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
读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感(汇总8

篇)
在发言稿中，我们可以运用修辞手法、情感表达等技巧，以
增强演讲的效果和吸引力。发言稿的语气可以根据情境和目
的选择恰当的语气，例如正式、亲切、幽默等，以增加影响
力和亲和力。接下来是一些优秀发言稿的摘录，可以帮助大
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发言技巧。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一

初闻美学，我以为它代表着无比高深的玄学，亦或仅仅是创
造美术作品的技艺。读完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后，
我发现美学是一门美化人精神世界的学问，趣味盎然，又耐
人寻味。

读朱光潜这部书，不妨先看最后一封信：《谈人生与我》。
其中，作者谈了两种自己看待人生的态度：把自己摆在前台，
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或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
看旁人在那装腔作势。在前台，作者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
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一样，因为作者认为当人把自己看得
比他人他物更重，则不免要痛苦，所以作者就不苛求生活的
准确目的，而是把生活当作生活的目的。这样活着，活得洒
脱，活出了美感。作者更偏爱在后台，欣赏各不相同的人生
悲喜剧，就像是看图画，看小说，可以体味生活的趣味。也
许朱光潜正是用后一种视角，写出其余十一封信，透过现象
看本质，让美学“活”起来。

在《谈多元宇宙》中，作者对美术（美学）阐释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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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标准价值，而美术也自有其宇宙，它是以“为美术而言美



术”为信条，美术不能用道德来衡量。定义中，美学如此的
空虚，好似摆在高高象牙塔上的神秘文物，朱光潜就此在
《谈十字街头》中进行议论：从前士大夫好清高，追求与世
绝缘，但难免空疏虚伪，于是近代哲学与文艺力求与现实接
触，将它们流布人间，以便雅俗共赏，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
含义，有极大的真理，威康·莫里斯、托尔斯泰、爱迪生都
有艺术民众化等类似见解。但今人常忘记十字街头流为俗化
的一面：易学经过流俗化后，结果乃为街头摆摊卖卜的江湖
客。同样类比于美学，作者因而提出建议：要时时戒备十字
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

在讲完美学的定义及学习美学的注意事项后，作者开始具体
写施助于人们心灵的美学。在《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中，
朱先生根据当时“读书讲道德无用，一切青年必须加入战线
去革命”与“整顿学风，学生不应参加运动闹事”两派意见，
分析出中国人过重的蜂子孵蛆心理，更倡导“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凡事应记住“君子求诸己”，而这两句金
玉良言何尝不是种处事之美！在《谈作文》中，通过写福楼
拜三个月推敲出一句文章；托尔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尼娜》
前反复增删，多次把誊好的稿子又改得千疮百孔，朱先生告
诉我们要让文章上升为美，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废，需要不计
成败，艰苦卓绝的努力。能做到的人，想必除取得的成就外，
拥有的更是超乎常人的美丽心灵。《谈升学与选课》一文，
离我们学生很近。当时社会上和现在类似，有留学热，有文
凭方面“资格迷”，更有学业方面只谈专门、谈专业研究的
人。作者鄙视那些徒有虚名的冒牌大学，更不愿意和开口闭
口只谈专门的`书呆子交谈。作者认为学问要能博大而后能精
深，“博学守约”更是至理名言。对于文凭热，我认为不妨
读作者《谈摆脱》与《谈在卢浮宫所得的一个感想》，学会
摆脱无用的累赘，学会取舍，方便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人们
不应一味追求“超效率”，更应静下心，有像古人“匠气”
那样可贵的执着，有“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般的付出。
我相信这种精神也在美学范畴中。



朱先生曾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
丰富的生活”，而艺术中就有美学的影子。读过朱先生《给
青年十二封信》，我发现要让人心灵变得充实与高贵，只需将
“美”融进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为我们精神活动的风格。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二

有感而发吧，我看了这本书后，总想写点什么。

好像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也同大部分青年一样浑浑噩噩的生
活着，粗陋肤浅高谈阔论，有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干些什么；
或许我有目标，但又因为某些因素而未能实现。我们都觉得
自己努力了，奋斗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差了
很多，还有很多能做的更好。

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太贪容易，太
肤浅粗俗，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他说的没错，这简
直是我们青少年的通病！

我是该好好反省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真正把握好每一分
每一秒。

我学东西，是贪容易；在有问题时，从众心理太大；做事情
时，虎头蛇尾；大多数时间，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可是却
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这就是太浮躁吧。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都
应该读一读这12封信。

而现代人更多的只是不重基础，说些不切实际的话，做些毫
无意义的事。

也许我们是该想想，不脚踏实地，怎能仰望天空？

我应该打好基础，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而不要成天空想，玩



乐。

我“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
勿随世俗图近利。要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赏一般人索嗤
笑的呆气和想象，能景仰不计成败的坚苦卓绝的努力。”

