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优秀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埃及，一个被笼上灰色面纱的神秘国度，金字塔，木乃伊，
狮身人面像…还有被人们口口相传的危险诅咒，这一切的诡
秘，不由得激起我们对于埃及的强烈好奇和探寻。一个有着
悠久历史的国家，必然有其艺术历史的弥留，并伴有着古老
的烙印在这个民族血液中的特殊含义，当我们亲手揭开那层
面纱，看到藏在她背后的奇妙艺术世界。

艺术与信仰

埃及美术的产生与发展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莫大的联系，
他们崇拜太阳神，水神等其他诸神，在宗教的发展中，为了
维系宗教的核心思想和内涵，必然需要用一些客观的方式是
展现以及延续他们的信仰，由此便诞生了一系列埃及艺术品，
而在当时，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并不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或者
有着艺术的价值，并不能被称为是艺术品，而是他们的信念
必需品，是民族宗教信仰的必需品。

在埃及，被学者们发现的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拔地而起，以及
其中精美的葬品和壁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曾是一个辉煌
的国度，世世代代掌握无上王权的国王，以及成千上万的劳
动者和奴隶所共同铸就的一个国度。其中国王被认为是掌握
权力的神人，相信法老是神的化身，是太阳神之子，在埃及
人的眼中，要使灵魂到达了冥界，并继续生存，就得要使其
肉体金刚不坏才得以保全，因此，便出现将国王的尸体制作
成木乃伊这一行为，以达成他们内心所向往的永生。相应地，



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墓主人的永生住宅，其内壁装饰和结构修
建，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的重中之重。也正是这些原因导
致了金字塔、雕刻、墓室壁画等一些列艺术的产生。

建筑的威严

埃及美术建筑追求体量巨大，雄伟壮观，由此给人一种至高
无上的威严感，这一点在金字塔上显而易见。金字塔是古代
七大奇迹之一，其中最为有名的胡夫金字塔，建于埃及第四
王朝的第二个国王胡夫统治时期，该建筑原高145.5米，底面
成正方形，每边长230多米。塔身有230万块巨石组成，而每
块巨石大小不一，分别重达1.5吨至160吨。而如此宏伟的地
理标识，不是大自然的天造地设而是埃及古人们的鬼斧神工。
据考证，为建成大金字塔，一共动用了10万人花费了20年时
间。由此可见，宗教信仰提供给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是多么
的强大，直至现在人们仍对着几千年前的奇迹叹为观止。由
于人们对于太阳神的崇拜，也赋予了金字塔是作为法老起上
天的天梯，就是这样一座天梯又以角锥体呈现，意味着是刺
破青天的太阳光芒。如是，在《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一句
话：“天空把自己的光芒伸向你，以便你可以去到天上，犹
如拉的眼睛一样。”

雕刻的艺术

作为同样是为了保证法老永生的方式，除去木乃伊以外，他
们还会叫来雕刻家，用坚硬的花岗岩雕刻出国王的头像，放
置在无人可见的墓中，而法老也借助雕像得以长存。在保留
带来的历代国王雕像中，我们可以看出，雕刻家们并没有选
择以精雕细琢的方式去一一展现法老们的五官细节，他们在
意的只有最基础的东西，而其次的细节皆被忽略。以我们今
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头像并不乏美感，虽然有着几何图形的
刻板影子，但又不仅仅是停留在原始几何的生硬，依旧形象
动人。当时的埃及雕刻家将对于自然的观察跟总体的匀称相
协调，兼顾平衡，使得天平的两端得以均衡，而使得在肖像



中向我们展现出了其古老悠久而又真实生动。

对于自然几何的深刻把控，使得我们能够欣赏到当时生动有
趣的埃及壁画和浮雕，在当时，人们并不理解透视，以至于
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的壁画让我们第一眼难以理解，但在那
时，绘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具有审美价值，而是为了另一种
目的的服务，艺术家们以尽可能的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都保留下来目的，好不好看不是关键，完不完整才是他们秉
持着的原则。这些壁画，看似不符合视觉逻辑，如同儿童绘
制一般，但实际上，他们在绘制过程中有着他们所坚持着的
严格规则。无论是描述哪一样事物，他们都是从其最具特性
的角度去记录。而正面律便是最能概括这一艺术特色的规律，
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人体，能够最大程度上地将人体的所有重
要的东西都展现出来，而遵循这规律原因也是为了奉献给死
者一个完整的躯体。

除此之外，在埃及壁画表现中，术家想表达的也不仅仅是其
对于事件的描述和人物的外形，在绘制过程中，在绘制过程
中，也要传达出这幅画中人物的意义，会通过刻意地放大重
要人物或是将重要人物展现在画面视觉的中心位来体现人物
地位的尊贵。

永恒的艺术

埃及艺术最伟大的特色之处，就在于在他的建筑，雕像，壁
画等一切艺术品中能够延续着统一法则，在每一个领域各安
其位，各得其所。一以贯之，从而形成属于其自己民族的民
族风格，形成永恒的艺术，永恒的风格。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许多书籍，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写给孩子的艺术故事》这本书。



