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物生灵读后感(汇总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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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一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
宽阔的是知识的海洋，书是我们的老师，书是全世界的营养
品，是最为耐心，最忍耐和令人愉快的伙伴。从书中会发现
很多乐趣，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勇敢，更加有智慧。

拿起《万物皆有灵》这本书，我一口气看了一大半，听同学
说我看起书来就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只有手和眼珠在动，那
副摸样挺吓人。这本书就主要讲了动物、植物和人们发生过
快乐、美好、感人的故事。其中有句话说：“活泼的生命无
需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诉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
实面貌，比诗人所能描绘的境界更要美上千倍。”所以只有
大自然的万物，包括大自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只有大自然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
物，没有东西比她更好，更宝贵了。

世间万物都有它美丽的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灵魂，无论是地
上跑的鸡、鹅、狗，天上飞的'海鸥、燕子、天鹅，水里游的
蝌蚪、小鱼，甚至是路边的石头、玩具木偶，都是有生命的。
即使他们多么平凡和不起眼，但它们是人类是密不可分地生
活在一起。它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情感世界。它们
对人类的要求并不高，一旦成为朋友，便会很忠实。万物有
灵也有情，就拿我家小狗说吧，它刚刚到我家时，我还有点
害怕它，时间一长，我放学回家，它就用身体蹭着我的腿，



好像在说：“小主人，今天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讲给我
听听吧！”人与动物之间就是这样，一旦成为朋友，便会很
忠实。

当我们在这片智慧的海洋中遨游时，不要忘记，人有灵性，
其他万物皆有灵性，我们要尊重和善待与自己共存的世间万
物，爱万物才是真正爱自己！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二

《万物》是20xx年出版的讲述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
生产的一本书，作者雷德侯是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
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

雷德侯教授以西方思维模式，从微观的考古学资料和直接观
察的第一手经验进入宏观的思想文化领域,通过文物、图像志
等多方面材料的细致考察，对书法、绘画、陶瓷、兵马俑、
印刷等中国艺术中制作和创造过程中共同的因素“模件化”
进行探讨，为中国艺术史的编写带来了新思考。从使中国得
以保持一统的汉字入手，探讨了中国青铜器、瓷器、建筑、
印刷、雕塑、书画等各门类艺术创作过程中所存在的共同因
素―模件性，并阐释了中国艺术所独有的创造力，一种与西
方忠实的模仿自然完全不同的模仿的替代方式――模仿自然
创造法则，认为创造力是模件与个人特性的结合体，得以创
造出成千上万的艺术品。

本书一经面世即引起西方汉学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
观点被广泛引述。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依次是u汉字系统、复
杂的青铜铸造术、神奇的始皇帝大军、工厂艺术、建筑构件、
印刷文字、地狱的官府风貌、笔法可否自由。作者从多个方
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按照艺术的门
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与审美观念的层次，
分析了中国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
为深厚的层面。雷德侯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



同行，他们不寻求忠实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
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
我们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
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本书带领我们在中国艺术
与文化之中作了一次深刻的旅行，提示了中国艺术家是在一
个多么复杂的体系之中，生产出成批的艺术品。这个体系深
深植根于中国的思想观念dd宇宙是由万物所构成的。

《万物》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和思维，
阐述了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这是一本将中国工艺美术和绘
画书法相结合的美术史书籍。我相信这本书专业性的知识会
给我带来无限的启发。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的方法论很简单---模件化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艺术品
的产生中起主导作用，结论很明确：书法与文人画是模件化
与个性的结合，其他艺术品是模件化的直接产物。

雷德侯教授，1942年12月7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西方汉学界
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1961-1969年在科
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等地学习东亚艺术、欧洲艺
术、汉学、日本学。1969年以《清代的篆刻》论文获海德堡
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随后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
修学。20xx年9月7日，雷德侯教授因对亚洲艺术史的贡献荣获
巴尔赞奖。

美国汉学家史蒂芬・欧文(宇文所安)在一本书的序言中磋
叹:“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那些最优秀的中国同行的学问之深
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但是如今看了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不得
不感叹:经过持续努力，西方学者在面对某些学术专题时的材
料功夫已不在中国学者之下，有时甚至令国内同行汗颜。固
然，不是所有研究都需要强大的材料支撑，但是，在绝对需
要严谨细致苛细周到的材料支持的场合，我们仍然经常见到



