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谈美读后感(通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
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谈美读后感篇一

谈美，得从人谈起，因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属于经济范
畴，无论是使用还是交换，总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此，
研究美绝不能离开人，美学是随同对人的研究而逐步展开的，
认为研究人是打开美学殿堂的金钥匙。当然，对人的研究首
先是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是把人当作一种物种来研究的科
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学来说，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艺术起源的问题。谷鲁斯和普列汉若夫谈艺术起源就是
站在人类学角度，认为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实践如吃饭穿衣、
男婚女嫁等。

记得刚上高一的时候，老师就推荐我们去看朱光潜的《谈美
书简》，那时的我还未摆脱初中生的稚气，翻了几页，觉得
不好看，就把书放下了。现在，当我再次拿起这本书时，才
发现书中有很多智慧的闪光点。

尽管现在的我还只算“后辈”，但 朱 先生在这本小书中所
传授的美学理论，却是字字珠玑，堪称“诤言”。一遍遍的
反复阅读让我受益匪浅，不但在理论认识方面有所长进，更
重要的还在于它启发了我的思维和思想，让他们向着更深、
更广的空间拓展。

在《谈美书简》中， 朱 先生以自己亲身的经验，谈到了许
多治学为人的道理。如《代前言：怎样学美学》中，先生有



言：“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
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
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是敷敷衍衍、蝇营狗
苟的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作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
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
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切不
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
”文品表现人品，以上这番话不但回答了青年人学习美学的
态度问题，更代表了老人一以贯之的为人之道。

我想这是 朱 先生人格与思想的共同魅力使然。也许处看上
面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你心里可能不会产生什么感触，但如
果你专注投入地把这一整本小书读完，你必会为 朱 先生治
学为人的态度折服！

小小册子，总共不过七、八万字，由十三封书信结集而成。
但它其中的每一行、每一字都渗透着老人躬亲实践了一辈子
的认真态度，不由你不为之动容。人曰：“一斑窥
豹”、“一叶知秋”，相信只这一小段文字，也足以让你我
了解进而钦佩起这位美学老人治学为人的态度吧。

谈美读后感篇二

一天的光阴转瞬即逝，而在这一天，我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
的时光：我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13封信，而这13封信让我对
美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就是朱光潜先生在83岁高龄写
给青年的美学入门读物《谈美书简》。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是开拓者和创新者，
在美学领域是全国的权威，他主张美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
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了美和美感的规律、美
范畴等一系列问题。

在前言中，朱光潜告诉我们怎样学美学，但我认为更重要的



在于，他对我们人生观的引导，如在前言中朱光潜写到“正
路并不一定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
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
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
功的经验更有益”……这些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通篇读来，其中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比比皆是，现在简要归纳
辑录如下：

人是审美的主体，人在改造客观世界时也改造了人本身，人
在审美中具有最高的意义，美离不开人。

二

学习美学的方法应是：在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应
多结合其他流派的观点考察美学。

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劳动，在审美中，人有意识的依据美的规
律来创造美和发现美，所以，美也是一种生产劳动。

美是有阶级性的，但同时，美更本质的性质是人性，阶级性
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这及时的更正了人们关于美的错误意识。

美与生理状态的内在联系，并认为美的文艺作品中应有思想
性的渗透，但不是直接，而是间接从作品中表现出来。

现实主义从客观出发，而浪漫主义从主观出发，并据此认为
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因一点小过错而失败，从而产生出悲剧
感，惊恐和哀怜是悲剧的情感基础，悲剧更为本质，好的喜
剧作品中一定有悲剧性。

崇高是我们由压抑而产生的，它是由恐惧转为振奋的，并在
其中体会到一种自尊或愉悦。崇高侧重于对立和冲突，而秀
美侧重于平衡和和谐。



13封信，行云流水，读来浑然天成，却使我对美学有了第一
次有了明晰的认识。每一封信都是那么亲切自然，知识在这
种脉脉温情的态度中传达出来，其间没有美学中那种概念的
堆砌，却使人们对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美丽的人生一定
有美的人生态度，所以，每个人都应读一读这13封信。

