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简爱读书心得感悟 谈美书简读书心
得体会(精选8篇)

读书心得不仅是对书籍内容的简单概括，更重要的是思考其
中的道理和感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实习心得范
文，希望对大家写作有所启发。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透过这句诗，我看到了一位
饱经忧患的老人，在风雨人生中不屈不挠、坚毅前行的身影，
这是我感受到的苏东坡人格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苏东坡的
一生，充满了极度的戏剧色彩，是苦与乐并存的一生。人生
如戏，戏如人生，再不过如此了。他才气横溢，一生为官，
但不断陷入政治漩涡和党派斗争，几度升迁、贬谪，从政40
年，地方做官33年，朝廷7年；执政20xx年，被贬谪20xx年。
最高官职与宰相职位仅一步之遥，期间也因"乌台诗案"险些
丧命，一再流放至海角天涯琼崖岛，最终病死在返回中原的
途中。但他一身正气，为官清廉，执政以"民为邦本"，处处
念及老百姓的苦忧，为老百姓造福谋福利，致力于兴修水利、
种茶、治病、扶贫济困等，深受地方老百姓的爱戴与拥护。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东坡年轻时就展现
了一种豁达的哲学思想。尽管在遭受迫害时，他也生出"捡尽
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感。
但他与生俱来的浩然正气，坚毅、进取、慈悲的人格精神，
使他何时何地，都能苦中作乐。他酷爱陶渊明，甚至认为自
己的前生就是陶潜，在他流放为农夫的期间，也创作了不少
经久流传的田园诗，更是簇就了他文学上的登峰造极。"当此
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尽显洒
脱、超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此人重情重义，对兄弟、



伴侣、朋友皆如此。苏轼、苏辙兄弟俩性格相异，但两人感
情非比寻常，在患难一生中一直互相扶持。在苏轼的诗篇中，
不少以子由为题，甚至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
如"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
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读来令
人不禁动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是他在密州期间
想念不能见面的子由而写下的。

苏轼情感淳朴、真挚，为悼念亡妻王弗，他写下了"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尽的哀思跃然纸上。除
却妻兄外，苏轼一生中也是广交友，在他流放的过程中，处
处有友人不顾朝廷施压给予他和家人生活上的照顾。有名的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均是苏轼与友人共同游玩时
而写下的，与友人对话佳句连连，"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
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充分展现了他豁
达的哲学人生观。而我十分喜爱的"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也是苏轼与友人张怀明夜游承天寺留
下的小记，人生有三两知己足矣。

苏东坡这一生，伴随着其在诗词、书画、哲学等方面的登峰
造极，他的很多执政理念与行文风格在现代看来也是具有很
强的前瞻性和时代性。那么，东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林
语堂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
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新派的画家，
是伟大的书法家，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诗
人……"。嗯，这些还不够，在我看来，苏东坡身上还有着一
股道德的力量，有着人性的力量，有着迷人的魔力，有着一
股强大的浩然正气，能催人奋进，乐观前行。"在天为星辰，
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就是他。他所
具备的这些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使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
光辉璀璨，让世人一直无比钦佩，怀念。即便东坡已离去多
年，但读这本书，会让你感受到快乐与力量。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德国诗人歌德在一八二四年的《关于艺术的和感想》中有一
段著名的语录：

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前一种
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
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
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
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

朱光潜认为，这种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
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艺术典型在创作过程中是从
共性出发还是从个性出发的问题。具体在我们的写作活动中，
以小说写作为例，这个原则可以指导我们怎样来塑造一个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我们应选择一个典型的环境。环境包括具体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艺术的真实
存在，因而它具有特殊性，小说的故事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
发生。

其次，我们要选择的这个人物形象也要是典型的，他有自己
的个性，即使你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其实也要写出这个人的
特殊性。小学生作文中常常把人写成一个样子，通通是“高
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其实就是把人物类型化了，不符
合典型人物的原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
完全相同的人。所以我们笔下的人物都要有个性，不然就不
符合客观规律，当然就不符合写作的规律了。

再次，要树立用典型人物形象来表现一般规律的写作原则。
正因为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典型的，所以他更真实，更能反映
生活的原貌。因为典型，还原了生活多姿多彩的面貌;因为典
型，囊括了生活的一般的本质。



