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大
全10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感悟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
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一

鸟瞰着美伴随着时间流淌千年的痕迹，渐渐发现，美是有生
命的，她打开了每个时代的灵魂，她给予人们感性自觉与理
性思考。渐渐发现，她拥有深厚的生命厚度与长度，她播洒
智慧的光芒让人性在天地间闪耀。渐渐发现，美是庄周梦蝶
那刹那的微笑，是孔子忧天下那沉重的脚步，是那高山流水
的绝唱，是敦煌的飞天，是魏晋的风度，是盛唐的青莲，是
梦断红楼后的苍凉与寂寞。真正的美是让人的灵魂颤动的。
她带给人心灵的不仅仅只是那短暂的快乐与幸福，还有那记
忆深处弥漫飘逸的一缕芬芳。

陡然发现自己对美的认识的浅薄，只看到了美的表面，却忽
略了美的本质，忽略了美带给人心灵的如生命扎根般的永恒
感动。美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她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温暖而惬意的美，需要知己般的聆听与理解，需要生命的空
间去容纳，需要用整个时代的生命厚度去衡量，需要用真诚
透明的灵魂去感知。生活给予美以生命，美给予生活以感动。

《美的历程》终于让我明白，真正的美是需要人与自然的交
流与相互和解，是需要从生活的点滴中去仔细品味的，真正
的美是要在如镜的心中才能看见，同时看见自己的内心感动。
从《美的历程》中，我读懂了生活，读懂了美那澎湃无限的
生命力正是来自于生活，而这种生命力需要我们用对生命的
热情去感知，只有这样，美才能在眼前升华，真正富有一种



动态的美感与生命的力度，而不是静止虚无、沉默寂寥。

千百万年智慧与生命的积淀在眼前的城市里流浪，没有归宿
与认同的依靠。然而美的生命总是有规则地出发与回归，无
论世事沧桑却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止，她沉睡于每一个人
最初清澈的记忆，一梦斑斓，梦醒之后依旧浪漫，感动，绚
烂，美的尊严傲然于天地之间。“生活永远都不会抛弃如此
深刻的感动，从古至今。”《美的历程》低语着。

从先秦百家对自我精神来去的溯源到魏晋名士对于人的价值、
文的觉醒的求索到南宋有无之境的深刻探讨，先人对内化本
我的美的追求作为外在物质追求的另一面，承载了太多沉重
而伟大的思考与记忆。从自然走向人类本身，从对未知力量
的崇拜到对自我意识的发掘，神秘的图腾，古拙的汉塑，灵
动的书法，哀婉的红楼，虚实相间的山水人情，都是历史在
寻找美的最初的载体。《美的历程》引领我从感性的思考，
从亲历式的阅读体验中去触摸生命之美的温度，追寻美的足
迹，获得美的感悟与启迪。

我仿佛触到了这个文明古国心灵的历史，仿佛经历了千年以
来悬于灵魂深处的感动。在美的感召下，生命变得敞亮而豁
达，平静而深邃。

作为人感性认识中自觉触发的一种意识知觉，作为一个时代
的精神火花的凝聚，美她永存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当外
在的美使生命与感动合拍的那瞬间，我们需要做的，是聆听
生命之大美，是让自己的心灵与美水交融，并成为内在美的
自觉载体。

一如庄子的生命有七重境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
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他不惜把一切的生命元素抛弃，
甚至把肉体的生命在第三重境界便与意识相剥离，最后还剩
下什么？是一种永恒静止的美的生命的延续，是一种面对自
我世界的伟大思考和假设。生命成为了美，把世界凝固在意



识的一秒，只有美在流动。庄子把如此抽象的内在的美的感
动以生命的形式外化，生命价值的提升与意识的超越是美的
终极意义与价值。这样的洒脱与超然，这样的大彻大悟是怎
样的一种美的境界？她如扶风而来的笛声，直抵我们的心灵
深处。

一刹那的感动，在千年风霜间永恒……我浮躁的心终于安静
下来，窗外露台的一角有紫藤萝在柔风中轻歌曼舞，那随风
飘摇的律动如生命的呼吸与吐纳于这林立的楼宇间，澄澈，
绚烂，沉静，惊奇，原来美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
间的流里潜滋暗长，只因爱美的心，生命的力，温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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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二

美读后感

第三遍看完了,眼痛了,心乱了.

