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谈美读后感(实用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谈美读后感篇一

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中这样写到"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好例。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
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者相接近，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
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类似。这是朱老先生对联想中的接近
联想和类似联想的一个好例，在本章中，对美感和联想的关
系论述可以说十分精彩，下面我们就跟着朱光潜先生的思路，
细细品味这其中奥妙。

介绍了联想的含义后，作者写到"联想有时可以意志控制，但
大多数情境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这是
在写联想的性质。我认为是非常真实且贴近生活的，比如我
们晚上休息时，本应是一个意识渐去，身心放松的过程，但
白天所见所看的一切就是在你脑海中不受控制的浮现，你越
想摆脱他们，联想就越活跃的进行，由此可知意识在活动时
就是联想在进行。而且这个联想线索前后相承，虽有关系可
寻但它们都是偶然的。于是作者写到"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
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

接下来作者在颜色，有历史性的作品和音乐方面论述了联想
势力，然后提出了本章的关键"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
"朱先生介绍了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学派，肯定的是内容派而否
定的是形式派。而作者赞成形式派的主张，即反对杂联想于
美感中。作者认为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
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联想最多只能增加对一个作品



的好感，但并不能增加美感。

这就是本章中作者传授给我们的道理，看起来很平淡，但运
用到生活中，却可以反应出很多事实。比如你在街上听到一
首曲子，而那首歌正是你喜爱拿手的，脑中就不免有许多回
忆联想，想到某年某月的演出，抑或是这首歌的歌手，心中
可能会充满甜美快乐，但这这是联想所带来的快感，并不是
真正的美感经历。真正的美感经历在于"无所为而为"，摒除
内心的一切联想杂念，宁静专一，只在意那件事务本身，如
此美感才出现在心中，否则只是无端的快感。

在放眼当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中，朱老先生教会
我们的就是静下心来，拥有一颗纯粹纯洁的心，一颗感受世
界之美的心，更是一颗只属于自己的心。

谈美读后感篇二

譬如《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
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
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
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
常变化不尽么了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了我看
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譬如《论
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夕”几句
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
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
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
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了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了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
不惨伤呀！……”

之前一直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表达过于详细，反而很尴尬，会
破坏一定的美感，正如朱所言



这就是人性，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
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
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
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
把懦夫变成豪杰。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
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
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
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
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
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
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
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
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
他们多少记录了。

所以说再很多事情上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坏人也有怜悯之
心，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潜意识，是人类几千年来的传承，这
才是人性，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

但是人性究其根源还是神性与劣根并存的种类，有时一念之
差，差之千里，一定要发扬自己神性的一面，以木棒撬动地
球。

谈美读后感篇三

有幸拜读了朱光潜老先生的《谈美》，发现读文章可真是万
分也急不来，读朱光潜的《谈美》更是格外需要细嚼慢咽，
细细品读一番。

就如同第一章中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
科学的，美感的，的确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一个人可以
说这个事物是美的，这只是你的个人想法，你不可能阻止另
一个人的想法，他的不同想法认为这个事物是丑的，以年龄
层次上的差别看待一棵古松结果差别不大，若是从从事古松



有关行业的人来说，比如木商，比如植物学家与画家之间，
那看法就会是有所不同，以三位行业中人不同的心性看待古
松，当然会不同，三人的反应态度不同，分别是实用的，科
学的，美感的，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都是
各人的性格和情趣的返照。

所以每个人欣赏品读美的品位方向是不相同的，我非常赞同
朱光潜老先生在文中的一句话，是壶酒可以贮茶，何必又求
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
必又呕心血去做诗，画画，奏乐呢？人亦是如此，作为仅仅
旁观者而言，你又怎能要求世界之诺大中还存在着完美的一
个人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这是观点和
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
物，都如此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
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人啊，活在世上，
可不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么。可笑就在明明早知道此道
理，却依旧沉着于自己的世界，无法自拔，亦无法知道原来
自己就是那个前些天还嘲笑着当局者的你自己啊。

这就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就如同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艺术是
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所以艺术与写实主义不相符。

我们需要深刻了解清楚这点，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
术，艺术是至高无上的美的象征。

