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诗读后感的(实用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史诗读后感的篇一

宙斯爱赫克托，只是因为他的献祭丰厚，而并非因为他是个
英雄；这种基于利益的喜爱终于使其架不住众神的裁断，而
判决赫克托死亡。

阿喀琉斯在庸庸碌碌地长寿和短暂却闪光地生活之间，选择
了后者。

奥德修斯经历万般苦难却矢志不渝地回家，他是智慧而坚韧
的，是真正的英雄，这种英雄比阿喀琉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
英雄强过百倍，所以奥德赛专写奥德修斯的故事；而阿喀琉
斯做了些什么呢？我的印象是他一直在与人争斗，显示其力
量，此外并无其它；其侮辱赫克托尸体的事迹则更使他显得
气量狭窄、意气用事和水准低下。

当美神阿弗洛狄忒与战神阿瑞斯私通被美神的丈夫设计网住，
并请众神来参观评断之时，阿波罗问赫尔墨斯，若是你这样，
当会如此？赫尔墨斯则答为了接近美神，他愿遭受更为难堪
之事。看来，孔夫子所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也适
用于希腊的神。

荷尔德林的一首诗曾写出了神与人，尤其是与诗人的关系：

“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
是的！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昭然显明？我



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之尺度。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
纯洁相匹。人乃神性之形象。大地上可有尺度？绝无。”

《荷马史诗》，一本蕴含哲理的书。

史诗读后感的篇二

荷马史诗是对人性的描述，写得很华美，也很真实。能够看
作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作深刻的写实。

史诗第一部《伊利亚特》，从写神的争斗开始，写的是神的
欲望和贪婪。西方的神，本就是人化的神，与东方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截然不一样。之后，史诗从神正式写到人
的欲望和贪婪。人对情欲、对权力、对荣誉的贪婪。然而，
男人和女人的欲望和贪婪却有不一样，也许男人的欲望要纯
粹得多——能够为了女人，放弃王位；为了权力放弃女人；
也能够为了荣誉放弃一切。而女人们似乎是情欲的贪婪者，
但事实上，她们什么都不想放弃。她们不会和流亡的王子浪
迹天涯，即使他风姿依旧；更不会与战败的国王床第之欢，
即使他腰缠万贯。

从这个角度上讲，女人比起男人来，似乎更加贪婪。阿喀琉
斯、赫克托耳、阿伽门农，男人们的英雄，因为女人而死；
女人们也死了，被更不肖的男人杀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
自杀的，死在自我的欲望和贪婪之中。

史诗第二部《奥德赛》，也描述了人类相同的贪婪。但这部
后期作品，谢天谢地，也展现了人类完美的品质——女人对
感情的忠贞，男人对家庭的依恋和职责。俄底修斯是特洛伊
之战的智者。也许，仅有真正的智者才能明白，仅有完美的
品质才能帮忙自我找到幸福之源，欲望和贪婪只会毁掉自我。
正如赫克托尔所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辛勤的劳动；
爱自我的妻子，爱自我的丈夫；同情弱者。”



《荷马史诗》，一本蕴含哲理的书。

史诗读后感的篇三

史诗的主题思想是歌颂氏族社会的英雄，因而只要代表氏族
梦想的英雄，不管属于战争的哪一方，都在歌颂之列。《伊
利亚特》的基调是把战争看成正当、合理、伟大的事业，但
同时又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人民的厌战
反战情绪，并经过英雄们的凄惨结局，隐约地表达了对战争
的谴责。《奥德赛》是歌颂英雄们在与大自然和社会作斗争
中，表现出的勇敢机智和坚强乐观的精神。荷马史诗，是古
代希腊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时期的一部社会史、风俗史，
具有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的很高价值。这部史
诗也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
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艺术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不免带有
局限性。荷马，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后半期的爱奥尼亚，是古
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诗人。他是《荷马史诗》（分《伊利
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的作者。

英雄史诗用神奇的笔调描述英雄的形象、突出英雄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目的并不是贬低大众，而恰恰是为
了抬高作为那些英雄的子孙们的希腊人，是为了抬高那些创
作和传播英雄业绩的人们本身。因为一个有着英雄祖先的民
族是值得自豪的。英雄史诗之所以能够长期而广泛地流传，
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娱人耳目，更重要的是它能启发人们的心
智、鼓舞人们的斗志、引导人们缅怀祖先的英雄业绩、继承
和发扬祖先的荣光、象英雄的祖先那样去进行生存斗争。正
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时希腊的各个城邦都竞相把《荷马史诗》
中的英雄人物尊为自己的祖先，甚至连荷马本人也成了各城
邦争夺和崇拜的对象。

历史意识

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古希腊人关于“历史”的最



初概念，并且在一些篇章中还出现了表示“历史”概念的词
语。尽管这个词语在史诗中使用时的含义并不确定，可是它
至少已经包括了这样的意思，即：经过对目击者供给的证词
进行调查、从而获得事实真相。之后希腊语中的“历史”一
词，就是直接从这个含义上演变而来。