最后，为了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首先要善
于观察，找到一种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对事物的特殊性要
深入挖掘。其次，就是要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殊之处，突出
人物的典型性。最后把人物置于一个典型环境中，让人物的
性格与命运在环境中碰撞、融合。这样我们就能用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来呈现生活的本质。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作为一个美学家，作为一部谈美的书，朱光潜先生的《谈美
书简》一书专心谈了美感态度，对美感态度作了深入浅出的
阐发。

朱光潜在书中，把人生态度分为三种：实用的、科学的、美
感的。实用态度求的是善，科学态度求的是真，美感态度求
的是美。于是，真、善、美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文章层层
递进，从人们看待事物的三种不同态度到艺术与实际人生的
距离中让我们知道美从哪里来，究竟什么是美感，明白了什
么是美感之后进而讨论美本身，在“美究竟是什么”的讨论
中让我们明白美和自然的关系，让我们明白了欣赏的道理，
朱先生于是换一个方向从讨论创造入手，让我们明白创造本
身以及与情感、格律、模仿的关系，进而明白美的特点。该
书渗透了朱先生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正如书中文
字：“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
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
生的情趣化。”

在当今义务教育阶段，一切学习都应该自美的体会开始，美
育的有效途径是培养美感的敏锐度，真正的任务在于激发学
生审美能力，形成一种判断力。正如朱光潜的人生观：人生
的艺术化。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比较广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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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书简》中已经达到了一代大



师的化境。下面我们来欣赏一幅西方的美术作品——《向日
葵》。

这是荷兰画家凡高的油画作品，作品以饱满而纯净的黄色调，
展示了画家内心似乎永远沸腾着的热情与活力，那一团团如
火焰般的向日葵，不仅散发着秋天的成熟，而且更狂放地表
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那一块块灼热的黄
色，不仅融集着自然的光彩，而且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
体验与永久激动。画中的向日葵不是自然的真实写照，而是
画家生命和精神的自我流露，是他以火一般的热情为生活高
唱的赞歌。

我们在观看此画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应，
心灵为之震颤，激情也喷薄而出，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
到凡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中去。总之，凡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
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在我的心目中，《简·爱》是一部完美而伟大的着作，因为
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善恶美丑，学会了怎样做人；而书中的
主人公简·爱是我学习的榜样，她的聪明、善良、坚强、有
主见，是最令人敬佩的。简·爱的一生有悲欢，也有离合。
她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坎坷，可以说是不幸的，但是她却从不
向命运低头，任何困难在她面前都会感到恐惧。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话说得好，“男不看红楼，女不看西厢”。其意白见。但碍于
《水浒》、《三国》等从牙牙学语起就阅读，再读已无多大
意义。无奈之中，捧起那“石头”硬啃起来，倒别有一
番“胭脂”味。下有几条真(天真)知拙(笨拙)见，以供茶余
饭后消遣。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爱情小说所能概括。
作者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
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
研究探讨青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助，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
科，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
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之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天都屡见
不鲜内涵之深，可真谓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
对于我精读此书是对吾之文学素养起巩固、提高，以致于升
华之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有时间再细细思考此问题，作个中国的苏格拉低。

第三，我以为程伟元、高鹗的续写不成功。虽基本符合上面
的曲线原则，没有生搬硬套强加于前文之嫌，但终究是焊接
产物。他俩根据原作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
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
人物的命运结局，使《红楼梦》成了一 部完整的书，从而推
动了《红》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后40回
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
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
很大距离，近来又有人写了后40回，竭力鼓吹完美，但再怎
么样也只能阿里基斯追乌龟，红楼梦的后40回将是一个永远
的迷。

第四，也就是《红楼梦》鲜明的人物形象。就拿王熙凤这个
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来说，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
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
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
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措施。王熙凤
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
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
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凤辣子”之
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
承，插科打浑，无所不至。总之，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



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作者还按照生活
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
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
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
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
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
会最底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
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
刘姥姥第二次进入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
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于繁
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
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的满足了自己的优
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些封赏，心甘情愿的出乖露丑，充
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
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
贾府盛极而衰的见证人。

最后，还是说说它的艺术成就，鲁迅曾经指出：“总之自有
《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
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
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没有把
人物写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人物当作说教的工
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丰
富性和复杂性。《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线索，
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描写。在紧紧抓住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恋爱、婚姻悲剧的同时，展开广阔
的社会环境描写，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

