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给青年的封信启示 给青年的十二
封信读后感(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给青年的封信启示篇一

思考是建立健全自我人格的重要途径。

我喝下十二杯酒，畅说人生。我颇为喜欢这种滥话题——人
生与思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味承受无尽的知识
而不加思索，以无涯随有涯，终将殆矣。

我总是迷茫，不知所措，我曾在黑夜中奔跑，星星是光，月
亮是光，你也是光。黑夜不一定黑，白昼也不一定是白。你
可想过这样一句话，“我闭上眼时，是黑的，那我睁开眼时，
一定会看到光明吗？”但，无论如何，我都喜欢这个世界，
爱这所有的缺陷。

朱老先生告诉我：“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我更喜欢
朱老先生那句：“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它目的。”不
被他人左右，这是我的生活，仅属于我，我没有目的，我只
是在享受着它。我不愿沉浮在深渊中，我想尝试所有，无论
如何，我都要去，那是我想去的地方，是理想的人生；我自
己的人生由我思考。我逃避过，但也勇敢过。朱光潜有
言：“学离不掉问，不会起疑问便不会有学。”对未知的好
奇与兴趣便是思考及疑问，学起于问，因有问而求索，从而
实现学的目的。



宋濂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趋百里外，因问求答，对不解提
出质疑，对兴趣之处虔心求索，虽愚卒获有所闻，宋濂苦学
便是问而后学的过程。学贵有疑，引领学者上下求索，从而
获得真知。李时珍生于医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医学十
分痴迷，发掘医理药性，求根问底，不断探索，加之医学上
的天赋与慧根，著成《本草纲目》，造福天下苍生。学当有
疑，以推成出新，寻回重重迷雾下的真相。

伽利略勇于质疑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念，两个铁球同时落下，
用事实否定千年定律，推动物理学的发展。因有疑问，问而
后究，终获箴言；因有质疑，从而多加研究，革故鼎新，不
断完善现代理论体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起疑
基于思考，基于批判性的思维。即使是天之木铎孔子，亦曾
栉风沐雨向老子求学。

学贵有疑，疑而后问，乃是一种谦卑的姿态。览尽世态炎凉，
人间冷暖，方知人微弱如尘，不过天地蜉蝣、沧海一粟，当
以谦卑的态度，不断求索质疑，汲取新知，弥补自身的瑕疵。
不思则罔，不疑则殆。行成于思，学贵有疑，秉求索之心，
怀疑而究之，方成学问之道。

给青年的封信启示篇二

这两次的文章推荐都是拖到最后期限了，才想起来拜读。但
是谈读书里的第一段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是我真的没有时间，
还是我没有决心。有了决心，那么很多事情就自然得多了，
有了决心，那么你就会把读书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有了决
心，那么你就能每天坚持了。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减不下
肥来了，原来是我没有下定要减肥的决心，也没有拿出要减
肥的魄力，更没有做到所谓的坚持。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
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
引诱”，原来平时老是觉得无聊的时候，漫无目的地看着网



络的各种是是非非时，也可以把这种漫无目的转变为自己的
饶有兴趣。人的心智空间是一定的，如果被你正常的嗜好占
满了，那么你就不会被不良嗜好所影响。如果说我现在还不
清楚自己所希望的正常嗜好是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来打发
自己的闲暇时间，那么就用用心思考一下吧，或者追求自己
所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们平时所能做到的便是如此，总是有
各种大理想，大的抱负，但是扪心自问，这些都只是空口而
谈，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又有哪些呢？可能这个问题又回归到
了其所说的决心问题上吧。

读到一谈读书，觉得文字颇好理解，并且都会有上句话的解
释，这对于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来说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而后读到二谈动，同样的感觉，特别是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多么朴实的语言，没有太多的装饰，现在一谈到好文章，便
是文采较好，用字谨慎云云，其实对于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
一说到底的文章，一遍读过，便能明白作者的真正含义，不
需要像散文那样来回斟酌了，不过或许正是如此才显示出了
中国文字的精神吧。

虽然这十二封信我没有完全读完，但是我会利用接下来的时
间慢慢读得，虽然里面有些章节感觉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步
调，但是事物都是相通的，都会或多或少能从中得到你所想
要的东西，得到你所希望领悟的精华。也希望群里的朋友们
能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地读读这十二封信，不是希望你们来完
成某些任务，而只是希望你能从中发现某一个触动你内心深
处的句子足已。

给青年的封信启示篇三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我正式开始读的第一本书。单独成
一行，留念。

