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唐吉可德读后感(汇总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唐·吉柯德》，这本书主
要讲述了一个小镇里有一个人看骑士小https:///说看着魔的故
事，他穿上盔甲，拿起长枪，就要学书里的人物去外面闯荡
一番，下面就跟你们说说他这个“狗熊”骑士在外惹出的趣
事吧。

话说唐·吉柯德从村子里出发，第一天在外不太顺利，没有
遇到什么可以让他行侠仗义的事，唐·吉柯德失望极了，要
找一个堡垒住宿（其实就是旅馆，他非要说成堡垒），最后
终于找到了一家旅馆，店主对他说没有空房了，只能让他将
就将就睡地铺，可他非要在“堡垒”外面巡逻，接下来发生
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就是店里的有些人以为唐·吉柯
德是个精神病，就想捉弄捉弄他，没想到却被唐吉柯德误以
为是敌人，直接举枪乱刺，打伤了好几个长工，店主连住店
费也没跟他算，急急忙忙的轰他走了。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二

唐吉坷德，一个沉迷于其实小说的穷乡绅，他有一个自认为
伟大的梦想：成为一位勇敢的游侠骑士，披着盔甲，骑着战
马走遍世界，行侠仗义、铲奸除恶、劫富济贫，救助所有深
陷不幸境地的人，以骑士精神作为他最高的信仰。为了将自



己的梦想付诸行动，他以利相诱，居然说动了邻居桑丘作他
的奴仆。就这样，一个疯子和一个傻子开始了他们的骑士冒
险旅程。唐吉诃德也许是对骑士传奇的极度狂热，以致走火
入魔，一直处在疯狂的梦幻之中。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个典型的重度的狂想症患者，以致可以把一群羊想象
成一支军队，把一架架风车当成可以助他建功立业的巨人。
也许唐吉诃德的行为在我们读者的眼中是多么的荒谬，多么
的可笑。然而我以为我们并不能因此去嘲讽他。我们可以说
他无知，但不可以说他无聊，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
己内心的冲动和对梦想的实践。我想一个拥有梦想并沉溺于
其中的人是幸福的。梦想可以让自己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唐
吉诃德的这个骑士梦，让他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希
望，尽管他已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了。当然我们可以说，
他——唐吉诃德的梦想是荒谬的，他的实践是盲目的。但我
们面对自己真实的梦想时，却又能否下决心去实践呢。当唐
吉诃德把羊群当成军队，把贵妇的车队当做被强盗劫持时，
他面对自己的敌人(事实上他很认真的把羊群当成了军队，把
车队当成了强盗，而非我们眼中的羊群和军队)丝毫没有一丝
惧色，仍然义无反顾，拔刀相助。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自
己也许并没有唐吉诃德的天真和勇气。当我们现代人不再需
要唐吉诃德那样英雄式的任务是，他就被我们抛弃在书堆与
网络的深处，翻阅也是偶尔一刻。然而，当唐吉诃德手持着
长矛冲向他心中的魔鬼——风车时，我们是否会感到一种莫
名的缺失呢?或许是梦想，或许是正义，或许是勇气。亦或仅
仅是一点点的天真而已。

最近两天翻阅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
家塞万提斯写的代表作《堂吉诃德》，感受深刻。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三

初读唐吉诃德这部作品时，认为他是一部滑稽可笑的庸俗之
作，主人翁神经质的“勇敢精神”在书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让人越来越看不起他，但细细品味，又觉得书中问好了某种



道理，人们最基本的本质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去
实现它，从书中我们看到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粱杆儿似的游
侠骑士，那位奇想连篇的绅士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时刻表现出
他的正直，善良的本性，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但也由于
他的单纯，才会闹出许多笑话。

唐吉诃德这个任务已经成为世界为学中的一个著名典型，他
的性格是复杂的，他一方面脱离现实，老是耽于幻想，对自
己的力量又取法祖国的。估计，屡遭失败。但在另一方面他
的动机纯真善良，他立志铲除世间的恶魔，反对压迫，锄强
扶弱，充满了无私无畏的精神，对于骑士歪的问题，他的议
论总是情形而深刻，明确而富有哲理。