夏洛蒂以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创造了
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简爱.它简洁传神,质朴生动的语言,



贴近读者,贴近现实.夏洛蒂自然的使用了梦境,幻觉,预感,象
征,隐喻的手法,使小说境界扑朔朦胧,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深
深吸引了读者.

简爱不及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凄美动人,刻骨铭心;
与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比,又少了份散文诗式的绝美
和青涩中透出感伤的痴情,它是一部以歌颂爱情来阐释人生哲
理的小说.

主人公简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倍受欺辱,经过众多苦难,
终于在不断的心理斗争中走向成熟.儿时的苦难形成了简日后
独立的人格,坚强的个性.

长大后的简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在当时,其地位是十分低下的,
而面对雇主罗彻斯特,她并不觉得身份卑微,这让罗震撼,并慢
慢地爱上了她.只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没有“恰似水
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的贫穷的简何以让罗倾心?大概就是因为
“难道就是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
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
富!”

梅森的出现让一切幸福成为泡影.为了不沦为情-妇,简抛下唾
手可得的爱情独闯天涯.“我要遵从上帝颁发的世人认可的法
律,我要坚守住,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疯狂时接受的原则.”简
以“我要牢牢守住”作为必须离开的理由,实则是自尊心受到
了戏弄.面对爱情和金钱的巨大诱-惑,简依然坚守个人尊严.

文章最后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一场大火,改变了简和罗的尊
卑,简依然嫁给了落魄的罗,坚守了这份爱,简和罗的婚姻是有
尊严的.

简的一生是作者一生的真实写照.夏洛蒂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寄托在简身上,她赋予了简女子狭隘的复仇心理,然而“生命
太短促了,不能来记仇蓄恨”.简放手了,她抛下了所有仇恨,



宽容的原谅了上天对她的不公.

简身上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美.她独立的人格,坚强的个性,美好
的心灵,宽容的品格,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简的一生都在为尊
严和爱奋斗,她的自尊是不容挑战的,她的爱是全心付出的,不
计得失的,朴实无华的.

简爱伴我长大,教我做人.在读简爱,我明白做人要有尊严,要
有爱心.人生的价值=尊严+朴实无华的爱.

人生最大的幸福=自尊自爱+不计得失的爱。

第三遍看完了,眼痛了,心乱了.

夏洛蒂以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创造了
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简爱.它简洁传神,质朴生动的语言,
贴近读者,贴近现实.夏洛蒂自然的使用了梦境,幻觉,预感,象
征,隐喻的手法,使小说境界扑朔朦胧,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深
深吸引了读者.

简爱不及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凄美动人,刻骨铭心;
与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比,又少了份散文诗式的绝美
和青涩中透出感伤的`痴情,它是一部以歌颂爱情来阐释人生
哲理的小说.

主人公简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倍受欺辱,经过众多苦难,
终于在不断的心理斗争中走向成熟.儿时的苦难形成了简日后
独立的人格,坚强的个性.

长大后的简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在当时,其地位是十分低下的,
而面对雇主罗彻斯特,她并不觉得身份卑微,这让罗震撼,并慢
慢地爱上了她.只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没有“恰似水
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的贫穷的简何以让罗倾心?大概就是因为
“难道就是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



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
富!”

梅森的出现让一切幸福成为泡影.为了不沦为情-妇,简抛下唾
手可得的爱情独闯天涯.“我要遵从上帝颁发的世人认可的法
律,我要坚守住,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疯狂时接受的原则.”简
以“我要牢牢守住”作为必须离开的理由,实则是自尊心受到
了戏弄.面对爱情和金钱的巨大诱-惑,简依然坚守个人尊严.

文章最后是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一场大火,改变了简和罗的尊
卑,简依然嫁给了落魄的罗,坚守了这份爱,简和罗的婚姻是有
尊严的.

简的一生是作者一生的真实写照.夏洛蒂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寄托在简身上,她赋予了简女子狭隘的复仇心理,然而“生命
太短促了,不能来记仇蓄恨”.简放手了,她抛下了所有仇恨,
宽容的原谅了上天对她的不公.

简身上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美.她独立的人格,坚强的个性,美好
的心灵,宽容的品格,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简的一生都在为尊
严和爱奋斗,她的自尊是不容挑战的,她的爱是全心付出的,不
计得失的,朴实无华的.

