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和
传自远古时期的活力。汉朝艺术受之影响，始终拥有蓬勃生
机，浪漫激情。磅礴的气势与古拙浑然一体融入画中，成就
了雄浑厚重的朴实之美。“美”的表现形式中人的觉醒出现
在魏晋时期，绘画文字等艺术开始着力体现人的内在智慧和
品格，“气韵”“风神”成为了魏晋新的美学趣味。这个时
期的文学主体由宫廷消遣进化到了初步对人物、山水的吟咏。
注重写实与审美规律的艺术创作令“美”更加优美、纯粹化。



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期诗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人们藏
在诗中的感情毫无疑问是炽烈的，然而他们内心，生活中的
矛盾又使他们不得不感慨生死，寄情世外。如此炽烈又哀痛
的错杂情感，使“美”在矛盾中闪亮。隋唐时期宗教艺术盛
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佛教。“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
故事在洞窟壁画上极尽呈现，同样流传在民间。客观上讲，
这些麻醉人的宗教故事实在虚妄无义，读后感。然而这些虚
幻的颂歌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很是广泛。从虚幻走向世俗，刻
画出了这个时期虚实结合的美。除开宗教不谈，李唐王朝的
诗书文化实在灿烂夺目。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哀叹，唐诗如同
朝气蓬勃的少年，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经历过大漠苦
寒，兵刀弓马生涯的唐代文人的豪迈风度在诗篇中体现的淋
漓尽致，这种豪迈明快爽朗的美，是唐诗独有的。其书法，
特别是痛快淋漓的草书，也将这种美尽数倾注在笔墨间，奏
响了盛唐之音。随着唐文化逐渐加强了对情感色彩的捕捉，
其美学逐渐增强了悠闲静美的哀愁之意，宋元的山水艺术开
始在历史长河中崭露头脚。其山水艺术意味深厚，自由宽泛，
重在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宁静。

从浑厚的笔墨到精致的刻画，从整体的画面到剩水残山的特
写，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宋元文化始终带给人们平淡自
然、细洁净润之美。这是一个铺画满丹青水墨，充满灵气的
时代。由浪漫到感伤，由感伤到批判，明清文化为我们展开
来一幅世俗风味与浪漫文艺共存的画卷。市民文艺是人情世
故的津津玩味，歌颂赞扬，讽刺嘲笑，朴实却简洁丰富。如
轻烟如梦幻，自由风流似乎成了当时浪漫文艺的代言。浓厚
的民族风格，人生空幻的时代感伤构成了明清时代朴实梦幻
的美。

当年的一切已成过去，也许那些时代的珍宝已经被时间征服，
但是我相信“美”是永远不会被时间埋葬的。它从遥远的记
不清岁月的时代款款而来，宣示着美的历程将指向未来。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三

近期，拜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致全面地了解了中
国古代艺术。《美的历程》共分十章，把数千年的文艺、美
学纳入时代精神的框架内，揭示了众多美学现象的历史积淀
和心理积淀，具有浑厚的整体感与深刻的历史感。但，毕竟
是将数千年的美学浓缩在小小的一本书中，我仅仅只是对美
学有一点十分浅显的理解。

作者并未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构造中国千年来的美学发展的
脉络，而是单纯地以美学的标准论述了绘画、建筑等艺术门
类的演变。这就使《美的历程》略微有些艰涩难懂，所以我
仅仅只是重点品读了较感兴趣的《盛唐之音》一章。

盛唐之音，让我想到了唐诗。唐诗正是盛唐艺术的典型代表，
也是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
绚烂夺目的一章。帝国的稳定强盛，使得各个地域的文化都
融入进来。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唐诗，就是在如此环境
下孕育而出，并在盛唐达到了巅峰。而提起唐诗，就不得不提
“诗仙”——李白。他的诗歌，奏响了盛唐艺术的最强音；
他的存在，让充满青春活力的盛唐艺术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美。
这位天才般的诗人，饮酒赋诗纵情人生，张口一吐就是半个
盛唐。才华横溢的李白，以其狂放恣肆的气魄，将唐诗推上
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
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

这句话，概括了盛唐艺术的美。盛唐之音，就是如此的美??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四