谈美读后感篇三

翻开这朴素而又丰富的书，我开始在这新世界探索。

令我印象最深的文章，是《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
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这篇文章描述了从不同
角度看同一事物所得出的不同观感。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
者仿佛开门见山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同一件
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接着，以园
里的一棵古松做例子，分别把自己置身于一位木商、一位植
物学家以及一位画家的角度，来看这一棵古松。结果不难想
出：“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
的古松的形象都是个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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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作者分别从这三种人对古松的态度中提取出了三个关
键词，木商对应的是实用，植物学家对应的是科学，而画家
则对应的是美感。“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
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自此，
文章中心论点逐渐显现出来：“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
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
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
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
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归纳得相当精辟。

是啊，我们崇拜英雄，从小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我们崇敬
诗人，从小吟着它们的诗长大；我们喜爱美人，从小看着她



们的画长大……而事实是，如果没有那些故事、没有那些诗、
没有那些画、没有那些美的感受，我们根本不会被所谓的英
雄、诗人或是美人打动，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想
这就是美带给我们的真正意义，它可以把千百年前的事物人
物，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受体悟他们身上的力量，也
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前车之鉴，作为我们的后事之师。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但我所
感受到更多的是，作者着重勾勒了美感。熟练的对比手法使
这篇文章既不偏离于原本的想法，也有着它独特的意味。这
或许就是作者的高超之处了。

谈美，也很美。

谈美读后感篇四

本文作者朱光潜，字孟实。他90岁生涯的大部分都贡献给了
中国的美学事业，所以晚年的他被尊称为“美学老人”。

朱光潜的《谈美》写于1932年，由著名的开明书店出版。在
此之前，他写过一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用书信的形式，
漫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问题，发人思考，指
点迷津，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成为重印了30多次的畅销
书。但这本书主要谈的是人生修养，还没有充分展示朱光潜
的美学思想。于是，作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姊妹篇，
朱光潜以“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为副标题，写作了这本
《谈美》。

作者是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来写这本不厚的
小册子的，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明白如话的语言把高深的
美学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从而起到了净化读者心
灵、提升一代青年精神境界的作用。而我，读了这本书后同
样受益匪浅。



美是联想所产生的吗？作者借用牛希济的两句词“记得绿罗
裙，处处怜芳草”，指出“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
并非美感”，而是“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
价值”。由萋萋芳草，联想到绿罗裙，也可以由一件古董，
联想到金钱，并不是所有的联想，都是美的。纯粹的美，永
远是一种“专注”，离开了专注，就已经离开了美了。

讲解了基本的美学观念之后，作者又进一步跟我们谈了艺术
与游戏、艺术与想象、创造、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告诉我们
艺术创造除了想象之外，还需要情感。

艺术创造除了想象之外，还需要情感。作者借司空图《诗品》
中的一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指出：“诗人于想象之
外又必有情感”，“情感是综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
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调协，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意
象”是朱光潜美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这里情感的作用十分突
出。没有情感的统帅，想象也许会杂乱纷纭，有了情感的主
导，则纲举目张，“意”与“象”合了。

朱自清先生说：“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
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观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
学者深思。文艺理论当有以观其会通，局于一方一隅，是不
会有真知灼见的。”我认为确实如此，通过他的讲解，我真
正认识了美，欣赏了美，发现了美。他的见解也的确“人性
化”。

我认为学习美学也好，学习艺术也好，关键不在能否掌握一
两种技能，而是要看我们能否达到一种境界。若能够达到朱
光潜先生所崇尚的`“艺术化的人生”，恐怕可以说“今生无
愧”了。

谈美读后感篇五

在接触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之前，我曾一直认为，“美”



正如其字一般，像一个戴着头饰的美人，让人一眼方知，这
就是美。

爱美之心，不仅人皆有之，而且自古有之：“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是美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是美景；“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是美食……可见，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放弃过对“美”的追求。

《谈美》一书，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美”？人
们常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然而，
我们忘记了，美是一种高级情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但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通过不断训练，提高我们的审美情趣。这
也让我忽然意识到，人们对“美”的认识也是可以不断地成
长的。

