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设计美学读后感(汇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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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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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美学读后感篇一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是他的
学生根据他在海德堡大学的讲课记录和教学提纲整理而成的，
也是他的艺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黑格尔给美所下的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黑
格尔看来美源自绝对理念，使美具有了客观精神性。绝对理
念的发展是必然的，美的产生发展也就是必然的。

艺术美与自然美孰优孰劣，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美是远远高
于自然美的。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蕴含着
精神与理念的心灵比自然现象高多少，艺术美相对于自然美
就优越多少。艺术美才是真正的美，艺术美的优越性是黑格
尔重要的观点。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艺术，只要是真正的
追求美就应该是孕育着理念的，是表达心灵的，只有这样的
美，也只有传达此类情感的艺术才是有生命力的。

美是承载理念的，美食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一元论的美
学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美学研究是艺术哲
学的研究，而研究艺术与科学?宗教等是不同的，它是感情的
载体，是传达精神?传达理念的桥梁。心灵的东西才是最高的。
艺术家的地位是直接关涉他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心灵和灵魂的
深度?广度与厚度。这其中就涉及到最高形式的真实――“理
念”，艺术作品揭露心灵实质是在表现理念，艺术作品表现
理念的程度同时也决定了其影响和地位。艺术的目的在于表



现理念，而艺术的直接后果则在于产生美感，着煤矸石同国
外在实现，通过感性存在显现出来的理念。艺术作品是诉诸
于感性掌握的，而理念显现在现实中也绝不是简单融合，而
是蕴含着外来的或内部的?感性的知觉或想象等多方面的内容。
黑格尔谈到美的对象时说，美的对象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有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
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不只是为它
们的统一体。”只有囊括了这两个方面的美，即只有显现了
理念的美才是真美。

而自然是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自然美较之于艺术美等
蕴含着理念的美来说也是浅显的。理念与体现概念的结合有
不同层次，只有这二者的统一直接在感性的实在的显现中存
在，理念才成为美的理念。而自然作为理念浅近的显现，它
是具有一定缺陷的。自然美是个别事物的美，它不能像艺术
美那样表达无限自由?永恒，因而具有内在性?依存性和局限
性的缺陷。

第一在理念初级显现为自然的个别事物，这些直接显现着的
事物的各内在方面的因素依然仅仅是内在的。动植物延续生
命的过程和它们美的显现，都没有承载灵魂，显现在外面的
都不是真正的生命，而是低生命一级的各种构造，他们只有
在自身以内才是有生命力的。人是较高一级的，他可以通过
皮肤等显现他的生命力与力气，但是也只是一种遮盖，在对
灵魂生活?情欲?情感的'显现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缺陷。

第二，这种个别事物的存在还有依存性。这些个别事物虽然
是注入理念，但是这种直接注入的理念也不是自由自觉的，
在它同外在世界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时，他是依赖着这些关
系的：动植物的生存依赖着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它们的生
活方式?生活习惯及整个延续生命的方式态度都会受到影响；
人的肉体存在也是在这些外在环境的约束下进行的，虽然人
具有意识，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人类的良好
发展也是不得不受制于自然规律。人类心灵的存在也不是孤



立的，他的各种感触也是直接受启于外在世界的人与事，单
纯的身体方面的生活目的和心灵方面的生活目的，在自己成
为旁人手段为他人服务和满足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合乎
于自己的心意，这是依赖着社会的关系网的。

第三，因为自然是直接的个别化的客观存在，所以它又具有
局限性。每一个自然存在，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因其是个
体个别化的，所以相对于完美的理念而言是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的，它们显现为一种不完满的。

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区别是艺术与精神的区别，黑格尔称艺术
美为“理想”，这种理想是在自然里找不到的，这种承载理
念的艺术是形式和内容?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高度统一。理
想是绝对真实的，而自然本身是不真实的，所以艺术是一种
创造，一种对心灵的还原。它不脱离自然，同时艺术也不是
生糙的自然，而是心灵的创造。艺术美是灌注了心灵与生气，
融汇了理念的一种较高的显现，所以艺术美是克服了自然美
的种种缺陷，是一种完美的存在。“理想是本身完满的美，
而自然则是不完满的美。”“在自然界本来是消逝无常的东
西，艺术却使它有永恒性；就这个意义来说，艺术也是征服
了自然。”

