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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散步的唯美句子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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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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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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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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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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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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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美学为根基，以**思辨的成果为参照，
凸显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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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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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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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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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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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墨画和**的油画相比，我
更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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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秩序，圆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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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遇到他真可谓幸运，他学贯中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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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益成果的同时，立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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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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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的唯美句子篇二

　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对象、美的内容和形式？原本我以
为只要是自己觉得好看的东西就是一种美，但是在《美学散
步》中我体会到了不一样的美。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研究
中，以散步作为形式，以吸纳中西、古今美学精华为宗旨，
是他的美学思想呈现独特的散步风格。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先生的**作，几乎汇集了他一生的经
典之作。在《美学散步》中，你看不到系统完整的理论骨架，
但能感受到宗白华先生的娓娓道来，层层展开以及语气的和
蔼亲切；在《美学散步》中，你看不到抽象难懂的理论，但
能在他深入浅出的探讨中获得新的体悟；在《美学散步》中，
你看不到排山倒海般的引证，但能从他信手拈来的例子中明
白它真正的内涵。

而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为宗白华先生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细腻



的感觉。丰富的学识使他的文章饱满、圆润**而又充满张力，
敏锐细腻的感觉使他的论述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然而在
这么美的一本美学经典之作中，宗白华先生正在向我们传达
着一个重要的观点：美是心灵节奏的**表现。

那何为“美学散步”？如果说宗白华先生的美学研究是美学
散步的话，他的散步就应该是在广泛的研究对象之间，在中
西美学之间的研究方法。在宗先生看来，散步是**的，但并
不因此就绝对是非逻辑的。我们从宗先生的《美学散步》中
看到了“散步”逻辑性的特点：在各种美学现象和艺术门类
之间，“散步”是梳理美学、艺术思想、亲近艺术灵动的方
法；在中西美学之间，“散步”是凸显*传统美学个性精神的
方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本书中看到“散步”的无拘无
束的特点：以唯美的眼光看世界，追求艺术化人生，体现出
风神潇朗的人格品质。

宗先生的《美学散步》是实现其美学理想的一种方式也是实
现其凸显*文化个性学术理想的方式，他传承*古典美学精髓，
注重哲学在美学思想中的根本价值，美学研究是建立在哲学
等文化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他美学研究中的“散步”表
现出明显的文化风格。

《美学散步》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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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叫我们如何欣赏艺
术作品，叫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
格。而这正是*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在这部作品中，所有的文
章都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
*艺术的特征，因此，阅读这本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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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书名叫做《美
学散步》，就是带领我们在艺术的园林里散步，看看作者给
我们营造了怎样的艺术世界。艺术的欣赏就是岁美的事物的
发现与感悟。



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正像书名所暗示的那样，书中所
选文章是宗白华先生在不同时期对美学问题的探索，虽然章
与章之间有所联系，但每篇都可以**成章。但那并不意味着
这本书就毫无章法可言，相反的是，这本书犹如散文般形散
而神不散，宗白华先生紧紧抓住诗、书、画、舞、乐、建筑
等相关艺术门类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广泛联系古今中外的艺
术作品，在一个广阔的舞台中探讨美学的基本规律，介绍着
自己的透彻之悟与艺术之思。在这本书中，始终有几个词
如“实虚”、“空灵”、“意境”等贯穿其中。由此可说明，
宗白华先生尤其重视对空间意识的论述。我认为以上这些词
极其类似，虽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但在宗白华先生的文章
里却貌似都指向相同的事物，而那相同的事物在我看来应该
是他反复提到的美学思想。

但还有一种介乎于二者之间的“艺术境界”。在对艺术的阐
发中，宗白华先生特别注重对艺术涵蕴的人生情怀的体验和
揭示。这是在对艺术富有同情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基础上，宗
先生创造性地建构着著名的“艺境”，一方面强调艺境要超
脱空灵，另一方面又强调艺境要充实深情，之处*艺术意境的
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的深情，又“须得庄子的
超旷空灵”的灵气。一往情深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是的艺
术具有丰厚的生命内质；超旷空灵才能使艺术获得如镜中花、
水中月般的生命灵气。

在这部书里，宗白华先生用他的抒情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
读者去体味*和**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
洒的金人的心灵，待到我们“散步”归来，会发觉自己的心
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如果我们渴望艺术的美的熏陶，只
要进入白宗华的《美学散步》就一定能够让自己置身于美的
殿堂。

散步的唯美句子篇三

莫怀戚的《散步》是一篇以记人叙事为主体的散文,作者在散



文中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的赞扬,同时也表
达了自己对于生命的哲思。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散步最新读后
感800字，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散步最新读后感800字1

亲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今天读了《散步》一文，体会
更加深刻。

从一个朴实而又温馨的画面，让我回味无穷。爱是天隔一方
的思念，爱是母亲无私关怀的体贴，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心
有灵犀，爱是人与人之间的风雨情怀，爱是朋友的火热友情，
爱是领导对群众的嘘寒问暖，爱是人间最朴实的情感!

