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生智慧读后感 人生的智慧读后感
(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人生智慧读后感篇一

最近入手了叔本华一套书，包括《关于意欲和表象的世界》、
《附录和补遗》（卷一卷二），其中《附录和补遗》里面的
《人生的智慧》我是单独拿出来先阅读的，它是叔本华的代
表作之一，既然单独阅读，那就单独写一下读后感。

《人生的智慧》阅读难度并不大，不像一般的哲学著作语句
很晦涩，有很多专业术语。这一方面是叔本华写的好，能深
入浅出，另一方面是韦启昌老师翻译的好。如果有朋友想读
一下，建议也是看韦启昌老师翻译的这本，比较经典。

《人生的智慧》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鸡汤文，确实，现在
心灵鸡汤太多了，多的让人已经感到麻木，而《人生的智慧》
不是鸡汤，没有浮夸的故事，是一本哲学书，并且它最大的
优点是适合各个年龄段尤其适合年轻人和没有哲学理论基础
的人读的书，毕竟大部分的哲学书语句都太过于晦涩，而本
书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这让它的受众群体范围扩大了很多。
本书放弃了形而上和道德的审视角度，采用的完全是形而下
的意义，教导我们如何才能有幸福的生活。

叔本华把人所处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主体和客体。主体即
作为人的部分，客体即作为外在事物和境遇的部分。他认为
同一个外在事物或境遇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哪怕
人们所处的环境相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因为



决定因素在于主体。他从“人的自身、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
（财产等）、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名誉、地位和名
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决定我们幸福指数的
是我们自身之内的原因，而不是自身之外。也就是说这个人
自身的内在素质（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决定了一
个人的一生幸福指数，其它的都是间接影响因素不起主要作
用，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多彩、持续最为长久的乐趣是精神
思想上的乐趣，而非物质、名誉或其它。

针对人所拥有的财产，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人的
天然的和迫切的需要，这类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让人
痛苦，例如食品和食物；第二类是天然的但不是迫切的，那
就是满足性欲的需要，要满足这类需要就已经相对困难一些；
第三类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迫切的，那就是对奢侈、排
场、铺张和辉煌的追求，这些需要没有止境，要满足这些需
求亦是非常困难。叔本华认为一个人在拥有财产方面能否得
到满足，并不由某一绝对数量的财产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某
一相对数量，亦即由这个人所期待得到的财产和他已经实际
拥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这一点很好理解，一万块钱
给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月只有五千元薪水的工薪阶层带来的
幸福指数明显不同。事实上，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根源就在于
我们不断试图推高我们的期望，但同时其它妨碍我们达成期
望的条件因素却保持不变。因此，客观理性的给我们对于财
产的愿望界定一个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实中非常困难，
因为财富犹如海水，喝得越多就越口渴。

我们所展现的表象，也就是我们的存在在他人心中的样子，
通常都被我们过分看重，我们应该要抑制这一人性的弱点，
尽量减低我们对待别人意见的敏感程度，无论是受到这些意
见的奉承还是伤害，都应如此，因为这两者其实是悬挂在同
一根线上，否则，我们就只能成为别人看法和意见的奴隶。
因此，正确评估自身的价值和看待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我
们的幸福大有裨益。只有当别人的看法对某事某物产生了影
响，并因此会使我们的自身改变的时候，别人的这些看法才



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每个人首先并确实是活在自身的皮囊里，
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见解之中，一个真正珍视自己价值的人面
对侮辱、诋毁都会淡然处之。

叔本华是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位宗师级的哲学家，尼采称他
为“我的伟大哲学老师“，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如今我确
信叔本华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并不代
表他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只是把世界的真相剥离出来
指给我们看，指导我们怎么去规避人生的痛苦和无聊，幸福
的过完这一生。肉眼可见的一切都作为可见性而存在，一切
事物都是意志的可见性，而只有意志才是世界的现实。痛苦
才是人生的本质，在叔本华看来，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
而只是没有痛苦。

读懂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就能感觉到他的思想其
实是透过“悲观”的表象去“乐观”的看待这个世界，既然
注定会遇到痛苦的事情，明白了所有该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
那么积极的接受这一切，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不失为一
种更好的方式。尼采说：“凡是不能消灭我的，必使我更强
大”这句话，用在这里刚刚好。

