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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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生活的艺术章节读后感篇一

读完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一书后，我的灵魂很舒服地
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然陶醉于土地上时，
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天堂一般。

在林语堂那里，享受人生，不拘一格，不管物质的还是精神
的都同等重要，抑或根本就不分哪是物质哪是精神，而
是“心物合一”、“灵肉一体”。这种打破物质和精神的二
分法，从而给感性、理性以更合乎人性的界定的看法，奠下
了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底色。在林语堂看来，中庸哲学的近情
是基于个人主义内涵的。正是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情感，才
是判断取舍的重要依据，而集体脾性和民族性格则是由各个
个人的情感汇聚形成的。天才并非像中世纪神学的“灵魂”
那样一个神话实物，而仅仅是一个比喻；国家天才不过是它
的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天才的作用不过是在
国家危急时的选择与取舍倾向，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
在林语堂那里，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就是近情精
神。近情的国家将生活在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在快
乐之中，近情的生活是享受快乐的生活。近情精神是中国所
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礼物。在西方人，凡是只须合于
健全逻辑的，便认为是很充足的，但在中国人虽然在逻辑上
已是很对时，也还不能认为很充足，同时还须求其近于人情，
作为士大夫一族的林先生学贯中西，着述颇丰。他的文字舒
缓而有灵心，幽默而不乏睿智，平和而充满深情，浅显而深



藏着哲思。他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引领着我们从迷茫中走出来，
以旷达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淡漠之心去对待名利，以火热
般的情感去拥抱生活。他是文学家，是哲学家，是思想家，
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他从哲学和艺术的高度俯视生活，以
平常之心体悟生活。在他看来，人一旦追寻生活的意义，追
求人生完美的理想，就会失去生活的快乐。他说：“我们不
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
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
的人生，是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
”这是否要我们放弃理想和追求呢？非也！依愚之见，理想
和追求必须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快乐原则的，换言之，理想与
追求必须是在“好玩之心”的驱使下，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实
现的。

生活的艺术章节读后感篇二

不想干活，想保持一份慵懒的心情，就像这些天偷闲般囫囵
吞枣似的浏览完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脑子里一片空
白。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现象，每次读完一本书，总是要
发好长的呆。尤其是一本能说到你心坎的书的时候。哎，选
书如选人，对于不能说到心坎的书，自己也是断然不会从书
堆中拣起来。就像这本书，记得初中的时侯，从一个同学家
里偶然阅读了作者写的《苏东坡传》，竟给了自己莫大的人
生指导，仿佛看到一盏明灯，在穿越了遥远的时代，那光芒
照耀在自己的身上依旧温暖如故，伴随那清越的声音，每当
自己困顿颓丧害怕卷曲成一团的时候，总能想到一个人曾经
不卑不亢不盈不虚的生活在这个美丽又黑暗的世界。用自己
的从容，淡定，微笑，还有容纳着山与水，荣与衰，生与死
的胸怀，舞蹈着一个丰满、优雅而美丽的灵魂。

我们总是寄望于从万万千千的书中找寻到那么一位作者，去
与他交换灵魂的契约，从而得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认同感，就
如那幅常常映在我脑海中的山水画，一片飘渺雾茫的空旷，
远处几处青黛的淡淡山影，从月光下往下望，一叶扁舟上两



个孤独的人影，仿佛一个正是来自古代的知己、智者，一个
正是观者自己，这样的景又怎么不让人沉醉，又怎么不让人
砰然心碎。

然而这终究是本更适合老人的哲学，也正如别人所评论的，
隐约间也能端倪出一丝小资的情怀。而我本性中终究还是有
一些不安分的脾性，有想享受闲适的心情，却没享受闲适的
命。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份不安分的躁动来自何处。有人说，
男人象茶，二十岁的时候象雨花茶，至真至纯，色味清香;三
十岁的男人是碧螺春茶，去除了浮躁又保持了香味，风格别
具。而我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可能真的是除了一身躁味就
没有什么了吧!呜呼哀哉!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
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
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
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
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

生活的艺术章节读后感篇三

我的理解很多时候过于浅薄、不够开阔。比如对禅的理解，
总是以为它是高深、书面、不可言传的。但是很少会想到，
将禅的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用它指导人的内心，也可以
过简单、自由、平衡的生活。