多思想、情感、观念、意绪，说明为什么直到今天，如此久
远的古典文艺仍能让我们为之惊叹，为之倾倒。《美的历程》



犹如一位博学的向导，用富含诗意的哲理和思想把我们引进
中国古代艺术的殿堂，带领我们品味那文艺的美的精髓。

来展示这种作为狞厉美的青铜艺术涉及到的中国古代思想的
发展进程。正是从它们的身上，体现了早期宗法制社会的统
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正是从它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
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
感、观念与理想，配上那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
的反映了进入文明时代所必须经历的血与火的野蛮时代。

遥远的图腾与巫术，早已沉埋在了过去的年年岁岁，岁岁年
年之中。但仍然值得人们去追忆，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始终是
艺术发展史上最原始最宝贵的财富，也为以后的艺术发展奠
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五

初次了解美学这门学科，一般会感性地认为这是一门关于美
的学问，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在阅读美学的相关经典著
作之后，对美学会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比如李泽厚的
《美的历程》，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要美学著作，
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读者自然很好奇，这究
竟是本怎样的小书，在当时影响了那么多的年轻人。

由于一开始就对本书存在阅读的“期待视野”，希望从书中
了解作者对美学独特的见解，而《美的历程》让人印象最深
的，可能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在介绍“美的历
程”时的连贯性、简洁性。

虽然本书也像其他著作一样分了章节，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
序，介绍从远古图腾时代的艺术萌芽到明清文艺思潮的兴起
的各时代艺术特征及美学思想。“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
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
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



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
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
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
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
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作者在开篇就
以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美学意象吸引着读者。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
个例分析之下以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精神，
“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
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
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

但作者却没有把各朝代的界限分明地划分出来，反而让人感
觉本书有故意化解朝代之间的隔膜的迹象。读者在历史教科
书上面读到的一直都是清晰的朝代界限，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普通读者曾经认为唐诗就是
唐代才出现辉煌的，却不知道诗歌从内容的广度到形式的完
美都经历了前代的积累；误以为宋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却
不知道唐朝也有不一样的“唐词”风格，清代的词却是在内
容形式上臻于完美了。

作者的这种做法使得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特征之间的衔接十
分自然，而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到两个相邻或间隔的时代
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
说，“延绵不断”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特
点放之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里自然是合理的。李泽厚先生正
是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才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
觉到中国古代“美的历程”并不像西方艺术发展一样断断续
续，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从此可看出李泽厚先生在连贯性、
简洁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书中对于青铜饕餮的美的欣赏印象深刻。饕餮之所以美，不
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而在于这些怪异形象的雄
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
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
观念和理想，配上了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
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需
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因此李泽厚说，这些饕餮尽管极力夸
张狰狞可怖，但其中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妩媚的东西，
有一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至于后世的狞厉作品之所以缺乏美感，是因为青铜时期所有
人都非常信奉巫师的话――包括国王和巫师自己，所以他们
所创造的饕餮，饱含作者的思想情感；而后期那些造型，作
者里许多人也许本身就是无神论者或怀疑论者，他们的作品
即使非常夸张、恐惧，也缺少了因真情而带来的美。

创造和欣赏美都是需要真情实感的参与。“一代有一代之文
学”，审美艺术的创造就同文学一样，“一代也有一代之审
美”，读者应该抱着一种真诚了解和同情的态度去欣赏各种
不一样的美，不应该以当代的标准去苛求前人，每一个时代
独特的美都能够被了解被欣赏，这才是时代文明进步和艺术
精神的体现。

阅读美学经典著作，需要读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学素养积累，
对美学相关基本概念要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古代的文学、
雕塑、音乐、建筑、生活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最好是之前
对其它的美学大家的观点也有宏观的把握，不然就无法领略
本书的精妙独特所在，在比较、融汇、思考之中不仅欣赏到
作者的观点，也锻炼了自己的审美死亡能力。

阅读《美的历程》，读者往往会有一番惊喜的收获，就像在
别人的引导下解答了自己一直忽略或疑惑的问题。细细回味
《美的历程》，确实如书名所说，阅读的过程你自己的看法
会不自觉被它所引领，作者在书中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和美



学作了宏观把握，为读者梳理中国古代“美”的发展脉络，
我们按照作者的思路进行了一场中国古代的“美的历程”。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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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历程读后感篇六