以此，纪念《人生的智慧》第一遍阅读。

人生智慧读后感篇二

花了一天的.时间，拜读了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敬佩不
已。现在欣赏到大师级的文字、音乐，常常由衷的发出敬佩
的感受。人类的感情中，嫉妒是很普遍的，罗素说过，女人
对世界上所有其他女人都有可能产生嫉妒，男人则通常对同
行的男人产生嫉妒；幸好，上帝还赋予了人类另外一种高尚
的感情，那就是敬佩。希望自己能够多发展敬佩这种感情，
也许将来会有时间和意愿去欣赏艺术、美术、雕塑之类的内
容，但就目前而言，书籍、文字可能是最容易得到，内涵也
最丰富的艺术形式。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常被叔本华的比喻引得忍俊不住，虽
然这本书完成的时代在叔本华的后半生，但在这本书中，叔
本华常常表现的像个自负的孩子，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异常热
烈的表示支持，用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个人的生活作了最好的
注解。举几个让人非常耳目一新的见解：

痛苦和无聊是人生幸福的两个死敌。每当人们远离其中的一
个，就靠近了另外一个；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与对无聊
的感受能力成反比。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热衷程度，与他智
力的平庸和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
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理性的人们追求的不是快乐，而是没有痛
苦。亦即：所有的快乐，其本质是否定的；而所有的痛苦，
其本质确实肯定的。举个例子，哪怕你平常生活的90％都是
顺利的，你很少感受到这些顺利给你带来的快乐，即使有，
也只是转瞬即逝；但只要有些微的痛苦，比如说牙疼、损失
少许钱财，这个痛苦都会时时的拜会你，给你带来深刻的印
象。因此，快乐只是表象，无法持久，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
的，世上人们都去追求快乐，感官上的，情欲上的，权利上
的，但殊不知，只有痛苦是持久的。因此，与其追求快乐，
不如避开痛苦。

独处的好处，一个人只有感知能力非常丰富，对别人的依赖
性很少，才能从独处中自得其乐，而独处对于天才而言，则
更是必需的部分。一个无法忍受，无法从独处中获得快乐的
人，其思想和智力，都是贫乏的，是这世上大多数庸俗的人
的一部分。想想你可以避开的哪些俗不可耐的人，你一定会
好好享受独处的好处。

哲学家，是探索人类灵魂的先行者，是人类思想文明的开拓
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被当时所理
解，但最终真理就是真理，即使过了几百年，也会被重新认
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在当代就被大家赞扬的杰出人物，



往往死后会被遗忘。因为天才就是引领人类的火把和旗帜，
他们永远前行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人生智慧读后感篇三

有人把叔本华归入悲观主义哲学家的范畴，但他的悲观多来
自于对世界更理性的审视，他用他的痛苦经历去凝结智慧。

他并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成为巨商去贸易和赚钱，并没有
延续家族的商业辉煌，然而让其父亲也没有料到的是，其思
想遗产比经商所能创造力和影响程度更为巨大，绵延了几个
世纪，成为了现代唯意志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创始人。一生未
婚，无子无女。就像他自己所说”谁要是像我那样孤独的过
了一辈子，自然更懂得孤身上路的种种滋味“。

多时候，在人群中，我们都不确信自己拥有什么突出的才能，
因而会试图为自己添加各种标签，但当我们远离人群，安静
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确信自我的存在，能够真正通过自我思
考获取成长。这或许就是选择孤独的收获，或许在这样的环
境下更容易看明白自己。

人一旦有了欲望，为了实现这个欲望，一直就会迫使理性为
自己进行策划，于是，人的全部身心也就陷入了“痛苦”之
中。什么叫“幸福”？叔本华认为，人的欲望被满足的那一
个刹那就是幸福。如果第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欲
望还没被设想出来，那时人就陷入了“无聊”的状态之中。
一旦这个人的第二个欲望产生出来，他就重新陷入了精神的
痛苦之中，他的理性又忙于为实现他的第二个欲望而筹划。
所以，叔本华说，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
动。