自由主义

《荷马史诗》是早期英雄时代的大幅全景，也是艺术上的绝
妙之作，它以整个希腊及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
展现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
（进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此而
来的，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己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
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剥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
《荷马史诗》于是成了“希腊的圣经”。

以人为本

在史诗中，我们还可看到以人为本思想的反映，赞美人的智
慧，嘲笑神的邪恶，赞美、歌颂人间，蔑视上天，这种以人
为本的思想又常常是同歌颂民族贵族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恩
格斯以往指出，全部《伊利亚特》是以阿客琉斯和阿伽门农
争夺一个女奴的纠纷为中心的。掠夺光荣，敢于掠夺者才是
英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适合当时奴隶主贵族的胃口。

史诗读后感的篇四

特洛伊战争总体上弥漫着一副悲壮的色彩，甚至是能够说是
凄美的，为权利抛弃亲情而死的人是可悲的，他同时也为人
所不耻；为荣誉而战的人是可怜的，可是你找不到适宜的角
度去同情他；为感情而死的人是可爱的，但不负职责的感情
又是可憎的；为国家而死的人是可敬的，正如那句，“有的
人死了但他还活着”，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或者是记忆中
的某个角落。古希腊神话里的很多人物本身就带走杯具色彩，



你无法去说，究竟是他选择了命运还是命运选择了他，是预
言决定了命运，还是命运决定了预言。或许是因为大海过于
浩瀚你永远都猜不透、看不清，又或许是你被现实所蒙蔽了
眼睛，已经无法去看清。无论是何种原因，命运这枚棋子，
无论是在谁的手中，都显得有些举棋不定，这是众生常态。

我们似乎都钟爱杯具，因为它总能带给我们内心带来悸动，
又或许是我们悲悯的天性使然，总会有一些人经由此走进我
们的内心，我们无法排斥。《荷马史诗》是早期英雄时代的
大幅全景，也是艺术上的绝妙之作，它以整个希腊及四周的
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展现了自由主义时代的自由情
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进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
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此而来的，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
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
剥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荷马史诗》早已被尊为
了“希腊的圣经”。既然已是圣经，便自然能够更为人所理
解。

我不明白是否会有人像我一样总是对那已逝去的古希腊王国
有着如此强烈的向往之情，可能我更向往的是那份情结，那
些悲壮的，自由的，甘于付出，敢于冒险的一切都令我着迷。
一段历史若只是有欲望使然或许它永远都无法让人感动，但
你若从中窥见了那点点滴滴情感所缀连的小细节，便会深陷
其中而不能自拔了。而古希腊最能吸引人的除了它的杯具色
彩之外，还有它的礼貌发展，它对英雄有着百分之百的尊重，
对文学创作的高度支持。历史的发展需要纪实，但同时也需
要想象，每一个时期的人们都需要有神话或者一些信仰来慰
藉心灵，古希腊神话做到了前者，《荷马史诗》完成了后者，
正是由于二者的碰撞与磨合才让希腊王国对我们有着如此深
刻的吸引力。

于空闲时，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于时光的静谧里，于
茶香的温润中，细细阅读这本书，让那些战场上的厮杀，家
园里的.温情在你脑海中慢慢驰骋吧，它总会让你有所收获，



也许心灵上的感悟，也许是内心深处的触动。不管怎样，用
心去阅读一本书时，至少在那一刻，你的心灵是纯净的。

史诗读后感的篇五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古中国到古埃及，从古印度到古巴比
伦都有他们各自的文学经典：《希腊神话》《荷马史诗》
《莎士比亚戏剧》《红楼梦》《安徒生童话》……我最喜欢
的是《荷马史诗》，在这个寒假中，我把它读完了。

《荷马史诗》分为两部分：伊利亚特涸奥德赛。其中我印象
最深的是“奥赛德”。

这一部分讲的是奥德修斯和他的士兵们因为风暴，所以和大
部队分开了。而在路上，他的士兵因为惹怒了太阳神阿波罗
而被卷进风暴失踪了。而奥德修斯因为刚开始得罪了海神波
塞冬，所以回家的路十分艰辛。

终于，他历尽艰辛回到家乡，将那些背叛自己的人杀了，和
自己的妻子佩涅和儿子特勒团聚了。

《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让我们领悟到“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的道理。

正所谓“十年寒窗中状元”。咱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状元，可
他们那一个不是苦读出来的？他们经历了十年的艰苦奋斗，
只为了科举的那一天中状元。是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你努力了，就可以得到回报。

通过读《荷马史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通过自己汗
水浇灌过的果实，才是真正的丰收，才是真正的喜悦！



史诗读后感的篇六

放在中国美人可没那么好的待遇。红颜祸水，烽火戏诸侯，
一骑红尘妃子笑等等，岂不弱爆了，还广招骂名，每一个都
死的很难看。

民族性格使然吧？真是相去深远。

以美人嫁青壮年，碰到的`人，生命大好，懂得美，理解美，
宠溺美，眷恋美宽容美，所以无论男人女人之美都能美的肆
无忌惮，让人彻头彻尾的甘愿匍匐称臣，多好。

史诗读后感的篇七

《荷马史诗》是相传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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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提供
的关于荷马史诗读后感：

荷马史诗(之伊里亚特)讲的是希腊和特洛伊打了十年的仗，
最后希腊的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终于把伊利昂(特洛伊)
攻下了。

那为啥希腊和特洛伊要打十年的仗呢，因为特洛伊的小王子
帕里斯把希腊的王后海伦抢走了。

特洛伊战争是人跟人打，人跟神打，神跟神打，真热闹啊!