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美与自然美时他贬低自然美，只是认为这
种没有充分体现理想的美不能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他不否
认自然美存在的事实，同时，对于自然美的一些抽象形式诸
如正气一律?平衡堆成?符合规律?和谐等都是不否认的，甚至
他不否认自然美本质也是精神的，也是理念的显现，只不过
是理念最浅的显现罢了。

“美食理念的感性显现”及“艺术美高于自然美”是《美学》
中黑格尔的两个重要观点。

从某种角度而言，自然美可以说是艺术美的母亲，和营养的
源泉，黑格尔批判自然美，推崇艺术美，一方面和他自己对



于美学本体论的认识相矛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于自然
美的认知局限。

总的来说，黑格尔的《美学》从美学史的角度探研了美学发
展的伟大历史宏图，也开创了系统研究美学的先河，但是从
对美学本质分析显然是不到位而有所欠缺的。

设计美学读后感篇二

我发现黑格尔的《美学》是很难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学是
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其辩证法出发的。这套体
系极端抽象和艰晦，而且有很多矛盾和漏洞。抽象艰晦的思
想体系就必然表达于抽象艰晦的语言，黑格尔所用的并不是
一般德国人所习用的语言。读他的书的时候有好几次差点放
弃。但是难懂并不等于不可懂。后来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了。

首先黑格尔是从哲学的高度，也就是科学的最高层次来研究
美学的，他认为不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艺术的标准就是不
充实和缺乏说服力的。他在“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一节
中，首先将自然美排除在了他的美学研究范围之外，就是因
为纯自然的东西排在一起，没有经过人心灵的体验，其内容
是机械的，相互间也不存在比较的标准。但是他还是就自然
美和艺术美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
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
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高多少”。
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产生高于自然美的艺术感受，但是由
于人的各方面修养层次的不同，这种艺术感受是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的。自然的东西美不美，必须经过心灵的感知和加工，
才可能具有美的含义，只有人具有这种加工的能力，因此也
就只有人才能创造和感知艺术美。他认为摹仿的作品只有正
确与否，但无所谓美，因为它不是心灵的产品，没有实质的
内容。有人说，那些仿冒艺术真品非常逼真的赝品，就其摹
仿的功底和效果来说，也可以称为艺术作品，但是从黑格尔
的观点来看，这些赝品只是一种“制造”，而不是“创造”，



因此从艺术的角度说，它们是进不了艺术的殿堂的。

黑格尔关于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也有着很多的看法：黑格尔给
美所下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黑格尔看来美
源自绝对理念，使美具有了客观精神性。绝对理念的发展是
必然的，美的产生、发展也就是必然的。艺术美与自然美孰
优孰劣，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美是远远高于自然美的。因为
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蕴含着精神与理念的心灵
比自然现象高多少，艺术美相对于自然美就优越多少。艺术
美才是真正的美，艺术美的优越性是黑格尔重要的观点。任
何时期，任何类型的艺术，只要是真正的追求美就应该是蕴
育着理念的，是表达心灵的，只有这样的美，也只有传达此
类情感的艺术才是有生命力的。美是承载理念的，美是理念
的感性显现。

设计美学读后感篇三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是
他的学生根据他在海德堡大学的讲课记录和教学提纲整理而
成的，也是他的艺术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美学》第一卷中一共有两个重要观点：“美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及“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笔者想从这两个角度谈谈
自己的看法。

首先黑格尔给美所下定义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
里的理念，显然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idea)不是完全
相同的概念:在古希腊哲学概念中，所谓理念是指人的认知对
事物共相的认知，是建立在人能够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之上
的，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具有“绝对精神”和“绝对理
念”的概念，在他看来美源自“绝对理念”，使美具有了客
观精神性。“绝对理念”的发展是必然的，美的产生、发展
也就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绝对理念”其本质便是客观唯心主义
思想，承认在人的认识能力之上具有一种类似于上帝般的超
越人类认识的，不动不灭的绝对规律，而这种绝对规律受到
人的认知感受所形成的审美愉悦，便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也便就是美。

