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尼斯读后感(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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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威尼斯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一《威尼斯商人》。我先给
大家讲一讲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吧！

“不可丢弃英伦三岛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是对莎
士比亚这一生最高的评价了。莎士比亚，可以说是英国最杰
出的戏剧家，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家。知道今天
下次别依然在全世界还享有圣域莎士比亚，一生中有37部喜
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流传于世（这一句话到底要
表达什么？请组织好语言。）

故事是这样的：

威尼斯有两个商人，一个十分仁慈，借不取利息，叫安东尼
奥；另一个呢，十分吝啬。他就是犹太人夏洛克。两人人常
常发生摩擦。直到有一天，安东尼奥的朋友，巴萨尼奥向他
借钱。由于安东尼奥刚刚支付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堆货物，所
以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只好向死对头夏洛克借钱了。夏
洛克与他们签约：23个月内，以后钱不还，你就会被夏洛克
切一磅肉。结果鲍西亚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解救了安东
尼奥和他的兄弟巴萨尼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宽容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他人之
间要彼此宽容，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威尼斯读后感篇二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
我总是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
民族的特色，你骂我是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
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很
显然，这是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控诉。

以上的片段出自影片《威尼斯商人》，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它是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流传百年的经典。

影片的开头振愤人心：一片哄闹，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戴着红
帽子的人(犹太人)被信奉者推入水中，有的在殴打犹太人，
伴奏着悲凉的音乐。此时转向了一个镜头，那是安东尼奥与
夏洛克，只见夏洛克想说什么，一脸无奈，安东尼奥却蔑视
地朝他吐了一口唾沫，夏洛克怀恨在心……真发人深省。

威尼斯富商安东尼奥则完全是美的化身，为了帮助朋友巴萨
尼奥求婚，他向夏洛克借钱，于是怀恨在心的'夏洛克乘机报
复，佯装不要利息，但如果逾期不还，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
下一磅肉。后来由于安东尼奥的船失事，他的一切财产沉于
海底。夏洛克告上法庭，面对夏洛克的无耻阴谋，他临危不
惧，视死如归，肯为朋友牺牲。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亚假
扮律师出手相救，在法庭上她虽是重情义、善良，但对于犹
太人她一样憎恨。后来，夏洛克的阴谋破灭，也因此赔上了
自己的财产。

《威尼斯商人》确实是一部喜剧，那是对大部分人来说的，
但对与夏洛克，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几百年来，不知什么
缘故，犹太这个民族一直受欧洲各国的上流社会嫉恨。有人
说，莎士比亚之所以塑造夏洛克，正是因为他对社会给予犹
太人的压迫感到不满;也有人说，作者是为了娱乐大众，才造
出这样一个可笑人物，不管怎么说，的确有夏洛克这一角色
拥护了一个民族，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他们被歧视，没有尊



严，种种不公平，才造成了夏洛克这样的一个性格。

夏洛克并不可恨，可恨的是当时的社会，正是社会造成了一
个悲剧的夏洛克。

于是，我们不再单纯地把夏洛克批判为资本主义血淋淋的代
表，我们的人道精神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理解倾听他的内心，
倾听一个受压迫者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威尼斯读后感篇三

在当今社会中，一个商人如果想要赚到钱，就必须努力工作，
但是在几百年前的威尼斯，有一位商人叫夏洛克，他不是靠
努力工作发财的，而是专门靠放高利*发财。这个人就是这个
故事的主人公。

这个故事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写的，它的名
字叫《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具有极大讽刺性*的喜剧。大约
作于1596-1597年。剧本的主题是歌颂仁爱、友谊和爱情，同
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产阶级与高利*者之间的矛盾，
表现了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金钱、法律和宗教等问题的人
文主义思想。这部剧作的一个重要文学成就，就是塑造了夏
洛克这一惟利是图、冷酷无情的高利*者的典型形象。

故事的内容讲的是：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
尼奥向鲍西娅求婚，向犹太人高利*者夏洛克借了三千金币。
夏洛克因为安东尼奥借给别人钱不要利息，影响了他的生意，
又侮辱过他，所以借机报复，在借约上戏言三个月期满还不
上钱，就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债。后来巴萨尼奥的
求婚成功了，安东尼奥因船失事，所以不能如期还钱，夏洛
克就提起公诉，要安东尼奥履行借约，从身上切下一磅肉。

开庭审判的那一天，鲍蒂霞假扮安东尼的律师，替安东尼辩
护。()她用聪明的办法，救了安东尼的性*命，也惩罚了夏洛



克：法庭判决只许割肉，不准流血，只准割一磅肉，不准多
一点也不准少一点，即使是一丝一毫，也要诉讼者抵命。夏
洛克惊愕之余要求撤回原诉，但鲍西娅依据法律，剥夺夏洛
克全部财产，将其一半充公，将另一半判归受害一方，夏洛
克彻底败诉。