我是一名脑残型文盲，根本没有选择与评价书籍的能力，更
没有只看经典原著而进行自我升华的本事。所以，不设防，



随性，随机，相信开卷即有益。之后或好或坏，全凭我自己
的造化了。

书中的“谈多元宇宙”“无言之美”以及“谈美”三篇短文，
堪称伟文。我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对这三篇短文的赞美了，
来个无言之美吧。最惊叹于作者的分类以及说理方式，故此
重新表述一遍，用我自己的方式，以达到我自己可以用的目
的。事实上，作者的这些分类，也将会是我今后所采用的分
类。

“人生是多方面的，每方面如果发展到极点，都自有其特殊
宇宙和特殊价值标准。我们不能以甲宇宙中的标准，测量乙
宇宙中的价值。如果勉强以甲宇宙中的标准，测量乙宇宙中
的.价值，则乙宇宙便失去独立性，而只在乙宇宙中可尽量发
展的那一部分性格便不免退处于无形。”有三个这样的宇宙。
第一个为“道德的宇宙”或称“实用的宇宙”，第二个
是“科学的宇宙”，而第三个则是“美术的宇宙”。

“一般人所以为最切而最推重的是”道德的宇宙“。”道德
的宇宙“是与社会俱生的。”在这个宇宙中，我们采取的是
实用的态度。这里是实际生活，在这里“有所为而
为”。“善恶是”道德的宇宙“中的价值标准”。

“在”科学的宇宙“中，价值标准只是真伪。在这个宇宙中，
我们要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
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
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他们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
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

”美术的宇宙“也是自由独立的。美术的价值标准既不是是
非，也不是善恶，只是美丑。在这里，我们需要脱净了欲念
意志和抽象思考的”直觉“，去见那叫做”形象“的孤立绝
缘的意象。美感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
觉时的特质。”



给青年的封信启示篇四

读罢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感触颇多，话语
虽平易近人，似多年挚友娓娓道来，却处处给人惊喜，让我
有醍醐灌顶之感。众多感触不便一一道来，便选取一些印象
颇深之处发表一点陋见吧。

“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朱
光潜先生对于现代青年的毛病，曾这样慨乎言之。我深以为
是。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不思进取，却又不甘堕
落”。正好处于低潮期的我感触良多。在浑浑噩噩度过了一
个大一后，原本光鲜的梦想变得模糊，清晰规划好的前途开
始渺茫，我渐渐坠入柔软却阴冷的泥淖，看得见光却又攀不
上枝条。“愁”字漫上心头，挥之不去又不可视而不见。

但朱先生这时又恰似知道我的烦恼之处一般，谈到动静相宜
的解愁之道。

“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
”朱先生如是说。其实这话说的略微有些晦涩了，颇有一点
道家阴阳调和的味道在里面，但先生贴心至此，作了浅显的
解释:

“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
活方法也就在此。”

不过“尽性”二字，这一点我深以为然。但是，人生约束颇
多，并不是时时可尽性而为的，而愁思偏偏就生在这不得尽
性之处。我如一卷洪流，却偏偏郁于一方浅潭，四周怪石林
立，高山巍然，奈我如何有十八般本领，也只能在这窄室中
横冲直撞以泄心中怨气，久而久之便也成一汪死水。

对于这一点，朱先生又言:“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
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



当有‘不值得’的看待。”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我有七情六欲在身，四面八方的纷扰扑面而来，想要提炼
出“不屑”这一情绪，非长期修炼不可得呀。而若不顾自己
本来心绪强行选择“不屑”，或又徒生其他心蛊。总而言之，
这条解愁之道，我还需得边行边修炼。

虽说先生的“动”我学习得颇为艰难，但对“静”却得心应
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先生是这么说
的。或许与我本身的性格有关吧，我平生最好之事，便是精
致地“消磨时光”。一壶清茶，一卷诗书，一架藤椅，一帘
好景，加一年数百变幻的岁月与一日更替不绝的时光，所为
神仙逍遥，我怡然自得。对我而言，“静”比“动”更能纾
解愁情，原是那袅娜的青烟，是可以燃尽世间纷扰繁杂的吧。
先生在第一封信里就提到了读书，可见读书对于我们的重要
性。如今，无论我们想要看什么书几乎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找
到，就这一点，不知要羡煞多少前人。怪就怪在，选择多了，
我们反倒不知道怎么选了。诚如先生所说，读了一本没价值
的书就等于丧失了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正因为如此，
对于选书，我们更是应该慎之又慎，就我看来，真正有价值
的书应该是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而非只是看过就忘，消遣娱
乐的工具。