其实，关于红楼梦中可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才刚究出
些皮毛而已。譬如今年《读者》第七期的丫鬟问题，还值得
再好好深挖，但碍于自己阅历浅薄，知识贫乏，无奈只得就
此搁笔。再不赘述，还恭请学姐在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循循



善诱，多多指教，吴达自当感激不尽!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简爱》这本书中的女主人公简·爱的一生，经历了众多苦
难与挫折，她的一生仿佛尽是不如意：自幼便失去双亲，过
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舅父去世后，她饱受舅母一家的欺凌、
冷眼。被送进孤儿院后，她依旧生活艰苦，朋友海伦的死亡，
更是让她受到精神上的摧残。再到后来，她寻得爱人，幸福
的曙光似乎显现，但她的爱人罗切斯特的妻子突然出现，使
她的人生又再次坠入谷底。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的出身，但命
运却是可以靠坚持、努力、拼搏来改变的。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七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是美学经典，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我们学文的人都应该看看，因为它对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将
有很大的帮助。在戏剧和小说方面，“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这一章节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读懂戏剧和小说。

德国诗人歌德在一八二四年的《关于艺术的和感想》中有一
段著名的语录：

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前一种
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
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
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
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

朱光潜认为，这种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
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艺术典型在创作过程中是从
共性出发还是从个性出发的问题。具体在我们的写作活动中，
以小说写作为例，这个原则可以指导我们怎样来塑造一个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我们应选择一个典型的环境。环境包括具体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艺术的真实
存在，因而它具有特殊性，小说的故事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
发生。

其次，我们要选择的这个人物形象也要是典型的，他有自己
的个性，即使你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其实也要写出这个人的
特殊性。小学生作文中常常把人写成一个样子，通通是“高
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其实就是把人物类型化了，不符
合典型人物的原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
完全相同的人。所以我们笔下的人物都要有个性，不然就不
符合客观规律，当然就不符合写作的规律了。

再次，要树立用典型人物形象来表现一般规律的写作原则。
正因为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典型的，所以他更真实，更能反映
生活的原貌。因为典型，还原了生活多姿多彩的面貌;因为典
型，囊括了生活的一般的本质。

最后，为了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首先要善
于观察，找到一种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对事物的特殊性要
深入挖掘。其次，就是要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殊之处，突出
人物的典型性。最后把人物置于一个典型环境中，让人物的
性格与命运在环境中碰撞、融合。这样我们就能用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来呈现生活的本质。

简爱读书心得感悟篇八

《谈美书简》是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晚年创作的一部系统
的美学著作，书中的13封信对怎样学习美学、马列主义美学
体系，以及美感、典型、形象思维、创作方法等!下面是本站
带来的谈美书简读书心得，欢迎大家阅读。

朱先生自己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



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
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
势”。

“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
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是先生新近送我的一本书。对于朱先
生，我虽有耳闻，但他的文字却是首次得见，真是欢喜得不
得了。朴实流畅的文字和随和真诚的作文态度正是我所喜欢
的。首先读的是朱先生当年从海外寄给国内青年人的《十二
封信》，其中谈论的都是青年人生活中极其普通的话题，但
同时也是极易引起青年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读书与作文，
动与静，情与理，人生与我。读朱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真
是一种享受，夏丏尊当年在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写的序
里说，朱先生的这些信“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
上下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看来夏先生
对这些信太了解了，单就这句话就引我一头扎进了这些信里。

“谈人生与我”是最后一封信，其中讲到朱先生自己有两种
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
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
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这两种眼光真
是独特，朱先生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关于“人生与
我”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真正思考过。然而，
不论思考与否，我们却由不得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人来到
世间，活在现世，快乐与否，幸福与否，都与这个问题脱不
了干系。同样是人，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有的积极，有的
消极，有的有出世的态度，有的有入世的精神，有的能活出
生命的精彩，有的终其一生只感到索然无味，这个中滋味也
多半受这个问题掌控。既然如此，如何看待人生与我的关系，
可是决定我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大事，也是关乎每个人
一生的大事，我们最好还是学习一下，思考一下。



