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谈真理读后感 真理之戒读后
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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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谈真理读后感篇一

说起《尼伯龙根的指环》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但如果讲到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的《魔戒》，也就是《指环
王》，也许很多人会迅速化身为迷弟、迷妹，开始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的话题。瓦格纳耗时26年完成的《尼伯龙根的指
环》，就是和备受欢迎的《指环王》有着诸多类似元素，且
在成就上也毫不逊色，被称为“中世纪4大史诗之一”的大型
乐剧。

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就是为了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特地建
成的，而这部分4天上演，每天从下午4点开始要一直到深夜
才能完整演完的乐剧，不仅展现了北欧神话的华丽，也蕴含
着瓦格纳的哲思哲理。如何看懂《尼伯龙根的指环》？《真
理之戒》就提供了一个独特又专业的视角。

作者罗杰·斯克鲁顿认为，拉开序幕的《莱茵的黄金》就是
道德秩序的重现。阿尔贝里希用偷走的黄金打造成指环，让
沃坦面临着威胁，也开始了重新夺回指环的故事。而不断重
复的开场，在变化和期待中无休止来回的和弦，也表现了这
一点。

继起伏跌宕的丰富序曲之后，《女武神》在暴风雨中开场。
开始时是舒缓优美的旋律，如临其境地营造出患难中相识的
男女的爱情，随后却已转成，原来故事中有情人竟是失散多



年的兄妹。如此波折的故事在富有张力的音乐声中如泣如诉，
也引发了对“爱情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

第三日的《齐格弗里德》风格更含蓄复杂，开头的序曲就被
瓦格纳掺揉进了各种动机，有沃坦的，有埃尔达的等等，让
之前井然有序的场面仿佛受到撞击般混乱开来。沃坦唤醒智
慧女神的这一幕被罗杰·斯克鲁顿觉得是颇具什么色彩的，
掩藏在了乐剧中的情感和矛盾的内心也被一一挖掘了出来。

至于最后的《诸神的黄昏》，连名字都让人觉得格外熟悉，
所讲的故事也彻底落回到了人类身上，让整个乐剧得到了升
华。

罗杰·斯克鲁顿指出，《尼伯龙根的指环》虽然改编于远古
的神话故事，但表现的却是我们人类的内心世界。传奇故事
只是瓦格纳灵感乍现时的载体，现代人物与中世纪背景的碰
撞不仅仅是穿越，也是情感与艺术的不断探索。而看完此书，
对《尼伯龙根的指环》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谈真理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瓦格纳的作品是古典音乐当中的摇滚重金属。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一生创作了多部音乐剧、
钢琴曲、声乐曲等众多音乐作品。总体来讲，瓦格纳的作品
比较重口味，他本人非常喜欢用管乐，因此作品声音宏大，
气势磅礴。这也是瓦格纳被冠以“古典音乐当中的摇滚重金
属”的原因所在。

1874年瓦格纳61岁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尼伯龙
根的指环》历时26年的创作过程终于完满地划上了句号。
自1848年瓦格纳草拟了《尼伯龙根的指环》散文草稿之后，
这部作品几度被搁置，甚至于瓦格纳曾想要放弃。



1950年瓦格纳流亡期间，在作曲家李斯特的帮助和鼓励之下，
瓦格纳重拾信心，继续写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文字脚本。
后经多年续写及反复推敲，这部作品终于得以问世。

路德维希二世（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巴伐利亚国王）是瓦格
纳的忠实崇拜者和资助人。1871年至1876年间，路德维希二
世专门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建造了拜罗伊特节日剧院。

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剧在建造之初，就处处以瓦格纳歌剧（特
别是《尼伯龙根的指环》）演出需要为出发点，所有的设计
和建造都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一个剧院只演一个音乐家的作品，这在世界上所有的剧院中
都是极为罕见的，由此足见瓦格纳及其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

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另一个名字叫《舞台节庆典三
日剧及前夜》，这是因为，按照瓦格纳的安排，完整演奏这部
《尼伯龙根的指环》需要连续演出三天时间。