唐吉诃德这本书中出现了近700个人物，描写的生活画面十分
广阔，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16实际初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
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无耻，对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我
想也正是这个愿意促使这部作品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以
至于被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名作家推选为最优秀的经
典文学名著。

这就是唐吉诃德这本书的魅力，而我也被唐吉诃德这本书深
深的吸引着，不厌其烦的看了一遍又一遍，而每次看完后我
都会有许多的读后感。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四

初看《堂吉诃德》，我认为它只是一部滑稽可笑的庸俗之作，
主人公神经质的“勇敢精神”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
越发看不起他。但是细细品味，又觉得书中蕴涵了一种道理，
人们的最基本的本质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去实现
它。在实现的过程中，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梁杆儿似的游侠
骑士，那位奇想联翩的绅士，时刻体现出他正直、善良的本
性，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因为过于单纯了，才闹出许多
笑话。书中的主人公原本名叫吉哈纳，年过五旬，是一位绅



士，虽说是地位显赫，但家境却也不宽裕。由于生活的清闲，
这位绅士爱上了骑士小说，而且已经走火入魔，到了手不释
卷，废寝忘食的地步。别人读小说，都只当消遣，对小说的
情节多持笑料态度，而吉哈纳绅士则截然不同，他对骑士小
说中的的荒唐故事深信不疑，对小说中的骑士佩服得五体投
地。渐渐地，他失去了理性，想入非非要去做个游侠骑士，
全副武装，漫游世界，去克服一切的困难和险阻，消灭一切
邪恶的，残暴的力量，锄强扶弱，见义勇为，名留千古。于
是，他从老屋里找到了一件锈迹斑斑的祖传的一套盔甲，并
异想天开地用硬纸做了一个面盔。可惜不太结实，他没办法，
只好用铁皮条重新做了一个，这才将这面盔的事情算是完成
了，接着，他又找来一匹老马，然后美其名曰驽马难得，趁
着给马取名的东风，他又给自己取了个骑士般的名字，唐吉
诃德。然后又无比荒唐地请一个客栈老板为他受了封，就这
样，他开始了他的游侠骑士之旅。

堂吉诃德的骑士之旅可谓是滑稽透顶了，把风车当成巨人，
把美丽的农家女当成公主，把一家普通的小客店当做被实施
了魔法的堡垒。第一次出行被人打得动弹不得，被驮在驴背
上回到村里；第二次出行最终以被人装在木牢里带回村里告
终；第三次出行在被同村学士装扮的骑士打败后郁郁寡欢地
重回故里，直到最终一病不起。

如果说堂吉诃德的存在于他本身是一出悲剧，那么堂吉诃德
临终前的清醒则是对于我们所有人的悲哀。“去年的雀巢，
今年没有鸟。我过去是疯子，如今头脑已经清醒；我曾经是
台曼拉的唐吉诃德；如今，只是好人阿隆索。吉哈纳。但愿
我的悔悟和真诚能够换回诸位从前对我的尊重。……”唐吉
诃德的这番话出现在他生命的终点似是所谓的清醒却更像是
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这其中包含了一切的辛酸与凄凉，讽
刺与无奈。当唐吉诃德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时，他遗嘱的公
证人刚好在场，他说，从未在任何一部骑士小说中看到过任
何一位游侠骑士能像唐吉诃德那样安祥而平静地死在自己的
卧榻之上。然而事实上，他却是一对矛盾中极大的一个受难



者，不平的冤魂。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一方面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
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
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目标。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
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时空，对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具有
现实感。