希望有些有志青年能够好好看看这本书，看看我的这篇文章，
看看自己的人生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三

家里书不少，没统计过，也许不到万册。对于单身狗，大部
分的积蓄是给了书店了，而且有个爱好，喜欢的书非要买了
读着才带劲。曾在图书馆工作，却没借过一本书，因为我读
书必在书上做笔记标注，借的书好像和别人家男人说话似的，
寒暄几句就走开了。读书离不了铅笔，所以非买无法细读。

看到此征文，一直落不下笔。房子各个角落摞得书。近期看
的书也非一册，有时一本书看到一半，突然心情改变，又换
读另外一本了。有的书甚至不舍得读完收尾，就留着点好像
那份思考就一直在延续。没读完可不可以落笔写读后感呢，
只能是赖着觉得可以的。

推荐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什么写给青年，因
为儿童少年以动觉身体发展，与人认知为主，读书也重要，
但是就不似青年那般重要。青年到了思维的高度成熟度，青
年人的大脑高度运转，伴随着美丽青春激情，做凡事都很美
好的时期，也是读书最美的时期，所以作者给青年说。不是
少年，中年其他。可惜我中年才认真读到。

第一封信关于读书。作者说，书店图书馆数不清的书，可以
选出来值得反复读的可能就十来本，而且不要听信名人推荐
书单，就像听别人安排选食材吃饭一般，你自己最知道自己



的身体和大脑，他在好奇什么，想知道什么，喜欢什么，需
要什么，要你自己探索。抄近路捷径那不是路。读完第一封
信，我叹息我自己家里还存着很多不值得收藏的书，就是读
这封信读晚了。

第二封信谈动。情绪烦扰是一种暮气，年轻人应该精神昂扬
活泼。那么青年为什么总是受情绪动心之苦，是修炼不够，
毕竟年少经事少，事情来了知道多少哲理名言都挡不住。闲
愁最苦，要生活就要动，要发展，要创造，而不要不舒畅，
不要抑郁着。

第三封信谈静。如果只是躁动，人就心浮气躁。还要懂得静，
那么这个静不是躲避不是懒惰不是无所事事，是心境空灵，
闹中取静，静下来才更能感受生活中的情感和美感。

第四封信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总想着激越的参与运动，不
如走到民间，君子求诸己。一副自己思想更新，是未来高知
的样子，张口闭口改革和运动，端着知识架子，那还谈何革
命。

第五封信谈十字街头。走到民间，可是十字街头有很多腐败
剂，流俗江湖客，还需耐得寂寞，心静如水。习俗总爱守旧，
沉滞顽劣的。借用原文一句“我们要敢于叫嚣扰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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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封信谈多元宇宙。人生是多方面的，甲宇宙不能去衡量
乙宇宙，中国社会推重“道德宇宙”，可是真正圣人很少，
多少人靠着道德要优越、回报和权力。而且“道德宇宙”不
是人生唯一宇宙，比如还有“科学宇宙”，但绝对真理难得;
还有“艺术宇宙”，完美作家寥寥;还有“恋爱宇宙”，当恋
爱宇宙和道德宇宙发生冲突，社会会按道德宇宙标准，恋爱
宇宙服从道德宇宙而变就不是纯恋爱了，所以真恋爱非常少，
很多只是放纵任性。



当然这篇读后感远不及作者的文章深度。朱光潜文章每一句
话都是深意满满，每一句话都够丰富过现在一整篇的网络短
文。留待剩下六封信给读者自己找到来读，但是朱光潜，还
有老舍的一些书我是用来治疗自己的，每当心性烦乱，读几
页他们的书，整个呼吸都顺畅了，不知道作家如何高尚到可
以让文字有如此神力，真的让人敬仰。把这本书留作案头书
经常洗涤一下内心吧。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四

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每一封信都令人嚼味，每封信都
会给人带来新的感受。下面就我对本书的《谈读书》的章节
谈谈我的想法。

朱光潜先生在第一封信中侧重谈及读书兴趣的培养以及选择
性读书的问题，并推荐了很多书目让我们来阅读。我自身对
读书是有一种能拖就拖的想法的，但是谈读书里的第一段就
给了我当头一棒，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还是我没有决心。有
了决心，那么很多事情就自然得多了，有了决心，那么你就
会把读书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有了决心，那么你就能每天
坚持了。

书中写到读书的重要性，而读书在现代似乎更偏向于上学时，
人们所读的教科书的内容。现代青年的生活充满着无形和有
形的各种诱惑：手机、电脑、平板......网络充斥着我们的
生活。越来越多的青年沉迷网络游戏之中，如果能够静下心
来，抽点时间，读读自己感兴趣的好书，对自己的修养也会
得到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读什么书的问题。现在读书是很
方便快捷的，手机在手随时随地便可阅读。但现在网络上充
斥着是各种没有营养的垃圾书籍，就像野草般，嚼之有劲，
而食之无味，更无法下咽，纯属浪费时间。所以，正如书中
所说“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
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



