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 给青年的十二封
信读后感(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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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一

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第一封就是关于读书。正处于
青年的人们，有大好的青春时光，可以去尽情的读书。不断
的积累不断的。当然，书是读不尽的，知识也是永远学不完
的，但是要想成为终身学习的人，那就要不断的去读书。读
书也应该读经典，从兴趣出发。

这十二封信，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朱光潜心中的青年应该
有什么样的品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十二封信，也
是朱光潜的思想的一部分。

除了这十二封信，后半部分就是关于朱光潜的美学。这大概
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学，我曾经以为是深奥的，但是读完朱光
潜讲的美学，觉得美学就存在于我们生活中，可以从最简单
的身边入手。由浅及深，不断向美学深处迈进。

朱光潜也算是递进来讲的，从美学到创造到游戏到复制，带
你去一点一点了解这个深奥的学说，最后再回归生活。

我很喜欢最后谈美学的一章。我们生存于极速的时代，但是
从未想过慢下来。希望我们也能慢一点，停下来，看看周围
的时间，处处都是美。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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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三

全书是朱光潜先生以朋友名义写给全国青年的十二封信，话
题宽泛随意，生活气息浓厚，亲切自然。

“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作
者对于现代青年的毛病，曾这样慨乎言之。

朱先生希望青年早早养成读书的习惯，才能永生受用。因为
读书“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用不会寻出的。凡人
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
那样兴味淋漓了。”

但是年青人有个好处，他知道自己的兴趣指向，可以在兴趣
这条路上或跋涉或飞奔，慨然向前。

“烦恼究竟是一种暮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
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我只觉得
忧来无方，不担人莫之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
谓哲学与人生观！”“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
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

当然，愁源多种多样，像现在许多同龄人那种没愁楞喊愁，
事事都称愁的态度，纯属扯淡了。像屈原那种愁，虽不能说
是应该鼓励的，却只叫人怜悯，继而产生爱国和做人的力量
了。

“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
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

是的，像小孩子那样，用一双无知幻想的眼睛看待周围的人、



物和事，也会生出无穷乐趣，纵然这种乐趣在成年人严重极
其无聊，然而独慰己心不已足够了吗！昨晚，一同学误把闪
盘认作打火机，另一同学说：“你把闪盘插到电脑上，盘后
面就会冒火，成打火机了。”我就说：“然后，电脑就轰地
飞到天上了，‘神七’就发射了。”后来，想到一首歌《星
星点灯》，想必是星星的一角上挂着一个喷火的电脑，成所
谓的“星星点灯”了。自己想，自己笑，心里觉得很有趣。

“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必都能领略静中趣味，而能领
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闲。在百忙中，在尘世喧嚷中，
你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烁，
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这就是忙中静趣。”

在这个社会，你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你的同学有30来岁的
老同志，又有比你小两岁的比较年轻的同学，然而现实却是
这样：“围着你的全是肤浅顽劣虚伪酷毒，你只有两种应付
办法：你只有和它冲突，要不然，就和它妥洽。在现时这种
状况之下，冲突就是烦恼，妥洽就是堕落。无论走哪一条路，
结果都是悲剧。”

我希望真正有值得烦恼的事的烦恼的人最终都能冲突出烦恼，
而那些无愁生非的卑贱小人都绝迹就好！

“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
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
是‘领略’，是‘培养生机’。”

学习到底是倾向于兴趣还是囿于现在的专业，死死抠一些自
己本不在行，本不在意的东西？

对于自杀，朱先生说：“前几天听见一位国学家投河的消息，
和朋友们谈，大家都觉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间有
许多事项得有几分傻气的人才能去做。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
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绝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



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仁胜于义，问心
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
活。”

我是赞同以情感指引生活的，情感跟理智可以并存，但是情
感会深入人心，使人终为真正的人，使生活终为真正的人的
生活。

“舞台上的悲剧生于冲突之得解决，而人生的悲剧则多生于
冲突之不得解决。”文章之术在知遗漏，生活也要知所遗漏。
正如“长枪短戟，用各不同，但精其一，已足制胜，汝才有
偏向，姑发展其所长，不必广心搏骛也。”

我理解的是，人要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兼容并包，在泛
的基础上钻研专业成为小专家。像我，在杂看文学书的基础
上，着重看中国近代作家沈从文的作品，成为广博塔的塔
尖——沈从文研究专家，我的远大理想。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四

我国教育与西方教育不同的一点就是，只强调五讲四美，不
讲怎么去实现完整、独立的自我。事实上义务教育背诵的关
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理论，恰好背道而驰
了。 知乎上有个精彩的例子，讲的是一个211大学生目前就
读金融，但有机会转入材料学。在他的父母看来材料学有利
于目前他的一个前景。

