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悲剧的诞生读后感(优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就让我这个自认为庞大的系列从最基础的读后感开始吧。
《悲剧的诞生》(德语原文: die geburt 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也译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是公认
的尼采的处女作。1872年初次出版, 1886年再版。

这是我目前最爱的一本书,没有之一(第二爱的则是《尼采诗
集》,不得不说,周国平的翻译真的很好,非常舒适的阅读体
验)。

不过并不是十分推荐每一个人阅读,毕竟思考量是巨大的,我
能想象有很多人会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读物。但是如果满分10
分打分的话,我给12分。其实给多少分都是完全不够的,就姑
且超出满分一下吧。

之前看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文简称《如是
说》),其实感觉就还好,读完这一本书是真的完完全全被尼采
圈粉了。

说一个可能没人会对这本书做出的评价 -这本书是极具治愈
性的。尽管很多人把《如是说》称为"鸡汤本鸡",说看完的人
都会充满热情地活好剩下的人生;尽管我不否认这个评价或者
这个说法的可能性,但是,在我看来,与《悲剧的诞生》的治愈
性相比还是相差甚远的-特别是当你对世界感到失望或者觉得
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不管是否热爱生活,不管是否热爱思考,不管热爱的是哲学、
宗教、生活还是艺术,又或者已经觉得"无爱了",这本书总能
指一条明路。它让我感觉到了已经消失的存在,充满意义的虚
无,和已经死亡的活着。

无奈的是,这种治愈感不是文字能够轻易描述的,我也渴望向
你们描述这种跌落于虚无的万丈深渊之后即将触底时拉住我
的无形力量,可恐怕也唯有阅读才能切身体会了。

看的过程中,我经常忘记这是尼采的书,只有像"德国", "乐
观"这种字眼偶尔会把我带回现实-他是如此直击灵魂地描述
着世界的本质。

那么的自然,自信,逻辑是那么的完善;就好似,哪怕世界不是
这样,也将被上帝改造成这样。就好似,他就是上帝,而这,是
一本圣经。

读的过程中,最痛苦、差点导致我放弃阅读的,是第十九讲-德
国精神是酒神精神复兴的希望。我无法阻止我自己想一个问
题-一战之前的德国和二战之后的德国,真的还具有同样的艺
术精神吗?这个想法让我(第一次)无终止的质疑这本书的内容。

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始。不过,所幸的是,这是极为短暂的一个
过程,这章一过,便又重新沉浸在了这个被描绘出来的好似本
真的世界当中。

现实也不允许我停止阅读。停止了24小时不到,感觉就像,蚂
蚁在身上爬来爬去,在虚空中不断的坠落。这一刻我几乎要认
识到,不仅人生和世界本身没有意义,人生和世界的本质就是
虚无。

空间和时间都是假象,然而看透了这个假象之后,超越了时空
的限制之后,等待我们的不会是升华,而依然只会是无尽的虚
无。然而我清醒的意识在把我从那个形而上的世界越拽越远,



进而荼毒我的灵魂。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

——题记

我曾经阅读过许多东野圭吾的小说，这周我所阅读的，便也
是东野圭吾的《悲剧人偶》。

整本书以一个人偶为线索展开描写。一开始，便已介绍这个
人偶会给主人带来不幸，后又以三位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离奇
死亡辅以证明，最终通过一系列调查，解开了这个令人百思
不得其解的谜团。

文章虽然是在解谜，事实上，你所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可怕的
谜团，在书中过半的内容上，看似已经找到了真凶，然则不
是，你所看到的只是凶手想要让你看见的，是被掩饰之后
的“真相”。受害者当时只是假死，以便于栽赃陷害给“凶
手”，却不曾想被自己的同伴设计了，最终离开了人世，所
以也导致人们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一步步把事实给推
远了。

书中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利用镜子营造被害人自杀的场景。
我们都知道折射的原理，想要达到“模拟自杀”效果并不难，
只需要在正确的位置上摆一面合适角度的镜子，就可以让你
从正东方向看到的，误认为是正北方向上看到的。