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驻足,思考一下,我们得
到了什么?自尊,爱情,幸福?还是只有金钱这种空虚的泡影。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西方，形成了具有学科性质的
美学。可见，美，概念之深，范围之广，需要探究研究的内
容之博大。在我们现代生活中，美，更多会用艺术品来表现。
绘画、雕塑、影像等各种美术工艺，来展示美。在西方，人
们又是如何来“审美”的呢？我们可以在《西方美的历程》
这本书里了解西方美学的发展历程。但是它不是枯燥的学术



性的美学研究，而是赋予了鲜活的知识和见解。既让我们了
解了西方美学的发展史，又通过图文了解了美学产生的必然
性以及美学史上的代表作品，并从中对美学发展中的人物有
了较明朗的了解。

这本书从西方美学的发源地——希腊爱琴海写起，从古希腊
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从新古典主义到启蒙运动、再到德国
古典美学到现代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条理结构很清
晰。古今中外，很多人写过关于西方美学的著作以及讲演稿
等，这本，我觉得更适合中国人阅读，因为对于西方美学而
言，我们属于外国人，对西方的历史发展、美学形成，还是
存在一定的陕隘和片面的认知。通过这本书可以系统地了解
西方美学的发端发展。

苏格拉底是西方美学的轴心人物，他和和他的学生柏拉图、
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书中
有较多的篇幅讲述三人的哲学思想。让我颇有感触的是提柏
拉图说过的话——艺术”和真理隔着三层“。我的理解是艺
术架构于真理的基础上，模仿现实，但是又有脱离，现实可
能是残酷的，艺术却可以只保留其中美好的一面，但是事实
上，我们看到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此后的历史阶段，艺术家
们也会在艺术作品中体现时代黑暗的一面。曾经看到过一篇
文章，关于达·芬奇的画作《蒙娜丽莎》，说是在蒙娜丽莎
人物肖像的背景里隐藏着几种动物，有很多画家专家在解读
画作的隐含的内容。不知道是后人想得太复杂了，无中生有，
还是真的这幅画里有未解的“达芬奇密码”？聊这些，总是
因为众人对西方美学的深入研究，想通过名家名作来探求西
方美学。

研究西方美学，提高艺术品味。但是对于我等俗人，阅读这
样的书，虽然不能登峰造极，但是多少能培养一些审美情操，
关键是对西方美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当下和将来，欣赏艺
术作品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本身对绘本艺
术感兴趣的人而言，在解读西方美学，了解艺术发展史上杰



出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之后，可以激发自己的艺术修养。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四

鸟瞰着美伴随着时间流淌千年的痕迹，渐渐发现，美是有生
命的，她打开了每个时代的灵魂，她给予人们感性自觉与理
性思考。渐渐发现，她拥有深厚的生命厚度与长度，她播洒
智慧的光芒让人性在天地间闪耀。渐渐发现，美是庄周梦蝶
那刹那的微笑，是孔子忧天下那沉重的脚步，是那高山流水
的绝唱，是敦煌的飞天，是魏晋的风度，是盛唐的青莲，是
梦断红楼后的苍凉与寂寞。真正的美是让人的灵魂颤动的。
她带给人心灵的不仅仅只是那短暂的快乐与幸福，还有那记
忆深处弥漫飘逸的一缕芬芳。

陡然发现自己对美的认识的浅薄，只看到了美的表面，却忽
略了美的本质，忽略了美带给人心灵的如生命扎根般的永恒
感悟。美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她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温暖而惬意的美，需要知己般的聆听与理解，需要生命的空
间去容纳，需要用整个时代的生命厚度去衡量，需要用真诚
透明的灵魂去感知。生活给予美以生命，美给予生活以感悟。

《美的历程》终于让我明白，真正的美是需要人与自然的交
流与相互和解，是需要从生活的点滴中去仔细品味的，真正
的美是要在如镜的心中才能看见，同时看见自己的内心感悟。
从《美的历程》中，我读懂了生活，读懂了美那澎湃无限的
生命力正是来自于生活，而这种生命力需要我们用对生命的
热情去感知，只有这样，美才能在眼前升华，真正富有一种
动态的美感与生命的力度，而不是静止虚无、沉默寂寥。

千百万年智慧与生命的积淀在眼前的城市里流浪，没有归宿
与认同的依靠。然而美的生命总是有规则地出发与回归，无
论世事沧桑却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止，她沉睡于每一个人
最初清澈的记忆，一梦斑斓，梦醒之后依旧浪漫，感悟，绚
烂，美的尊严傲然于天地之间。“生活永远都不会抛弃如此