我个人在觉得堂吉诃德在滑稽之余，上文所体的追求梦想的
精神，也的确是蕴涵在他的内心当中。对唐吉诃德这个看法，
在嘲笑之外却也带着一种淡淡的敬佩。毕竟再经受了重重挫
折之后还能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的人的确是百里挑一的。
这种精神，唐吉诃德如果运用得体，不去追寻什么骑士道，
而去专注于其他的事业，我们也很难否定他不是一个成功人
士。为此，笑过之后，却也为他深深的惋惜。

本书中一些所谓的`配角也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浪子回头
的费兰多。费兰多故事本可以诉说一下，但在这里为了节省
篇幅，也就不再提及了。还有善良聪明的神父。高明睿智的
参孙学士。以及同样傻但对主人忠诚的骑士侍从桑丘，桑丘
算得上是本是中的第二大可怜人了，被堂吉诃德的“花言巧
语”骗得了桑丘的信任。使得桑丘答应做了唐吉诃德的侍从。
从那以来我们的桑丘就没少受苦，在客店里被人用毯子包起
来扔来扔去的戏弄，又被大家一起把他蒙在鼓里把他当作一
个笑料，但是桑丘却以惊人的毅力为了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
的所谓堂吉诃德口中的“海岛总督”而坚持着。就凭这份坚
毅，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小丑角色投去钦佩的一瞥。桑丘直到
最后也被蒙在众人设计好的圈套里。他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
海岛的总督（实际上是一个小镇），但自始至终，因为唐吉
诃德给他开的骑士玩笑而被迫去做做一件件的荒唐事。

《堂吉诃德》每一个读者都会对堂吉诃德骑士的主观臆想和
不切实际而哈哈大笑，然则，堂吉诃德不仅仅具有令人发笑
的地方，更有令人敬佩之处，每一个深刻的读者，都会在这



位大名鼎鼎骑士的荒唐行为里，看到他的执着而公正的品质。
他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
他从不从背后捅刀子，更不用说用下流的中伤和恶意的诽*来
进行战斗了。然而，堂吉诃德骑士这种令人敬佩的品质，在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荡然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一些
非公开的场合，这种品质早已无影无踪，譬如，在令人眼花
缭乱的网上，我以为就很难看到堂吉诃德“公正”的品质。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五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
他的长篇小说《唐吉坷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它用荒
诞的笔法，刻画了主人公唐吉坷德与他侍从桑丘的形象。他
们都怀着梦想，踏上了追寻梦想的，漫漫长路。在看似荒诞
的外表下，都有着对未来的向往和对梦想的追求，但是，不
合实际的梦想最终也无法逃脱被现实打破的命运。读过《堂
吉诃德》我首先感慨是它的作者，塞万提斯，他是文艺复兴
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1547年9月29日出
生，164月22日在马德里逝世。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
最伟大的作家。而且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
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塞万提
斯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父亲是一个跑江湖的外科医生。因
为生活艰难，塞万提斯和他的七兄弟姊妹跟随父亲到处东奔
西跑。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使他仅受过中学教育。他的一
生经历，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生涯。所以我想他才能写
出如此有趣惊险刺激的故事。

“侠客”与“江湖”，永远都是让人热血沸腾的词。每个人
都做过侠客梦，唐吉坷德更是在梦中不愿醒来。他带着它的
侍从桑丘，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冒险，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他挨过打，受过伤，却一直不知悔悟。虽然他做了很多荒唐
的事情，但他却有着一个良好的出发点，他想要匡扶正义，
扶危济困。人们都将他视为疯子，把他作为取乐的工具，他
的言行受到了极大的排斥，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而睿智的