这本书讲了绘画、雕塑和建筑三方面的内容。作者用讲故事
的方式、孩子喜欢的语言来介绍一个个艺术大师的故事，从
中也讲到了每个国家的画法和每种类型的画家的特点。

我最喜欢的画家刚好就是一位后印象派的画家，他的名字叫
做文森特。凡。高。他刚开始是在艺术品商店工作，后来他
就做不下去了。他又做了老师、牧师和煤矿传教。从这以后，
他开始给矿工画画。后来，他弟弟给他寄钱，还送他去巴黎
学绘画。后来，他变得疯疯癫癫。他的朋友跟他开玩笑
说：“我想要一件礼物，如果你没有任何礼物的话，就把你
的一只耳朵送给我。”圣诞节前，他果然把自己的一只耳朵
送给了他的朋友，当时把这个人吓坏了。

我最喜欢他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星空》，一幅是《向日
葵》。我学到的优秀品质是：不要在途中停下来，一定要坚
持干完一件事，这才叫真正的胜利。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艺术类的书，其中有一本叫《艺术的
故事》，这本书很强大，被誉为艺术中的圣经。据说它被译
成30种文字。把成千上万的人引入了艺术的殿堂。作者贡布
里希是当代最有洞见的美术史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
之一。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本来计划用一个
月的时间把这本无比厚的书给读完。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耐性
的人，以前看书只要超过400页我都没有看完，我一直以来都
没有读书的习惯，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总是耐不下心来，
把一本书给读完，更别说从中找到乐趣了。但是，这本书好
像有巨大的魔力，每天早上都催促着我起床，把我呼唤到图
书馆，那丰富的图片和那有趣的故事强烈的吸引着我，读那
么厚的一本书突然变成了我的一种享受，每次读《艺术的故
事》这本书就让我感觉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总会有



一种喜悦的心情。其实能够让我这样着迷的是那些细节的阐
述。《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了，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不就是画了12个人而已嘛，但是读了
《艺术的故事》关于《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描写，
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会觉得妙不可言。引人注目的是蒙娜
丽莎看起来栩栩如生，她真像是正在看着我们，而且她有着
自己的想法。就在这里，作者水到渠成的开始介绍“渐隐
法”并且很贴心的在旁边附上衣服蒙娜丽莎面部的大图，可
以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这个画法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更让
我佩服的是，凡是有可以做比较的参照物，作者都不会忘记
表明这个参照物到底是在书本上的第几页，具体是什么地方
可以对比或者反衬，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吧。这不仅
是一个学习的方法，更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在前言我被震撼了，看到了很多实话。作者骇人听闻地
说：“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
他还说艺术的故事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故
事”每一件作品在这故事中都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作者
谈到了原始人和古埃及人是画他们的所知道的东西，而印象
主义者却是想画他们所见的东西。作者既不是简单地罗列史
实，也不是用一些抽象难懂的“主义”来概括美术史，而是
描述了一系列的“问题情境”，他认为艺术的发展是在艺术
家不断解决由社会和艺术传统自身所提出的问题过程中形成
的。

读完这么一本厚厚的书，觉得《艺术的故事》不仅教给人们
欣赏艺术，而且它还让人们欣赏了知识和智慧的魅力。所以，
这本书值得我们去读。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讲了一个传统不断变化、不断延续，一个艺术创新的
问题，就这点而言最适合学艺术的学生来读的。该书被誉为
艺术史中的圣经。据说它被译成30种文字。就是这本书把成



千上万的人引入了艺术的殿堂。作者贡布里希是当代最有洞
见的美术史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生于奥地利
的维也纳，后移居英国并入英国籍。任美术界最高荣誉——
剑桥和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以及哈佛等多所大学
的客座教授，屡获欧美国际学术机构的特殊荣誉。他还有学
术著作有《艺术与错觉》、《秩序感》、《艺术发展史》、
《象征的图像》等。50年前《艺术的故事》刚问世时的一段
书评说：“这部肯定被广泛阅读的著作将会影响一代人的思
想。贡布里希的学问，尽管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任何学者都不
难察觉，但他却表达得不露声色，而且几乎在每个论题上都
讲出了新意。他以寥寥数语就阐发了一个时代的整体气
氛。”这段文字出自当时的艺术史权威博厄斯之手，半个世
纪后被证明绝非溢美之词。《艺术的故事》顾名思义不是一
部高深的学术著作，作者开宗明义：本书打算奉献给那些需
要对一个陌生而迷人的领域略知门径的读者。因此作者的任
务是用浅近的语言，让读者用崭新的眼光去观看艺术作品。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通过艺术史来帮助人们欣赏艺术的通俗
读物。

《艺术的故事》讲述的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故
事，每一件作品在这故事中都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因为
在这个故事中，哪一方面也不如这样的景观奇妙：即一条有
生命的传统锁链还继续把当前的艺术跟金字塔时代的艺术联
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艺术为何会有一部历史”？作者以
其特有的方式给出了回答。因此，如果说《艺术的故事》有
一种艺术史的模式的话，那就是艺术问题史的模式。它不仅
不同于艺术进步史模式，而且尤其反对那种已成了陈词烂调
的艺术是时代精神表现的模式。正是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提出
与解决时，作者建立了一个社会情境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
要内容就是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情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
用简洁的语言把手中的问题表达得如此清楚透彻，真是一个
了不起的贡献。