这也是我十分佩服东野圭吾的原因之一。写推理小说，首先
要对整本书的事情构造非常清楚；再者要有严密的思维，否
则，就一下子被读者看出了真相；其次要对故事设下多个铺
垫，利用好每一个转折点，使文章曲折离奇，出人意料；最
后则是对知识的运用。东野圭吾能将这几点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实属不易。

在回到文章本身，我认为它传递了一种“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的思想。我们会毫不动摇地去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从
没有想过以另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没有想到这到底是一
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这导致我们自己往往
会变得很固执，对事物的探究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有时候
也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你所看到
的不一定是真的，你所没看到的也不一定都是假的。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对《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阅读诞生于对一种金色的、太
阳般光华的遥想。但在正午到来之前，黄昏就降临了，褐色
的暮霭涂抹在天际，包裹着一团赤红的夕阳。尼采的书还能
是什么颜色呢？“在所有的书写中我只爱其人以其血所写。
以血作书：如是你将体会，血就是精神。”

不过，谈论尼采之前可以先讲讲海德格尔，讲讲一种由海德
格尔所渲染的情绪，一种带着尼采似颜色的情绪。情
绪，stimmung，琴弦。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诗人的才华，却总能
敲打出藏在语言缝隙里那些动听的声音。调定的琴弦，有着
参差的音高，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所有游离在《存在与时间》
的字隙中的人，在他们身上都将有种本然情绪被它调定。但
本然情绪，源自渊深之处的东西怎能被人为调定？焦尾琴的
音色跟工匠的手艺有关吗？也许，可以借用书中一个词语来
说：它是被“唤出”的。

什么听从呼唤而来？一种畏惧，一种战栗，一种惊恐不安。
海德格尔在反复谈论着畏，绝然跳出自身，面对无何有之乡
那一刻的畏惧。回想最初阅读的时光，一个夏天，捧着《存
在与时间》，午后闷热的睡梦里，脑海中依旧翻搅不息的是
不久前才从眼前滑过的字句。可哪里有让人难以承受的畏惧？
反倒是欢欣与兴奋呢。无何有之乡，在海氏书中被描述为一



无所有、一无所在之地，却可以被视为一个秘境，一个唯我
所有的领地。没有惊恐，甚至那惊恐本身也转化为亢奋，就
像看到塔克夫斯基的《索拉利斯星》最后一幕，整个我们所
立足的地球显现为索拉利斯星云中的双重镜像，于是兴高采
烈地说：“嗬，一种让人恨不得抓破头皮的毛骨悚然。”

洋洋自得地玩味这种情绪吧，尤其在阅读尼采之后。《悲剧
的诞生》中讲述了西勒诺斯的传说：弥达斯国王在林中捕获
了酒神的伴侣西勒诺斯，逼问他，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
的事？精灵一声不吭，最后再也忍受不了这愚蠢的问题，发
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
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
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
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死去。”多么精妙地表
达了那种情绪啊。闻者心情如此激动，势要找人一吐心曲，
最好撞上一个女人，兴冲冲想告诉她，却又怕将她惊吓，到
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下，不过嘴角势必模仿西勒诺斯的笑容。
敏感的女人看到这笑容似乎若有所悟，可怜她还没有学会那
种奇妙的颠倒，那种颠倒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表达：存在
的无意义状态就是存在的惟一意义。这是西勒诺斯的第二重
智慧：对于人，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我们
不该祈祷吗？祈祷我们的生活美满如意？这样，在平静而幸
福的日子里就能欣然享受冷漠之酒与荒诞之粮。如是，好亲
自上演一场悲剧，将生活撕裂，撕出一道裂缝，或者说找到
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的那处根本的裂缝。那时，难道不该响应
厄琉西斯秘仪上的召唤吗？苍生啊，肃然倒地吧！

人生当成为一场悲剧。谁会得出这么荒唐可笑的结论？但这
不过说的是尼采说过的话：人生当成为一件艺术品。尼采本
人即如此行事。他视拜伦爵士为楷模，因为拜伦的一生显得
壮丽、优美、波澜起伏、充满生命力，酒神的充沛，日神的
光华。“在英雄周围一切都成为悲剧。”这种精神感染了人
们，于是，最初的洋洋得意与欢欣鼓舞显形为高傲与自豪。
多么骄傲，但不针对任何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许多人