轻慢材料的状况，这时，《万物》的示范作用就璨然可见了。

我们很少学者愿意像雷德侯那样亲自对古代艺术遗产做详实
周密繁琐艰辛的田野调查；很少愿意俯下身子亲自量一量古
代石刻的字径，摩擎一下其风化痕迹。这个问题看上去微不
足道，却折射出不同的工作态度。在《万物》的字里行间，
我读到了作者对一个古老民族的艺术遗产的深挚感情、对自
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尊重以及所有读者的尊重，这正是作
者严谨工作态度的缘由。

然而，《万物》的魅力主要不在于材料，而是在于它提出了
一组概念―模件、模件体系、模件化，以及从模件的角度对
中国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独到阐释。

雷德侯开篇便说，“模件化”的解释思路得益于幼年时代玩
耍中国拼图的游戏经验，但是为了《万物》的诞生，作者经
历了长期的探索。先是1960年代在巴黎与叶利赛耶夫共同开
展对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后又于1970年代在日本参与铃木敬
研究小组受到凑信行关于中国绘画研究的启发，以及与贡布
里希的交谈，在深思熟虑之后，雷德侯教授才把“模件化”
概念提取出来，用于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与阐释。

万物拟就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兵马俑、漆器、瓷器、建筑、
印刷和绘画的创作加工，对模件体系做一番考察。本书还将
探讨所以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历史演变，以及模件体系对
特定的制造者和社会整体的意义，沿着这条线索，读者们将
会发现西方曾向中国学习模件化的生产知识，而最终要加以
讨论的，则是艺术在中国的定义。

当然，万物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也会遭受抨击。其中最主要
的争论来自书法。书中也有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商代的青
铜器工匠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掘他们的技术潜力，为什么不始
终如一的走机械复制的捷径，除审美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
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雷德侯用何种理论资源



完全是他的自由，但是中国读者的批评也持之有故，毕竟，
雷德侯的《万物》是一本解释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的书，
《万物》的译本是面向中国读者的著作，自然，它必然要经
受中国读者的检视，必然无法回避与中国古今艺术观念的碰
撞。

《万物》这本书，采用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艺术
的主要门类进行逐一考察，揭示了不同艺术门类的共同的创
作原则，庶几达到了中国艺术中最讲究一个“通”字。我们
习惯的朝代顺序、地域范围、社会背景、个人出生在这里统
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失落。

循着《万物》的思路略作琢磨，也许能够发现，许多你自以
为最熟悉不过的艺术品，其实你并不是很了解；囿于专业知
识而回避的许多方面，其实离你并不遥远。透过《万物》看
到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将多几分自然与亲切。

中国古代艺术门类的严格界限在西方学者那里并不存在，我
们在强调差异的时候，他们却在寻求共性，年深日久，机缘
凑合，内因受外力激发，就能打出和和融融的一片新天地来。
玩理论是一种时髦，中国美术史研究中能玩理论的地方很多，
也很需要玩一玩，但要想玩好，也没那么简单。

赞扬一位艺术家是为其“自然”与“天然”。或者，评论一
位艺术家捕捉生活现象就像大自然所为，是中国批评家所能
基于的最高赞赏。在西方的传统中，艺术家也以效法自然为
第一要义，但是，他们追求目标的途径却迥然不同。对中国
的艺术家来说，模仿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其制作貌
似自然造物的作品，他们更想尝试依照自然的法则进行创造，
并最终形成了全新的形态。

看起来，西方人好奇的传统根深蒂固，热衷于指明突变与变
化发生的所在。他们的意图似乎在于学会缩短创造的过程并
使之更加便捷。在一书中，这种勃勃雄心可能造成一种结果，



那便是习惯性地要求每一位艺术家以及每一件作品都能标新
立异。创造力被狭隘地定向于革新。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艺
术家们从未失去这样的眼光：大批量的制成作品也可以证实
创造力。他们相信，正如在自然界一样，万物蕴藏玄机，变
化将自然涌出。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四