我喜欢奥德修斯，因为他聪明机智，英俊潇洒，特别英勇，
而且他射箭技术特别高，一支箭能射穿十二把斧头。

下面我再讲讲阿克琉斯，他的盾牌特别坚固，打起仗来特别
厉害，最后阿克琉斯被帕里斯的箭射中了脚踝，然后就一命
呜呼了。



阿克琉斯的妈妈是河神，阿克琉斯刚一出生，她就抓住他的
脚踝，放在神水里浸泡，这样身体就刀枪不入，但是，脚踝
这个地方，河神忘了在河水里浸泡，结果就成了他的弱点。

(妈妈，你咋不把我也在神水里泡一泡啊，这样我就超级厉害
了，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啊!)

下面我再说说赫克托耳，我最喜欢他了。

他英勇无比，但是，他把阿克琉斯的朋友杀死了，还抢下了
他的盔甲。

阿克琉斯非常恼恨，发誓要报仇。

盔甲有一道裂缝，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阿克琉斯一个人知
道，他就拔出利剑，?唰?的一声刺中了赫克托耳盔甲的裂缝，
结果，鲜红的血流了出来，就这样，阿克琉斯把赫克托耳杀
害了。

但是，我还是佩服赫克托耳，因为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

荷马史诗分为两个部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考虑到叙事的繁
杂，没有引导他从宏观叙事开始，而是选择了他喜欢的几个
人物入手，描述一二。

其实，荷马史诗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本书，现在再阅，
算是我们母子共乐了吧，喜欢的朋友不妨一读。

荷马史诗是对人性的描写，写得很华美，也很真实。

可以看作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作深刻的写实。

史诗第一部伊利亚特，从写神的.争斗开始，写的是神的欲望
和贪婪。



()西方的神，本就是人化的神，与东方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
火的神截然不同。

之后，史诗从神正式写到人的欲望和贪婪。

人对情欲、对权力、对荣誉的贪婪。

然而，男人和女人的欲望和贪婪却有不同，也许男人的欲望
要纯粹得多??可以为了女人，放弃王位;为了权力放弃女人;
也可以为了荣誉放弃一切。

而女人们似乎是情欲的贪婪者，但事实上，她们什么都不想
放弃。

她们不会和流亡的王子浪迹天涯，即使他风姿依旧;更不会与
战败的国王床第之欢，即使他腰缠万贯。

从这个角度上讲，女人比起男人来，似乎更加贪婪。

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阿伽门农，男人们的英雄，因为女人
而死;女人们也死了，被更不肖的男人杀死。

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自杀的，死在自己的欲望和贪婪之中。

史诗第二部奥德赛，也描写了人类相同的贪婪。

但这部后期作品，谢天谢地，也展现了人类美好的品质??女
人对爱情的忠贞，男人对家庭的依恋和责任。

俄底修斯是特洛伊之战的智者。

也许，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知道，只有美好的品质才能帮助
自己找到幸福之源，欲望和贪婪只会毁掉自己。

正如赫克托尔所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辛勤的劳动;爱



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同情弱者。

荷马史诗，一本蕴含哲理的书。

史诗读后感的篇八

《荷马史诗》是对人性的描写，写得很华美，也很真实。可
以看作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作深刻的写实。

史诗第一部《伊利亚特》，从写神的争斗开始，写的是神的
欲望和贪婪。西方的神，本就是人化的神，与东方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截然不同。之后，史诗从神正式写到人的
欲望和贪婪。人对情欲、对权力、对荣誉的贪婪。然而，男
人和女人的欲望和贪婪却有不同，也许男人的欲望要纯粹得
多——可以为了女人，放弃王位；为了权力放弃女人；也可
以为了荣誉放弃一切。而女人们似乎是情欲的贪婪者，但事
实上，她们什么都不想放弃。她们不会和流亡的王子浪迹天
涯，即使他风姿依旧；更不会与战败的国王床第之欢，即使
他腰缠万贯。

从这个角度上讲，女人比起男人来，似乎更加贪婪。阿喀琉
斯、赫克托耳、阿伽门农，男人们的英雄，因为女人而死；
女人们也死了，被更不肖的男人杀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
自杀的，死在自己的欲望和贪婪之中。

任。俄底修斯是特洛伊之战的智者。也许，只有真正的智者
才能知道，只有美好的品质才能帮助自己找到幸福之源，欲
望和贪婪只会毁掉自己。正如赫克托尔所说：“幸福的日子
其实很简单，辛勤的劳动；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丈夫；
同情弱者。”

《荷马史诗》，一本蕴含哲理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