看完了这个故事，我最喜欢作者塑造的安东尼奥这个人物，
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商人的代表，作者对他是有所美化的。
他珍重友情，为了朋友而向高利*者借钱并为此死而无怨；他
宽宏大量，面对夏洛克的无耻——阴——谋，竟逆来顺受；
面对死的威胁，他具有古罗马英雄那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的气概。总之，他身上具有正派，重情，温文尔雅等文艺复
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为之沤歌的品质。

这个故事真实地告诉我们：钱财固然重要，一个人可以追求
财富，但绝对不能做守财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金钱
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那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友谊、感情和一颗正直仁爱的心灵。

威尼斯读后感篇四

某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将会带上属于那个时代的'风格。
《威尼斯商人》就带有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传统中又充
满了创新的独特风格，同时也宏扬了人文主义。该剧中出现
了若干个性鲜明的人物，分别代表了当时的不同阶级的不同
思想。但是，真正引起了我的思考的，却是一个处于该剧中
阴暗面的人物——夏洛克。

初读戏剧，你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可憎的人——利用高利贷剥
削人们的财产；面对别人友善的的劝告丝毫不肯放松；甚至
对自己的家人都显得十分无情。这几乎综合了一切让人讨厌
的特点，属于当时社会中最令人憎恨的那一类人。但是，作
者真的只是塑造了他坏的一面吗？答案当然是不。作者在对
他的描写中，无不体现他的可悲与令人同情。



他身为犹太人，在基督教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国度里，
他或许受尽了冷落与孤独。你或许知道，大部分心理问题都
是由一个人从小到大所受到的精神刺激而来。他信仰着自己
种族的宗教，然而，他的信仰却被人们无视，甚至鄙视，这
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他仇恨着
所有人——那些信仰着基督教，却贬低着犹太教的不近人情，
从来没有正视过他的家伙。他的复仇动机正是出于此。因此，
他用恶毒的手段去报复那些他所恨的人，去平复那饱受欺侮
的心灵。

要问道他为什么恨安东尼奥，一部分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另
一部分则是出于对他的羡慕与嫉妒。财富是一方面，但要真
从文章的写作目的——人文主义来看，更多的是出于另一方
面——安东尼奥拥有他想要的一切：真正平等的人权，人们
的爱戴，以及朋友的关怀。然而在夏洛克的世界里，自己只
能用财富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而他真正注意到安东尼奥，
是从他的财富开始流到安东尼奥的口袋里起。从这个时候开
始，他的嫉妒心便开始萌芽——他向往着安东尼奥所生活的、
充满爱的世界，然而四周只有无尽的冰冷，他给自己的内心
找了个恨他的借口：他抢走了自己的财富，断了自己的财路。
但是，他残酷的外表下，却是向往着一个人人平等，充满爱
的世界。

而且，夏洛克并不完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在他被要求放
弃财产时，他的回答是：“不，把我的生命连财产一起拿了
去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对呀，拿走了一个人的精神支
柱，他的内心将会崩塌，意志将会毁灭。与其如木偶般活着，
还不如死了来得快。然而，当安东尼奥提出改变信仰就将其
财产的一半分给其女儿及女婿时，他却表示他对此很“满
意”，可见，他在这最后关头，比起自己的信仰，他宁可让
自己的家人过得好点，自己苟且活在没有信仰的虚无世界中，
你还认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恶毒的人吗？人心是最复杂的
东西，不过，即使再怎么变，它都是有感情的事物。世界上
没有完全的恶，再怎么坚硬如铁一般的心灵，去掉外层都会



露出柔弱的部分。

而故事的最后呢？他一无所有了。没有人来救赎他，甚至没
有人肯给予他一句安慰。在无尽黑暗的深渊中，他的精神就
这样挣扎着。夏洛克只是一个典型。在那种宗教歧视的时代
里，又有多少人在做着这样的挣扎？那时也有，以后也有，
包括现在也有。而文艺复兴是让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一类人，
体会他们“加害者”背后身为“被害者”的痛苦。宣扬“人
文主义”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教会我们如何用充满人性的
眼光去看人，也告诉我们应该全面地去理解人类的心灵。

威尼斯读后感篇五

托马斯曼的著名小说。篇幅很短，几乎可以一天看完。托马
斯曼笔触比较细腻，一开始唠唠叨叨说了好多关于他自己的
心事，如何成就今天的成绩之类的。后来直到各种机缘巧合
来到威尼斯才开始变得生动起来。他爱着的是波兰美少年塔
奇奥，那时他认为的美还是希腊雕塑般的美，蜜色的头发，
大理石一样洁白的皮肤，即使在威尼斯的阳光下数日也丝毫
没有变色。