相比较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古希腊“真善美”和
中国传统儒家“美是仁”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黑格
尔在探寻所谓什么是美的时候，不再借助于伦理学范畴的概
念，把美提炼出成了高于生活的生活的产物。

将美感的源头剥离出生活，才有可能不受污染的去分析什么
才是美的真正本质，不然当我们看俄国人的美学，就会不由
自主地将美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认为符合生活样式的
就是美的，反之则为不美。看古希腊哲学和儒家哲学则会随
意地将伦理学的道德判断“善”和“仁”凌驾在“美本身”
之上，将一种审美判断异化为道德判断。

黑格尔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才会去将美与客观可认知的
事物相剥离，从而产生了一种凌驾于各种伦理道德、各种认
识局限之上的美学感受。这样子去研究“美本身”，自然可
以不受干扰和污染，但是也显然会让对美的研究陷入误区。

前文说了，黑格尔认为美源于“绝对理念”，因此天然存在，
不动不灭。由此产生的美学定义，其实涉及了“美本身”的
关键性课题，即“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黑格尔显
然选择将美定义成了一种绝对存在的客观真理——具有永恒
性的规律，而通过人的感性浮现。

设计美学读后感篇四

“空”，是中国美学意识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它集道家智慧
于大成，展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精华。



“空”，指的是物质上的“空”，却映射出精神上的“繁”。
“空”不是空虚，而是空灵。外表的空旷匮乏，并不代表着
意境的空。我国的传统国画，仅寥寥几笔，便勾勒出图画的
神貌。第一眼看去，好似画作并没有什么内容，显得有点空
旷单薄。细看，便会被其中淡雅的意境所吸引，心思也会随
着那淡淡的笔墨飘进那素净之地，达到精神的满足。不同于
欧洲那种浓墨重彩的油画，用各种艳丽的颜色吸引住你的眼
球。中国的国画是以空淡之灵慢慢化进人的内心，让灵气丰
盈人的身体。

“空”是有灵气的。仿佛一只跃动的精灵，清新脱俗，不染
尘气。“空”的美学强调用心灵去感知万物，用心去顺应自
然的发展。“空”与“灵”，有空才有灵。唯有将尘世中的
执念扫空，才会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之灵气。灵气，方为
人之魅力所在。不为过去而烦恼，不为未来而忧愁，活好自
己的每一天，对人世间的万物都有着自己的判断，即使看破
了红尘，也要装作看不破，用积极与真诚对待人生。这样的
人，才是有灵气之人。

“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已经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
的`内心，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当代，我们仍能在现实
生活中时不时地追寻到“空”的印迹。苏州园林，即
是“空”中显“灵”的一个典型代表。一方水乡，一片聚落，
纵横交错的水路网承载着空灵的气息，氤氲着每一位苏州人
的内心，展现出苏州大地的神奇与美丽。苏州园林错落有致
地点缀在苏州这片土地上，循着那缓缓的流水，穿过一条寻
常的巷陌，苏州园林总是在不经意间映入你的眼帘。苏州园
林并不像宫殿那样富丽堂皇，它有的，只不过是几间清新淡
雅的书房，几池清澈见底的湖水，或是一座低矮的假山。漫
步其中，在这空旷的园林里，你自会发现蕴含其中的无限魅
力。一汪清池，承载的是苏州人骨子里的柔情与细腻。一座
假山，耸立的是苏州人不屈与刚正的风骨。不仅是苏州园林，
在中华大地上每一处都蕴含着“空”背后的“灵”，都散发
出中华民族背后的灵性之美。



“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色，映射出中华民族独特
的“灵”的风韵。从中华民族对于美学的审视，便可推知中
华民族的性情与风骨。中华民族是兼具柔情与刚毅的民族，
散发出沉淀了五千年的文化气息。“空”与“灵”一直扎根
于我们华夏人的内心，从未消逝过。