朱先生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非常独特。他把人与草木虫鱼一
样看待，同时也把自己与草木虫鱼一样看待。他说人类比其
它万物感觉到苦，是因为人觉着自己比草木虫鱼重要，同样，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觉着苦，也是因为这些人觉着自己比另一
些人重要。这些见解实在精彩!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也
许有人会反驳，人是万物之灵，怎能与草木虫鱼同日而语?!
当然，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但人家朱先生讲的是一种看问
题的方法，我们就没必要纠缠于什么低等与高等的差异问题
了。顺着朱先生的话想一想，的确，人干嘛非要那么在意自
己呢。说实在的，这偌大一个天地间，多我一个，少我一个，
我欣喜也好，悲苦也罢，实在是无碍于“天地之和”。看那
些草木虫鱼，无论和风甘露，还是凄风冷雨，不都是一样地
活着，草木该繁茂时即繁茂，该凋零时即凋零，虫鱼该强健
时即强健，该衰老时即衰老，谁也没有觉着自己幸运或者不
幸，欣喜或是悲苦。惟独我们人类，七情六欲俱全，最易自
艾自怜，自寻烦恼。

既然把他人把自己都当作草木虫鱼看待，人生岂不惨淡?事实
上恰好相反，朱先生看人生的眼光似乎全在“趣味”二字。
无论看人生的喜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总带着欣赏的成分，
总觉着有趣味，总能寻到美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种眼光，这
种特质，使朱先生最终功成名就，开我国现代美学之先河。
可是，古往今来，多少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慨叹着人生的
无趣无味，又有多少人在无趣无味中苦度了一生呢。现在看
来，人生到底有无趣味全在你自己的一双眼一颗心，朱先生
眼中的喜剧别人未必能看到，朱先生眼中的悲剧别人也未必
感受得到。既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人生也就少了许多把玩的
对象，自然毫无趣味可言。许多人终其一生，全部的注意力
只在一己身上，悲喜全从自身而来，这样的人生难免趣味无
多。

学了朱先生的眼光，我发现人生的喜剧远远多于悲剧。比如，
之前总看不惯某些人身上的毛病，甚至厌恶，如今换一种眼
光，便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有的还真是趣味无穷呢。如有



的女人不论别人是否感兴趣，总爱在人前夸赞自己的老公，
其实无非是要告诉大家其老公如何如何能干，如何如何能与
达官显贵同进同出，如何如何享尽人生浮华，我之前很反感
这样的人，觉得她们无聊肤浅。现在换了眼光，把自己放在
后台袖手旁观，便觉得这种女人也着实可爱，于是也便能以
另一种态度欣赏她的津津乐道与沾沾自喜了。欣赏之余，还
意识到自己当初也不免有狭隘之嫌，的确，她们能在这些事
上寻到无尽的乐趣和人生的满足感，我们又何必嫌恶呢。还
有，之前很看不惯一些口是心非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
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以前的一位同
事，一次如厕时见到了a同事，a同事刚烫了卷发，我的这位同
事就夸赞说，哎呀，你的头发烫得真好看，多么适合你的脸
型和气质。

a走后，b同事也来如厕，刚巧，b同事也刚刚烫了卷发，我的这
位同事马上又扭头夸赞道，哎呀，你烫的这个发型真好看，
刚才我看见a，她的头发烫得一点儿都不好，还不如不烫呢。
一边说着一边兴冲冲地往外走，谁知话音刚落，便看到a还站
在卫生间门口，这位同事当时窘得无地自容。后来在工作中
屡次遇到这样的人和事，虽不如这个例子典型，但总是大同
小异。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不免从心里鄙夷其两面三
刀，说话办事不讲原则，做人没有诚意。但现在换个眼光看，
便也觉无妨大碍。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脾性，他的话该如何听，
时间久了周围的人自然会有共识，这样的人若能从口是心非
中获得些乐趣，就随他去，若能获得些教训，也算是得了生
活的教化，岂不更好，我们完全可以拿它当个喜剧看看，实
在无妨。

如此这般，人生的趣味真是多了去了。

人生的悲剧我见得不多，但也并非没有。比如我的同胞哥哥，
由于学业无成，一直未寻到合适的工作，有几年游手好闲，
苦闷之余便生出一些事端。爸妈眼看着儿子一步步误入歧途，



家庭也堕入困境，二老终日愁眉不展，悔自己没有教育好儿
子，叹自己不该一次次纵容迁就。哥哥也终日愁苦，悔自己
做错了事，辜负了青春好年华。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
看着他们愁苦，我也愁苦，觉得父母不幸，哥哥不幸。 现在
学了朱先生，换一种眼光看，正所谓“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
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世界有缺陷，可能性
才大”。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但每个人只能择其一，有的人
一生道路较多坦途，有的人较多磨难，虽说有时人通过自己
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但更多时候人在命运面前也是无能为
力。至于为何有的人命好，有的人运差，似乎千百年来也没
人说得清，佛家讲前世，讲因果，讲轮回，就是为了解释这
个问题。我们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不论信与不信，我们
却或多或少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和捉弄。既然如此，儒家所
谓的“知命”就是立身处世的根本。顺也好，逆也罢，我们
都须在这世上走一遭。