再形象点来说，人们存在的精神焦虑、心性空虚、痛苦执着、
情绪愤怒、心无所住、梦想实现、心灵平和、情感专一、残
缺、完美……诸多人生万象所呈现出的问题是非，都可以借用
“禅”的精神去实践，以此获得安慰与智慧，从而简单、诚
实的面对生活。



“毕竟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通的，禅、极简、生活也是如此。
”这句话来自日本的枡野俊明，他做庭院设计，也过禅僧生
活，他介于两种身份之间，并将其作为每日的修行，从而确
定自己对生活美学与人生价值的理解与观点。

他将这种理解与观点融入到了一本合集里：《禅与极简生活
的艺术》。它与我读的其他禅学和极简方面的书有所不同。

这本书将二者巧妙的融合贯通，以干练、简洁、通俗的语言，
加入生活、工作、精神、物质的案例，给人以指导和引领，
真正的.做到了融会贯通。

他说“禅的生活，就是极简的生活；极简的生活，就是禅的
生活”。它们之间有某种极其相通的地方，比如它可以帮我
们获得自由、心静、从容、简单、智慧的美好。只不过禅的
概念更为深远、更宽广。

书的开篇，作者明确的谈到，“禅、极简，都不是抵抗物质，
对抗生活，而是要理性、理性、再理性看待物质、欲望、过
平衡的生活。禅和极简，代表的都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生活
的艺术、生活的态度，是一种美好生活方式的核心”。

这无疑也符合我对生活的态度、人事的方式、物质的取向、
精神的追求及人生价值观的崇尚。在我看来，我们活着的目
的，不是为了获得物质的升级、权贵的攀附、名利的攫取，
更多的是为了解决生命层级的问题，达到禅学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不是空中楼阁般难以触碰，而是随时都在你我
身边，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它不分身份阶层、年龄
大小、学识高低、财富多少……只要你有意识潜移默化的渗
透到生活里、并加以实践、训练，它就能指导你的内心、你
的生活。让生活得到净化，从而让本体达到自然清净的快乐，
也让生活达到自然清净的快乐。



这些方式的运用，就如同作者枡野俊明在给社会上层人士
做“禅宗庭院”设计时，为了体现“空无一物的空间”，尽
可能的消除多余的物品，最终只在庭院中摆放数块石头。从
而达到“极简”的意味。

生活的艺术章节读后感篇四

有幸看到了《简单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我似乎找到了原因
和化繁为简的方法。

人生随着阅历的增加，经历的多了，有些是财富，更多的东
西可能是垃圾。没有定期进行头脑的清理，脑袋也会被垃圾
阻塞。就如同买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它们占据了你的空间，
导致屋子一团糟。我们的头脑，每天接收无数的信息、如果
不能及时清理，也会占据大脑空间，形成大脑效率下降。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抛弃旧有的不断的买买买的生活、
不断的存入大脑的方式，我们要走上简单生活的道路。应该
是从观念、思维、行动、言行上进行一次革命。

一直以来，我们被各种励志的故事包围，被各种成功人士的
故事激励着，我们被各种高大上的物质刺激着，被别人的镜
头吸引着。似乎，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让我们满足，才是幸
福的生活。可是，我们自己却无比的焦虑，似乎永远无法满
足，是贪婪还是我们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我们被物品包
围，被琐事包裹，被生活消耗，被焦虑环绕，似乎一只拉磨
的驴子，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努力地去生活、去工作、去追
逐，但是却距离幸福原来越远。

改变迫在眉睫，我们要勇敢的说不！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幸
福！

我们要放下对外界的执念，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探索自
身的需求，发现自己，成就自己。幸福只是一种感觉，是自



己的一种内心感受。当自己被满足以后，自然会觉得开心和
满足。我们要去发现自己、愉悦自己，我们的头脑、思维、
生活环境、物品等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才能获得自身的满
足。

这边书的出现，像是一股清风吹来，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
来，复杂生活并非我们的本意，幸福的真谛在于简化生活、
腾出空间、沉淀内心。通过清醒地自我认识，挣脱物质的束
缚，探索精神的自由，最终抵达内心的安宁和富足。

我们一直在追逐，把精力放在追求外在的认可上；我们把时
间花费在购物、保管、维护、丢弃物品上。仔细想想，我们
一直都在被别人的眼光所累、被物品所累，把自己折腾得疲
惫不堪。