物都拥有这种骄傲，即便是像蟑螂一样的列比亚德金上尉，
因为他照样明白这回事：从创世第一天起，为什么这个简单
的词就充斥整个宇宙。但列比亚德金们不愿意回答，就让我
们来回答为什么吧，那就是让人生成为一场悲剧。

为了上演一场悲剧，为了完成酒神信徒式的魔变，便采取一
种生硬笨拙的模仿，这种模仿又是效法海德格尔的教条：将
自己从人群中撕裂开去，自我弃绝，抛入一个孤决的境地，
一条弃绝人寰之路，那样就能直面存在或者虚无，两者一样。
自我孤离，然后吟唱“英雄的颂歌”。

但可笑啊，生活如此贫乏、苍白、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
幸，与悲剧精神反正毫不相干。不过，模仿者在这个过程中
至少发现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思考，于是他们安身于悲剧精神
的对立面——理论认识。认识之于模仿者成了惟一的行动。
无法在壮美的静观中瞥见摩耶面纱的飘动，便要用认识揭穿
面纱背后的真相。众神与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从而为人的生
活辩护，这充足的神义论对认识者演化为需要一个至高理智
保证对罪恶之渊薮的理解。尽管在《悲剧的诞生》中被尼采
称赞的康德为摩耶面纱背后的酒神世界划出了不可侵犯的畛
域，德国观念论的自由精灵们却挥出理智之光，如同有守护
神相伴的苏格拉底，要用思辨逻辑和因果律整理混乱的原始
混沌，认识什么是至善。模仿者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为苏
格拉底唱起“半神之歌”。无论是法厄同冲向太阳的壮烈还
是塞默勒对雷电神威仪的迷醉，似乎都多少填塞在模仿者胸
中，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装上蜡质翅膀的伊卡罗斯，当飞近
太阳时，翅膀熔化了。

“在半神周围，一切都成为萨提尔戏。”自我孤离的模仿者，
自我认识的模仿者，你们啊，上演的就是这么一出滑稽的萨
提尔戏，或者说不准还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呢，一出不再可能
有任何悲剧的悲剧。瞧啊，模仿者在两种精神中都不再有出
路，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出路。明白
了这些，高傲就变成折磨。“痛苦的烧灼，高傲的光芒”。



荷尔德林这句哀歌在模仿者身上打了倒转。

逐渐地，会滑向另一重同样来自悲剧的情绪，或者说，两重
情绪一开始就缠绕在一起。好像《伊翁篇》中的那个青
年，“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
时，就毛骨悚然，心脏悸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也
这样谈论悲剧：“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
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
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犹如奥古斯丁
幼年行窃，他所爱的不是所偷的东西，而是偷窃与罪恶，是
作恶本身，是自我毁灭。顺着自我孤立，滑向这种情绪自然
而然。人们会爱上痛苦的感觉，形影相吊，自怜又自艾。

所幸，微妙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着，发生在相同的事物上。读
一读《杜伊诺哀歌》，最初是这样读的：“如果我呼喊，在
天使的序列中有谁将我听见？”模仿者因为他们的骄傲而呼
喊，呼喊却不渴望被倾听。呼喊中的沉默，“沉默吧，绝望
的心”，绝望因为根本不想拥有任何希望，希望不过是一团
愚蠢的火。而现在读的是下面一句：“甚至设想，一位天使
突然攫住我的心，他更强悍的存在令我晕厥”。期待一种真
正强大的存在之域吧？模仿者垂下湿润的眼帘，安坐其间，
倾听无声之音。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隐约中，只能借助诗人之笔描述
那种存在的颜色：

当绿色的无声之境

心与善终于和解

倚高树之清凉

人以温暖的手分发肴馔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我首先想申明两点。

其一，我是悲观主义者，但努力做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其二，我是唯心主义者，但努力做最现实的唯心主义者。