面对人生的悲剧，埋怨毫无作用，有时连抗争也未必管用。
之前我也埋怨哥哥不懂事，做事不负责任，也怪怨爸妈太骄
纵儿子，对儿子的事大包大揽。可这些都于事无补。后来，
我逐渐冷静下来，换了一种做法，既不埋怨哥哥也不责怪父
母，而是尽己所能做些实际的事。我让哥哥离开原来的环境，
到北京自谋生路。大半年下来，他虽生计艰难，但至少平静
了心情，端正了生活态度，而且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
爸妈看到儿子终于自食其力，心也渐渐安定下来，我从他身
上也越来越多地看出坚定与信心来了，家里又有了欢声笑语。
朱先生说，“悲剧也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
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我想，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朱先生在文章最后写道：“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
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
用一个热心惊赞。”这样的人生态度让我倍感温暖。一副冷
眼，一个热心，便道尽了“人生与我”的关系。我们对待人
生的悲喜剧，对待他人，对待自己，都既用得着一副冷眼，



也用得着一颗热心，一副冷眼能让我们气定神闲，从容大度，
既不要自命不凡，也勿随了世俗去，一颗热心能让我们发现
趣味，发现美，既关爱他人，也顾到自己。

文中还有一句话也启迪了我的心智。朱先生说，也许有人认
为他拿人比禽兽诸物，会将其视为异端学说，那他本可以搬
出古圣先贤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如孔子所谓“知命”，孟
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和希腊廊下派哲学，他都可以拿来作为护身符。
但朱先生认为不必如此，因为“我虽不把自己比旁人看得重
要，我也不把自己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
由，就不用仗先圣先贤的声威”。这句话之于我有格外重要
的意义，它使我认识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个人更应看重自己
的悟性，而不要被古圣先贤吓得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之前，
我一直很有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没有生在书香之家，对于人
文哲理，虽有兴趣，可缺少底蕴，更谈不上学养，后来年纪
稍长，渐渐有了些人生体悟，也想偶尔抒发一下情怀，但常
常缺少勇气，羞于表达，生怕被人笑话，在古圣先贤面前出
了丑。读了朱先生的这句话，总算对待自己也有了另一种眼
光和态度。

古圣先贤与我，时代虽有古今之分，天分虽有高低之别，但
同样为人，人性大抵是相通的，每个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感悟
也是相似的多，不同的少。只是有的人悟得深，有的人悟得
浅，有的人悟得早，有的人悟得晚，有的人能将悟到的东西
说出来总结出来，有的人说不出来总结不出来。但无论如何，
总不至于有大区分，既然如此，何必担心在同类面前出了丑。
我只要相信，我于这个人世间体悟到的必是人类真理中的一
部分，我的理由就是理由，不必顾及古圣先贤是否说过，或
是如何说的。这样的话说出来，不知会不会引起误解，以为
我竟然胆大妄为到不把古圣先贤放在眼里。事实上，朱先生
的这句话并不能减少我对古圣先贤些微的敬畏之情，只是让
我有了勇气重视自己。单为这个进步，我也该好好感谢朱先
生。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生命的黄昏还用如此细腻且深入浅
出的文笔，将深奥的美学知识娓娓道来。对朱光潜老先生不
由地由衷敬佩。

现代文化下人们更是发展了更多美学的分支。我们生活的现
代城市格局，在追求现代感的同时融入大量自然元素，让自
然在城市最大限度的得以保留加以体现，生态绿化的兴起，
不正是体现人们在往更高层次的美的追求，在生活中时刻因
外物美得到心理美，得到一种对于美感的满足从而欣喜，这
也成为一种美。

什么是美?如何学好美学?我们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美学，就真
的不懂美了么?难道一定要学好美学，才算懂美?朱光潜先生
书中举例的杜甫诗句“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所反映的“移情作用”就明确告诉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情趣
外射，达到物我合一，用心感受美的存在，就是最本质的美
了。文学美，建筑美，都可归于此源。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罗丹的话已经
为我们指引了通向美的真理的正确方向。