设计美学读后感篇五

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似乎进入了它的沉寂期。美学著作的
出版量或许有没有减少，但是人们对于美学真理的信念却薄
淡了。最近读到阎国忠教授的新著《朱光潜美学思想及其理
论体系》，感触很多。

我学美学多年，头脑中逐渐形成了两句话：一句是：审美无
争辩。另一句是：美学无是非。对第一句话，尽管可能遭到
非议，但我仍认为它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其真理性在于，审
美虽无争辩，但美学却必须争辩。而且重要的是，美学的争
辩须建立在审美的无争辩基础之上。这就是审美的无争辩与
美学的争辩之间的辩证法。第二句话说的是事实：数学中的
错误太容易证明了。而在美学中，即使是错误也总是有道理
的。这件事本身不啻对美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的一个测度。
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对推进美学的科学程度作出了贡献
的美学家往往特别尊敬。朱光潜是其中的卓越者之一。在我
心目中，朱光潜作为一个中国美学家，最大特点就是对于美
学真理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当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对于美学中
的真理绝望的时候，当传统美学被认为已经陷入迷误，中国
学者在美学中看到了一堆博学的垃圾并且惊呼美制造白痴、
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对于一生孜孜不倦研究美学的朱光潜
的学术生涯和理论遗产的回顾和总结，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于
美学研究者的一个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朱光潜美学思想
及其理论体系》一书的出版，确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
对现当代中国美学的反思是中国美学走向未来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环节，朱光潜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
一个缩影，朱光潜的学术道路本身就是一笔精神财富。在这



个意义上，朱光潜不仅是一座横跨古今、勾通中外的桥梁，
而且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座桥梁。

这部30万言的研究和介绍朱光潜美学历程的著作让人感到了
它的沉甸甸的分量。朱光潜可以说是一位其一生除了美学几
乎就等于零的学者。照理说，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评述，似
乎并不困难。其实不然，因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发展是中国
现当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中国美
学科学的开拓者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准确、
细致的梳理和概括，充分肯定了朱光潜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建
设中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地位，而且还在于它清晰地呈现和
勾画了朱光潜美学追求中的建构、转型、反思和重构的反复
过程，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在朱光潜美学道路中
的重大意义。本书对朱光潜的介绍，事实上等于从一个重要
的侧面勾勒了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从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
到，在美学研究中比在任何其他研究领域中都更容易受到文
化环境的影响乃至干扰。即使是一个真诚的美学家，要想在
各种各样的批评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不断地纠正错误，是多
么困难。朱光潜受到的不仅仅是正确的批评，而且还受到了
以无可置疑地正确的面貌出现的错误批评。本书为我们描述
的，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美学家，也不是一个一贯正确的美
学家，而是一个具有足够理论勇气的不屈不挠的美学家。

美学研究比任何其他学术领域都更难达成共识，也更难避免
理论失误。在这个领域中，即使是伟大的睿智者，错误也再
所难免。被纠正的很可能不是错误，进步有时也许就是倒退，
正确的东西也可能被作错误的运用，这些在美学中决非罕见。
因此，在对朱光潜的评述中曲意逢迎和为尊者讳对美学研究
毫无益处。本书作者严格把握了这一准则。这里仅举一例：
朱光潜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物甲物乙说。这一观点有其重要
的理论价值。至今我仍看不出它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之处，因此也不认为需要引证马克思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朱
光潜却引证了马克思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论断：最美的音乐对
于不能欣赏的耳朵就没有意义，就不是对象。在他看来，马



克思的这句话支持了他的观点：最美的音乐（物甲），如果
没有能够欣赏它的耳朵（主观条件），也不能转化成美的形象
（物乙）。但是现在我们不难发现，这段话恰恰不能证明这
一点。这句话能够说明的只是，如果没有主观条件，最美的
音乐（物乙）也能变成物甲，就是说，不存在物乙。本书如
实描述了这件事，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看起来，这里涉
及的问题属于细枝末节，其实也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著作的问题。

我看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