在谈“静”中，朱先生指出人生乐趣的一半得之于活动，也
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静”是指心灵的空灵。唯有做到心
灵的空灵，才能在这嘈杂的世界中去领略，去感悟。现代生
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所以在忙里偶然偷闲，闲中偶
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裨益。

在前头曾提到，最近由于学习之事，我有些许烦恼，而我与
朱先生也在文章会友中渐渐熟识，他便在《升学》一信中告
诫:“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
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
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可能
我之前错误地定义了学习在人生中的位置，它是一件需要我



去认真完成的事情，却不是一件务必完成的事情，我的选择
取决于我的兴趣，取决于我想过怎么样的生活，而不是应该
过怎样的生活。我需要对我的选择负责，而我的选择服务于
我的生活，我将学习看作一种义务而将其与我的生活分割开
来，那它必然成为我的负担，那我便不可能将其杰出地完成
了。

论述至此，大都为鄙陋之言，观点浅薄，不曾有条理。我才
疏学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阅罢此书，我在前行路上
便会多一位挚友了吧。

给青年的封信启示篇五

家里书不少，没统计过，也许不到万册。对于单身狗，大部
分的积蓄是给了书店了，而且有个爱好，喜欢的书非要买了
读着才带劲。曾在图书馆工作，却没借过一本书，因为我读
书必在书上做笔记标注，借的书好像和别人家男人说话似的，
寒暄几句就走开了。读书离不了铅笔，所以非买无法细读。

看到此征文，一直落不下笔。房子各个角落摞得书。近期看
的书也非一册，有时一本书看到一半，突然心情改变，又换
读另外一本了。有的书甚至不舍得读完收尾，就留着点好像
那份思考就一直在延续。没读完可不可以落笔写读后感呢，
只能是赖着觉得可以的。

推荐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什么写给青年，因
为儿童少年以动觉身体发展，与人认知为主，读书也重要，
但是就不似青年那般重要。青年到了思维的高度成熟度，青
年人的大脑高度运转，伴随着美丽青春激情，做凡事都很美
好的时期，也是读书最美的时期，所以作者给青年说。不是
少年，中年其他。可惜我中年才认真读到。

第一封信关于读书。作者说，书店图书馆数不清的书，可以
选出来值得反复读的可能就十来本，而且不要听信名人推荐



书单，就像听别人安排选食材吃饭一般，你自己最知道自己
的身体和大脑，他在好奇什么，想知道什么，喜欢什么，需
要什么，要你自己探索。抄近路捷径那不是路。读完第一封
信，我叹息我自己家里还存着很多不值得收藏的书，就是读
这封信读晚了。

第二封信谈动。情绪烦扰是一种暮气，年轻人应该精神昂扬
活泼。那么青年为什么总是受情绪动心之苦，是修炼不够，
毕竟年少经事少，事情来了知道多少哲理名言都挡不住。闲
愁最苦，要生活就要动，要发展，要创造，而不要不舒畅，
不要抑郁着。

第三封信谈静。如果只是躁动，人就心浮气躁。还要懂得静，
那么这个静不是躲避不是懒惰不是无所事事，是心境空灵，
闹中取静，静下来才更能感受生活中的情感和美感。

第四封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总想着激越的参与运动，不
如走到民间，君子求诸己。一副自己思想更新，是未来高知
的样子，张口闭口改革和运动，端着知识架子，那还谈何革
命。

第五封信谈十字街头。走到民间，可是十字街头有很多腐败
剂，流俗江湖客，还需耐得寂寞，心静如水。习俗总爱守旧，
沉滞顽劣的。借用原文一句“我们要敢于叫嚣扰攘中：以冷
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
征服障碍。”

第六封信谈多元宇宙。人生是多方面的，甲宇宙不能去衡量
乙宇宙，中国社会推重“道德宇宙”，可是真正圣人很少，
多少人靠着道德要优越、回报和权力。而且“道德宇宙”不
是人生唯一宇宙，比如还有“科学宇宙”，但绝对真理难得；
还有“艺术宇宙”，完美作家寥寥；还有“恋爱宇宙”，当
恋爱宇宙和道德宇宙发生冲突，社会会按道德宇宙标准，恋
爱宇宙服从道德宇宙而变就不是纯恋爱了，所以真恋爱非常



少，很多只是放纵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