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从何处寻宗白华 美人何处读后感
(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篇一

近半年来没嗅墨香，恍惚间时光悄然又逝，不觉感喟之际，
猛地向楼下一瞅，不知名的小灌木开出了星星般的花朵，红、
白、黄、紫，在这秋色黯然的季节，它们热闹地出现在我们
的世界。

回到案前，拿出美人何处，却不敢说品读。曾经总以为高深
玄淡的文字才是精神世界的极品，未曾想过小女生的发情之
作也是别有韵味，而且这种韵味还能让人不自觉地细细回想，
美与女人，味与女人，生活与女人。

女人如同楼下的灌木，美人就是枝上的花朵，美人有着不同
的色彩，这才能把世界装扮得五彩缤纷，这才能在昏暗世界
夺目而出，而浑浊的世界能给美人的只是一团浑浊的空气、
一汪浑浊的流水，而我们普世大众，就是这个浑浊世界的构
成因子。

在书中品味美人，实不知历史上的美人被刻意滥制，美人是
枝头之花朵，而不是灿烂之绿叶，美人的美美在她的气质，
她的气质就是与众不同的味。

寻常巷陌，追寻美人踪迹，到头来，失望一场，粉装浓抹，
让女人俗气，粉装轻抹，让女人平庸，女人的外表之美在于



勾魂一瞬，女人的内在之美在于持久的休养，而我思慕中的
美人拥有两者的完美融合。

美人的美不是美在中庸，而是美在个性，美在对他人内心的
穿透。李夫人拂被拒见武帝，却能让武帝独留喟叹：是耶？
是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美人的美美在让人思与
念，思他日之美，念往后之遗憾。

美人并非仙间雨露，更非人间仙骨，美人更有七情六欲，而
她之所以美，美在让人惦记到她的处处是好，美在让人感怀
她的处处不易，美在让自己也融入美的世界。

花朵总会凋零，美人也有谢幕之期，每当念及林妹妹葬花吟，
总感觉混沌突然开裂，七色光芒普耀大地，就是这样，美在
惊魂的那一刻消亡。

平大夫思念美人，在他那里，美人却是虚幻，屈子成天想着
楚国强大，想着自己如何施展才华，却不知楚王是个神女都
不浸的主儿，更别说屈子天空云淡般的爱国情怀了。

女人之所以能占据美人，因为她们有着柔情与刚毅，而男人
只能屈就粗人类语。小女子说，女人的内心是男人，而男人
的内心是女人，这话，想想很有道理。

历史与现实很是相似，昔日的人们早已把未来的人性研磨透
彻，更何况是众所视之的美人。每当事之完毕或者海阔天空
之际，冥冥之中内心凝固的因子再度跳跃，而思之的却是远
方的美人。

前段时间与朋友在一起，聊及女子之美，一子曰：美在双峰，
一子曰：美在双膑，一子曰：美在两颊，一子曰：美在素体。
我问之：峰为何价？膑为何价？颊是何价？素体又是何价？
一子曰：峰价一百，膑价两百，颊沽三百，素体价沽五百。
听罢，我恍然明白，难怪罗丹的作品连连高价，源由素体！



人可沽价，而美人不可沽价，正如屈子敢于沉江，那是他心
中的美人已然消逝，美人也可离去，那是她们的美已然耗尽，
正如徐昭佩带着一脸冷笑鄙视萧大才子一样，美人无人能赏，
却又何故留人间？恍然之间，这个世道，处处美人矣！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篇二

野夫是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没有江河般的波浪翻滚，有
的是脉脉的清流，带你走回到故乡的路，顺着时间，逆流而
上 。

