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模板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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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二

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不知不觉间四季悄然变化，时间也以
飞速逝去。我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青年。

青年这个词既了解又陌生。它既代表着我们即将告别无忧无
虑的童年，也是成长和责任对我们发出的呼唤。对此，我也
曾有过疑惑、迷茫，不知要成为青年的我该如何自处？直到
我遇到了一本对我影响颇深，且为我指点迷津的书——《给
青年的十二封信》。我喜欢的不但是它干净简洁的封面，更
多的是书中的内容。

书中朱光潜先生的话和往常阅读的书有一极大不同，那便是
他的语气亲切毫无高高在上与说教之感。使我一开始阅读便
不由自主的`被它所吸引。

身为一名中学生的我，常常埋头于题海与枯燥无味的教辅书
之间，逐渐丧失了去读一些课外书的兴趣。便以学业繁重没



有时间等为借口，可朱光潜先生的话一针见血，戳破了我为
逃避课外阅读的伪装。书中还提到“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
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这一
道理，这是作者经过切身感受才写出来的吧，毕竟在采取朱
光潜先生的意见之后，我也尝试人忙里偷闲读上几页书，不
消说效果自然十分不错。

情与理之间总会有一个平衡，身为青年的我们也不能太苛求
于理性，毕竟人是一种有情感的生物。过度的理性才会太过
不近人情，而以理性来支配情感则是一种糟糕至极的生活方
式。理性的判断加以感性的调剂才是理想的、值得的生活。
理胜于情，情过于理，倒也印证了孔子的过犹不及，中庸实
则最佳！

学海漫漫，人海茫茫，青年，趁时光正好，努力去做最好的
自身。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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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说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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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
于直觉时的特质。”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四

我国教育与西方教育不同的一点就是，只强调五讲四美，不
讲怎么去实现完整、独立的自己。事实上义务教育背诵的关
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理论，恰好背道而驰
了。知乎上有个精彩的例子，讲的是一个211大学生目前就读
金融，但有机会转入材料学。在他的父母看来材料学有利于
目前他的一个前景。

真的非常喜感，要是人类有机会回到原始社会，材料学或许
值得转。



不知道后来这个大学生转了没有，问题他明摆着喜欢金融，
却还在认真思考转系。因为体制内的父母给了他太大影响，
我主张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但并不意味着天性不会被遏
制——种瓜得瓜的前提是有水和阳光等。再说一个触动我几
年的例子，那就是我的挚友尚真。尚真是我接触浅显的心理
学之后，唯一发现的一个自己人格完整的现实个体。她在很
多同学看来虽然是不谙世事的，但后来只有她拿到了500
强offer。

学生时代她没有被压抑天性，即使她讲过关于双亲的一些微
词，在我看来倒像是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有被干涉学习或者
太多感情、思考方式，造就了她完整的人格。

她是唯一一个会就人生三观问题与我探讨的人，不同于其他
人的茫然，她已经基于很大的价值观在思考自己的对错得失
了。

可以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格里程碑。高考过
后，天才少女尚真毅然选择了天津财经大学，而没有去那些
听起来很唬人的大学。这也是我最欣赏她的一点了，包括当
年分文理，她理科实在是好，却选了文。就像前阵子的电影
《无问西东》里吴岭澜一样，尚真思考生命的真实感。不同
于浮躁的同龄人，她一直认真的去想我在讲什么，虽然蒙田
的一生只有一个知己的理论并不是很可信，但高山流水确实
是让人愉悦的。

人总说三观不同没法沟通，其实包容要基于彼此的思考，如
果两个人都在思考，那么即使三观不甚相同，也可以促膝长
谈。这就是我一个坚定的仇韩人士和韩星粉尚真和平相处的
原因。思考是建立健全自己人格的重要途径。基于朱光潜先
生的论调，这篇浅显的文章里姑且把负面人格状态分为“绝
世”与“绝我”两种状态。深山里的农民自然不会去思考人
生的'意义，这就是“绝我”;梵高也不会去关心隔壁邻居少
女的感情，这就是“绝世”。去切断某一条联系，即使人格



一开始清澈，久了也会因为单一的境地而浑浊。那么我们凡
人不可能久居大山抑或把自己关在画室，单一的联系不足以
支撑人的社会职能。

不绝世，不绝我，才是完整的人格。现在的社会一如1925年，
“类我”思想还是根深蒂固，读书的看不起经商的，经商的
看不起读书的，大概就是这意思。所以温和派退出历史舞台
之后，90后这一代依旧被类我思想影响着，过度被干涉、父
母的类我思想作祟，认为下一代应该也按自己的想法去走。
这和混乱的新文化运动年代是一样悲哀的。