《散步》一文主要写了作者、老母亲、妻子和儿子一同出去
散步的事。在散步的过程中，体现了他们一家的其乐融融、
互相帮助、互相关怀，更说明了亲情无价。

在散步时，作者的母亲和儿子发生了分歧，因为作者的母亲
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对老人来说是比较方便的。而作者儿
子却要走小路，因为走小路有意思，在路上也可以玩一玩。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作者考
虑到母亲体弱多病，应当顺她的意。所以作者决定委屈儿子，
因为作者陪伴他的时日还长。作者便说：“走大路”。然而，
出于对孙儿的爱，就决定走小路了。

从这件开始由意见分歧到因为作者对母亲的孝心和母亲对孙
儿的爱而意见一致的事，充分说明了他们一家人是多么和睦。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作者对母亲是多么孝顺，
而我呢?当母亲累了时连端上一杯茶都做不到，我实在是太惭
愧了!

种种事迹都表明，亲情是多么珍贵。我们都要去爱我们的亲
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我们的亲人都深爱



着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他们，如果你没有爱，请从现在开始，
爱你们的亲人吧!

我们都要记住“亲情无价”，并好好珍惜!

今天上了《散步》这篇文章，我深感触动…..那是怎样的一
篇文章呀，读起来是那么亲切、温馨，通篇充满着丝丝蜜语
浓浓亲情：母亲的慈祥，作者的孝顺，妻子的贤惠，还有那
个胖胖的小家伙儿，更是聪明可爱。

我反复读着，文中初春的新绿、树上的嫩芽、转季的冬水;特
别是那菜花、桑树和鱼塘，那山水画般的江南春色在眼前明
朗清晰起来。不由得陷入沉思，想起一些往事。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姐姐也顾着学习，但是
哥哥只要有时间就会带我漫步在林间小道中，他会捉一些小
昆虫吓我。有一次，哥哥问我河水为什么朝那个方向流，我
不知道，哥哥就带我往上走，走啊走，我终于看出来了，水
来的方向地势高，我高兴得说：“哥，这边地高，那边地低。
”哥哥牵起我的手说：“是的，我们有一句古话就叫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做人要是不努力、不奋斗就会像这河水
一样只能往下流了。”长大后，在学习、生活中每遇到困难
就想起哥哥的教导和温情，就有了无限力量。只是现在哥哥
已经出国留学了，一年也只能见到一次….

“我蹲下来，背起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好像
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只要有亲情在，
只要多尽一些责任，我们的生命就是幸福的，生活就是美好
的。亲情是多么珍贵，让我们把爱一棒一棒的传递下去吧!

散步于我是为数不多的可称之为运动的项目之一了，上班日
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又是难得的休息日，竟渐渐连散步也许
久不进行了。



至近段时间生病入院，医生细细端详我半晌，“是不是每天
没有什么运动?”心内暗叫惭愧，这都可以被人看出?医生看
出了我的疑惑，笑，“不用奇怪，一看你的工作性质，再看
你的坐立姿态，就知不是爱运动的人了。”言毕，叮嘱我每
天除饮食有度外，一定要坚持早、中、晚的三个半小时左右
运动。

于是，散步又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医院的长廊上，我见到了相濡为沫的老人相伴着前行，无语
但温馨;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母亲颤巍巍的牵着孩子行走，边走
嘴里还反复叮嘱着说了无数次的句子;当然也有孩子陪着父母
散步的，孩子走的雄赳赳气昂昂，父母们拖着病体，用喜悦、
欣赏、疼爱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孩子，似乎感觉不到病痛的折
磨。

当我每天混杂于这支大军中，日复一日的看着各色人等，各
类家庭演绎着故事，一种沉甸甸的心情愈来愈浓，我们的父
母，我们的前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传承着浓浓的爱，浓浓的
亲情，浓浓的关爱就是这样的“润物细无声”。

散步，乃至其他运动方式，细细体味，就是善待自己，关爱
他人的一种方式了，自身好了，才有能力去关爱他人，造福
社会呢。

《散步》一文中，开头写作者的老母亲因为身体不好而不想
出来散步，但最后还是出来了。看到这里，我们都会以为作
者的母亲是被作者强迫拉出来的，其实作者本意不是这样的。
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作者也是想让多病的母亲出来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锻炼一下身体，这对老人来说是有好
处的。从这儿我也体会到了作者对母亲的敬爱。

在散步时，作者的母亲和儿子发生了分歧，因为作者的母亲
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对老人来说是比较方便的。而作者儿



子却要走小路，因为走小路有意思，在路上也可以玩一玩。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作者考
虑到母亲体弱多病，应当顺她的意。所以作者决定委屈儿子，
因为作者陪伴他的时日还长。作者便说：“走大路”。然而，
出于对孙儿的爱，就决定走小路了。

从这件开始由意见分歧到因为作者对母亲的孝心和母亲对孙
儿的爱而意见一致的事，充分说明了他们一家人是多么和睦。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作者对母亲是多么孝顺，
而我呢?当母亲累了时连端上一杯茶都做不到，我实在是太惭
愧了!