有人说，语文之美，是对大江东去的向往；是对唐诗宋词的
热爱；是怒发冲冠的激情；是大漠孤烟的雄浑；是小桥流水
的婉约……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美育”是值得学习消化并
渗入语文课堂的。正如高尔太说：“美，只是人感受它，它
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显然，“美”是一
种主观意识，却也离不开客观事物。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就可以从教会学生欣赏语文的魅力开始。

语文有这样的魔力，会让你沉沦在她的柔波，忘情享受字里
行间的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品味语言之美是最先要做的。
在这一环节，我们常常做的就是带领学生美读。古人云：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例如我在教学统编教材
《伯牙鼓琴》时，通过配乐读、生生互读、师生合作读、接
龙读等各种形式，让学生沉浸在语言文字中，感受小古文语
言简练之美、骈俪对仗之美、音律工整之美……带领学生从
语言美中走来，再向语文美中走去。

朱光潜先生说：“所谓美感经验，起事不过数在聚精会神之
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父王回流而已。”这就是移情和意



境的体验。在语文课堂中，探寻美的旅程中，我们也该带领
学生感受意境之美，从中更好的理解作者的情感。例如在
《伯牙鼓琴》中，我通过不断提供课外资料，让学生对这个
流传千古的佳话有更深入的了解，为学生更好的体会意境做
好铺垫。课中，学生情不自禁地融入了这个故事，化身为伯
牙和子期，深情流露。这样挖掘文本的意境之美，移情人物，
产生情感共鸣，是语文教学的要求，更是学生学习的需求，
提升审美的过程。

朱先生告诉我们，真、善、美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语文的
学习就是体悟情感之美的过程。语文的学习就如同在孩子心
灵播撒一颗美的种子。不同的文章蕴藏着不同的灵魂，饱含
着不同的养分。每一次情感体验的过程，都在不断地浇灌这
颗美的种子，不断地熏陶，终会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破土而
出，丰盈他们的人生。

谈美读后感篇六

这其实才是我20_第一本看完的书，《大设计》是第二本，显
而易见《大设计》更吸引我，所以执拗地要第一后感写《大
设计》。

对于朱光潜的《谈美》，最直观的感触是怎么能够离开说教
的形式去表达。尽管感觉朱光潜本人也是很讨厌那种形式的，
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都是此般的影子(个人感受)，每个我们
都好像有点此番倾向似的，由此我想我该如何避免呢?还是说
难以避免。

专业书籍就得专业对待。

一

面对事物的三种态度：实用、科学和美感。一为实用。(举例
中他说到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类意义之外，便寻不出其他



意义。p12)(对于持有这种想法的男人，我只能说这种男人除
了是生小孩一类的意义之外，也很难寻出其他意义了)【没错，
耿耿于怀】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
于直觉时的特质。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
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很像p话)。真善美三者俱全才可以算是
完全的人。(那可能不存在完全的人吧?)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
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
(怎么就不高尚了呢?)美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经验是
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哦)只有艺术作品是真正不朽的(没
有什么是不朽的)

二

美要和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不及，容易回到现实世界;远了，
使人难以欣赏。艺术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艺术是主观
的，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经过的情感是通过
反省的。

三

移情作用，移情不一定是美感经验，但美感经验常常含有移
情作用。移情带有无意的模仿：(1)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返
照(2)人不但移情于物，还要不知不觉模仿物的形象。

四

(一)美感要素：(1)目前意象和实际人生有适当距离(2)观赏
时这种意象时，要聚精会神以至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于无意
之中以我的情趣移注于物，以物的姿态移注于我。

(二)美感与快感的区别：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
于实际要求的满足。美感态度不带意志不带占有欲。美感经



验是直觉的而不是反省的。

五

美感与联想。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
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

六

快感不是美感，联想不是美感。考证和批评也不是欣赏。批
评者分为：1导师地位的2法官地位的3舌人地位的4印象主义
批评的。总结：考据不是欣赏，批评不是欣赏，但欣赏不能
没有考据和批评。