这仅仅是前两章的阅读之感，读完之后使我佩服朱光潜先生，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学习心理学，这《谈美》别名叫
《文艺心理》，所以每每阅读《谈美》我就与之产生共鸣。
看完后，我也更坚定了对学习心理学的目标，并且明白人生
在世最为重要的事就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双善于观察
美德眼睛啊！



谈美，谈美，到底何为美，何为艺术？

谈美读后感篇四

本书作者朱光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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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有人指出：“朱光潜对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之深，
他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在《谈美》中已经达到了一代大师的
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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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美读后感篇五

前一段时间读《红楼梦》，情节紧凑，人物饱满，读起来像
红烧狮子头的感觉，很丰厚，相比之下的《谈美》很轻很淡，
俨然一种小葱拌豆腐的感觉。

作者通过一棵古松在木商，科学家和画家每个人眼中所呈现
出不同的木松对比，是截然不同的。当我读的时候，我也尝
试切换看事物的角度去看同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从不同
的角度看感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想起以前看到过一段话：
世界上的事物，横看成岭侧成峰，主要取决于你怎么看。如



果你始终横着看和别人比，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但
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和过去的自己比，会发现自己其实在越
来越好。

美是无法具象化的，但对于每个人来说美都是那样真真切切
被需要的，这两天读《拯救乳房》里面是八位乳腺癌患者在
一个心理学家带领下组成的小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
活的不如意，有人是表面光鲜亮丽的职场女强人，却有一段
永世不愿提起的童年往事;也有母亲因为女儿死于乳腺癌，所
以自己化成了一个患病的人加入小组;更有一辈子顺从丈夫的
政委夫人，却在加入小组后开始想要成为自己活一次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对于美执着追求的权利，无论贫穷与富贵，健
康与疾病，年少或年迈。

对于美的追求可以使说是必须的，老舍笔下的祥子一开始对
于美好生活是有执着追求的，所以他始终对于生活的充满热
情，每天都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可当他失去理想的时候，
他便开始了自甘堕落，最终沦为另一个无恶不作的街头混混。

美在写朱光潜先生的笔下从形容词变成了名词，希望我们慢
慢的走，认真的追，让美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谈美读后感篇六

本人读了朱先生的《谈美》，对于其精辟、客观的分析和论
证实为欣赏。其中最能领略到的是作者非常经典的对美的分
析论证：美是最不实用的经验，但是人类历史生生不息的；
美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要靠人们细心发现的；美是客观事物
加主观态度产生的，但是缺一不可。物质是可以用尽的，而
无形的美是可以代代流传供世人享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我将逐一分析。

其中读到朱先生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
美感的。作者谈及了人对事物的不同态度，或者说每个人的



出发点不同，其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就不同，同样的事物在不
同心态的人的心理或视觉上都会有其独特的反应。一棵古松，
木材商是商业的心态去看，科学家是研究的心态去看，而画
家用欣赏的心态去看，古松在不同人眼里映衬了三种效果，
只有画家不是从“用”的角度去看，而是如朱先生讲
的：“无为而为”的欣赏眼光去看，欣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
画家内心世界对古松的完美概念。

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对于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娱乐业，为
什么有一些流芳百世的歌星、影星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从
商业的角度上说他们代言某一商品帮助提高销量，简而言之
就是有利可图。而从艺术欣赏的心态去看明星，那些唱了几
首经典的歌曲，或者成功塑造了某一个电影人物的，那是可
以让人们永远记在心中，漫漫回味的。我想这对于那些明星
自己来说这比财富和获奖荣誉更有成就感和最有意义的吧！

美的东西需要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和欣赏的心态去看去想。这
一段大体可以证明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它确实是不实用的，而
真正能触动你我心灵深处的唯有那些给予美好情感的艺术作
品，无处不在深邃的夜空中如同指路的星星闪着光，指引人
们的灵魂、净化人们的思想。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后人们也越
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灵、精神的健康成长。其实美感无时无刻
都冲斥在我们生活当中，从最简单的吃穿住行来说大多人们
都会选择环境优美安静的餐厅就餐，因为感官的满足可以提
高食欲。穿衣打扮已经是现代人每天必备的功课，这可以让
人更有信心每天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房屋装修也是一门美
学功课，明亮宽敞舒适已经是老掉牙，而自己感觉和概念才
让它与众不同，比如：欧式概念、田园风格、东南亚感觉、
日式家居或者中西合璧等。独特的家居风格可以代表主人的
独特性，更能让他享受其中。车子基本性能就是带步，而且
现代人更追求的是外观流线性、颜色等。所以美感不是实用
主义，是不带有功利心态的心理活动，美感可以让人们得到