深刻的感悟，从古至今。”《美的历程》低语着。

从先秦百家对自我精神来去的溯源到魏晋名士对于人的价值、
文的觉醒的求索到南宋有无之境的深刻探讨，先人对内化本
我的美的追求作为外在物质追求的另一面，承载了太多沉重
而伟大的思考与记忆。从自然走向人类本身，从对未知力量
的崇拜到对自我意识的发掘，神秘的图腾，古拙的汉塑，灵
动的书法，哀婉的红楼，虚实相间的山水人情，都是历史在
寻找美的最初的载体。《美的历程》引领我从感性的思考，
从亲历式的阅读体验中去触摸生命之美的温度，追寻美的.足
迹，获得美的感悟与启迪。

我仿佛触到了这个文明古国心灵的历史，仿佛经历了千年以
来悬于灵魂深处的感悟。在美的感召下，生命变得敞亮而豁
达，平静而深邃。

作为人感性认识中自觉触发的一种意识知觉，作为一个时代
的精神火花的凝聚，美她永存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深处。当外
在的美使生命与感悟合拍的那瞬间，我们需要做的，是聆听
生命之大美，是让自己的心灵与美水乳交融，并成为内在美
的自觉载体。

一如庄子的生命有七重境界：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
见独，无古今，不生不死。他不惜把一切的生命元素抛弃，
甚至把肉体的生命在第三重境界便与意识相剥离，最后还剩
下什么?是一种永恒静止的美的生命的延续，是一种面对自我
世界的伟大思考和假设。生命成为了美，把世界凝固在意识
的一秒，只有美在流动。庄子把如此抽象的内在的美的感悟
以生命的形式外化，生命价值的提升与意识的超越是美的终
极意义与价值。这样的洒脱与超然，这样的大彻大悟是怎样
的一种美的境界?她如扶风而来的笛声，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五

青铜的巅峰时期是从殷商后期至周成康昭穆之世(参照郭沫若
对殷周青铜器的四个分期)，这一时期的青铜饕餮呈现出狞厉
神秘的`崇高美，是奴隶制时代精神和艺术符号的象征，到春
秋时，随着殷周以来远古巫术宗教观念传统的褪去，青铜的
造型和纹饰日益生活化，同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也进入了
中国第一个理性主义时期。

殷商时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的出现，源自于甲骨文的
汉字是符号，亦是绘画，绘画这一特征留给了书法艺术家极
大的想象空间，通过塑造线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六

《美的历程》全书共分十章，每一章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
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
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
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地
联系起来，点面结合，揭示出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和艺术
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作出了概括性的分析
与说明。

作者认为，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
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故而考察一个
时代的文艺，必先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本
书的每一章都大致遵循着这一思想构架而展开。

在本书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
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
个例分析之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
精神：

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



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说
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

《美的历程》全书按历史时期分为十个部分：

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
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外之致、宋元山水意境和明
清文艺思潮。

研究方法

《美的历程》以一种体悟与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在中西文化
比较的视野下，展现了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近八千年
中国灿烂多彩的艺术境界与文化。书中对各个时期、各种类
型的艺术的审美把握既灵动恰切，充满个性体验与感悟；又
理性思辨，洞悉艺术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同时，注重考
察艺术品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寻找其历史文化土壤和美学
风格成因。

《美的历程》在总结普遍性、规律性艺术特征的同时，还注
重个体审美感受和体验，灵动而个性地把提了历史分期与艺
术类型的交叉关系。李泽厚以自身特有的对艺术的体悟力，
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把握以感悟内在审美特质和艺术美学风
格流变为主，打破历史分期的时间局限，跨越中西的空间限
制，对艺术的体悟可以穿越古今，纵贯中西。他并没有严格
地按照历史分期，从史前到明清按部就班地描述中国古代艺
术史和美学史（这是大部分艺术史和美学史书籍的写作方
式），而是在基本遵循历史分期的基础上，或以某个时期的
主要美学风格为中心，或以某种突出的艺术门类为线索来展
现中国古代艺术的内韵，书中十个部分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一
特色。

美是什么？



李泽厚说：“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
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
成果。”

