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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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
看看吧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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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古希腊戏剧或者说生活有明显的的两种倾向：日神倾向和酒
神倾向。悲剧来源于酒神倾向。

歌队的表演是自觉的，即自己认为自己是剧中人物，而非有
意识地扮演角色。这种表演是酒神倾向的。

音乐本身就是两种倾向的表现，而非表现的载体。

日神倾向和酒神倾向是纠缠在一起的。

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也是自觉的，即认为自己是剧中一部分，
或者认为自己在观赏真实的；而不是有意识的将自己作为观
众或者意识到观赏的是某种表演。

自苏格拉底后的悲剧是市民的世俗的，是酒神倾向的毁灭，



是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的。歌队，观众，音乐已经各自脱离
了戏剧本身。

德意志文明的发展的要点不在于是否要排除法兰西文化，然
后真正地追根溯源，找到属于自己的日神和酒神。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东野圭吾的小说，很久没读。看起来很快，人偶视角的呈现
有一定的不同，看似柔弱的一方设计了整个案件的发展，没
有人会想到，也少有人会选择去猜测。

还是起于利益的纷争，太多利益的诱惑让人无法脱身，一步
错步步错，不过是一个连环反应所导致的最终结局，大抵有
的更多的也是一种惋惜，毕竟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过的伪造，
不过是希望浪子的回头。

赖子的一跃而下是一种难隐的骗局，利用视觉带来的.偏差只
是为了掩盖存心杀害的事实。

明明不曾与人为害却落得这般地步，只是说人心险恶有时不
是个体的不同就能够去改变的事实。

或许是恰巧，或许就是命运所安排的丝丝入扣，所看到的事
实，却也不过只是想要拯救。

不过是对于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沉默，那个家里本
就没有多少人喜爱两人的存在，对于死亡，有的想法也就只
是一种罪有应得。

所以就算是知道了，也就只是当作沉默。

只是苦心不被人知，不过是害怕计谋暴露后自身的处境，一
而再再而三的行为对于家中人就只是忍无可忍。



他们早就知道了最初的原因却也不过只是选择闭口不谈接受
那个孩子的存在。

不是所有的原谅都会换来感激，也不是所有的沉默都会换来
一种结束。

也可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么多人，不过是在无意之间
成为小女孩的傀儡，一步步走入女孩设计的圈套之中。

女孩所做的一切，也不过都是为了母亲复仇，利用喜欢，利
用仰慕来掩盖自己的所有目的，任谁都会后背发凉。

即便她的腿让她去不了更远的地方，她能够做到想要做到的，
能够被人肯定而不只是一味的忽略就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

悲剧人偶，不过是目睹了这一切，不过是恰好参与到了悲剧
之中，又何尝有过招引悲剧的行为。

只是不幸目睹了这一切，不过是以第三人的角度参与到每一
起案件之中。

尘埃落定，一切结束。只是惆怅，的确算是揣摩人心所策划
的一场复仇。

之后只是希望她能够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只是牵扯在这
一场又一场的梦境之中，一切早该结束，亲手画上的句号，
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与《哈姆雷特》相比，《奥赛罗》的“悲”更体现在悲哀，
这出悲剧仿佛是莎士比亚对人性一隅的窥探。我想没有人可
以否认伊阿古的邪恶，他好似撒旦，在奥赛罗的耳边引诱着
他，引领他打开了内心的洪闸，黑暗的一面倾泻而出，而嫉



妒与暴怒又恰是教义中七宗罪之二，这无疑给这部戏剧蒙上
了一层宗教的面纱。我时常怀疑伊阿古到底是人类还是撒旦，
因为在他身上我不曾看到过一丝人性的光辉。可以说他欺骗
奥赛罗的手段极为高明，在说谎的同时总不忘说些表面上劝
阻主帅的话进一步激发他的怒火。他能如此的以假乱真，不
知是否有时也会对自己的谎言信以为真?令人欣慰的是，虽说
是出悲剧，最后还是以邪恶势力的化身的死亡为结局，可以
说是让我们相信了邪不胜正吧。

