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浮士德读后感(汇总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浮士德读后感篇一

《浮士德》是歌德的一部代表作，他写这部巨著，前后曾用
了60年之久。《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8年法军入侵的
时候，第二部则完成于1831年8月31日，是时他已83岁高龄。
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
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
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梦想的生活道路。是
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书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看一些富有哲理的名著，从中汲取无
穷力量。朋友介绍我读《浮士德》，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读
歌德的这本经典名著，当我读完《浮士德》，有种无形的力
量促使我要不断奋进，促使我不要停歇追求的脚步。

《浮士德》是一部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第一
部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分五幕，二十七场。全剧没有
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浮
士德经历了书斋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
建功立业五个阶段。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勇于实践
和自我否定，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
梦想。而恶在那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
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
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
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提高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
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



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
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河的对岸风景无限好。”也就是说，
自我所向往的东西往往是最美丽的，然而，正是这种美丽的
向往才促进你不断上进。

几个世纪过去了，浮士德这个人物原本就是一个虚构，但他
一向活在我心里，在我疲惫的时候，仿佛他在催促：“不要
停歇你追求的脚步!”

年轻的浮士德有诗人气质，年轻的浮士德热爱美热爱女人，
年轻的浮士德骄傲并且精力旺盛，年轻的浮士德有各种各样
的欲望。无论在诗剧内还是在诗剧外，我们都是生活中的浮
士德。

浮士德读后感篇二

暑假的一天，妈妈带我到书城选书，这可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了。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我都挑花眼了，恨不得把每一本
我没看过的书都抱回去。妈妈向我推荐了青少年版的《浮士
德》。

妈妈告诉我，《浮士德》是德国著名大诗人、剧作家和思想
家歌德倾其毕生的精力所写的一部史诗性巨著，它是世界文
学宝库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它曾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德
语文学著作，并被马克思读得滚瓜烂熟。青少年版的《浮士
德》就是根据歌德的原著改编的。妈妈还说，等我长大一点，
就可以看真正的诗剧《浮士德》了。

翻开第一页，我就被吸引住了。我用了三天的时间，一口气
读完了它。

《浮士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和魔鬼靡非斯托发生



争论，并打赌：由靡非斯托去引诱浮士德，看他是否会放弃
自己高尚的追求，弃善从恶，成为魔鬼的俘虏。浮士德在魔
鬼的帮助下，恢复了青春，遨游了人间和神界，先后经历了
对男女之爱，对权势财富以及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结果均未
能获得心灵的满足。最后，在围海造田这一征服大自然和替
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百岁高龄而且双目失明的浮士德找到
了心灵的家园，说出了决定赌局胜负的那句话，然后心满意
足而死。

在莱姆斯的酒窖里发生的事让我捧腹大笑：四个酒鬼晕晕乎
乎地唱歌，靡非斯托突然向他们施了定心咒，结果四个人产
生了幻觉，以为来到了法国的葡萄园，还拔出刀子割下酒窖
的柱子，竟然以为割的是葡萄呢!

我赞赏自强不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浮士德，他在年老
眼瞎的时候仍然在追随他心目中理想的王国;我赞赏他永不满
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向“最高的存在”奋
勇前进的乐观精神。

浮士德自以为为人民围海造田，创造了一个伟大王国，当他
怀着崇高的幸福感说出“真美啊，请停下来”这句魔鬼咒语
时，魔鬼靡非斯托以为可以将他的灵魂带到地狱去，可是，
天使们保护了浮士德这个勇敢者的灵魂，并将它带到了天堂，
浮士德的灵魂在天堂里蜕去衰老的外皮，变成了一个高大英
俊的年轻生命，在这里，他和玛格丽特重逢了，他们手拉着
手升入了更高的天国。看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甜
蜜，我为浮士德和玛格丽特感到高兴，善良的人还是会有好
报的啊!

《浮士德》是一张魔毯，它带着我到处飞，让我陶醉在浮士
德的世界里，遨游在歌德这所创造史诗的王国!