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

青铜饕餮

从我知道世上有饕餮以来，一直都认为饕餮的形象是凶狠残
暴的。

但是，读了《美的历程》后，在李泽厚德笔下，才真真切切
地认识到，其实饕餮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和毫不掩饰的神
秘狞厉，这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
的美丽。好些饕餮纹饰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这种美是需要条件才能发掘出来的。因为社会愈发展、文明
愈进步，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
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
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
的史实。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
之可骇怪而致。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
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
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成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
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佛陀世容

众所周知，儒道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
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前者是功利、
实用主义的框架与束缚，后者正是要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
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入世和出世，兼济和独善，人事论理与自然浪漫，两种对立



的观念变幻融合，终于渗透到中国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是中
国艺术和美学的基调。另一方面，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共
同将中国文化引向世俗的、理性的范围内，与超越现实的、
神灵的、神秘主义的心灵感受分道扬镳。

总结

《美的历程》一改传统，并没有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行
文，这是令我惊讶不已的。但同时也增加了我阅读此书的兴
趣，给我带来了不少新鲜感。

十分赞同李泽厚先生写的一段话：“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
神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
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
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它在审美心
理上是某种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它的对象化的成果是本
书第一章讲原始艺术时就提到的“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form）。这也就是积淀的自由形式，美的形式。”

先生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们不光生活中、艺术中有美的存在，
人性中也有！所谓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七

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乃是在其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远
远超过了他国文学。在读列夫托尔斯泰，托斯随耶夫斯基等
人的作品是，你不得不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他们总是在书
中严肃的追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我们活着有什么意
义。总是在探索者人生的价值。在俄罗斯文学中，苦难的气
质异常的鲜明，这无疑与他们民族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东
正教的强烈的忏悔意识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血液
之中。他们从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他们总是一生在寻求人生
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俄罗斯文学中，主人公可能大都并不
可爱，但他们却是善良的，有尊严的。



《苦难的历程》也当然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作品通过两
对恋人达莎和捷列金及卡嘉和罗欣在战争年代的动荡历程，
展示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带给俄罗斯民族的全景式变
化。

作者虽然在处处描写战争，但是，他所要表现的并不是战争
本身，而在于描绘战争对每个阶层的俄罗斯人的方方面面的
影响。因此作者并没有详细介绍战争的布局及经过，没有花
费太多的笔墨去写战争的残酷而是主要将战争作为一个背景
场，在这特定的场合中去细致观察人们在时刻面对苦难乃至
死亡的威胁下的种种反应。而正是在这些艰苦条件下每一个
俄罗斯人的种种反应中，集中体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真实
面貌，表现了坚毅乐观的民族品质，我认为这才是这部作品
去着力展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做到了。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八

中国最早期的远古文化也许可以以女娲、伏羲为代表，他们
的形象均是“人面蛇身”，人面蛇身是众多远古氏族的图腾，
据推测，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以征战的方式不断溶
合其他氏族部落，蛇图腾亦不断合并其它图腾逐渐演变而
为“龙”，龙代表炎黄，凤代表夷人，龙飞凤舞图腾也许就
代表了中国的史前文明，它与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合二为一，
与氏族、部落的兴衰命运直接相关，这是一种有别于物质生
产的.精神活动，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等可以
说是从这一锅混沌统一体中演化而来：身体的跳动成
为“舞”、口中念念有词或狂呼高喊成
为“歌”、“诗”、“咒语”，各种敲打齐鸣则成为“乐”。

从考古学上看，新石器时代彩陶盆纹饰中的舞蹈图案不是单
纯的唱歌跳舞，而是当日严肃重要的巫术礼仪，随着时代变
迁，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为几何图案，并且因时代背景
不同而不同：仰韶时期，动物纹样多，展现出天真活泼的纯
朴气息，到了黄帝和尧舜时代，在战争和杀戮的历史背景下，