本书不因用语浅近而降低理论的深度，正所谓“意深而文



明”，使其写作本身就成了一种艺术。《艺术的故事》的心
理学出发点正是这种观念，作者谈到了原始人和古埃及人画
他们的所知，而印象主义者却想画他们的所见。通读全书，
我们看艺术家如何从原始人和古埃及人的概念方法一步步走
到印象主义的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结尾写道：
在印象主义的方案中也许有某种矛盾导致了再现艺术在20世
纪的崩溃。因为实际上没有哪位艺术家可以抛弃所有的法规
和程式，单纯地画他的所见。换言之，作者提出了所见与所
知理论本身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从而把这个理论问题留给
了他的更高深的著作《艺术与错觉》去解决。至此，我们可
以进一步地说，《艺术的故事》不仅教给人们欣赏艺术，而
且它还让人们欣赏了知识和智慧的魅力。所以，这本书值得
我们去读。

艺术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我们对艺术的起源跟对语言的产生一样不甚了了。”当然，
这里的艺术主要指视觉艺术以及雕塑、建筑。

艺术是什么？如果只是画画画、塑塑像、编编图案、盖盖房
子，那么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太古；如果仅把艺术当作用
于欣赏需要保护的奢侈品，那么艺术的历史应该并不长。

姑且放下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换个角度，简单的解构已有
的被承认的艺术品，从艺术品的基本属性入手。每件艺术品
或多或少都有实用性和美，这两种属性我现在认为应该是负
相关性的，从原始艺术品到现代艺术品的特征可以佐证。原
始艺术的第一标准必然是实用，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
以建筑为例，修筑房屋首要的是构筑一个遮风挡雨的休憩之
所，然后才会考虑看起来顺不顺眼，即所谓的合不合适。你
建的大家一看就喜欢再好不过，但是如果你审美有限，有个
窝也凑活。所以就原始艺术而言，实用性是第一属性。

原始艺术的实用属性满足两个方面——自然的和超自然的。



比如建房躲避自然，雕像祈求神灵。满足超自然的方面，影
响深远，至今保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趣的是我们还不
怎么能知觉。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拿着你心爱人的照片，当
你面，用剪刀戳照片里的人的眼睛，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
暴怒，我会有一种我心爱人也受伤的感觉，即使我知道那只
是照片而已。艺术品能够实现超自然目的的原因，我认为是
我们错误的将世界的联系无规律化，似乎只要能建立联系就
能影响另一方，无论这种联系有多牵强，长得像能联系，名
字一致能联系，拿点原主的东西也能联系，只有想不到没有
联系不到。本着这样的精神，原始人创作了艺术史上极为重
要的几幅洞穴壁画——西班牙洞窟里的野牛和法国洞穴里的
马，他们相信将马和野牛画出来，然后鞭打折磨壁画，外面
的马和野牛也会受到影响，以期收获满满。

所以，原始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不是作品美不美观，而是作
品有不有效。能不能让部落里所有人都认同你与某种东西建
立了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经典的，是某种约定俗成下的，
是成败与否的关键。情形类似于春节时的春联，春联联系的
是美好的愿景，大家约定必须用红纸来写，用其他颜色的纸
写就不是春联，就不能建立联系。那么原始艺术家还有创作
空间么？有！继续以春联为例，在红纸的基础上，各家可以
选择汉字的颜色，一般是金的或黑的，可以选择汉字的字体，
楷、隶、行、草······还可以选择背景花纹，在不影
响主体字的情况下，选择红纸的花纹，选择空白地方的填充
图案等等。每家的春联都能代表各自的审美，而这种审美，
就是原始艺术家的创作空间。

提起原始艺术，特别是当看到“原始”两字时，总让人联想
到长相寒碜，制作简单，恨不得就像《洛书》、《河图》一
样几根线就能搞定的东西。这应该能代表原始时期的风格，
但绝不能代表原始时期的技艺，原始时期的艺术家用简易的
工具足以制作一件自然主义的作品，比如尼日利亚伊费的青
铜黑人头像，栩栩如生（这才是栩栩如生和教科书里说某些
器皿栩栩如生完全不同）；比如美国西北岸印第安海达部落



酋长的房子，刻画的精细程度和《三国立志传三》有一拼。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整体风格显得如此生疏？我们从观念
的角度来解释，原始艺术家认为没必要，或者说描绘得太清
晰了不利于脑补，构建不了联系；亦或可以从符号的方面入
手，墨西哥阿兹特克时代的tlaloc，就是以响尾蛇作符号拼凑
成的，据阿城老师考证，中国的饕餮纹，可能是青龙和天极
神两大符号重合的产物，符号化的。东西无法自然起来，所
以长成那样情有可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