七

(一)什么是美?他说的：康德—美感判断主观，却普遍，人心
构造相同。黑格尔—美是个别事物上见出概括或理想。托尔
斯泰—美的事物含有宗教和道德教训。他认为：美不完全在
外物，也不完全在内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这个
字真难打)(二)我与物的关系：(1)最简单的形象的直觉都带
有创造性(2)心灵把混沌的事物综合成整体的倾向有一个限制，
事物也要本来就有可综合的整体的可能性。(三)美与自然的
关系：是美就不自然，是自然就不美。(他想说的就是一定会
带有你的主观色彩，而你的主观感受的美就是已经经过你的
艺术化了)

八

九

欣赏中有创造，创造中有欣赏。艺术起源游戏说。

十、十一、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要严肃和豁达同时客观而言，除去朱光潜的男权思想不谈，
他的《谈美》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后半部分，个人觉
得还是颇有裨益。最大的优点是引用了许多的例子来证明自
己的观点，且古诗词等都引用的恰到好处。【从心所欲不逾
矩】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状态。

精则专，泛则滥。总体而言是这样的，也是我个人需要警惕
的。说到美本身，总觉得我们在追求真正的美的路上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谈美读后感篇七

长时间不曾读书，更不曾这么认真的读书。《文艺心理
学》(复旦大学出版学出版)又名《谈美》，是朱光潜先生一
部谈美学的论著。朱光潜先生在美学界的造诣这里无需过多
赘述，他是我国研究美学的始祖，一代美学大师。通读完后，
首先的感觉是朱先生知识的渊博，旁征博引，学贯中西。在
他的书中，古今中外的文献引用得极多，而且所引用的英法
德等国关于美的论述都是他最早翻译过来的。其实粗读一篇，
我真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美。虽然他通篇都在介绍什么是
美，从心理学角度、从哲学角度、从自然科学角度去研究、
论证美的本质意义。但是我读的还是一头雾水，因为朱先生
的思想是那么的深邃;眼光是那么犀利;观点是那么独到。都
说读书就是读者和作者心与心的交流，我只觉得朱先生穿着
一身长马褂，在某个黄昏的清风中，向我娓娓道来，像一切
得道智者一样，他持才并不傲物，从容淡泊，虚怀若谷。对
我而言，朱先生只能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了。



为什么要研究美?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攀登过山，游玩
过水，欣赏过画，背颂过诗文，当我们发现某处景色让我们
心情愉悦时，我们会说，这里真美;当我们读到某处诗文让我
们身临其近时，我们会说这首诗真美;当我们读到某篇文章让
我们长期心灵的桎梏、精神的困顿豁然开朗的时候，我们会
说这篇文章真美。我们在说美的时候，其实都只是一个随性
的判断，靠得是自己粗疏的经验，至于为什么会觉得美，我
们都没有意识进行仔细的考量。我们要欣赏、判断美，其实
是不能离开理论支撑的。如果我们没有决定怎么才是美，就
没有理由说这幅画比那幅画更美;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艺术的本
质，就没有理由说这件是艺术品，那件作品不是艺术品。只
有当我们明白美的本质的时候，才能使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得
着更准确的力量(朱自清语)。对于读这本讲哲学，讲心理学
的理论书籍，读起来非常费力。要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但是
被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以贯之的努力精神所感染，觉得
不认真读完都是对不起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和自己白白流失的
青春。作者在整篇文章中，每论到一个观点，都列举了十几
个思想流派的主流观点，然后自己不轻易的判断某种观点的
对错，也不轻易接受某种观点。在以过自己认真思索、艰苦
探索的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他在《谈美》中说到
写此书时“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这让我想起，
他在这本书附录《作者自传》中提到的一件事情，在作者年
近花甲的时候，还努力去学习俄文，并且可以达到读写的程
度。前些年，我在某本书上看到北大王选在60多岁的时候，
再去学计算机程序语言，并成功开发出汉字排版软件，打破
了国外对汉字排版领域多年的垄断，被誉为“当代毕昇”。
在这里不是想说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故事，而是
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悲观、懒惰的情绪时常在缠绕着我。