对于威尼斯霍乱疫情的描写也能和现在当前的疫情似乎联系
起来，人们的反应是那么不可思议，但疫情当下却又每个人
都能理解，当局一开始极力否认，然后说是从外国传来的疾
病，死亡人数又忽上忽下，没有确定数字，商铺和当地人欲
言又止，因为一旦臭名昭著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不可估量。

至于托马斯曼在书中承认的性取向等等我觉得早就不该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了，自古从红楼梦到金瓶梅就没有少过男男之
爱，到现在同性婚姻已经得到多国承认，这还有什么好惊奇
呢。唯一值得惊奇的可能是托马斯曼终身和妻子在一起，育
有多名子女，终身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罢了。但难道不是同性
恋者就不能对同性产生什么情愫吗？至少书中对塔奇奥的爱
慕只是停留在爱慕而已，并没有太多身体的接触和幻想。



威尼斯读后感篇六

《威尼斯商人》是一本让我难以释手的好书，我花了三天时
间把它读完。读完后我久久舍不得放手，抚摸着书皮，心中
感慨万千。《威尼斯商人》对人物的形象刻画是十分鲜明的，
安东尼奥无疑是最善良的，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洛克的
卑鄙，而波希霞是最聪明的。这些人物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安东尼奥和巴珊尼之
间的有意。朋友是手足，为了朋友，可以上刀山、下火海。
而安东尼奥和巴珊尼就是这样一对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巴珊尼落难、跌落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安东尼奥对巴珊尼
还是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好。安东尼奥曾对巴珊尼说：“我
给你还债，死而无怨”。

因为我没有完全敞开心扉对待朋友，朋友对我也有所保留。
这样，我只能交到一些普通朋友，要想有几个真心朋友，照
我这样下去，是希望渺茫的。看了《威尼斯商人》之后，我
决定对待朋友要一心一意，要敞开心扉，用真心付出。

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大师，被马克
思称为“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的作品通常以悲剧为主，
而这部喜剧让我重新认识了他笔下人物的的鲜活性，他们都
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似的，丑恶的夏洛克、老实的安东
尼奥、重感情的巴萨尼奥、美丽智慧的鲍西娅……鲍西娅女
伴男装来到法庭上帮助安东尼奥。这篇文章写出了当时生活
在威尼斯的商人的真实故事，人间的亲情和友情比什么都重
要!

这里主要刻画了三种感情，一是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的友情，
二是公爵及旁人对安东尼奥的同情与支持，三是所有人对夏
洛克蔑视、唾弃。在生与死面前，我认为安东尼奥与巴萨尼
奥所体现的那份友情，实在是很感人。夏洛克是个既可恨，
又叫人同情的人物，文中的夏洛克在莎士比亚笔下是魔鬼的
化身丧失了人性，他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还不满足，谁防碍



他，他就不择手段去对付谁。他唯利是图，贪得无厌，但是
他也是一个受歧视的犹太人。我更是喜欢鲍西亚。她优雅高
贵、富有高度的智慧，敢于机智果断地投身于行动，正可谓
巾帼不让须眉。这篇文章让我知道我做事不要虚浮，做人一
定要正直，对人对事不能不留余地，要时常怀有一颗厚道怜
悯的心，只有这样，才会获得更多人的心!

威尼斯读后感篇七

看了约半的《威尼斯商人》，对人物并不感多大兴趣的我却
被三个盒子所吸引，作为鲍西亚丈夫门栅的三个盒子。

金，也谓黄金。可是，难道其本质也同外表一般散发金光？
此言差矣。自古至今，多少因黄金心生蛆虫，坏死内心。谁
选择了它，就将得到所有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古人说的话
还真没骗人，就如莎士比亚所言，发光的不全是黄金。要是
一个大胆又聪明的人，手脚壮健，见识却老成，也不会得这
样的回音。“再见，劝你冷却这片心。”

“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应得的东西”——这是银匣子所
对应的牌子。这银子在火里烧过七遍，那永远不会错误的判
断，也必须经过七次的试炼。有的人终身向幻影追逐，只好
在幻影里寻求满足。我知道世上尽有些呆鸟，空有一个镀银
的外表。“随你娶一个怎样的妻房，摆脱不了这傻瓜的皮囊，
去吧！莫再耽搁时光！”

这三个匣子却使我深深感叹看人事可别光看外表而误了本质
这一众人皆知之理。这三个匣子不过是一个比喻，匣内卷纸
上的内容才是真正的诠释。貌似和蔼可亲的老人一样可以老
谋深算，看似凶残的大汉一样可以是一个“四好公民”。

现实生活中，我们应擦亮双眼看事理，分辨表与内，“发光
的不全是黄金”，但“是金子总会发光”，也许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成为“黄金”，但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想成为表里不一



的那一类“黄金”

《威尼斯商人》不仅教给我们道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是
金子总会发光！我们要擦亮眼睛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