读完厚厚的一本《万物简史》，我感到意犹未荆这真是一本
最打动人的科普书。

作者比尔·布莱森自称这本书是“为万物写史，为宇宙立
传”。他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
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一一收入笔
下。这是一本可以从任何一页任何一行任何一个字开始把你
吸引的书，就像是在聆听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你可以和
作者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去与达尔文、爱因斯坦、牛顿
这样的巨匠一起遨游科学的海洋，探索宇宙和世界的奥秘。
在这本书里，作者不是在陈列知识，而是用满腔热情把知识
做成工艺品，让人读来舒畅，有时忍不住要拍案叫绝。

这本书的语言风趣幽默，在读到描写哈雷这位科学家的文字
时，我一下子笑出了声。其实，类似这样的语气和描述在书
中比比皆是。“哈雷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在漫长而又多产
的生涯中，他当过船长、地图绘制员、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
皇家制币厂副厂长、皇家天文学家，是深海潜水钟的发明人。
他写过有关磁力、潮汐和行星运动方面的权威文章，还天真
地写过关于毒品的效果的文章。他发明了气象图和运算
表……他惟一没有干过的事就是发现那颗冠以他名字的彗星。
他只是承认，他在1682年见到的那颗彗星，就是别人分别
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见到的同一颗彗星。这颗彗星直
到1758年才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约16年之后。
”



类似的幽默有的时候近乎调皮（这种表达方式语文老师可不
怎么喜欢），也许正是在这样一支笔下，才有如此生动立体
的一个个科学巨人款款走来，一幅幅科学的图景才如此瑰丽
而妙不可言。

其实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它能告诉我关于地球多大
多重多老，它能抛开所谓的科学体系的划分甚至抛开科学这
个概念大一统的说事儿，它还讲了很多科学家的趣事儿，他
更加激发了我热爱科学的热情，让我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更加浓厚。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五

《万物简史》这本书向咱们展现了生命的奥妙，在这一段段
令人咋舌的文字的背面，是无数个科学家们为寻求天然真理
的支付。在阅览的过程中，我似乎跟着作者，一同在万物前
史的长河中漫游着。

书中回溯了科学史上那些巨大与美妙的时间，引用了近年来
发现的最新科学史料，简直每一个被作者描绘的事情都独特
并且惊人：世界起源于一个要用显微镜才干看得见的奇点；
全球气候变暖或许会使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地区变得愈加冰冷；
1815年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坦博士拉火山喷射，喷涌而出的
熔岩以及相伴而来的海啸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美国黄石国
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

在此之前，我也读过许多科普名著，可是它们都比不上这一
本书，我以为《万物简史》才干称得上是真实的科普类旷世
巨作。作者比尔·布莱森用诙谐幽默的写作方法，写下了一
段段精彩的文字，在阅览的过程中，咱们不像是在枯燥乏味
地阅读书中的故事，而像是在与作者对话，加入了“比
尔·布莱森游览团”跟着导游乘坐韶光机，目击了前史上巨
大的一幕幕，进行了一次异样的穿越游览。文章描绘细腻，
把每一位科学家的表面，动作描绘得分外详尽，把每一个巨



大的瞬间都用慢镜头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让我读得恋
恋不舍，最终使我们不由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要到哪里去？”我想，这应该便是作者的初衷吧！

正如作者所说：“一个星球，一次实验。”人间万物大约都
是造物者的创作吧，读了这本书，我如同置身在前史的长河
中，去领会这引人入胜的实验。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六

这些天在看一本书——《万物简史》。拿起来厚厚的书，今
天看完，他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从那里来?我们是谁?
我们到那里去"进行了解释。

这一千古命题做了精确的阐释。让我了解自己的存在是多么
的万幸，准确的说是无数个万幸成就了今天存在的我们。我
们坐在电脑旁，敲打键盘表达独特的自我的时候，我们应该
感谢我们的祖先，他们一步步的小心翼翼又谨慎的进化成就
了现在相对高尚的我们。

否则也许现在的我们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可直立又可
潜水的两栖动物呢!也感谢地球为我们提供了危险又赖以存在
和生存的空间!