浮士德读后感篇三

《浮士德》是“天才诗人”歌德毕生的大作，从二十五岁到
八十二岁，这部悲剧的写作贯穿了他的青年、中年以及老年
时期，是他八十多年的生活和思想的结晶，具有极深刻的哲
学内容，充分反映了歌德当时所处的德国社会生活。《浮士
德》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浮士德》是一部蕴含了深刻哲理的巨作。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天主与恶魔之间的赌约。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魔自信
能够引诱浮士德堕落，把他的灵魂劫往地狱，而天主坚
信“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动，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
并且认为“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他们往往喜爱绝
对的安闲；因此我要给他们弄个同伴，刺激之，鼓舞之，干
他恶魔的活动。”因此接受了恶魔的赌约，也允许恶魔进行
破坏活动。他相信浮士德可以得到最终的拯救，并且认为梅
菲斯特进行的干扰活动反而可以激励浮士德在追求人生意义
的道路上不断摸索与前行，永远不断地进行更高的活动。这
体现了歌德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思想。以浮士德为代表的
善与以梅菲斯特为代表的恶是一对矛盾，他们是既对立又统
一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在本剧中，恶
也成了神力的一部分。
《浮士德》之所以被称为一部悲剧，是因为剧中体现了浓烈
的悲剧色彩，但是在歌德的版本中，浮士德的灵魂最终升上
了天国，体现了永恒的天主之爱。这部悲剧分为第一部和第
二部。第一部讲述了浮士德对于知识学问的无力感到失望而
乞灵于恶魔梅菲斯特，追求官能的享受，但是浮士德发现官
能上的享受包括男女之爱也并不能使他满足，结果以格蕾辛
的悲剧告终。第二部中浮士德先是转向追求以海伦为代表的
古典美，即古希腊文化和艺术之美。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象
征着古希腊文化与北欧文化的结合，但结果又以海伦的悲剧
结束，意味着两种文化融合的失败。最后浮士德转向了为人
民的自由与幸福进行创造的活动。他带领人民征服自然，围
海造田，并且从中得出了“智慧的最后总结”——“要每天
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当他想到人



们因为他的奉献而享受着更好的生活时，他就找到了人生最
大的价值。
《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
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共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
七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
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
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
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
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
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糅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
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
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焦金枝）

浮士德读后感篇四

歌德在浮士德中，根据这个民间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浮士德和
魔鬼靡非斯托的形象，展现了一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
级精神生活的发展史。

浮士德是我迄今为止看的最为晦涩难懂的一本书。

诗体哲理悲剧浮士德是伟大诗人、作家、思想家歌德最重要
的代表作。

它与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
特并列为欧洲文学四大名著。

主人公浮士德是16世纪德国历史书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通
占卦、天象、巫术、炼金术。



歌德在浮士德中，根据这个民间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浮士德和
魔鬼靡非斯托的形象，展现了一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
级精神生活的发展史。

浮士德的形象反映了歌德对人性、对人的精神内涵与境界的
深刻洞察和把握。

他塑造的浮士德性格中两重性使他处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兼
有神性和魔性。

他若不断地追求知识与真理，追求美善的事物，追求高远的
理想，会上升到灵的境界;如果他贪图享乐，胸无大志，庸碌
无为，且执迷其中不能醒悟，将坠入魔道，走向堕落。

歌德认为，沉沦和进取的双重引力在浮士德身上并不对等，
他的神性要强过魔性，他本质的、主导性的一面是自强不息、
发奋进取、永不满足、积极向上，这就是所谓?浮士德精神?。

但歌德并不因此看轻魔性在浮士德追求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歌德首先承认魔性只能被暂时克服，却不能被永久根除，因
它是可以容忍的。

浮士德中上帝的话其实道出了歌德悟出的智慧箴言:?人要奋
斗，失误免不了。

?歌德同样看到，魔性与神性相对相生，因此是绝对必要的。

浮士德的一生是神性和魔性矛盾斗争的过程。

他奋发进取、永不满足的精神是他上升的内在动力，靡非斯
托利用浮士德身上的魔性诱使他堕落，然而浮士德的神性使
他能够吸取教训，不断克服魔障。

正是在这种辩证发展之中，浮士德的精神内涵才日益深厚，



境界日益提升。

浮士德的结尾是光明的。

浮士德喊出了?你真美呀，请稍稍停留!?表面上看，他获得了
满足，也准备享受这满足，靡非斯托因此要攫走他的灵魂，
但上帝派天使把浮士德的灵魂带到了天堂，因为?凡是自强不
息者，到头我辈终能救?，正可谓天道酬勤，上帝嘉许之。