《尼伯龙根的指环》整部剧作长近16小时，包括有：前夕
《莱茵的黄金》、第一日《女武神》、第二日《齐格弗里
德》、第三日《诸神的黄昏》。

然而，整部剧的乐曲却瓦格纳按照正序顺序谱写的。最夸张
的是，第二日《齐格弗里德》的曲子谱写了16年（其中3年同
时在为第四部《众神的黄昏》谱曲）之久。《尼伯龙根的指
环》被誉为近代伟大的艺术作品。英国国家学术院研究员、
作家、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真理之戒——瓦格纳〈尼
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智慧》一书中，对瓦格纳的《尼伯龙根
的指环》不惜溢美之词，大加赞美。

罗杰·斯克鲁顿称赞《尼伯龙根的指环》为13世纪初期的一
部史诗。在这部音乐剧中，瓦格纳试图借助戏剧彰显音乐力
量，文字不再高于音乐，甚至音乐比文字的地位还高，因为



文字借助音乐表达。

《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世界是人类情感的产物，这些情感被
拟人化为众神、精灵、巨人、半神，还有原始的力量。有人将
《尼伯龙根的指环》与托尔金的《魔戒》相比较，因为两部
作品都是依托于欧洲神话故事创作出来的作品，同样恢弘、
同样震撼，最重要的是都有指环。

《尼伯龙根的指环》故事开篇——莱茵河底，三位看护莱茵
河黄金的少女挑逗着代表邪恶的尼伯龙根家族的侏儒。当侏
儒知道只要发誓永远抛弃爱情就可得到黄金，戴上用黄金打
造成的指环就可统治世界后，侏儒便发出毒誓偷走黄金。

而《魔戒》中的“魔戒”同样具体控制人心、控制灵魂的作
用。于是，有人说《魔戒》是对《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变相
抄袭。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用罗杰·斯克鲁顿在《真理之戒》的
解读比较恰当。罗杰·斯克鲁顿说：真正的艺术家站在作品
背后与观众直接交流。作品呈现出一个完完全全的想象中的
世界。如果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每一个关键的问题上真实
地反映生活，因为剧中人物的真实性取决于所展示的人类的
共性。

从这一点上来说，《尼伯龙根的指环》和《魔戒》无疑都是
成功的。

谈真理读后感篇三

人生就像烟火一样虽然漂亮却瞬间消失令人伤感，但是就算
瞬间也好，能够绽放，然后默默的凋谢。从我读跟一些音乐
剧和歌剧方面的专业人员交流的结果，我觉得实际上人类在
唱歌时，大致会有几种基本的声音效果。



《真理之戒》应运而生，成为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一本
真正展现了瓦格纳想要展现的世界和艺术真理。

这本长达30万字的巨作，由一位英国作家和哲学家书写，他
是罗杰斯克鲁顿。他的作品涉及很多领域，这与他同是英国
国家学校院的研究员可能有关系。《指环》包括四个部分，
分别是《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
的黄昏》。这部四联剧展现了历史的历程，采猎时期的黑暗
中闪烁着文明的曙光，在新出现的文明中，土地是财富的象
征，忠诚依靠封建统治维系。

《指环》一开始就清楚的告诉观众，自然与雄心抱负互相冲
突，只有人类放弃统治，全世界才会恢复原始的平衡。

女武神布伦希尔德从冷酷的神界坠入凡尘，在随她心爱的齐
格弗里德殉情时明白了，只有爱的奉献能够打败权力意志。

这种个体的自我牺牲重塑了世界，赎清了人类的原罪，并在
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

我看过了所未见过的真理，他们透露着更深层次的本质，前
意识、前道德、非自由的本质。

谈真理读后感篇四

提到指环，很多人想到的是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幻巨著《指
环王》以及根据其拍摄的系列电影，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托尔金写作《指环王》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北欧神话，
而在纷繁庞杂的北欧神话体系中，也有一个著名的指环，那
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

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理查德·瓦格纳就曾经取材
于北欧神话创作了一部大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演绎
了一场跨越地下黑暗王国、众神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充满爱恨



情仇的英雄史诗。

英国作家、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多年研究瓦格纳《尼伯
龙根的指环》，深入挖掘这部巨著的细节和其中所体现的智
慧力量，写出了一本启迪人心的诠释性作品——《真理之戒：
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智慧》。

