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哈姆雷特的读后感 哈姆雷特读后
感(汇总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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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一

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说明《哈姆雷特》这本书的影响力巨大。

《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丹麦历史中“丹麦王子为父报
仇”的故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代表作，也是世
界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仅代表了莎士比亚的最高戏
剧艺术成就，也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
细细读来，慢慢咀嚼，愈发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

本文最初的哈姆雷特是天真、单纯，也是幸福的一个王子，
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他与霍拉旭谈学术，与奥菲莉
亚享受青春，与他敬爱的父王共享天伦。但是后来，父亲的
暴死、母亲的改嫁，让他觉得一切都天翻地覆了。于是，他
失望、孤寂，开始忧郁了，他无目的地，浑浑噩噩地生活着。

恰在此时，父亲的鬼魂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这下，哈姆雷
特愤怒了，他从浑噩中觉醒过来——他要为父报仇。

哈姆雷特凭着自己的智慧，验证了事情的真实性之后，他开
始平静下来，并认真地沉思着自己是否应该担起重任。最终，
哈姆雷特做出了决断，他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
爱情，放弃了许许多多安逸的物质生活。并忍辱负重开始了



装疯卖傻的生活，只为了计划的成功。然而，就当一切按照
他自己的想法做好安排的'时候，却中了国王的奸计，被毒剑
刺伤，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国王。他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
命，但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铺平了道路。他的灵魂因为自己
的抉择而走得更远了，直到消失在那条通往天堂的大道上.

哈姆雷特是英雄，他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和爱情。
正因为如此，他能对母亲发出心底的愤怒，面对奥菲利娅的
死，他悲痛欲绝，而当他面对自己的仇人、国家的仇人时，
善良的本性又使他犹豫不决、迟迟不愿行动。如今读来，我
仍能感受到他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挣扎。他从“时代脱
臼了，真糟糕，天生我要把它板正过来”这句豪言壮语，
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话中，
我从中体会到了深深地无奈。他一系列的语言表明他是一个
纯洁，高尚，有道德，有知识，有决心，欲挽救世界，而又
无能为力的人的人，但他却不停地与不平抗争!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的父王，更为了整个世界的良知!

什么才是英雄?我认为，像哈姆雷特这样能抛弃个人情感，维
护大众利益，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让我
们明白不能为命运所屈服，不能为权贵所低头，不能为困难
所退缩。要做自己的主人。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二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戏剧讲述的
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用巧妙的“戏中戏”的方式为他被蓄意
谋杀的父王报仇的故事。

故事以清晰的剧本形式展现，没有任何描写或是客观议论，
只有人物之间的对白，但是却能感受到从字里行间溢出的莎
翁对于贵族王室虚伪、为争夺权利而不择手段的讽刺情感。

先撇开这些不说，让我们来谈谈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哈姆雷



特正处青春之时，他本应是一个纯真活泼的王子，有爱着彼
此的家庭，也有被自己所爱的女孩。可是上天却逼迫他让他
不得不开始有自己对人世的思考——这些不该在他这个年纪
所思考的东西。“生存还是毁灭？”他开始矛盾、纠结，他
感到自责、绝望，他变得愤世嫉俗。

整个国家都说“王子殿下为爱而疯狂”，事实上王子殿下是
最冷静理智的那个，经过理想与现实的痛苦挣扎，他看透了
世间的阴暗邪恶。自己曾经爱着的父王被谋杀，自己最爱的
母后竟然就这样忘记先王，改嫁谋杀先王的叔父。既然自己
曾经之所爱都已不复存在，他还剩下什么呢？——复仇。唯
一的目标使他变得坚定果敢，他不惜牺牲他的恋人，甚至是
自己的生命。若把臧克家先生的那句话改一改，便会十分贴
切：“有些人虚伪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有些人死了，他那
颗坚定、燃烧着为正义复仇之火的心却仍然活着。”

我敬佩哈姆雷特，也心疼哈姆雷特。几近失去一切、被世间
罪恶无情鞭挞的他在困境中理性思考，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
他不要虚伪，不要阿谀奉承，更不要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失去
理智、背叛那个曾经如此爱你的人。

