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旅行的艺术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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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一

一直以来，旅行对我来说，尽管也经常被某些场景的壮观、
美丽等震撼和惊叹，但总体说来，还是感觉苍白和无聊，缺
乏一种理念支撑的意境去感觉和感受。《旅行的艺术》看完
后，相信基本填补了此认知方面的缺陷。

旅行的一个失败是：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
力就迫不及待的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接纳到的信息会
变得杂乱无章而缺乏价值。因此，必要的知识储备是很重要
的。

现实中的世界是有的是有生命的，如动物，植物等，具有灵
性。放下自身的成见，设想用动物的眼光看看这个世界，并
辗转切换于人类和自然界的视角，也许不快乐的源泉正来自
我们用单一的视角看世界。一个没有活动能力的物体仍然能
对他周遭的事物产生影响，含蓄地唤起我们的德性。有的是
无生命的，如山川、河流、海洋、沙漠、建筑物等。壮阔景
观的雄伟和力量有其象征意义，去了悟自身的局限是十分有
效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流变中感到焦虑和愤
怒，不只是自然，就连生活本身也是不堪忍受的重压。如果
我们用更长的时间与他们相伴，他们会帮助我们心服口服的
接受那些无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恼的事情，并接受我们最终将
化为尘土这一事实。还有一类，人类科技的产物，如汽车、
火车、轮船、飞机等，能带来另类体验和造就别样风景。



旅行中，保持好奇心以及对公众、家人的善心，通过对异国
他乡中特有的动物、植物、建筑物、壮观的风景，甚至家乡
少有的湛蓝的天空、清澈的空气、鲜艳的色彩等的对比观察，
会因此别有情调而心情舒畅。在细微处中，如果注意到观看、
注视、拥有之间的差别，运用系统和结构的分析并感受，更
会获益匪浅。有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有人则是化神奇为
腐朽，前者寥寥而后者众多。

人类情绪受制于一种僵硬和不宽容的逻辑，眼前的风景凭他
们自身的力量不能保证我们能畅享快乐或倍感凄然。幸福构
成的关键因素并非是物质的或审美的，而永远是心理上的。
自身的调整和旅伴相处的良好交流，将会提高旅行的舒适和
质量。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二

在旅游艺术方面，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旅游和旅游
研究可以加深世界对幸福的体验，而幸福的程度与旅游艺术
密切相关。

它不同于人们的眼睛。对一些人来说，旅行是一种身体运动。
你的所见所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来这里。重要的是说
话。风景的意义就在你的嘴里。

如果旅行的初始阶段是功能性的，那么高级阶段是技术性的。
有些人用眼睛旅行，眼睛里满是风景或精美的艺术品。”两
岸青山相对，风帆迎面而来，“有人用脚旅行，总有挑战或
征服的乐趣。”我要到灵觉堂去看看所有的小山，“有些人
用耳朵和鼻子旅行，他们感受到的世界是柔和的鸟鸣和怡人
的香味。”当花儿的空气吹来，你知道它突然变得温暖起来，
喜鹊的声音穿透树木，就像新的阳光一样。风景的价值在于
你的头脑。

如果旅行的高级水平是技术，那么更高的水平是艺术。旅行



是一种集中的生活。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各样的人相遇，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呈现出许多的心情，从而确认他们的
真爱和快乐。因此，旅游艺术就是要内化功能，提升技术，
把它变成一种艺术旅游、一种精神旅游、一种身心融合的旅
游。带着一颗童心，你可以了解这个陌生的世界，让你的梦
想在蓝天白云之间飞翔。高晓松说：“生活不仅仅是生活在
你面前/有诗有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世界/不顾一切地寻找大海。
”旅行的艺术将回归旅行的初衷，重新认识世界，欣赏世界，
寻找“那片海”。

每个人都在寻找心中的“海”。在这种未知的体验中，他们
终于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从而在混乱的生活
中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清晰和睿智。”“你和我需
要把远处的每一扇门都关上/找到我们自己的门/我们自己的
人，”胡德夫说，走最远的路，坚持走最近的心。这样，每
一次散步都有自己的发现，每一个风景都有自己的故事，每
一个画面都有自己的情感，能在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使风
景有它的灵魂和芬芳。可见，在艺术的旅行中，情感变得单
纯，意境变得简单。当温暖到达心灵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
们就有了用温柔对待世界的力量。