在追求快乐幸福的过程中，必然衍生出痛苦和无聊，无聊的
人归因于肤浅，而智者体验更多的痛苦，。所以，你所知道
的痛并快乐着并非你所知道的痛并快乐着，对于肤浅之人来



说他们是对立着的两回事，中庸之人觉得两者关系式辩证的，
而睿智之人认为他们是一码事。

人生智慧读后感篇四

说心里话，哲学书对我而言太深奥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购
买这类书，因为读不懂。

人生的智慧，这五个字吸引我决定读一下，而这是第二次阅
读。第一次泛泛地读了，毫无收获。

于是决定再次读一遍。应该坦诚地说，这一次读后，有了一
点点的感悟。

一、纵观全书，叔本华的关于人生的智慧的哲学思想充满了
哲理和美，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真理可以耐心等待，因为
真理是永存的。

叔本华在书的开章，就解释了何为人生的智慧：“如何尽量
称心、愉快地度过一生这样一门艺术。”也既是人生如何获
得幸福。

书中用六章阐述了人生的基本划分、人的自身、人所拥有的
财产、人所展现的表象、建议和格言以及人生的各个阶段。

作者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将人生得到的好处分为
三个部分——外在之物，人的灵魂，人的身体。作者用这个
观点逐一论述了人的一生中获得幸福快乐的途径和关键。

二、这本书让我明白，对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和关键作用的，
是人的主体获得的好处：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快乐的
性情、愉悦的感官和健康良好的体魄。仔细想想，确实有道
理。没有好的身体，谈何快乐？没有愉悦的感官又如何感觉
到快乐呢！



所以，我们应该将身体的健康重视起来，而不是年轻时忽略
身体、透支身体，年老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没有机会后
悔。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人获得幸福快乐的智慧最重要的一
点是在关注现在和计划将来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明白这
个世界上或许只有得到教诲才会感到快乐。所以，得到教诲
就是学习和接受新知识和新的思想，也只有学习才会让人感
觉到无尽的快乐，也就是精神上的获得才是永恒的和真正的！

人生智慧读后感篇五

最近再次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受益非浅。这本书有点
心灵鸡汤的味道，但依旧不影响到它的经典。它所讨论的事
情与我们的世俗生活很接近，如健康、财富、名声等。许多
生活中的困惑，经叔本华深刻而透彻的讨论之后变得清晰简
明。

近一年来对原先感兴趣的事提不起兴趣，对生活不再积极乐
观。对工作也失去热情。不断从外界找原因，却忘记从内部
探寻。而今天看到叔本华所写，才恍然大悟。他写道：我们
从我们自己那里汲取的快乐远比从我们周遭所获得的要多更
多。最高级的、最多样的、最持久的快乐是那些思想上的快
乐。而思想上的快乐，主要源于思想的力量。

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是最快乐、幸福的？恋爱时和另
一半一起在地里摘西红柿，一边欣赏美丽的晚霞。在泰国时
和朋友们一起旅行，坐在皮卡上肆无忌惮的高声唱歌嬉笑。
元旦联欢会时和学生们一起跳舞、游戏。大学时，周末在图
书馆阅读的一个下午。高一时，在课堂上心无旁骛的听课。
还有安静的夜晚写出一篇好文章的时候。

他人会带给我快乐，但并不稳定，也不容易达成，需要天时、
地利、人合。但思想上的快乐却相反，不需要别人的配合，



独自一人就可以实现。无论你是有钱还是没钱，是身处要职
还是处于底层，只要你打开书，静下心来去读，就能有所收
获。

他还写道：人类幸福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也是唯一要
素——是他的内在的构成，他心灵的构造。因为这是个人感
觉、欲望和想法引发的内心的满意或不满的直接源头；从另
一方面，他周遭的环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媒介或者是一种间
接的影响。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欲望不满足
就痛苦，满足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
我总认为是环境的改变导致现在的倦怠状态。但仔细分析下
来却不是这样的。大概是因为当初所设下的目标大部分达成
了，下一个人生阶段又尚未来到。长远目标过于遥远，近期
目标没有设立。《人生的智慧》是又一本看得废寝忘食的书。
作者叔本华，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主义
创始人。书中，作者以优雅的文体和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
己对人生的看法，也是沉寂多年的叔本华在晚年的成名作。
这本书涉及健康、财富、名声、荣誉、待人接物等与我们世
俗生活至为接近的事情，语言很通俗，但却有其难以抗拒的
魅力，让人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思想跟着作者走。同时本书
也以形而下的角度向世人阐述了幸福论。