有人说时间是最残忍的，它会把回忆像剥洋葱一样带着血丝
剥到你的面前。读野夫的故事，会有那个时代的风扑面而来。

他说幽人苏家桥，总让我联想到竹林七贤。他们所追求的，
是自己渴望的生活和自由。说阮籍猖狂，不拘礼，是他厌弃
世俗的晦暗。他作《东平赋》、《亢父赋》，借风土之污秽，
言社会之黑暗。苏家桥虽曾做得老师，学问也高，那行为方
式却极不相称。真悲真喜，敢怒敢言，却也有真性情。这位
苏老师好酒，酒后的行为更为任诞。不过也不及阮咸与群猪
共享大盆饮酒，那情景略想一想就令人忍俊不禁。苏家桥还
有魏晋裸袒之癖好，未服用五石散，仅饮酒就燥热不可耐。
这样一人，或许只适合生活在那个风度时代，享受自己真正
的自由。

自由其实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
不做什么。比如不想做官，不想当值。

野夫的故事里还有另一个“奇人”,不，我们应该称他做“神
人”。在这个英雄气概几乎荡然无存的末世，出现这样的侠
骨风气之人是精彩之至的。他就是王琪博，兄弟眼中的“王
七婆”。

听名字，并不觉得这是个出彩的人物，却掩盖不了他一生的



光华。酷爱带刀，瘦削高挑，骨子里透出的狠劲儿。我想不
到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人到中年仕途失利，转而写诗作
画，却仍能弄得出名堂来。野夫说过写诗时他是琪博，玩儿
刀时他是七婆。这个奇男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在三十年里游走
于诗与刀之间，不怕失败，不怕衰亡。他身上有烈性，烈得
像俄罗斯的伏特加，又经得起沉淀与存放。越久，越烈，越
洌。少年时，他拔刀护母；上学时，成为全村唯一的大学生；
年过三旬，生意场上失利，仍能从头来过。王琪博是生来就
懂得拼杀的人，他相信，世上没有什么能拦住他的。哪怕是
油尽灯枯时，也依旧身手矫健，和兄弟们重返张扬的青葱岁
月。

过着刀头舔血，臂上刻诗生活的人，不由得让人敬畏三分。

无论如何，都要生活下去，没有永远都输的战斗，这是王琪
博能告诉我的。

“窗外是行进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我在生活，
我还将生活下去。”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有人愁。所谓故人，在故乡。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篇三

《笛声何处》作品简介：

余秋雨自述：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

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

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



十二年前，我曾向台湾的听众描述过这种笛声。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
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
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
是我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
我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
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得
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
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来
自苏州的笛声。

不久又听到另一个消息，世界遗产大会将在苏州召开。苏州
有这个资格，种种理由中有一项，必与昆曲有关，我想。

回国后我又几度访问苏州。奇怪的是，似乎冥冥中已有安排，
每次都遇到白先勇先生。他忙忙碌碌地往来于美国、台湾和
苏州之间，只想把昆曲艺术再一次隆重地推向海内外。他向
我介绍苏州昆剧团的演员和剧目时，如家人捧持家珍示客，
这让我感到惭愧。我们常常与珍宝相邻咫尺而不知相护相守。
所谓文化，就在这相护相守间。

古吴轩着意重振苏州文化的历史荣耀，嘱我谈一谈昆曲艺术。
这个建议使我的心情重归平静，慢慢地翻阅以前从事这方面
研究时留下的一些文字，终于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
关篇什整理成册，以襄盛举。文陋心诚，藉以献给美丽的苏
州，献给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

读后感一：

很早就看过这本书，最初是因为被这本书的名字所吸引。从
书架上取下，翻看几页，才知道是余秋雨所着，而且讲述的



是关于有些偏门的角度——昆曲。读书时就很喜欢余秋雨，
他的文章很随性，也有涵养，《文化苦旅》、《千年一叹》、
《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借我一生》这些书都影响
了我整个读书生涯。从这些书中，我读出了对历史的探寻，
对文明的留恋，对自我的感悟，对世界的`审视。而这本《笛
声何处》，却是余秋雨作为一名学者向我们展现他心中的昆
曲世界，对昆曲的遗存的探寻中，感受到昆曲的厚重及沧桑
的历史进程。