之所以说我是悲观主义者，首先，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人的生老病死都不由己。终其一声也不过是一个走向坟墓的
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仅有的快
乐又都是基于痛苦而产生的。这里可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
你获得了某种成功，你为其快乐，更多的是为你的“付出有
了回报”而快乐。而付出的过程势必是痛苦的。所以说，你
只是在快乐“我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人
生就是一场悲剧，虽然有高潮有唯美，但落幕必然是悲剧。

之后，为什么说要做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呢？既然人生是悲
剧我们怎么办呢？

最近在看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总结道，艺术
是可以拯救悲剧的。或者说，艺术可以暂时拯救悲剧，但不
断会有新的悲剧诞生。而艺术拯救悲剧的方式有两样。日神
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会做美丽
的梦，但我们即使是知道那仅仅是梦，是终究会醒来的梦，
我们也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获得快感的途径。酒神精神
就是，明知道是悲剧，但我们享受表演悲剧的过程。“悲剧
以其壮丽和快慰”吸引我们。说到底，我们理智的知道人性
是功利的，人生是悲剧，但我们用艺术（非理性）来掩饰真
理周国平的原文是“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
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

正如我那篇文章所说。“我爱你，只是爱你的价值和我的付
出”，很多人都跟我说，我觉得对，但，太寒心。是啊，我



们宁愿相信戏台上双双化蝶的故事，我们宁愿相信王子和公
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用自己创造的艺术的美来掩盖真
相，从中获得快感。这就是日神精神的体现。

是啊，如果将一切看透，人生尚有什么乐趣？就让我们做一
场华丽的梦吧！

总之，如果认为自己不幸，我们总能找到不幸的理由。如果
认为自己幸运，我们总能找到幸运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唯
心主义观点，也是“强力意志”的体现。）

但是，在“唯心”的同时，我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同
普遍的价值观，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也是受这个社会的
价值观影响所长大的。我需要通过别人的反应来确定我的行
为，从而认同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的行为永远不会过于偏
离大众的价值观。我安分守己地做好大众价值所认同的事，
比如，做个好学生，比如，做个好员工。也许，将来按照适
当的模式结婚生子。因为我不能不承认，符合大众的某些物
质或是精神追求比较容易引发我的“幸福感”。比如别人的
欣赏，比如用自己的才能换得的金钱和地位。总的来说，社
会认同感是我“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我必须学会现
实。

我用美丽的“艺术”装点生活，同时也享受“听天由命感”。

既然我们无法逃离生活，那我们就学会享受而非忍受它。

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痛苦被看成了意志在快乐的创造活动中的必要条件和副产品。

叔本华认为，悲剧是把个体生命的痛苦和毁灭展示给人看，
其作用就算使人看穿生命意志的虚幻性，从而放弃生命意志，
所以悲剧是”意志的清醒剂“。尼采却认为，悲剧不但没有



因为痛苦和毁灭而否定生命，相反为了肯定生命而肯定痛苦
和毁灭，把人生连同其缺陷都神话了，所以称得上是对人生
的”更高的神化，造就了“生存的一种更高的可能性”，
是“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

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
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酒神精神的潜台词
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
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两者综合起来，便是尼采所提
倡的审美人生态度。

为了生存，我们需要谎言......为了生活而需要谎言，这本
身是人生的一个可怕又可疑的特征。

在这本书里，悲观主义是被看做‘真理’的，但是真理并非
被看做最高的价值标准。这本书甚至是反悲观主义的，即在
这个意义上：它教导了某种比悲观主义更有力、比真理”更
神圣“的东西——艺术......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

自苏格拉底之后，科学主义世界观迅速战胜了由神话、希腊
悲剧、前苏格拉底哲学所代表的审美世界观，在欧洲思想中
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一种”形
而上学妄念“，即坚信”思想循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直达存
在至深的深渊“，凭借逻辑可以把握世界的本质。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生存状态
上，由于回避人生根本问题，“用概念指导人生“，使现代
人的生存具有一种”抽象性质“，敷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
虚，无家可归。现代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必然反映到文化上，
其表现是精神上的贫困和知识上的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