一本书是否受欢迎，我认为关键在于是否有吸引人之处。而
吸引就要靠书中的内涵体现出来。

这个寒假，我在闲暇之余读了一本书叫做《美的历程》。这是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文化英雄”李泽厚先生写的。在我读书
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的许多图片在我的历史书上也出现过，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更是激发了我对读书的兴趣。因此，这
个寒假，开始了我的“美的历程”。

从盘古开天辟地，美便贯穿整个历程。原始远古艺术的“龙
飞凤舞”殷周青铜器艺术的“狞厉之美”，先秦理性精神
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之“浪漫主
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
宋元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三品类，明清时期小
说，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等重要观念，《美的历程》
分析了不同时代的美学特征。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
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

阅读者本书，我认为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震撼”这厚重的
词已不足以表现其中的分量。通过艺术之美，让读者品味历
史艺术美之瑰丽的本质。与单纯文字审美有本质不同，作家
李泽厚的美需要历史、美术、文学等全面的知识积累。读书
时，为中国艺术而感到震撼，同时，也无奈于自己的才疏学
浅，读书的过程中感到吃力。自以为，这本必读的美学的理



论，应更深层次的研读。认真、仔细的阅读，感应心灵的震
撼。

我认为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插图多的书，我们往往读的很
快，大多数看的都是图片，很少去看文字。但，当看到这本
书时，我却有一种想要在琳琅满目的文字中遨游的感觉。书
中的文字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感受着图画中的深层含
义。这种正如作者所说的物质劳动力与精神劳动相分离与适
应造就出一批思想家，也造就出一批思想。这是一本叫我读
懂文化心里的书，这是一本美学欣赏的启蒙读物。

文末，李先生在美学层面上，给人性的定义也说明了我们应
该以怎样的一种姿态去对待艺术，对待生活中和意识中的美，
对待发展。正像李泽厚先生最后所说的——“美的历程是指
向未来的”。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七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
个例分析之下以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精神，
“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
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
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

但作者却没有把各朝代的界限分明地划分出来，反而让人感
觉本书有故意化解朝代之间的隔膜的迹象。读者在历史教科
书上面读到的一直都是清晰的朝代界限，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普通读者曾经认为唐诗就是
唐代才出现辉煌的，却不知道诗歌从内容的广度到形式的完
美都经历了前代的积累；误以为宋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却
不知道唐朝也有不一样的“唐词”风格，清代的词却是在内
容形式上臻于完美了。



作者的这种做法使得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特征之间的衔接十
分自然，而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到两个相邻或间隔的时代
之间的历史联系。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
说，“延绵不断”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一特
点放之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里自然是合理的。李泽厚先生正
是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才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
觉到中国古代“美的历程”并不像西方艺术发展一样断断续
续，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从此可看出李泽厚先生在连贯性、
简洁性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美的历程读后感篇八

借用书背的一段话来说明这本书，本书是中国美学的经典之
作，凝聚了作者李泽厚先生多年研究。

他把中国人古往今来对美的感觉玲珑剔透地展现在大家眼前，
如斯感性，如斯亲切。

在说到此书的时候，主持人、另一位嘉宾不管说到书里的哪
段内容，此人都能大段背出，真是令人惊叹，从此处可看出
此书对此人的影响有多大。

此书名为《美的历程》讲的是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从远古
至清末的各个时期，各种艺术门类的分析。

都是这个花园里面的一朵花、一树木。

作者就像守园人，当我们打开书籍，走进花园之时，这个守
园人，会为我们做一个认真的向导，一一给我们介绍花园里
的花鸟虫兽，如数家珍。

只是里面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而且我这次走的也太快、
太匆忙了，没有细细品味里面的美丽，但是当我走过这个花
园之后，身旁却依然留着我从花园里面带出来的一点点花香，



沁人心脾，久久不能忘怀。

接下来我就采出几朵以诸君一起分享。

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
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
“龙”。

2、关于美，作者这样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
感官愉悦，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在内。

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
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

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
有美，只有形式(自然形体)也不成其为美。

3、关于历史，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
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进。

才成为美---崇高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
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
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
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

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

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
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5、关于汉字，如同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已
包括有超越被模拟对象的符号意义。

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
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



这即是说，“象形”中也已蕴涵“指事”、“会意”的内容，
正是这个方面使汉字的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
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能。

6、关于汉代艺术，也正是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
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容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
轮阔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忠实描绘，便构成
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