昆曲民族的文化瑰宝。在中华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某一种文化如果长时间地被一个民族所沈溺，那么这
种文化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里。以这种标准来
衡量，中华民族在艺术文化充分成熟之后有几种群体性痴迷
值得注意。第一是唐诗，第二是书法，第三就是昆曲。——
昆曲曾经让中华民族痴迷了两个多世纪。大致来说，整个十
七世纪致清代乾嘉之交，基本上属于昆曲世纪。”

依稀还记得一首诗词，“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是出自《洛城春夜
闻笛》的里的一首诗。羌笛声中怨杨柳，自古以来，笛声总
和忧愁相思分不开家。正因那一首首泣舟悲戚的曲子，哀怨
动人的词调，笛声总是揪动着离人的心弦。很多人觉得，中
国的笛声太过轻柔，让人忘却了他的存在。一旦忘记了历史
中还有这样的一部分，一切就变得冷峻而粗糙。

《笛声何处》这本书所弥漫着的那一丝曾让人为之沉迷数百
年的气息，一直都说中国的地理分为南北方，其实中国的文
化也分为南北方，当然笛声也是如此。苏州的笛可谓闻名天
下。在箫笛之乡萌发出的昆曲，不可谓不令人惊叹。昆曲的
笛声凄美婉转，令人窒息。悠扬的曲调中漂浮着苏州城中积
淀千年的悲欢离合，流徜着秦淮水里舞动数载的月明黄昏。
由于工作忙碌，平日的生活也比较粗浅，学习不足，很少有
所高雅的机会，感受这样的音乐。通过这本书的如诗如醉的
描述，算是可以理解书中老余所赋予的深长意味，但是由于



才疏学浅，见识浅薄，还是无法把心中的感受完整得地化作
文字。

这本书除了对昆曲较为专业的介绍以及来龙去脉的整理，还
为昆曲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社会历史还会在诸多戏剧形态
中进行筛选，把那些能与当时当地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势
相对应的形态稳定下来并加以强化，这便是我们所说的范型)，
虽然昆曲随着时间流逝已经示弱，但对后世的影响远未消逝，
所以说不能说昆曲消亡了，它的范型仍被其他戏剧借用。昆
曲在美学、诗词。戏剧上有十分高的造诣和艺术价值。如高
度诗化的风范、雅俗组接方式、连缀型的松散结构、演出的
仪式性和游戏性等。昆曲对于中国戏曲的影响是十分广泛深
刻的，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昆曲也成为了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令人十分欣喜。希望借着这样的
东风，能够加深加强对昆曲的地方保护，毕竟老祖宗留下来
的财富是中华文明最珍贵的东西，他是和全世界文明都不一
样的神奇瑰宝。老余的书里还分析了《牡丹亭》，提到牡丹
亭是一种青春的生命的存在，我十分认同。《牡丹亭》可以
说是昆曲里最出名的戏曲较短，昆曲本身也是一种诗词艺术
和戏剧艺术的完美融合。而《桃花扇》体现了一种封建社会
衰亡的迹象，因为整个社会已提不出新的思想，里面最精彩
的一句戏词是“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
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笛声何处》向我展示了平日不曾看到的昆曲世界，让我感
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绚烂和深邃，感受到了高雅的沧桑感。让
我浮躁的心得以些许平静，也对中国的古文化更产生了一丝
迷恋。一直觉得读书不一定要有多大的实效性，对心灵的洗
礼和滋润才是最应该最追求的。而想《笛声何处》这样的典
籍就给我心灵的滋养。

读后感二：

似乎等待是女人的专利——如画的江南水乡里，不知到底有



多少红颜被埋葬;烟雨朦胧中，不知道有多少等待良人归来的
痴情女子在翘首盼望。她们力气去爱，去等。可是，总应该
有人告诉她们，有些人，有些感情，是再也等不回来的。

故事开始的很平静。

小荷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
片，烟波画船”;欧阳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原本没有任何交叉
点的两个人，却因为十年前一个善意的谎言而纠结在了一起。
欧阳的到来，就像往荷平静的心湖里投了一颗五彩石子，从
此不再安稳如初。

在小荷对欧阳的感情升华的时候，欧阳却带着遗憾离开了。

欧阳离开了，小荷却不能再习惯没有欧阳的日子了。她也像
阿婆一样，心中有了一个要等的人。

可是，结局真的能像电影中演的一样吗?