“如今中国弊端就在在学者不言学，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
抛弃分内事而空谈爱国。结果学废工弛，而国也就不能救好，
这是显然的事实。恽先生从中国历史证明读书无用，也颇令
人怀疑。法国革命单是丹东、罗伯斯比尔的功劳，而卢梭、
伏尔泰没有影响吗？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实现。辛
亥革命还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这是大家应该承认的。
”(摘自《给青少年的十二封信》论十字街头)有感于独立人
格的缺乏与治学的衰败，我所见的这一代，大多数都浑浑噩
噩，讲起学问来，一问三不知。殊不知，人类能走到今天，
哲学与文艺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莫说什么百无一用，文艺
复兴时也有人这么讲。若是这样云里雾里的一直追着唯物，
迟早与野兽无异!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五

“编理由”就是一种自己挫败和自己设限的行为。

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

一种社会所最可怕的不是民众肤浅顽劣，因为民众通常都是
肤浅顽劣的。它所最可怕的是没有在肤浅卑劣的环境中而能
不肤浅不卑劣的人。



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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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上只有好坏的分别，没有新旧的分别。青

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工夫，真正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
要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

要免除这种人生悲剧，第一须要“摆脱得开”。消极说
是“摆脱得开”，积极说便是“提得起”，便是“抓得住”。
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
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

我们固然没有从前人的呆气，可是我们也没有从前人的苦心
与热情了。

科学愈进步，人类征服环境的能力也愈大。征服环境的能力
愈大，的确是人生一大幸福。但是它同时也易生流弊。困难
日益少，而人类也愈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做一件事不免愈轻
浮粗率，而坚苦卓绝的成就也便日益稀罕。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六

四十年代那个艰困的时代，朱先生是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
教授英国诗歌，却擅长用中文的经书诗词去解释英诗的意象。
而这本书是他二三十年代留欧8年中，为《中学生》刊物写的
数篇稿件辑结而成。

先生28岁留学爱丁堡大学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
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后又在
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修德文。先生是译过柏拉图，黑格尔的
名满天下的学者，但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写得如此平实
诚恳，从读书作文升学社会责任以至于恋爱问作文题都以朋
友的方式娓娓道来他的感受，不知不觉撼动你的心灵，激发



你去思考。

我曾想，那样今日不知明日的战争年代，政府为什么还要公
费送学生去研究文学哲学，又为什么还有先生那样不浮躁的
学者在可以沉下心去做学问。大抵是坚信诗歌文学对改变人
生改变社会的力量吧。

薄薄一本，多次再版，应该只因为这是一本经过时代淘汰却
巍然独存的书。40年代，《十二封信》被奉为青年的`开窍之
书，大半个世纪之后，对于现在的青年，甚至中年，依然是
一本有价值的书。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七

看这本书之前我特别好奇：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一位关心
后生的前辈会对青年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看过后，如果把
十二封信的忠告总结一下，那就是：青年人要能沉下心，做
学问做事业都要从根本上下功夫，要从自己本心出发，戒骄
戒躁、不贪容易，不随波逐流亦不急功近利。这样的人生态
度何止当时的青年人要具备呢？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也
不论是否是青年，凡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都理应如此。

《作者自传》中曾言：“这本书反映当时一般青年知识分子
的心理现状，所以我和广大的青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
在读书后最有感触的莫过于朱光潜先生所言的谈动、谈静、
谈摆脱、谈人生与我......恰好反映了我们在成长历程中所
面对的读书学习、道德、人生等多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尽相
同，却大致如此。先生娓娓道来，读来让人如沐春风。仿佛
遥远的一位长者在用谦逊又诚恳的语言关切着，既想指出一
条明路，又不忍重言，只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尽数道尽，期望
小辈们能有所收获。

十二封信中，我最喜欢的是谈动和谈静。古诗中曾写
到：“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闲愁闲愁，多半是因为太闲了！当代青年人若谈起闲愁，
必定会被说过于矫情，当你读了孟石先生的这篇谈动，便会
释然。他承认了“朋友，闲愁最苦！”并提出了解决方
法：“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于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
方法在于动”。无论你是怎样的心情，世界还是按照既定的
轨迹在运转。若想排解心中的闲愁，就要以动制静，享受生
活中质朴的乐趣，去跑跑跳跳、谈谈笑笑一番，烦恼自然就
烟消云散了！