在这部书中，斯克鲁顿深入而详细地探索了《尼伯龙根的指
环》中的情节、音乐、象征意义和哲学思想，向读者展示了
瓦格纳是如何通过音乐间的关联和杰出的戏剧笔法，道出关
于人类境况的真理。

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莱
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

《莱茵的黄金》讲述的是地下世界的侏儒阿尔贝里希偷走莱
茵的黄金，打造出万能的指环，众神之王沃坦的至高统治权
受到威胁，并最后夺回指环的故事。

《女武神》讲沃坦的女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救助同父异母
的兄妹爱人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失败后被沃坦流放到人间
的一座荒山之顶，并用熊熊大火封锁住。只有勇敢无畏的英
雄才能冲过烈焰唤醒她，并且成为她的丈夫。

《齐格弗里德》讲的是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的后代齐格弗里
德把父亲遗留下来的断剑打造成新的诺通剑，斩杀丛林中的
大蛇，拿到指环，又杀死把自己养大却心怀毒计的米梅，听
从小鸟的指引，来到布满烈焰的荒山上，唤醒沉睡的布伦希
尔德，英雄和美人相遇，沉醉在爱情之中。

《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有数不清的隐喻和象征，斯克鲁顿在
《真理之戒》一书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解析。通过斯克鲁顿细
致入微的解析，我们得以穿透瓦格纳歌剧纷繁复杂的表象，
窥探其下隐藏着的事关我们人类社会和人性的许多基本法则



和规律。下面选取两个例子以作说明。

众神之王沃坦是神界的最高权力者，他手握的用以掌控世界
的矛枪实际上是律法的象征，代表着权力者通过律法来实行
自己的统治。而他所追求的弗丽卡，则是代表着道德，弗丽
卡依附于沃坦的统治，但如果没有了弗丽卡，沃坦就不会得
到人类的信服。沃坦为获得统治权牺牲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为了追求到弗丽卡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另一只眼睛。而眼睛，
是自发的自由的象征。《指环》通过这样的情节来说明，只
有律法和道德二者结合，才能实现长久的统治。而只有受到
律法和道德约束的自由也才是真正的自由。

贯穿全剧的一个重要道具——被侏儒、众神纷纷争抢的——
用莱茵河黄金铸就的指环，是无上权力的象征，但获得它的
代价却是彻底的摒弃爱情。受尽莱茵河的少女嘲笑的丑陋的
侏儒阿尔贝里希毫不犹豫地为了它宣布放弃爱情。而当众神
之王沃坦抓住他的时候，他甚至还在高叫“要指环，不要
命”。

拥有指环的人将无法拥有爱情。沃坦渴望权力，但也需要爱
情，所以，他想尽办法把指环赏赐给了法夫纳，并且和法夫
纳签下契约，意图借此破除指环诅咒带给自己的限制。但他
最终发现，权力和爱情他仍然无法兼得。

瓦格纳歌剧中的人物有地下黑暗世界的侏儒、有巨人，有众
神，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人物都是我们自己的象征符号，
可以看做是有血有肉的人类本身。而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
的主题。不同的人在面对爱情时会有不同的的态度，有时是
主观改变，有时是客观使然，但不论原因如何，剧情也就由
此诞生，无论是歌剧本身，还是歌剧之外。

阿尔贝里希原本追逐爱情，却屡屡受挫，当象征无尽财富和
权力的黄金出现之后，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放弃了爱情，转而
追求权力。



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在他们相互不
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忠贞的爱情，即便得知真相后也没有回
头，反而投入这场禁忌之爱。

拥有着纯洁之心的布伦德希尔从沉眠中被英雄齐格弗里德唤
醒，与英雄相爱，但这场爱情却在他人的算计中走向了悲剧，
她帮助别人谋杀了自己的爱人，最终又在悔恨和悲伤中投身
火海追随爱人而去。

齐格弗里德手持利剑战无不胜，唤醒爱人，却中了尼伯龙根
人的奸计迷失自我，背叛了爱人，并把她作为交换的筹码，
以迎娶新的妻子。最后，他因为爱人出卖了自己背后的致命
弱点而丧命。