《奥赛罗》中两位重要的女性角色的形象也吸引着我。苔丝
狄蒙娜美丽、痴情，却死于一味的顺从。然而这位女性最伟
大的一点却在这儿——当爱米利娅猜测有小人进谗并诅咒这个
“万劫不复的恶人”时，苔丝狄蒙娜却说：“要是果然有这
样的人，愿上天宽恕他!”我想她一定是相信人性的善的，相
信这能迎来人性的救赎，甚至愿意牺牲自我来换得别人的救
赎。若苔丝狄蒙娜对奥赛罗个人的爱情是小爱，那么这，便
是大爱，感人肺腑。而爱米利娅最终对丈夫伊阿古的不服从、
敢于道出真相的勇气也是令人倾佩的，她甚至为之付出了生
命的代价，只不愿她侍奉的贞洁的苔丝狄蒙娜蒙冤而去。而
作为一个本是没有教养的妇女，渴望性别平等的爱米利娅也
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让他们好好地对待我们吧;否则我们要
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干的坏事都是出于他们的指教。”我想，
这或许也掺杂着莎士比亚本人对于女性地位的看法。

文档为doc格式

尼采悲剧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在这本书里尼采开门见山的解释了希腊悲剧产生的内在机制。
指出，是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日神和酒神。所
谓日神精神就是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日神的
光辉使万物呈现出美的外观，制造一种幻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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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酒神象征着情绪的放纵，



它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酒神精神
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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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用美丽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
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
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迷恋瞬时，后者
向往永恒。

我们都很喜欢听音乐，而音乐正是日神与酒神精神的一种综
合情绪的表露。尼采把悲剧看作是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
精神而这的合成物。但是从实质上他更欣赏狄俄尼索斯精神。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音乐精神。尼采认为，看悲剧时，"一种形
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通过个性的毁
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
生出快感。现实的苦难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化作
了世界的喜剧，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与毁灭，
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
采所提倡的审美人生态度的真实含义。”“重估一切价值，
重点在批判基督教道德，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
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
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基督教对生命作伦理评价，
视生命本能为罪恶，其结果是造成普遍的罪恶感和自我压抑，
审美的人生要求我们摆脱这种罪恶感，超于善恶之外，享受
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欢乐。”所以尼采有这样两句话：“艺
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
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

《悲剧的诞生》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板块，前十五章为
尼采文艺理论的阐释部分，十六章到最后则是将前文提出的
文学、美学思想在德意志文艺复兴中的方法论应用，故而下
面的内容概括以第一板块为主，后十章的内容与前文多有重
复，可以用于对前面概念的佐证和解释。而由上文可见，尼采
《悲剧的诞生》存在着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古希腊悲剧起源
的探讨以及由此生发的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另一层则是



潜藏在这些讨论背后的、真正的内核——审美对于人的存在
之意义的决定作用，即所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最初
形式。后者是尼采美学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其日神-酒神理论
的基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

关于尼采《悲剧的诞生》，学者周国平有过一段概括：“关于
《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原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
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
‘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
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
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后来又指出：‘我
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
’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
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科学）的人生态度。”

尼采在写作《悲剧的诞生》时还出在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
之下。尼采在本书第五节中，应用叔本华音乐哲学的观点，
说道：“我希望我是在他自己的意志下认识他的。”在第四
节中显示提出一个概念——“永在痛苦和矛盾的‵原始太
一＇”，又称“存在的基础”这与叔本华的把宇宙看作是意
志的表象观点十分相似了。果然在第十六章中，他就明确的
提出“我们可以称世界为具体的音乐，正如我们称它为具体
表现的意志”，暴露出了他的唯意志论的观点。后来提
出“权力意志”的命题已经在此显现出了端倪。而能够实现
权利意志的所谓的“超人”，即“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
主，”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奴役群众。这种超人哲学
也在本书中也有眉目。在第十八节中，尼采呼唤“一个具有
大无畏眼光，具有指向那未经发掘的世界之勇敢冲力的新兴
一代”，这是些非理性的“天才人物”是否认科学的普遍有
效性和达到普遍目的的主张，并且开始打破所谓人类可借因
果关系而探索宇宙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说超人在行动时无需
理性的指导和制约，只需要抽象的意志和原始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