真的非常喜感，要是人类有机会回到原始社会，材料学或许
值得转。

不知道后来这个大学生转了没有，问题他明摆着喜欢金融，
却还在认真思考转系。因为体制内的父母给了他太大影响，
我主张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但并不意味着天性不会被遏
制——种瓜得瓜的前提是有水和阳光等。 再说一个触动我几



年的例子，那就是我的挚友尚真。 尚真是我接触浅显的心理
学之后，唯一发现的一个自我人格完整的现实个体。她在很
多同学看来虽然是不谙世事的，但后来只有她拿到了500
强offer。

学生时代她没有被压抑天性，即使她讲过关于双亲的一些微
词，在我看来倒像是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有被干涉学习或者
太多感情、思考方式，造就了她完整的人格。

她是唯一一个会就人生三观问题与我探讨的人，不同于其他
人的茫然，她已经基于很大的价值观在思考自己的对错得失
了。

可以做出自己的决策，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格里程碑。高考过
后，天才少女尚真毅然选择了天津财经大学，而没有去那些
听起来很唬人的大学。这也是我最欣赏她的一点了，包括当
年分文理，她理科实在是好，却选了文。 就像前阵子的电影
《无问西东》里吴岭澜一样，尚真思考生命的真实感。不同
于浮躁的同龄人，她一直认真的去想我在讲什么，虽然蒙田
的一生只有一个知己的理论并不是很可信，但高山流水确实
是让人愉悦的。

人总说三观不同没法沟通，其实包容要基于彼此的思考，如
果两个人都在思考，那么即使三观不甚相同，也可以促膝长
谈。这就是我一个坚定的仇韩人士和韩星粉尚真和平相处的
原因。 思考是建立健全自我人格的重要途径。 基于朱光潜
先生的论调，这篇浅显的文章里姑且把负面人格状态分
为“绝世”与“绝我”两种状态。深山里的农民自然不会去
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就是“绝我”;梵高也不会去关心隔壁邻
居少女的感情，这就是“绝世”。去切断某一条联系，即使
人格一开始清澈，久了也会因为单一的境地而浑浊。那么我
们凡人不可能久居大山抑或把自己关在画室，单一的联系不
足以支撑人的社会职能。



不绝世，不绝我，才是完整的人格。现在的社会一如1925年，
“类我”思想还是根深蒂固，读书的看不起经商的，经商的
看不起读书的，大概就是这意思。 所以温和派退出历史舞台
之后，90后这一代依旧被类我思想影响着，过度被干涉、父
母的类我思想作祟，认为下一代应该也按自己的想法去走。
这和混乱的新文化运动年代是一样悲哀的。

“如今中国弊端就在在学者不言学，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
抛弃分内事而空谈爱国。结果学废工弛，而国也就不能救好，
这是显然的事实。恽先生从中国历史证明读书无用，也颇令
人怀疑。法国革命单是丹东、罗伯斯比尔的功劳，而卢梭、
伏尔泰没有影响吗?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实现。辛亥
革命还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这是大家应该承认
的。”(摘自《给青少年的十二封信》论十字街头) 有感于独
立人格的缺乏与治学的衰败，我所见的这一代，大多数都浑
浑噩噩，讲起学问来，一问三不知。殊不知，人类能走到今
天，哲学与文艺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莫说什么百无一用，
文艺复兴时也有人这么讲。 若是这样云里雾里的一直追着唯
物，迟早与野兽无异!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五

朱光潜对朋友写下的十二封信中，都能看出作者是一个终身
愿与青年为友的人。在第五封信"谈十字街头"中，作者提
出“习俗是守旧的，而社会则需实施翻新，才能增长滋大，
所以习俗有时时打破的必要。"青年人需要创新来推进时代的
发展，若墨守成规，那便止步不前。社会的发展需要驱动力，
就如门锁在生锈时也需加一些润滑油。爱因斯坦曾经说
过“在科学上，每一条道路都应该走一走。发现一条走不通
的道路，就是对于科学的一大贡献。”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
有的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静态的事物，那么一切
都将是可变的，可以富有创造的。如果永远不愿意跨出那第
一步，那么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在第七封“谈升学与选课”的信中，“至少在大学头一二年
中，你须得尽力多选功课，所谓多选功课，自然也有一个限
制，贪多而不务得，也是一种毛病。我是说，在您的精力时
间可能范围以内，你须极力求多方面的发展。” 选课这一个
话题与我们息息相关。我认为大学生在选课时应该选自己感
兴趣的功课，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每次在选课前，我
都会十分谨慎和纠结。我考虑的是机会成本如何最大化。课
程种类繁多，深思慎取才是上策。但具体的方法还得根据不
同的人，我不敢胡乱指点。