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另外，书中教我们的
关于读书的方法也是非常受用的。第一，凡是值得读的.书至
少需读两遍。第一遍应快读，着眼在了解全篇大旨与特色。
第二遍应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
本书，应用笔记录纲要、精彩部分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
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对我们现在的
青年朋友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教我们看待人生的方法，引
领我们进入美学的世界，是很一本青年朋友们都不应该错过
的书！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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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可以这么分类，还是，就应该这么分类？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六

有感而发吧，我看了这本书后，总想写点什么。

好像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也同大部分青年一样浑浑噩噩的生
活着，粗陋肤浅高谈阔论，有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干些什么;
或许我有目标，但又因为某些因素而未能实现。我们都觉得
自己努力了，奋斗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还差了
很多，还有很多能做的更好。

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太贪容易，太肤
浅粗俗，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他说的没错，这简直是



我们青少年的通病!

我是该好好反省自己，该如何去做，才能真正把握好每一分
每一秒。我学东西，是贪容易;在有问题时，从众心理太大;
做事情时，虎头蛇尾;大多数时间，慌慌张张，急急忙忙，可
是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这就是太浮躁吧。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
都应该读一读这12封信。

我应该打好基础，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而不要成天空想，玩
乐。

我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
随世俗图近利。要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赏一般人索嗤笑
的'呆气和想象，能景仰不计成败的坚苦卓绝的努力。

希望有些有志青年能够好好看看这本书，看看我的这篇文章，
看看自己的人生。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七

本书是朱光潜先生在旅欧期间写给国内青年朋友的十二封信，
信中所说多为青年们所关心的事项，如读书、修身、作文、
社会运动、恋爱、哲理，凡此种种。自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
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得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
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最
主要的目的是“愿对于现在的青年，多些力量！”

朱光潜先生在书中对于当时的各种风气做了很透彻的判断也
以此为基础给青年提出了更问明智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不仅
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对于现在的我也同样感触颇深受益颇多，
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在不断的反思自我，反思现在的教育，
反思现在的社会，在这种内省中我获取了一种精神上的力量。
下面我就把让我感触颇深的观点、句子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在绪论中有一段关于“超效率”的解读，进一步加深了
我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事的理解和对自我学生学
习状态的反思和行进。““超效率”这话在于急功近利的世
人看来，也许要惊人太高踏的论调了，但是一味亟于效率，
结果就会流于浅薄粗疏、无可救药。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
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功利的目标：娶妻
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
了做官，不称入基督教的为基督徒而成为“吃基督教”的，
不称投身国事的军士为军人而称为“吃皇粮”的，流弊所至
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是实用，因之，就什
么都肤浅。试就学校教育的现状看吧：坏的呢，教师的目的
在于地位、薪水，学生的目的在于文凭资格；较好的呢，教
师想把学生嵌入某种预定的铸型中去，学生想怎么毕业后去
问世谋事。在真正的教育面前，总之都免不掉浅薄粗疏。效
率原是要顾的但是只顾效率，究竟是蠢事。青年为国家社会
的未来，如果不从根本上培养能力，凡事近利，一味的袭踏
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也只能是“一
蟹只如一蟹”而已……”对比下现在的情况，你会发现在一
定的程度上这种浅薄粗疏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
状况下人人尤其是学生变得更加的浮躁，在急功近利中流于
浅薄粗疏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在大学生的一种通病，我们的教
师经常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
代”的感概，所以至此不仅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内涵更要学会
内省，内省自己作为学生是不是浮躁、是不是浅薄粗疏，如
果自己确实很浅薄、浮躁，我有应该怎么去反思自我，这是
个问题。我希望所以看到可这段话的朋友都能真正的面对这
个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把自己撕碎并进一步重组。

而作为现代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更不能局限
于教给学生很多的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教给学生在纷繁的事物
面前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受诱惑管束自我的毅力，不追求
所谓的“超效率”而急功近利放弃思考。培养学生思考的能
力，在思考中内省、在思考中明事理、在思考中进步。



三、“站在十字街头的人们，尤其是青年，要时时戒备十字
街头的危险，要时时回首瞻顾象牙之塔，而不至于因十字街
头的叫嚣、十字街头的尘粪、十字街头的挤眉弄眼、十字街
头的诱惑而流于俗化、迷失自我……”所以青年，无论你在
十字街头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出于什么样的状态，都不要轻
易的改变自我。一种社会最可怕的不是民众肤浅顽劣，它最
可怕的是没有在肤浅顽劣的环境中能坚守自我，不肤浅、不
卑劣的人，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反对的声音更需要坚守自我、
保持清醒的人。同时这也是语文教育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境
界――教书育人。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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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可以这么分类，还是，就应该这么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