陶器纹饰开始呈现出恐怖和神秘，在后期演化为青铜饕餮。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九

这本书的确是一本经典好书，即使成书是在三十多年前也毫
不过时，这才是好书的标准之一，看之前有点未看先退的感
觉，因为上了美学课感觉不太简单理解，或许因为我是俗人
一个。不过越看越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形形色色的美，直到
看完书，才理解美学课教育的崇高和美丽的内涵，现在的确
很佩服李泽厚，他的文字能让一个对美学迟钝的人也随着他
的讲解并描述感受到大美！《美的历程》帮我解答了心中的
怀疑，以前比较不理解为什么西方各种宗教各种信仰，这状
况在中国好像找不到，中国的确有佛教道教之类的，但信仰
的人只是少部分，原来，我们也是有信仰的，只是时间提早
了好多，随后就渐渐演化了。常看到考古发觉的那些原始的
器具，上面有各种花纹，以为只是装饰品，其实里面都包含
着种种信仰，比如鱼纹、鸟纹、饕餮纹、青蛙纹，这些动物
本是氏族的图腾，将之画上去是非常虔诚的，时间演替，最
终成为或波浪或曲折的条纹装饰。透过那些图画，跟着李泽
厚的思路，是真的能够感受的远古时期人们对于信仰的虔诚
的，有一种信仰的力气无形中从图画上透露出来，或许，时
代变迁尤其是战乱迭起，导致信仰越来越微弱，直到最终变
为洪荒传闻。我不信那些奇妙的东西，但为远古人民的精神
寄予而感慨，也感慨时间的魔力足以湮灭许多东西。

这种改变历程不只远古的花纹体现出来，还包括雕塑、书画
和文字风格。先不去总结它们的改变有几个阶段，我想先说
说感受到的。常从电视中看到那些奇丽的器物，做工精致而
漂亮，体现在雕塑上就是细腻秀美，体现在书画上细心勾画，
体现在文字上是铺陈旖旎，能看出其中的专心，能让不懂观
赏美的也道一声赞。但是，相比而言，我更喜爱体现真心体
现感情的东西。

比如图纹，有段时期是面容可厉的，但是的确能发觉它的崇



高美，此后的图纹越来越秀气可爱，但再也找不到图腾带有
历史厚重感的威慑力。比如雕塑，唐三彩和明清瓷器都很精
致，但是汉代那种动作夸张、人体比例不协调也不写实的雕
塑却有一种大气朴实的感觉，在技术上比不上后世，但是气
概浑厚，明显有一种美的感觉。及至文字，唐诗宋词都很经
典，仍喜爱李白那种自由写作的感觉。虽然唐时的杜甫、韩
愈、颜真卿分别给诗、文和字定下了标准，使得美妙的东西
有规律规则可学可摹，让更多人深层次接触到美，他们的贡
献卓著。但是我还是觉得，那种不行复制的美更犯难得，不
拘束在平仄中，不受格律限制，不需留意主题是否符合政治
导向，只兴之所至，就能吟出一首千古绝唱，叫千年后的人
也能感受到当时的心情，这种人，这种诗，多好。得再次赞
美一下李泽厚了，他的确对美学很有探讨，通过奇异的中国
汉字，将美传递出来，我所学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必需要细
细品读才能品出美的感受。什么东西都脱不开现实的羁绊，
历史洪流呈现了奇异的`文化变迁，美的历程在变，审美的标
准在变，这些都不是全无规律可循的。时代动荡时经验波折
颇多，感悟国仇家恨的机会也多，有素材有体悟，可能抒发
感情上更深厚更大气，天下太平的时候，没有战乱和动乱，
更着手于细微环节，感悟自然山水，可能感情上更细腻感伤。
直到政治过于压迫，一干文化人没方法做到直抒胸臆，那么
只能委婉含蓄的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在词曲中，表达在戏文里
了，甚至完全不管现实世界，全部内容在虚拟的小说中体现，
仍旧可以从中发觉当时的状况。必需要说，要体会中国的美
的历程，要重视国学，有古文功底，很多内容都源于文献记
录，诗词曲文都能散发出其魅力，但也须要能理解其意才能
感知到美，比如一些句子就把另一些更大气，主题更宏大，
假如不懂国学，或许就品不出。在美的历程上，不只要看到
美，也要看到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变迁、继承与革新，走过
美的历程，也是走过了中华的历史。

本来美修炼的好处感悟分享篇十

美的历程，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是一部中国美学史，是一部



中国哲学史，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任何时期关于美的呈现，
都是在当时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条件制约下，社会主流
思想抑或被压抑情感的艺术再现。它们通常是由人民大众和
社会精英创作而成，在人类社会早期，劳动人民起着较为决
定性的作用。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心智水平
普遍提高，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化，艺术逐渐成为某些职业
相关的活动，也就逐渐与日常生活分化开来。而在任何时期，
社会精英相对掌握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话语权，他们的思想，
对美的认知也就比较具有代表性。

美的.历程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通过人对类历史上各个时期
社会文化生活及整个时期社会状态的反映，映射出不断发展
与变化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