人，他不愿意接受安宁平静的生活，而宁愿去冒险，他时常
会妙语连珠，不禁对他产生由衷的佩服。

一开始，因为在工厂里面工作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偷偷地
用手机搜索了这本书并阅读它。以前听过高中老师讲过，于
是便好奇这本书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故事。老实说一开始我觉
得主人公就是一个神经病，被骑士小说迷得连现实都分不清，
沉迷于骑士小说无法自拔，像现在一些脑残粉追星一样。他
读骑士小说走火入魔，并且把自己想象成书里面的那些骑士，
还捏造出了骑士小说里面的人物。他三次外出，每一次都是
受伤后被抬回来的，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他在临死前突然
醒悟了，不但毁了骑士小说还要求自己的侄女不要嫁给看骑
士小说的人，要不然就剥夺了她继承财产的.资格。唐吉诃德
有着坚定信念与其说他是幻想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他遭受了无数人的讥讽,却依然坚
定自己,他的所作所为的出发点有着高尚的一面,奉行一种崇
高的原则.他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骑士,要锄强扶弱,伸张正义,
并为此而奋不顾身,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众人的讥讽之中,
有多少人能够坚定自己的理想,始终为之努力奋斗,又有多少
人能够坚持自我,在茫茫人海中不随波逐流,又有多少人能够
微笑面对挫折,越挫越勇.虽然他幻想的事物也许是可笑的,但
这种坚定的信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这本书中，我也喜欢桑丘这个人，他一开始让我觉得这个
人不聪明，可到最后时，桑丘成为了海岛总督时，通过自己
的智慧，当众人之面解决了三四件案子，让我懂得了是一个
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通过自身的发愤图强，就会走向成
功，会让金子发亮。在与唐吉坷德的冒险中，他经常有自己
的疑问，并没有一味地去听从主人的话，大概也是因为它的
文化程度低，即使他有疑问，但是在唐吉坷德的劝说下人仍
然会跟从，但是这不能说明他就是一个没有思想，一味跟从
的侍从，最后不也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海岛总督吗？
一开始他想跟着唐吉坷德也是因为他想拥有一座海岛，也是
唐吉坷德给了他希望，后来的清醒加上努力才有了海岛总督



的职位。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觉得梦想在有一定的基础上
就要自己去努力拼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助你一臂之力，
那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的前
行，我想离梦想实现也是不会遥远的。反而我们会更加的有
成就感。当然就是还要相信自己，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从事农
业的侍从会成为一个海盗总督吧！但就是这么神奇，因为没
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你那么擅长安慰他人，一定度过了很多自己安慰自己的日子
吧。

《唐吉诃德》中塑造了700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的人物
形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真实而全面
的反映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西班牙的封建社会现实，揭露
了正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
的无耻，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六

开头的唐吉诃德让我感觉十分的无聊，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也没有让人愉悦的笑话，不过是一个疯癫贵族的疯癫
行为，倒是感觉作者的文笔非常的老道，描写刻画十分简练，
一些荒唐的。事情转折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自然真实。其实
回头想想不过是自己迷失了眼睛不能发现美而已。

断断续续的看了一些章节，无聊的时候都会看看，虽然不能
吸引你读下去的感觉，却也不会让你感觉不想看的意思，一
直到清明那段时间吧，去了一趟老丈人家把怀孕的老婆接回
来了，之后就到处借钱，筹备小天使的降临，唐吉诃德看的
非常的慢，偶尔才看二三十页，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在书柜里
面最好拿的地方。七月初提车，七月底我的小天使就来到了
我的身边，一方面我非常的开心，一方面有很多让我心乱的
事情发生，应该是小天使给我了信心，一步步走过了最艰苦
的七月，也非常感激身边的朋友支持，如果不是这样我真不



知道落魄成什么样子，收了老婆家的礼金还了很多债务，日
子突然开始往好的方向流转，之后父母帮照看我的天使，我
突然拥有一些宁静的感觉，重新翻阅着唐吉诃德的时候，里
面的唐吉诃德和桑乔变的非常的有趣了，时间也过的飞快，
不知不觉我已经读完了唐吉诃德的上卷，我不在注重于唐吉
诃德的疯癫，而开始发现唐吉诃德的心地善良，无私无畏，
在看国外读物的时候，里面的主角或许能让我感觉到真实，
但是只有唐吉诃德能让我感觉到离我很近，当唐吉诃德在做
一些疯癫的事情的时候我在同情，当唐吉诃德误打误撞帮助
了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欣慰。