心里上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

而美的感受又是主观的，美是言论不一的。每个人的人生经
验不同所以对于美的理解更是不同的。就如城市人长久呆在
钢铁丛林中，觉得压抑郁闷，之所以田园风光的美丽诱惑成
为了新兴的消遣和时尚追求；而农村人常年和绿地青山为伴
觉得平淡无聊，对城市的美好多姿的生活十分向往，就出现
了农民进城的风潮。事实上这两个环境在形式上是基本不变
的，在变换的是我们的心态。

朱先生在此提出美是物的物理属性和人的人情心理活动对事
物产生的一种态度。单独有自然物理属性而没有人的感性心
理直觉――美也无从产生。自然在经过人的心理感觉加工后
产生了美感，不同的经验会产生不同的感觉，美的欣赏是对
自然的一种再加工、再创造。个人情趣不同衍生出的结果就
不同。俗话讲的“情人眼底出西施”的道理，如同朱先生所
讲是人们经过人情化、理想化的一种心理活动结果。这种结
果就是不同人的主观的审美经验加上理想化即人情化产生的
结果。美和自然也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关系，美感没有自然的
物理属性就无从产生，而物的物理属性没有人的理想化即人
情化加工也无法衍生出美来。对于美我们应从两方面来看，
美不是凭空产生的，以上说明美的出现是物的物理属性和人
的理想化缺一不可。

怎样才能让我们更艺术的生活呢？近两年风靡全球的瑜伽就
可以有一个最好的诠释，瑜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能量知识修
炼方法，集哲学、科学和艺术于一身。瑜伽的基础建筑在古
印度哲学上，数千年来，心理、生理和精神上的戒律已经成
为印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运动的最高境界并
不是让你做一些高难度的杂技动作，而是通过这些动作让身
体伸展放松平衡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安静的倾听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所以瑜伽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合一，需要
身、心、灵三者同时俱全。



综上所述，想引用朱先生的话：“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
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现在人们都提
倡要艺术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精致更有情趣，心态的平
衡也是关键所在，豁达乐观的心境就是艺术。希望每个人都
能擦亮自己的眼睛，用心发现细细品味我们的生活点滴，艺
术生活从现在开始！

谈美读后感篇七

读完朱光潜的《谈美》，让我对美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画家提笔作画，一展丹青，他们用水墨雕砌的琼楼玉宇，是
人们口中的艺术品；隐士不问名利，在绝境桃花源里，在后
院梅花香中，淡泊宁静，致远，这本身就是极富美感的生活。
不朽的人向阳而活，向死而生，他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他的一生也是美好的。

我们谈美，谈雕像画卷的一笔一画，那每一分景象，又折射
出作者的品性，而作者的作品集又展露了他们的一生。

美，是可以给予人精神支持的。若不是那五颜六色的召唤，
穷困潦倒的凡高怎会毕其一生献于艺术？无论是斑斓胜于光
影的星空，还是满面太阳的笑靥的向日葵，都是美的代名词。
凡高为着它们，穷尽了一生的苦痛，依然无惧风雨。我相信
美是灵魂的解药，在深陷泥潭时，它将披荆斩棘，为低处的
泥沼种下花草。

疫情期间，很多的艺术家、歌唱家为白衣天使们献出自己的
作品。奋战一线，生死间忙碌，他们得到的慰藉不再是一粥
一宿，而是直击内心的美。这一种美用最精致的形态给予世
间安宁幸福。

在向往高洁清廉之士时，我们其实是在向往一种真善美的世
界。“决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晨起耕耘、带月而归的闲