如果旅行是一种生活，那么生活不是旅行？在《伊萨卡》中，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说：“伊萨卡给了你一个神奇的旅程/没有
她你不会走多远/现在/她已经没有留给你的东西了。”也许，
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目的地，而是在路上；最神奇的旅程不是
风景，而是自己。在艺术的旅行中，心灵可以摆脱世俗的干
扰，不被扭曲，回归自然，回归自我，从而达到更好的自我。

旅行的艺术，也许就是满足自己。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三

为什么会在异国被公寓前门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诱惑？为什
么仅仅因为那里的有轨电车，因为那里的人们几乎不在家里



装窗帘，我就深深地陷入对它的`爱恋？不管这些由异国的细小
（和无声）的事物所引发的强烈反应看上去是多么荒谬，这
情形至少同我们的私人生活有相通之处。在个人生活中，我
们也会因为一个人给面包抹黄油的方式而喜欢上他，也可能
因为他对鞋子的品味而憎恶他。如果我们因注重这些细节的
东西而自责，那么我们必将忽视生活中的细节本身所具有的
丰富含义。

我对公寓房子情有独钟，因为这样的建筑让我感受到节制之
美。它舒适，但不招摇。从这种楼房可以看出，这是个在财
富上偏好中庸的社会。在建筑设计方面，也透出一种淳朴来。
在伦敦，建筑物的前门通常倾向于模仿古典庙宇的外观，但
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坦然面对生活，他们避免在建筑中采用
石柱和石膏，选择的是整齐且不加任何装饰的砖石。这里的
建筑最好地体现了现代意识，予人以整饬，干净，明亮的感
觉。

异国情调一词包含有一些更细微、更让人捉摸不定的意义，
异域的魅力源发于新奇与变化，譬如在异域你看到的是骆驼，
而在家乡，你看到的是马匹；在异域你看到的是不加粉饰的
公寓房，而在家乡，你看到的是带有装饰性石柱的公寓房。
但除此之外，这一切还可能为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快乐，因
为我们看重这些域外特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新奇，而且还
因为它们更符合我们的个性，更能满足我们的心愿，相反，
我们的故土并不能做到这一切。

我之所以对阿姆斯特丹表现出如此的热情，是和我对本国的
不满相关的。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缺乏这种现代性，也没有
这里朴素单纯的美感，有的只是对都市生活的抗拒和封闭保
守的心态。

我们在异域发现的异国情调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国苦求而不得
的东西。



这一整段真的太喜欢了。有产生共鸣的喜悦，也有获得答案
的释然。曾经很多次把自己对“异国情调”的爱恋归结于西
方文明入侵或者无意识的崇洋媚外，而现在总算是找到了更
好的解释。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四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认为：旅行以及
对旅行的研究可加深世人对幸福的体验，而幸福的感受程度
则与旅行的艺术息息相关。

不同人眼里的旅行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旅行是一种身体
的移动，所见所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此一游，重要的是
谈资，风景的意义在于口中。

如果说旅行的初阶是功能，那么进阶便是技术。有人用眼睛
旅行，则眼里处处是风光大片或精致小品。“两岸青山相对
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人用双脚旅行，则脚下处处是挑
战的快感或征服的愉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
人用耳鼻旅行，则感悟的.世界是婉转的鸟鸣和宜人的芬
芳。“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不管哪种，都
能从技术中获得行走的惬意，风景的价值在于脑海中。

如果说旅行的进阶是技术，那么高阶便是艺术。旅行是一场
浓缩的人生，在短期内接触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各种各样的
事，呈现许许多多的心境，从而确认自己的真爱与喜悦。因
此，旅行的艺术是将功能内化，对技术升级，变成一场艺术
的旅行，一场心灵的旅行，一场身心合一的旅行，用赤子之
心去体悟陌生世界，让梦想飞翔于蓝天白云之间。高晓松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
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旅行的艺术将旅行回到
初心，去重新认识世界和领略世界，去发现“那片海”。