既然如此，为什么浮士德仍然被看成是一部悲剧呢?这主要是
因为，歌德相信人类追求至善是没有止境的，但个体的生命
却是有限的。

浮士德获得了两次生命，这生命仍然有限，所以不可能达到
终极的目标。

他探索的五个阶段，远没有穷尽人类的精神生活。

人的精神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上帝造出魔鬼，来催人
惊醒、奋进。

魔鬼对浮士德而言，就不只是一个引诱者，他也发挥着督促
和警策的作用。

魔鬼说自己?老想作恶却总是把善促成，我便是这种力量的一
部分?，发挥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他主观上在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浮士
德前进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靡非斯托是浮士德身上另一个
自我的外化形式，或者说靡非斯托和浮士德共同构成人类天
性的双重性，乃至上帝的.两面性。

总之，二者相辅相成，相生相克，才使造化臻于完形。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定?、?
善?、?否定?、?恶?的发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

它是一部诗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

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

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
术士。

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
的形象。

从而总结了诗人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也概括了文艺复兴以
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

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
索的精神。

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
面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

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自强不息，所
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案，要做一个?
每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到天堂，见到了圣母。

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堕落，但实际上却促进



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

套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如果浮士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
遣到这个世上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
它赶快前进。

正是他帮助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也是他促使
浮士德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实成为了浮
士德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分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

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

可以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
求。

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
新问题。

而浮士德正是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可以说，是
这种追求造就了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使目己的人生高度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得到提升。

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必须选
择，而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的性格，
将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浮士德，但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浮士
德顽强向上、热爱生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品质。



浮士德读后感篇五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
定”、“善”、“否定”、“恶”的发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诗
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
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
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
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写浮士德一生从
书斋、市民社会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大舞台的过程，其中
经历了求知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改造大
自然这五个阶段，从而总结了诗人自我一生的生活经验，也
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
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他的内心充满
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面不断追求
更高的理想。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
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
案，要做一个“每一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
到天堂，见到了圣母。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
堕落，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套用苏格拉
底的话说，如果浮士liuxue86。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遣
到这个世上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
赶快前进。正是他帮忙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
也是他促使浮士德在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
实成为了浮士德在前进道路上不可分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



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能够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
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
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新问题。而《浮士德》正是
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能够说，是这种追求造就了
《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使目己的人生高度在不
断追求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每个人在人生追求中都会遇到各
种无法逃避的问题，务必选取，而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
于实践和自我否定的性格，将使其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
人生的价值和理想。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浮士德，但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浮士
德顽强向上、热爱生活、寻找属于自我的人生的品质。

浮士德读后感篇六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

-----《浮士德》

这就是《浮土德》触动了我的一句话，也是浮士德性格肯定、
善、否定、恶的发展历程的概括。

《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诗
剧，分上下两部，共一万二千余行。浮士德本是十六世纪德
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在传说中，浮士德是一个追求世俗享
受而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一题材，把浮土德
塑造成一个德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写浮士德一生从
书斋、市民社会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大舞台的过程，其中
经历了求知生活、感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改造大
自然这五个阶段，从而总结了诗人自己一生的生活经验，也
概括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历史。



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象征性形象。但是他有鲜明的个性，那
就是永不满足、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精神。他的内心充满
矛盾：一方面满足现状，享受现世幸福，另一方面不断追求
更高的理想。他一生中有过迷惘，有过错误，但是由于他的
自强不息，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最后能够找到人生真理的答
案，要做一个每天争取上进和生存的人，并被天使接到天堂，
见到了圣母。魔鬼在诗剧中作恶造孽，引诱浮士德堕落，但
实际上却促进了浮士德的前进与成长。套用苏格拉底的`话说，
如果浮士德是一匹马，那么魔鬼被派遣到这个世上来，好比
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正是他帮
助浮士德走出书斋，投身于实际生活，也是他促使浮士德在
克服自身错误的同时摸索前进，魔鬼其实成为了浮士德在前
进道路上不可分离的伴侣。

歌德的创作过程长达六十年。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构思此诗，
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告完成。可以说，这本身即是一种追求，
对文学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正是这种追求，使歌德在
晚年仍不断地学习新事物，探索新问题。而《浮士德》正是
这种追求所带来结果的最好验证，可以说，是这种追求造就了
《浮士德》几百年来的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