我认为我做的到的时候，不要认为其他人都做得到，我认为
自己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也不要认为别人都做不好。这
是我工作一年最大的感触。而唐吉诃德有两句话让我映像非
常深刻，一句是桑乔说的：“肚子吃饱，痛苦减少！”这让
我以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心态会更好一些，另外一句是唐吉
诃德说的："歧路尽通坦，正道满荆刺"，这句话让我反思自
己这几年来选择的道路，也让我在以后的选择中更有勇气，
也更自信。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七

前后经过26天，读完了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是我继
《巨人传》之后读的第二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名著。

小说通过穷贵族吉哈诺痴迷于骑士小说，化名唐吉诃德，三
次出外“征险”的经历，广泛描写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
牙的社会生活，抨击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严酷。

唐吉诃德严守骑士道，立志抑强扶弱，却耽于幻想，脱离实
际，做出许多疯狂以至于滑稽的举动，为书中增添了许多笑
料；但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又往往能够头脑清醒地发表不
少真知灼见。由于他的愚蠢举动，处处挨打受骂，甚至遭到
公爵夫妇和安东尼奥绅士挖空心思的戏弄。



唐吉诃德的志向固然是可敬、可佩的，但是他的志向是针对
一个虚幻的世界的，这样的世界既然一定会破灭，建立在这
样世界上的理想怎么可能不会破灭呢？从这层意义上说，我
认为他的“征险”是毫无意义的。至于后人把谁谁比作唐吉
诃德，那是就志向上的类似性而言，而非这位骑士建立在虚
幻基础上的行动本身，也恐怕不是作者的本意。

他的侍从桑乔・潘沙忠诚、善良，在公爵戏弄他委任他为巴
拉托里亚岛总督时，显示出了出人意料的才干；然而桑乔又
具有自私、贪财、刁滑、患得患失的品性，体现了一个喜剧
式的西班牙农民形象。

小说在唐吉诃德和桑乔的“征险”过程中，还穿插了诸如卡
德尼奥和卢辛达、多罗特亚和费尔南多的爱情故事、“小说
插小说”的意大利故事《无谓的猜疑》、德别德马上尉的俘
虏经历、巴西利奥和基特里亚的爱情故事、摩尔美女安娜・
费利克斯一家的遭遇等次要情节。作者似乎受到了《一千零
一夜》的深刻影响。总之，《唐吉诃德》不仅是一部有思想
深度的，也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八

“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
课余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我读过千奇百怪，
引人入胜的《西游记》，读过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水浒
传》，读过情节曲折，智计百出的《三国演义》，还读过金
戈铁马，明争暗斗的《明朝那些事儿》……其中最让我回味
无穷的，还是那部内容引人发笑，读后却发人深省的《唐吉
诃德》。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的长篇反骑士小说。
故事发生时，骑士早已经绝迹一个多世纪，但主人公唐吉诃
德却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常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
自封为拉曼却地区的守护者，带着仆人桑丘游走天下，四



处“行侠仗义”，做出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四处碰
壁。最后，他返回故里，幡然醒悟后在家中死去。

在书中，唐吉诃德沉浸于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无法自拔，他把
许多该做的事都放在一边，而去当一个外人看起来十分荒诞的
“骑士”，自以为行侠仗义，对着想象中的敌人乱战一番，
却往往好心不得好报。尽管他最后醒悟过来，发现自己浪费
了许多时间却一事无成，但一切都太晚了，他只能带着后悔
与自责，留下一句劝诫后走了。

唐吉诃德的故事告诉我们，珍惜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
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历史上，许多名人之所以成功，就是由
于他们懂得珍惜时间的道理。比如，战国时期的六国名相，
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早年外出游历，却被各国君主拒绝求
见，狼狈而回。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用锥刺股苦读
《周书阴符》，抓紧一分一秒精心钻研纵横术，最终游说六
国达成合纵联盟，身挂六国相印，功成名就。