伊比鸠鲁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三类：天然且迫切的需要、天然
的非迫切的需要、非天然非迫切的需要。第一类如食品、衣
物，最后一类如奢侈、排场等。然而，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或
许是排在后面的需要。人性中还有一点，得不到的都是最好
的。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在于我们不断试图提高我们的
要求。提高要求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得不到的真的就那么
好吗？适当的给欲望做减法，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或许并非
坏事。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有句话，扰乱人们的不是客
观事情，而是人们对客观事情的见解。眼前的事物无论好坏，
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人对它的认识多半取决于自己的主观看
法。相比纠结于各种得到的得不到、甘心的不甘心的而导致
不快乐，能够拥有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



健康良好的体魄本身就是人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幸福生活
的关键。

然而，生活在现实中，人们不可避免的想要争取名声或名誉。
叔本华认为，名声和名誉是一对孪生兄弟。名誉是可朽的，
但名声是不朽的。名誉尾随别人对我们的了解，而不会超越
此界线。但名声却与此相反，它走在别人对我们的了解之前，
并把名誉也带到了名声抵达之处。每个人都能获得名誉，但
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名声。因为名声的获得只能通过做出行动
业绩或创作思想性的作品。做出行动业绩需要一颗伟大的心，
而创作巨著需要拥有非凡的头脑。行动业绩会通过记忆传达
给后世，而作品除非缺失了某部分，大多以自身原来的样子
留传下来。作品的形成不依赖机会，它们只靠创作者本人。
只要作品还存在，它就以原来的样子而存在。然而，我们会
发现，很多好的作品都在作者暮年甚至历经数世之后才被人
欣赏、开始流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只有时间能带给
我们为数不多的真正具备能力的评判员。当然，书中也提到，
现实中不排除虚假的、名不副实的名声。

关于独处、思想和孤独，书中写道，一个人逃避、忍受或喜
欢独处是和这个人自身具备的价值成比例的。因为在独处的
时候人才会感受到自己的自身。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会
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
感受到自己的丰富思想。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
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促使人们投身于社会
交往的，是他们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因为通过与同一类人
的接触，他们才能获得最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意义上，叔本
华把平庸之辈比喻为俄罗斯兽角乐器，而把有丰富思想头脑
的人比作钢琴。每只兽角乐器只能发出一个单音，把所需的
兽角恰当地凑在一起才能吹奏音乐。而钢琴本身就是一个小
型乐队，更适合独奏。即使它真的需要跟别人合作演奏，那
它也常作为主音存在。如果一个人自身既伟大又丰富，那么
这个人就能享受到在这一贫乏的世上所能寻觅得到的最快活
的状态。



书中露骨的写出了一些常人明白但不会轻易表达出来的人性
的弱点。如，书中引用歌德的话，优秀人物很少被人发现，
他们能够获得人们的承认和赏识就更是稀奇的事情。我们给
别人荣誉的同时，也就降低了我们自己。因而叔本华总结为，
人们除了智力的不足，还有一种道德上的劣性，那就是嫉妒。
一般而言，名誉会得到人们公正的评判，它也不会受到嫉妒
的攻击，但获得名声只能经过与嫉妒的一番恶斗，并且，月
桂花环是由那些绝非公正的裁判员所组成的裁判庭颁发授予
的。如此观点看似悲观，但经受过生活、人性考验的人或许
会有共鸣。所以，对此部分的理解见仁见智吧。

对于现在和将来，叔本华认为人生智慧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关
注现在和计划将来这两者之间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永远不
要忘记：现在才是唯一真实和确切的；相比之下，将来的发
展几乎总是与我们的设想有所不同，甚至过去也与我们对过
去的回想有所出入。总的来说，不管将来还是过去，都不是
表面看上去的那么重要。距离相隔远了，物体在人的视觉里
就缩小了，但却在头脑思想里放大了。只有现时才是真正的
和现实的。不要由于在过去我们的希望落空现在就变得忧郁
寡欢，或者为了将来操心伤身以致败坏现时。由于懊恼过去
和操劳将来而拒绝美好的现在时光或任意糟蹋它，是彻头彻
尾的愚蠢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