“如果你不能承诺，请不要留下任何东西在这里?――包括你
的感情。”这是我曾经在一部电视剧里见过的一句话。欧阳
走之前留下了两件东西，一个是笛子，永远留在了博物馆的
玻璃展台里;另一个就是感情，永远溶在了小荷的心里。

欧阳带不走小荷，这良辰美景奈何天终究也锁不住欧阳，他
总归是要走的。不是欧阳对小荷感情不够深，而是“纵然碧
丝前万条，哪能系得游人住”。欧阳只是千万个过往游人中
的一个。

小荷真的能等到欧阳吗?我觉得这是个注定了的悲剧。谁又能
保得齐小荷不会成为另一个阿婆呢?小荷在重蹈覆辙。

既然留不下，就不要留下感情;如果等不到，就不要再等下去。



韶华去了不再来，一个人的青春年华稍纵即逝。如果把自己
的感情和时光投入到抓不住的幻影中，终生不渝，也不见得
就是好事。我希望每个人把握住自己的人生，享受现在。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篇四

最开始接触安的作品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七个字让我
想到了纳兰容若。容若，那个想起来都让人呼吸为之一痛的
大清才子，他出生世家，少年展才，弱冠之年和他心爱的表
妹结尾连理。本是令人羡慕万分的才子佳人，谁又料得到最
终的结局是心爱的表妹仙逝，而他也终因思念成疾而魂归天
地。如安所说的罢“悲剧的开始往往是毫无征兆，命运伸出
手来，把种子埋下，幽秘地笑着，等待花开结果的一天。”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是啊！若人生只如初
见之时，他做他的旷世才子，她做她的名花佳人，是否，一
切都会不一样。

纳兰的词大多悲且伤，所以，当看到安用纳兰的词做书名时
却是抱了玩笑的心态去看，因为我不相信有谁能驾驭住纳兰
的词。通篇书看完安的书后，才觉得自己的浅陋，安的文，
细腻委婉，犹如江南小巷，总是赋予一种神秘的美感。

《美人何处》不是我看过的她最好的部作品，至于为何会选
它来写，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家同是女子。安的笔下，即使是
一个幸福的结局，也大抵多了点淡淡的忧愁感觉。那种忧愁
的感觉更让我想到了古代的女子。

古代的女子只能被封建礼制束缚着没有自由，没有自我的思
想，即使有自我的思想也会被扼杀，即使有心仪的男子也会
被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束缚着。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地不公，
连一点姓名都不愿给她们留下，就如安所说“历史留给女人
的空间总是局促，像一场腾挪不开的舞蹈，底眉敛袖。即使
一瞬间的张扬，也往往因不可考的姓名，不可考的生卒，不



可考的家乡而零落得一片清净。”

若说美人，也因从商周开始。安也是如此，她的开篇即是周
幽王的褒似。似是她的姓，而褒，只是她的家乡，看，历史
是如此的不公。连给他一个名都不肯，却要让她背上祸国殃
民的妖女名声。美貌不是她们的错，错就错在她的男人过于
爱她，爱到要把山河拱手，只愿换她一笑。周幽王烽火戏诸
候，亡了西周；唐玄宗一寄红尘妃子笑，失了大唐的盛世；
只是，那是她们的错吗？女人，向来只是男子用来争夺权利
的借口罢了。

若说红颜祸水，还应提到为政治牺牲的女人。政治联姻，至
古有之。历史有名的秦晋之好不就是那政治联姻的产物吗？
历史上还巴巴地把那庄政治婚姻比喻成夫妻的和谐，和睦。
盗用一句安骂人的口气，真是“香蕉你个芭乐”人家好好的
个姑娘被你们当作政治工具，你们不有羞愧之心就罢了，还
在那边大肆鼓吹，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你们的龌鹾行为。