在第十二封“谈人生与我”的信中引用了《无言之美》：我
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
面看来，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
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
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
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
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
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
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
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我认为拼搏努力的人
生才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呆板无趣的生活与机器人的
麻木的工作又有什么区别呢?反反复复的，同样的工作只会让
我们觉得枯燥乏味，也会拉低工作效率。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每个人在岔路口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虽没有作者想的那么深远，却只知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去走，
它只是属于你自己的。为了不留遗憾，我愿用自己的努力奋
斗换取那快慰。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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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直觉时的特质。”

居然可以这么分类，还是，就应该这么分类？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七

在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中，其中有十二谈，分别为谈读
书、谈动、谈静、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谈十字街头、谈多
元宇宙、谈升学与选课、谈作文、谈情与理、谈摆脱、谈在
卢浮宫所得的一个感想、谈人生与我。

在谈读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别的事都可以学时
髦，唯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我认为这句话无论是放
在从前还是现在，都是合适的。社会中有很多流行文化，但
我们不能盲目跟风。我们应该多读有用之书，找寻读书的价
值，人生的价值。

动静结合，乃为平衡之理。谈动与谈静都有其特色。在谈动
中，是围绕闲愁来讲。愁生于郁，郁由于静止，而求泄的方
法在动。里面讲到，要想消除闲愁就应该多活动活动。在谈
静中，谈到人生境界。作为青年，要学会静，要多在静中领
略些趣味，这有利于求学处事。

对于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当中有一句话“救国读书不可偏
废。”这让我想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要注重实
践，不可空谈，将学习与社会相结合。然后对于谈十字街头，
我认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十字街头时，我们要保持冷静，从
容抉择。

谈多元宇宙，听上去像物理学那样深奥，其实实际上并非如
此。简单来说，每个领域，每项专业，甚至个人，它们的宇
宙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不能笼统地用某个词汇去衡量其价值
标准。我很喜欢里面一句话“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
为纵欲辩护。”

接下来是谈升学与选课，作者认为是大学还远远不够，选校
应该以有无诚恳、和爱的空气为准，而选课更应注重个人的
享受。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因为在学习中开心快乐才最重



要。在谈作文中，我了解到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
写生。真正学作文，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须勤做描写
文和记叙文。

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也离不开情感。只有理智的生活是索然
无味的，只有情感的世界是过分冲动的。比如说孝不只是一
种义务，更是出于情感。这便是我对谈情与理的理解。陶渊
明做澎泽令，不愿束带见督邮向县吏说：“我岂能为五斗米
折腰向乡里小儿！”他摆脱禄位以行吾心所安。人人都想从
某些东西中摆脱，但若人人都摆脱不开，生命便成了悲剧，
这便是谈摆脱后的感想。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家兴。作为青年，任重道远。

文档为doc格式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八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
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
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
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
恶习惯引诱。

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
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
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
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
节，便会萎谢。

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
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
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
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



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
惟有读书做学问不能学时髦。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像煞有介事
的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
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
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
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
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
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读给青年的一封信有感篇九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一生有多部美学创
作和译作，对我国的美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开明书
店1929年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他的第一部著作，
作品是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针对当时国内青年、学生在人生
道路上的种种迷茫、彷徨、苦闷以书信方式撰写的。它由夏
丐尊的序、十二封信、两篇附录、一篇代跋组成，文体舒缓，
娓娓道来，对文学、人生、升学、审美以及情理等多个问题，
做了深入的探讨。作品篇幅较小，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巨大
的，一版再版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朱光潜也成为了广大青年
的朋友，《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可以说是朱光潜的奠基作。
这本书不仅对当时青年有重要意义，对我们当代青年知识分
子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读了这本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亲切，整部作品朱先生都是
以朋友的口吻和读者平等对话，信中以“你”为对象写，读
时感觉像一位朋友正在与我轻松对话，每封信署名“你的朋
友”让人备感亲切与真诚。并且作者在阐明问题时不是站在
高处谈大道理而是走近读者举出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读者谈文
艺谈人生，这种方式是读者最喜欢，也最容易被读者接
受。“谈读书”他告诉了我们读书的'重要性和怎样读书，他
没有告诉我们必须读哪些书而是举出自己爱看的书和读书的



经验指导读者自己选择书籍。在第七封信“谈升学与选课”
时作者又结合自己在高等师范学校选国文课的经验，说明选
课要符合自己的兴趣。“谈摆脱”是说要懂得舍弃，但不仅
是舍弃而是有取舍的舍弃。其中举了“禾”、“禹”，他们
都是作者的朋友，也就是说作者完全把自己摆在和青年们平
等的位置上将心比心的谈这些事。“谈人生与我”信中作者
剖析了自己的人生观，让读者触摸作者的心灵，拉近了读者
与作者的距离，这种仿佛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方式真的让人
很放松，不会因为他是大家就让人觉得他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反而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