从老母亲对孙儿的疼爱，不禁让我想起了《荔枝》一文。这
是作家肖复兴写的，文中主要是讲作者给母亲买了一些荔枝，
但是母亲舍不得吃，却给了她最心爱的孙子吃了。

种种事迹都表明，亲情是多么珍贵。我们都要去爱我们的亲
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我们的亲人都深爱
着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他们，如果你没有爱，请从现在开始，
爱你们的亲人吧!

亲情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今天读了《散步》一文，体会
更加深刻。

从一个朴实而又温馨的画面，让我回味无穷。爱是天隔一方
的思念，爱是母亲无私关怀的体贴，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心
有灵犀，爱是人与人之间的风雨情怀，爱是朋友的火热友情，
爱是领导对群众的嘘寒问暖，爱是人间最朴实的情感!

《散步》一文主要写了作者、老母亲、妻子和儿子一同出去
散步的事。在散步的过程中，体现了他们一家的其乐融融、
互相帮助、互相关怀，更说明了亲情无价。

在散步时，作者的母亲和儿子发生了分歧，因为作者的母亲



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对老人来说是比较方便的。而作者儿
子却要走小路，因为走小路有意思，在路上也可以玩一玩。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作者考
虑到母亲体弱多病，应当顺她的意。所以作者决定委屈儿子，
因为作者陪伴他的时日还长。作者便说：“走大路”。然而，
出于对孙儿的爱，就决定走小路了。

从这件开始由意见分歧到因为作者对母亲的孝心和母亲对孙
儿的爱而意见一致的事，充分说明了他们一家人是多么和睦。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作者对母亲是多么孝顺，
而我呢?当母亲累了时连端上一杯茶都做不到，我实在是太惭
愧了!

种种事迹都表明，亲情是多么珍贵。我们都要去爱我们的亲
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其实，我们的亲人都深爱
着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他们，如果你没有爱，请从现在开始，
爱你们的亲人吧!

我们都要记住“亲情无价”，并好好珍惜!

散步的唯美句子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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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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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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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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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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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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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绘画带有舞蹈的一位。**的
很多画家、雕刻家注重光和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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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是由几何、



三角构成透视学的空间，，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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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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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对象；*画的透视法是提神太虚，从
世外鸟瞰的空间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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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园林、雕塑中都
潜伏着音乐感—即所谓韵。*园林建筑喜欢用生气勃勃的动物
形象，飞动之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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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花
纹直到唐代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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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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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的唯美句子篇五

“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
把‘美’转化做魅惑力。”——宗白华：《美学散步》，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上文引用的这一句话是宗白华先生在《诗(文学）和画的分界》
一文中提及的，用于翻译《拉奥孔》里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文
字。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一般人谈到魅惑时，首先会附上一
层主观性的贬义色彩——“用美色迷惑，使之耽于其中。”
听上去，这似乎在描摹着一种迷惑，或者说是一种诱惑。但
很显然，宗白华先生将此词形容于文学描绘身体美的另一形
式，是别有深意的，何况词尾还缀以“力”来强化文学



对“美”的转化程度。那么，魅惑力便不再单纯的是一种感
受，而是以其强悍的督促姿态扎根于文学之中。不难看出，
文学中的魅惑力基于语言文字而存在。这一底子赋予它朦胧
又含混的魅力特性。文学在将“美”转化做魅力时，所产生
的审美效果并不是具体可感的，而是等待着读者自身品味、
探索、与挖掘其中负载着的天然含蓄的文学之美，以致产生
深刻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受。与画作这类视觉艺术相比，文
学拥有不可多得的语言媒介，同时这给予文学表意的含蓄性
与丰富性。

如此余味无穷、思致隽永，这不正好符合宗白华先生对魅惑
力的定义吗？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力量认定为文学的间接性
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文学中的魅惑力同样拥有明
显的非直观性以及较多的不确定性。绘画、雕像等空间性艺
术作品是直接作用于整体的，往往真切明确。与之相比，文
学则不直接付诸于感官上的冲击，而着重体现它的“象外之
象”“味外之旨”和“无我之境”。也正如宗白华先生此篇
下文所说——“这种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它与
思想共舞，它与灵魂相伴，巧妙地通过文学作品中修辞的润
饰、节奏的变化、意境的交融，灵动地弥漫于整个艺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