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化
学家等等，为了了解和探索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曾经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么简短的一句话，一个看似
简单的公式。

在百年前，是经过了那么漫长而艰苦的实验、讨论、证实才
找到相对的真理!甚至是牺牲了生命换来的。同时对于科学家
们遗憾的是自己的科学结论往往都是在老年或过世之后才被
肯定。



万物写史，为宇宙立传。让我在惊讶了解了万物的存在和发
展，同时也让我感觉存在的不易、幸运与责任!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七

进入校长室，我的眼球被这本书吸引去了，我在想，难道这
本书是记载每个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死亡过程吗？我好奇，
决定暑假期间抽空把这本书看好。

《万物简史》的作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肯﹒威尔
伯，从整体上看，本书内容精炼而紧凑，分三大篇章，第一编
《演化中的大精神》，第二编《演化中的大精神所达到的境
界，第三编《平地》。题为"万物简史"十分宏大，令人难以
置信。然而，它恰恰陈述了它所陈诺的内容，它有着宽广的
历史跨度，从创世大爆炸直到枯竭的后现代的今天。

沿着这条路，肯﹒威尔伯采用一种简单的、让人容易接受的
对话体娓娓道来，试图弄清楚人类在物质、感情、智力、道
德、灵性上经常被困忧的一些矛盾的形式。

读完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说看过这本书的人，对死亡不再
感到恐惧。因此我对它来了兴趣，我认真地阅读这本书的简
介、作者译者、序言、目录、引言。

哦，幸运的是，这些在我看来并不怎么有用的东西，在这本
书里显得尤为生动。以下我摘录引言中的一段话：‘因此，
在过去38亿年的不同时期里，你先是讨厌氧气，后又酷爱氧
气，长过鳍、肢和漂亮的翅膀，生过蛋，用叉子般的舌头舔
过空气，曾经长得油光光、毛茸茸，住过地下，住过树上，
曾经大得像麋鹿，小的像老鼠，以及超过100万种别的东西。

乍看一下，好像是在贬低人类一样（至少我有过这种感觉，
但我不介意），但是这段话确实形象的描述了生物的进化史，
或者说是组成细胞的原子的一生。就像书里说的，也许我身



上的某一粒原子，在它那绵长的生命中，曾经是秦始皇龙袍
的组成部分也说不定。我已经看完了这本书，但我发誓在我
看过的章节中，我还记得最多的东西是出自第三部。这并不
是说别的章节不好，而是说明了人的记忆力有限。我想，第
三部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万物生灵读后感篇八

一次，一个叫小克劳奇的人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铅这种含
有剧毒的矿物质。他发现铅添加到汽油里面不仅可以让汽车
更省油，而且跑得更快。他大量生产，而生产的结果是钱倒
是赚了不少，但生产加铅汽油的工人每年也会出现大批大批
的死亡。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小道理：每一个事物都是
有两面性的，只看到一面是推断不出来它的另外一面。

你知道这个小故事是在哪里出现的吗？答案是在一本名叫
《万物简史》的书里。这本书的作者比尔·布兰森，就像导
游一样带着我游览科学的世界。

他带着我游览了浩大的宇宙。让我知道宇宙的大小无法衡量，
因为它太大了；宇宙也非常古老，古老得让我们难以极难计
算宇宙；宇宙还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千层蛋糕，最大的一层是
宇宙，下面依次是许多银河系，许多太阳系和许多星球。

他带着我进入了生物世界。让我知道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就
出现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可能
只是一个细小细胞，微微躁动一下，于是就有了生命。他说
生物世界有三类：植物、动物和细菌。细菌非常小，数量却
极多，一个普通枕头就可能有15万个细菌。

他带着我认识了很多科学家，有象爱因斯坦、达尔文、牛顿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还有埃文斯、牧师霍尔丹等好
多没有听说过的科学家。他们为探索地球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比如霍尔父子，为了探索海洋，连生命危险都不曾考虑。



看完这本书，这次科学之旅就结束了，我发现原来科学就发
生在我们身边，其实它并不神秘，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去
研究，总有新的发现。作者总是说人类是幸运的。是呀，宇
宙很大，人很渺小，但在宇宙的太阳系中，目前只发现地球
是最适合人类生存。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