如果说谈“动”是跑跑跳跳，那么谈“静”则是感受、是领
略趣味。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生活节奏随之加快，心
性难免浮躁起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信中的一首诗“鱼戏
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到这
里才体会到诗中蕴含的悠然无虑的静趣。小时候还觉得诗人
是在凑字数，现在仅仅是读一读都觉得心静下来了。在浮世
中保持一颗镇静的心是难能可贵的，愿我们即便溺于周而复
始的生活中，也不要忘记巍峨江山的壮观和寻常巷陌的'温暖。

每当在一封信的最后看到署名“你的朋友孟石”时，内心便
充盈着感动。看完书后甚至心中一丝惋惜，为什么只有十二
封信呢，我想，哪怕是二十封三十封我也一定会一封一封的
细细读完，或许是为了在这喧嚣的世界里，做一个精神明亮
的人吧。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里的很多的话读来浅显易懂，却是我们往日思考的但
无法表达出来的。我们只有结合自身的经历，才能体会出话
中含意。在本书中，可以从中发现某一个触动你内心的句子，
虽然里面有些章节可能感觉不太适合现在的步调，但事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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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这十二封信的主题毫无关联，实则环环相扣，层层推



进，下面就我对本书的某些章节谈谈我的感想。（括号内的
文字为我的看法。）

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
决心的问题。（一旦下定决心要读书，就算是国家总统，也
会有时间读书。）

世间有很多人比你忙的多，很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
（我们看书不在于多少天可以看完一本书，即看书的速度；
也不在于看书的`多少，即看书的数量。中国的应试教育，使
得很多学生一味读死书。这方面尤以高中生为代表，一天到
晚抱着课本、练习题钻，到最后考试，可能因为知识不够全
面就被淘汰下来了。因此忙也要看书，且要看的全面。）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
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
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
可以寄托你心灵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
恶习惯引诱。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九

曾经在柏邦妮的博客上听过朱光潜的名字，知道是一代美学
大师。但是人的印象，总是要更具体的才觉得亲切和亲近。
所以还是在看过《巨流河》之后，看过齐先生描绘的大师的
课堂，其学问的深远和为人的恬淡，才更觉得其人生坎坷令
人动容。也是在之后，想要找他的书来读一读。

既不是美术生也不是文学生的我，最后读的是其他书友推荐的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说来也好笑，社会不同于科学，仿
佛真的是循环往复，前段时间才读了胡适关于生活意义的文
章，深以为然，在当下的社会也非常有指导意义。又读了这
同样是在民国时期，由大师写给年轻人的劝告，也是同样好
像是写给现在的年轻人一样的贴切。



书名就可以看出，是载于报刊的十二封信。这些信里，从谈
文章到谈做人，也谈到当时的社会运动。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谈动，静和谈摆脱的`三篇。

谈动，说的是世间人的烦恼多因枯坐而起，能量不能有效的
流动。所以开心称作舒畅，不开心称作抑郁。觉得无聊郁闷
的时候不妨做一点实事，哪怕是打扫房间，搬弄花盆，在切
实的活动中体会自己的力量，生命得以焕发光彩，就不会觉
得殊无趣味了。

谈静呢，承接上一篇，说的是生活更有趣味的人，是能在世
事中体会到静的乐趣的人。这里的静的乐趣，一句话“万物
静观皆自得”。世事忙碌的`时候，能够有几分钟，静下来看
见花开，云起，风吹过的那种妙处，就自然有一番天地。也
就更能生出安静恬淡的意趣。

谈到摆脱，说的是青年人总是觉得人生有诸多不如意因而烦
恼。而其实所谓不如意，无非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人生总
要意识到，有所得必须有所舍。既想得，又不愿意舍，自然
心中诸多抱怨不平。其实细想来实在是自寻烦恼。

我买的书在这十二篇之外，另外附了几篇文章。这些文里也
有几篇非常好，比如谈理想的青年，说到一个青年要有运动
选手的体格，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热情，文艺家的胸襟。
实在是非常有道理，有这些堪称完美，扩展开来就是公众号
里的一百篇心灵鸡汤。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读后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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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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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说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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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可以这么分类，还是，就应该这么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