曾几何时？凛冽的寒风不停地敲打着窗外，而今，秋风再次
扫过落叶！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美，每个人都有不
同定义。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
《谈美》一书中，朱先生带领我们走出“柳暗”进入“花明
又一村”，给了我们一个“美”的答案。



成长的过程是一种顿悟的过程。林清玄说过：诗情与道情的
转折是“悟”。这种悟，不是凭空冥思苦想，也不是死盯着
书本的一句话想上一个中午，而是在生活得点滴中，发现某
种永恒存在的道理，发现自己的人生轨迹。长大了，说得更
多的是思维与涵养的增长。审美的能力也是如此，通过不断的
“悟”来进行充电。

在美的普遍性中找到美的特殊性，便意为对美的一种创造。
即美的艺术价值是在美的共性中找到个性的美。只有个性的
作品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家代表人公孙
龙子有许多有趣的诡论,其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是白马非马论了。
相传有一天,公孙龙子骑着一匹白马要进城,该城门的看守官
说,依照规定马不可以进城。于是孙龙子就开始他的论证——
白马非马,最后说服了守城官,于是就骑着他的白马进城去了。
他的论证大概是这样的:“马”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
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白马非
马)。阐述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

《谈美》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美的答案，既要与事务之间保
持一种距离感，又要与这种距离有一种美的结合，处于能触
摸，能感受到美的位置。美感属于一种直觉，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求证的内心的美的触碰。

悠悠然，勿把遗憾留脑后！“慢慢走，欣赏啊！”

谈美读后感篇八

固然此书不是一本完整的美学著作,却也从一些很重要很关键
的角度对美学的入门者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而且在很多方面都
很有资助。

类似如许的例子另有许多,在此也就纷歧一详谈了。

朱光潜先生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



该做而且可以或许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委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可以或许做的事,就该在此时做,不拖延
到未来。美的历程读后感 ”“此地(我的职位地方、我的情
况)应该做而且可以或许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委到想象
中另一职位地方去做。”这是朱光潜先生不尚空谈,脚踏实地
的治学精力的表现。这很值得我们青少年去学习。

《谈美书函》不是一样平常的高头讲章,它接纳书信体的情势,
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将许多深奥的美学知识普通化。

《谈美书函》是什么?谈美书简读后感

八十二岁的高龄仍旧著书立说,对美学头脑回顾和整理,给青
年朋友们复兴,体贴美学教诲,这是何等的学者风范和社会责
任感!

谈美读后感篇九

美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美？朱光潜先生认为，对于这一
问题的解答，是一个关系到能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解决的美学难题的大问题。这也是这本书的根本问题，
到底什么是美学。

我通过读这本书分析出了三个重点问题：1）美学没有一个具
体的标准，每个人对美的定义是不同的。2）通过谈美，引入
了许多治学的问题和很多怎样做人的问题。3）美学源自于生
活，研究个方面美学，要从生活中找到根源。

当美学发展到了21世纪，他并不拘泥于艺术上的.美学，而是
彻底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生活中也处处有美学，并且，
关注自己心灵，精神成长的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研究美学。举
个例子，穿衣打扮已经是现代人每天必备的功课了，而房屋



装修更是一门重要的美学学问，比如：欧式概念，田园风格，
日式家居以及中西合璧等等。所以美学能为人带来幸福的生
活，它不是实用主义，而是不带有功利心态的心理活动，他
可以让人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以及精神上的享受。

不仅仅是生活，在《谈美书简》中，作者以亲身的经验，谈
了许多只学为人的道理，对于怎样开展治学工作，他教导说：
“我们干的事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不得一点
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
排除一切干扰和阻碍的勇气。”很显然作者是很重美学这门
学问的。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学呢？如果一个人能
将美学融入到自己的人格，那么他就能内外兼修，他处理问
题又潇洒的风采，研究问题又有严谨的态度，这就是红楼梦
中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及文章”吧。

最后我想提朱光潜先生奉行的“三信主义”。即此身，此时，
此地。此身应该做而能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得起，不推
诿给别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该在此时做，不
推延给未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
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去做。这是朱光潜先生不尚空谈，
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很值得我们青少年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