话说那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联姻应是汉代的昭君出赛。是否，
出赛的马车踏过玉门关之时，昭君曾悲伤地回望长安的宫殿，
否则，一曲琵琶怎能让那斜飞的大雁直线而坠。那是个不幸
的女人，历史，却给了她无上的荣耀，只因为她促进了国家
安定。相对于昭君的政治联姻，西施显然没她那般辛运。她
本是涓流溪水旁的一个浣纱女子，姣好的面容使溪水里的鱼
羞得沉了下去；二八的年纪使她拥有无限的青春；善良的心
态使青山都为之折腰。然而，这一切，都在那一瞬间改变。
他是范吴王夫差的谋臣，是他，将她送进皇宫，是他，悔了
她的一切，相传西施最后被人推下了溪水淹死了。一代美女，
终究无好结果，只是，在看到她闭眼的一瞬间，他是否会记
起初见时她灿烂如星辰的明眸。看，我想太多了罢，又有谁
能过如明皇般爱玉环呢！否则天下也不会说出“致使天下不
重生男重生女”否则“七月七日长生殿，又是谁在那边丝语。
玉环只是没有想到，为何盛极一时的自己会落得个马谓坡前
死。安说”玉环不知，是以长恨。”



安笔下女子的结局大多悲惨：如高阳被赐死，鱼幼微被处斩，
桃花夫人自溢，西施落水而死。如有结局较好的，却也无甚
有趣如昭君展转嫁人，红拂女平淡此生，王美人的儿子即位
了，丈夫却死了。

那些美人，将爱化成等待的姿势。将恨化成无尽的报复，将
感激化成无尽的回报，她们是血肉之躯，又是这个时空盛开
的花朵。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就且看那
美人该往何处。

美从何处寻宗白华篇五

题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梁千帐灯。纳
兰性德长相思。

读完秋雨的文章，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倒觉得秋雨是个
很会苦中作乐的人。如果硬要说一个苦字，那也许就是这个
被唐朝的轻烟宋朝的风所洗去少年英气的文人，用他那双成
熟而苦涩的眸子凝视这个苍茫凄清的大地后所发出的凄怆的
感情与热爱吧？对于一个即没有李白的轻舟也没有陆游的毛
驴的文人，他在这么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默默地行
行止止；他站在古人一定战国的那些防卫上，用与先辈差不
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
年前没有多少差异的风声鸟声，为那一篇篇由人，历史，自
然交融在一起的文章做提笔前的蕴酿。

但是秋雨自己却说，他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
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不难理解的，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
由历史沧桑感。于是秋雨边走边想，边想边写，在山水历史
间的跋涉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他悲，悲阳关的风
雪竟越见凄迷，繁星般的坟堆枯废萧条；他恨，恨若大的中



国竟容不下莫高窟的几本经卷，而任由一个愚昧无知的道士
把它们送给野兽般贪婪的外国人；他怜，怜柳宗元十年憔悴
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这个上升到滑稽的悲剧主人公最
后在柳州罗池畔寂寞地死去；他赞，赞李冰的都江堰筑得智
慧，仁慈，透明，甚至超过知识排场的长城；他思，思洞庭
湖的复杂，神秘，难解和范仲淹，吕洞宾那似诗似儒，似史
似仙的悲喜人生。

秋雨想的太多了，他的笔下，有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
苍茫深邃，也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的清新婉
约。秋雨写得太好了，他把大漠的壮与江南的秀那样完美的
融合在一起，他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
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他漂泊，
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
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没有归程只有征途，他的耳边时常
会想起一批大学者，大诗人的脚步：李白的轻捷潇洒，苏轼
的豪放豁达，林和靖的大彻大悟，范仲淹的忧国忧民。

秋雨的文章神形俱佳，令人读后会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
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轻松，苍老后的年轻。老夫聊发少年
狂，左牵黄，右擎苍，秋雨正是以这种放达之情，走完了穷
途无尽，思索无尽的苦闷，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