《真理之戒》是一本近30万字的巨著，对瓦格纳《尼伯龙根
的指环》的剖析全面而深入，既能让人重温《指环》中荡气
回肠的故事，又能带人深入诸神和英雄的故事背后埋藏的深
奥真理，时而让人耳目一新，时而让人豁然开朗。

但不得不提的一点是，《真理之戒》讲的是歌剧《尼伯龙根
的指环》，当然不能不提到音乐，而且音乐还是作者在书中
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因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些术语和
关于音乐的阐述在阅读上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但退一步来讲，当我们过滤音乐元素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也
一样能感受到作者对瓦格纳原著细致入微的把握和深入戏剧
背后所做的哲学思考，也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对现实世界现实
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那个莱茵河的黄金打造的神奇指环，此刻正套在我们每一个
人的手上，或者藏在心中，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悄
悄地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谈真理读后感篇五

目前，美国正经历经济阵痛期，迎来了史诗级破产潮。为什
么会用“史诗”来形容？这也算是西方的传统了，比如最早的
《荷马史诗》。它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
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今天，我们想讨
论的是中世纪四大史诗之一的《尼伯龙根之歌》，给大家推
荐阅读《真理之戒》。

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杰·斯克鲁顿。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
一位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通过《真理之戒》构建了一个
《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哲学世界。

也许很多人都读过《魔戒》，或者看过《指环王》的电影，
殊不知《指环王》（即《魔戒》）的创作者托尔金是史诗研
究者之一。《魔戒》（thelordoftherings）的作者是英国作家、
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托尔金正是受到
《尼伯龙根之歌》的影响，创作了《指环王》。

罗杰·斯克鲁顿的《真理之戒》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瓦
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智慧。《尼伯龙根之歌》大约
作于1200年，作者为某不知名的奥地利骑士。瓦格纳是什么
时期的人物呢？瓦格纳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达到高潮和衰落
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以后，德
国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生平最重要的歌剧作品，从最
初的构思到完成历时25年。这部根据史诗改编的歌剧是集瓦
格纳艺术创作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作品，被认为是歌剧中的
王者。

罗杰·斯克鲁顿说：“我试图阐述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
根的指环》的艺术成就，并将这部戏剧作为哲学反思之载体。
”



《尼伯龙根之歌》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

克瑞姆希尔特（kriemhild）是勃艮第王国的公主。一天夜里她
梦到，她的山鹰被两只山雕撕咬成了碎片。母亲乌特认为此
梦乃大凶之兆，山鹰之死预示着齐格飞将遭逢谋杀。齐格飞
成长于克桑腾地区的下莱茵一带，以力大无穷和勇猛果敢著
称。青年时代他便周游列国四处历险，从而征服和占有了大
量的财富，尼伯龙根宝藏、魔剑格拉墨和一顶神秘莫测的隐
身盔。他斩巨龙、通鸟语、浴龙血，几成刀枪不入金刚之躯。
可惜由于沐浴时一片菩提叶飘落肩胛，因此这一龙血未及之
处便成为他全身唯一的致命要害。

以上是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部分剧情，那么歌剧对原著
进行了哪些改编呢？瓦格纳根据《尼伯龙根之歌》改编的叙
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精糅了英雄史诗与神话，展现了
北欧神话应有的壮丽与华美。

歌剧中加入了神话与奇幻的元素，使史诗变得更具宿命与悲
剧感。萧伯纳写过许多音乐评论，我最喜欢的就是《瓦格纳
寓言》。看来，萧伯纳认为瓦格纳的歌剧是寓言。然而，
《尼伯龙根之歌》并不是寓言作品，而是一部充满象征意义
的作品。它讲述的是人类自己的故事——新世界的故事及原
罪的由来。

原罪本来是一个宗教术语。当年的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
禁令，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果，因而犯了罪。随着时间的
发展，人类有了自己的语言和独立意识。为什么说独立意识
就是原罪呢？因为人类不想受到自然秩序的束缚。

别看这本书很贵，里面的图片真的很精美哦！值得我们买回
家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