摆脱多余的累赘，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有意义。

不经意间，我们的步调慢了下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眼前所
做的事情，与家人好友共度时光，全心全意地投入吃饭、散
步、看电影这些美好的事情，按适合自己的节奏生活。

简单生活还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物质领域的超脱能
带来人际关系领域的解脱。

如果一个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很强，其实意味着他是一个缺
乏安全感、内心脆弱的人。

相反，如果能够摆脱对外在、物品的依恋，达到比较高的精
神自足境界，那么你对他人的需求就会减少，在索取和付出
之间更容易取得平衡，彼此的关系也更融洽。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囤积物，如果不懂得
适时舍弃，心灵也将被事、物淤塞。



从在校学习到参加工作，从单身到结婚，从小孩呱呱坠地到
离家求学，每一个阶段的转变，都是一次清空自我、重新出
发的宝贵机会。

一旦从琐事和物质中超脱出来，每到一处“驿站”，我们都
更能主动地卸下不再需要的事、物，找回因为扮演好学生、
好父母、好子女的角色而丧失的内心的轻盈和广阔。

生活的艺术章节读后感篇五

之前上初中的时候读过林语堂的《中国人》（《吾国与吾
民》），最近又读了他写的《生活的艺术》。看书名就知道
林语堂老先生是个幽默旷达的人。因为此书当年在美国也以
英文出版，所以书中介绍了中国的许多文化和生活方式。我
对他关于中国人悠闲生活的描写记忆尤深。书中提到几个十
分舒适的生活方式：安卧眠床，坐在椅中，谈话，茶和交友
等等。老先生十分推崇自然乐天的生活方式，并对西方过于
严苛古板的生活方式提出批评，比如过于讲究效率，纪律。
最终老先生还是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近乎人情人性，是
最高档的生活方式。

其实读完了书，我觉得非常矛盾，甚至有些难以接受林老先
生的观点。我的矛盾是这样的：我非常希望自己也生活在那
样的悠闲自得的状态当中，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拥有这种理
想的生活方式，可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可能的。老先生笔下
的中国哲学虽然处处充满着高于西方的优越感，但其实这种
格调与如今的时代现实格格不入。如果在一千年前，我是可
以理解这种轻松愉快的哲学。因为中华的帝国无可匹敌，全
球第一，所以我们自然有些自己的优越感，并诞生一种享受
生活的哲学。但后来的事实是，我们在这种优越和清闲当中
无可挽回的落后了，世界文明变成了西方中心。这本书出版
于1937年，书中提到美国非常紧绷的工作压力，和中国人怡
然自得的.生活状态的对比。然而反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情况恰巧反了过来。看来无论哪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阶段，都是清闲不得的。

林老先生最喜欢的哲学家是陶渊明，认为陶渊明是最高智慧
的生活方式的典型。在我看来，这也仅仅是一个完美的理想
和少数幸运儿的幸运。谁不想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呢？但我无
法料想自己被放入一个清幽的深山老林之后能快活多久，恬
淡的生活并不能带来持久的意义，我无法相信自己可以维持
这样的一个神仙般的日子直至终老。想想迈克尔杰克逊家财
万贯时修建了自己的梦幻庄园，然而他并无法在自己的音乐
事业消退之后继续享受自己的乐园生活，反而问题重重。在
我看来，中国的很多古代哲学，都存在着消极避世的倾向，
我非常认为这是我们文化的一大软肋，而非所谓的淡泊名利
与世无争自在快活。再怎么看也有点犬儒主义的意味。

我更多的看到一种阿q的幽默，圆融，隐忍，缺乏崇高感的现
实主义，依仗厚重文明撑腰的些许狂妄。林老先生喜欢的脚
搭在写字台或茶几上的自在已经在西方随处可见，然而发达
与秩序在中国却依然在缓慢建立。抽烟饮酒在他看来是一种
极乐享受和真性情的体现，但是拿烟头烫桌子却略显迂腐。
在我看来，严谨秩序古板的西方哲学在现今是值得推崇的，
也许多年以后中国跻身发达国家以后再拾起这种悠闲哲学也
不迟，到时，我们更会连同中华文明的复兴一起幸福的生活
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