适，“明朝散发弄偏舟”的浪漫，“九万里风鹏正举”的一
种无畏与大气磅礴。这一种对生活春暖花开始终抱有爱的真
挚。我们推崇的风流风骨，是对生活的苛刻，也是对美的砥
砺。全由一种“无所为而为”的心态，才能将臃冗的一生待
尽，“慢慢走，欣赏啊！”

像用52hz的歌唱的鲸鱼，一生的诉说只给懂它的人听，像高
山流水遇知音，像所谓鲍叔牙管仲之交……人一生不过须臾
之间，只为了“一骑红尘妃子笑”，好像也是值得的。这一
种真心，比起所谓功名利禄，在某个不朽的人心中，要珍贵
的多。

美，是对人生的选择。

在艺术、生命中，不吝惜时间一两分，由心而生的前程似锦，
将自己托付于一切美；于深夜中创造星子，去辨析“无所为
而为”的真实，感受慢处的凉意，传播处世的美好。

这一生，慢慢走，欣赏啊！

谈美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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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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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
个方面的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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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者以亲身的经验，谈了许
多治学为人的道理，对于怎样开展治学工作，他教导
说：“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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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问题有潇洒的风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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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美读后感篇九

读完朱光潜先生的《谈美》，感觉这部书不像是在谈深奥的
美学，而更像是一部介绍美、鼓励年轻人去发现美、创造美
的书。朱光潜先生在这部书里面所提到的美，也并非完全是
哲学意义上的“审美”，而是更多的在探讨自然美、艺术美、
人生美，这些我们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美的事物。我
们生活的世界像一本有歧义的书，书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
“真”的领域有逻辑学来研究，“善”的领域有伦理学来研
究，“感性”的领域则有美学来研究。美从哪里来？美是什



么？美是怎样的？一连串的问题等待着美学去回答。开卷有
益，作善至祥。读完《谈美》，确实对美学有了一点体味。
朱光潜先生开篇就开始谈如何发现美。究竟美在哪里？究竟
什么是美？人和人的看法多有不同。正如书中提到的关于一
棵古松的三种态度的问题所展示出来的，画家认为是美的古
松，在植物学家与商人眼中却只不过是一株客观实在的，实
用的植物。按照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所说，正是因为植物学家
与木商不能够跳出他们的专业的实用范畴才不能发现古松自
然的“盘屈如龙蛇的弦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
概”。这种观点很有道理，可能也就是常说的“审美无功
利”的通俗易懂的说法。但是，等到后面又谈到创造美的部
分时，这种观点未免又有一点片面了。什么叫做美，美不仅
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
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
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
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朱
老先生认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
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作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
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
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
襟。

朱老先生全书以“谈美”为“免俗”、“人心净化”的目标
出发，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这一脉络层层
展开，娓娓道来，抒发了这位美学大家的人格理想、审美理
想，提出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人生的艺术化”。
全书渗透了朱老先生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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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最后一节，心里觉得很震撼。“人生的艺术化”，可以
说是朱光潜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这是一个十分诗意的令人
神往的境界。“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
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



是不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有人能把它雕刻成一座
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
分与修养。”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来源于对于世界和生活的
思考，但却又经常给人感觉远离生活之感。想起孔子曾和曾
点、季路、冉有、公西赤坐在一起，听他们的政治理想。

四人说完后，孔子最终赞赏曾点的意思。曾点希望自己能够
陶醉在礼乐教化所带来的社会和-谐、人民安乐的景象之中，
使礼乐教化真正渗透到人们的生活里。朱光潜似乎也有同样
的意思，美是艺术的，它就在生活中。我们艺术的生活，让
美渗透在生活中，使生活即是艺术，即是美。这是何等美丽
的境界埃通篇读来，其中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比比皆是，现在
简要归纳辑录如下：一人是审美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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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也是一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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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是有阶级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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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与生理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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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实主义从客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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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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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白天的心也很沉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
里香，连酷热的中午也是香的。城市里的绿地越来越多了，
每天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其实只要稍作停留，
会发现草地里的野花和蒲公英很美，在其间蹦蹦跳跳的喜鹊



和麻雀也很可爱。世界上并不缺少美，少的只是发现美、感
受美的心灵。还是那句话：“慢慢走，欣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