每个人都在寻找心中“那片海”，在这场对未知之境的体味



中，终于觉察自己想要什么，不喜欢什么，从而在混沌的人
生中划入清晰的界线，让内心达到清明和智慧。胡德夫
说：“你我需遍扣每扇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门/自己的
人。”走最远的路，贴最近的心。如此，每次行走都有发现，
每处风景都有故事，每个定格都有情感，都能在心里激起强
烈的共鸣，使得风景也有了灵魂，有了香气。可见，在艺术
的旅行中，情感变得纯粹，心境变得简单。当温情充实到心
世界的每一处角落时，我们便拥有了柔软对待世界的力量。

如果说旅行是一种人生，那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旅行？希腊
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中说：“伊萨卡给了你神奇的旅
程/没有她/你就不会去远行/而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留下给
你。”也许，最美的风景不在于终点，而在路上；最神奇的
旅程不是风景，而是自己。在艺术的旅行中，心灵能去除世
俗干扰，不被扭曲，回归自然，回归自我，从而遇见更美好
的自己。

旅行的艺术，也许在于成全自己。

旅行的艺术读后感篇五

没有无缘无故的开始，也没有随便跌撞的巧合。之所以阅读
这本书，是在自己即将毕业之际，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可
以抽出时间出去走走，去做一个毕业旅行。至于为什么去旅
行，从旅行中可以收获点什么，我想从这本书中，已经找到
了我想要的答案。

旅行的出发点很简单，可能仅仅是因为一幅画中美丽景色的
吸引，恰好这时也厌倦了现在的生活与环境，在严冬里想象
夏日，在《冬日艳阳》的画册封面中找到了向往的地方，那
便决定去吧。或是好奇心驱使我们一探究竟，亦或是认为自
己目前的生活有违自己逻辑，去寻求与自己性情与逻辑必然
的契合。总之，我们有很多种原因促使旅行，但必须了解自
己是为什么去旅行，这很重要，接下来会解释重要的原因，



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现实也不可取，极少部分人可以将旅行
作为生活的全部，绝大多数人旅行之后还是要回归原本的生
活，如果可以，在不打扰目前生活的情况下出去走一走，未
尝不可。

影响旅行的因素很多，心态，情绪，矛盾等等。消极的心态
在即将踏上旅行的时候，会觉得旅行非常痛苦疲惫，大量地
行李，路线的规划，都会否定旅行本身。以及一种恐惧，两
种矛盾，即将去曾经仅仅是在书本画册上了解的地方，万一
差别很大，有桲脑中的想象，万一一模一样，这次旅行本身
是否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旅行途中与同伴或其他人发生矛盾，
致使情绪上的灰暗。半途而废或是形态或意识上的不完整都
不是想要的旅行。我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当然，风雨兼程的本身已经是旅行的一部分。

真正美的画面很少，常常因为一张一段美丽画面的吸引而旅
行，但不得不说，在旅途中真正美的画面就那么几张，寥寥
无几，但为了追求这寥寥无几的画面，在其背后付出的艰辛
是人们所忽略的，是否可以为此，付出很多，一路坚持，我
想一开始就想明白为什么去旅行，那任何困难都不是问题。

应该拥有旅行的心境，什么是旅行的心境？感受力或许是它
最主要的特征。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
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我们也许会让当地人
感到不解。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或狭窄的街道上，欣赏那些他
们认为有些奇怪的小细节。我们冒着被车辆撞倒的危险是因
为我们为一座政府建筑的屋顶或是刻在墙上的题字所吸
引……。书中给出的答案在我心中无懈可击。

旅行之后，依旧要回归本身，更热爱现在的生活，珍惜现存
的美好，不需要准备，不用舟车劳顿，现在完全可以做一个
室内旅行家，仔细欣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每个珍惜的画面。
能通过旅行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审视和定义，这才是旅行
最值得收获的。正如在书的结尾所写，让我们在前往远方之



前，先关注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