今天又是心血来潮，看到书架上有本朱光潜的《谈美书简》，
正好电脑被儿子霸占，不如拿来读读。一开篇第一封信关于
读书的议论就于我“心有戚戚焉”了，对自己也是一个指导，
因为自觉不算得真正的读书人。

第二封信是谈动，“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
止而不舒畅”，倒是真的。每天闲时都做着同样的事，上网、
聊天、听音乐、放音乐、唱歌，时间一长便觉无聊，因为毕
竟不是正事。哪有忙着正事的人会发愁呢?即使正事让你发愁
也不可能给你时间正儿八经的坐着发愁的，而是会拼命想方
设法去解决，也就是说发愁的人往往发的愁也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愁有用吗?“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



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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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看法不外乎这两种吧，或是
伟大，或是渺小，都不该在闲时发愁。

刚刚扣上谈美一书，便提笔来写感，颇有几分应付之意。但
事实并非如此。于我，一个从未考虑过什么“美”是什么，
并几乎不与艺术沾边的高中生来说，读这本书真的有些吃榴
莲之感，首先是无从下手摸不到头脑，其次便是内容的苦涩。
因此，我实属是怕不立即记下点什么，怕是白读了这篇佳作。
于一门生疏的知识，我随时颇为认真读过，但仅仅一遍，还
只是汲取了九牛一毛，本该读上二遍，三遍···可假期已
近尾声，只能推到下一假期了。

于此，浅谈一下我的拙见。

这次使我真正了解了美的范围，我想这也是我受益最深之处。
当然，美的范围无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他是一个
极为广阔的领域。语言、声音、画面、劳动生产、建
筑···皆属美的范畴。人与自然，世间万物无一不是美得
缔造者。可这之前，我只狭隘的认为艺术品之美，人之美，
以及自然景物之美(此处的艺术品也只是狭隘的定义)，用心
领会2，我们时时刻刻都与艺术接触，都在与美接触，依据动
听的话语，一道虹，一片发人深省的文章···没有人可以
给美下一个完美的定义，正如文中所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
眼中的美。美是颇具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而美与美感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没有脱离美感的客观美的单独存在，正如朱老所举，沙漠中
再宏伟的建筑，没有得到主观美感的肯定，谁又能说他是美
的呢?而美感是人的人性化的一种倾向，不同人的倾向不同，
因此没人会了解且统一所有人的倾向，也就无法给美一个确
切的定义。这里所说的没事一种倾向，就大大的扩展了美的
含义，这就可以用我们所说的内在美和外在美来解释。我们



一般人眼中与思想中的美，都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也就是
外在美。可其实不然，我们心中冥冥中有一种自然地倾向(这
貌似就要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来解释了)，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
敲钟人加西莫多，他即使外貌丑陋，可却拥有一颗感恩高尚
的心，这时我们便产生了一种自然地倾向，倾向于欣赏加西
莫多，也就是他的内在美。而同时，美感变产生了。

德国诗人歌德在一八二四年的《关于艺术的和感想》中有一
段著名的语录：

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前一种
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
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
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
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

朱光潜认为，这种提法很好地解决了形象思维与文艺思想性
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艺术典型在创作过程中是从
共性出发还是从个性出发的问题。具体在我们的写作活动中，
以小说写作为例，这个原则可以指导我们怎样来塑造一个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首先，我们应选择一个典型的环境。环境包括具体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艺术的真实
存在，因而它具有特殊性，小说的故事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
发生。

其次，我们要选择的这个人物形象也要是典型的，他有自己
的个性，即使你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其实也要写出这个人的
特殊性。小学生作文中常常把人写成一个样子，通通是“高
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其实就是把人物类型化了，不符
合典型人物的原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
完全相同的人。所以我们笔下的人物都要有个性，不然就不
符合客观规律，当然就不符合写作的规律了。



再次，要树立用典型人物形象来表现一般规律的写作原则。
正因为我们笔下的人物是典型的，所以他更真实，更能反映
生活的原貌。因为典型，还原了生活多姿多彩的面貌;因为典
型，囊括了生活的一般的本质。

最后，为了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首先要善
于观察，找到一种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对事物的特殊性要
深入挖掘。其次，就是要表现出这个人物的特殊之处，突出
人物的典型性。最后把人物置于一个典型环境中，让人物的
性格与命运在环境中碰撞、融合。这样我们就能用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来呈现生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