现在，我们的身边也有许多诱惑，例如各种各样的游戏、社
交网络、在线直播等等，如果我们像唐吉诃德那样沉迷于这
些诱惑而浪费光阴，错过了学习知识的最佳时间，最后也一
定只能留下遗憾。“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我以后要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让学习和生活都不留遗憾。

唐吉可德读后感篇九

曾听过一句话“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作品是必须要读的，
那就是《唐吉诃德》”，也是鉴于这句话，我也将它列入必
读书目，并且读了三遍。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第一遍读也是
笑，笑他傻，笑他无厘头的幻想;第二遍是哭，哭的稀里糊涂，
为他的可笑行为感到悲哀，也心痛他最后的下场;第三遍是思
考占得多，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将他变成这样，这一切
究竟是谁造成的，一连串的疑问充斥脑海，百思，但未得其
解。



《唐吉诃德》的主人公原来是一位乡绅贵族，过着极为游艺
闲适的生活，家里藏有各式骑士小说，并备受其影响，最终
在一次读书后产生了一个世界上所有疯子都不曾有过的怪诞
想法“他要做个游侠骑士，带着他的甲胄和马走遍世界，八
方征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所做的一切，赴汤
蹈火，报尽天下仇，而后流芳千古。”的确很怪诞离奇不可
思议，但是他真的这么做了。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悲剧性的
任务不会拥有什么完美的结局，他的每次出游都是以悲剧告
终。第一次，被人打到动弹不得，被驴背回了村;第二次，依
旧执迷不悟，直至几乎丧命，才被人救回了家;第三次出游，
他的邻居参孙加尔拉为了帮助这个可怜人，与他定下条约，
怂恿他再出去，自己假扮成骑士的模样与主人公进行决斗反
而被堂吉诃德打败，梦想破灭。而三个月后参孙再次找到了
堂吉诃德，这次参孙赢了，按照约定，堂吉诃德必须放弃出
游回家养病。回到家中，堂吉诃德便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意
识到了骑士小说的危害，并叮嘱他的继承人嫁给骑士就取消
她的继承权。他的觉醒恰恰是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对命运
的妥协与无力的抗争，对自己过去的行为与思想给予了否定
的态度。

初看《堂吉诃德》，我认为它只是一部滑稽可笑的庸俗之作，
主人翁神经质的`“勇敢精神”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
越发看不起他。但是细细品味，又觉得书中蕴涵了一种道理。
人们的最基本的本质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不顾一切地去实现
它。在实现的过程中，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梁杆儿似的游侠
骑士，那位奇想联翩的绅士，时刻体现出他正直、善良的本
性，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因为太单纯了，才闹出许多笑
话。并且自己还得为这份幼稚的单纯付出代价。

书中另一位人物桑乔也让我感受颇多，如果说唐吉诃德是的
虚幻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桑乔就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但
因最终脱不开理想主义，他最终还是以失败的悲剧结尾。在
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以享乐为前提，在唐吉诃德为赶路奔波
而顾不上吃东西时，他总是把干粮跟酒水消灭掉，并且激励



他踏实跟着唐吉诃德走下去的仍然是对为了来财富的向往，
对岛屿统治权的渴望。虽然他最后还是死在了别人设计的圈
套里，但是他相信主人会给他海岛，会给他海岛总督，就像
他一直都相信自己死后能够到达天堂，能够获得田野上的风
车。虽然这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但是我深深的被他的精神所
折服。

我仍记得老师在跟我们讲这本书的时候说，《堂吉诃德》是
一部反骑士小说的骑士小说。我很认同，它通过描写主人公
的悲剧人生极明显地表现了它的主旨——反对骑士小说的泛
滥成灾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令我感触最深的是那种深深
的悲哀。唐吉诃德曾努力过，奋斗过，但最终却因为当时社
会的黑暗而妥协并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善良、有冲劲、乐
于助人，但这一切却造成了他的死亡。诚然他不切实际，但
又有多少人像他一样有着这么多人性中的闪光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