看完书后，我又欣赏了英国几位不同演员演绎的哈姆雷特，
每个哈姆雷特各自展现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大卫·田纳特先生展现的是最有少年气的哈姆雷特，淘气、
天真、好动，又有些叛逆，最贴近原著。

本尼迪克特先生的哈姆雷特是最成熟的哈姆雷特，这个版本
让观众看到更多的是哈姆雷特对人生看法的蜕变过程。

而安德鲁·斯科特先生演绎的王子是我最喜欢的王子。相比
上面两个版本，他的哈姆雷特或许是年龄最小的，是个幼稚
单纯的少年。他太爱自己的母亲了，即使自己痛恨她所做的
一切，他也绝不想伤害她。他愿意向母亲哭诉他的痛苦，乞



求她不要再做傻事，再耐心地告诉她该做什么，让一切都回
归正轨。

在这个版本的第三幕第四场中，哈姆雷特在母后的寝宫里再
次见到父亲的灵魂，母亲却只看到一片虚无。他牵来母亲的
手，将她的手和父亲灵魂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头轻轻地靠在
两只手上。积攒了这么久的悲怆终于迸发出来，他哭了，他
从未如此哭过，哭得如此恸容，哭得像个孩子。

结尾处，它有一个原著中没有的场景，即众人死后在天堂中
相遇的场景。在那里，一家团聚，哈姆雷特再次将父亲和母
亲的手紧紧相握。这一次，他笑了，他从未如此笑过，笑得
天真无邪，笑得那么满足。

看着这笑，我早已泪湿衣襟。

剧中这一哭一笑，让我看到这个哈姆雷特似乎没有什么宏大
的志向，只有一个简单到极致的心愿，这也是所有刚刚步入
青春的少年内心最渴望也是最需要的东西——一个真正完整
的家庭。一个真正完整的家庭，没有虚伪的爱情，夫妻坦诚
相待，彼此之间的爱情应是理智的，理智绝不会做情欲的奴
隶。这样的夫妻之爱一定不像年轻情侣之爱那样热切，但是
这样的爱是圣洁的。同甘共苦、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却不过
度依靠、能够独立，安分守己，不做超出自己原则的事情，
这就是理性的爱。它平淡，却给予家庭里的每个人安全感与
生活的希望。

如今为什么有许多青少年感受不到家庭中的爱，实际上就是
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没有理性的爱，最终导致原有的情感四分
五裂——从某一程度上说，确实跟哈姆雷特是相似的。倘若
世上的人们都能拥有哈姆雷特所说的理智，那么世界上能多
出多少爱和像他那样的笑容啊。

这是这个版本的哈姆雷特最与我产生共鸣、最感动到我的地



方。哈姆雷特的心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事实上，这是他热爱
家庭与坚守理智的火焰。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翻开书，成就第一千
零一个。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三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部悲剧，它突出地反映
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莎士比亚说过，他的作品就是“给
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
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哈姆雷特》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他是王子，
按照传统，是王权的当然继承者。但是，他的美好前途被颠
倒了的时代颠倒了。戏一开头，作者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
会画面：国家发生宫廷政变，国王被害，阴谋家窃取了王位；
王后改嫁；满朝臣子趋炎附势等等。世界仿佛到了末日。于
是这个王子喊出了“时代整个儿脱节了”的吼声。人们强烈
地感受到这是“时代的灵魂”本身在呼喊。哈姆雷特本是个
正直、乐观、有理想的青年，在正常的环境下，他可以成为
一位贤明君主；但是现实的社会迫使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进
行复仇。他是英国那个特定的动荡不安时代的产物。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处处可以看出作者着意把自己
心目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的匠心：哈姆雷特很
有心计，在敌强我弱的恶劣情况下，他敢于针锋相对地进行
斗争，他击破了奸王设下的—个个圈套：先是戳穿了波洛涅
斯和罗森克兰等人进行刺探和监视的把戏；又使王后发现天
良；接着采用“调包计”除掉了奸王的两个走卒，把奸
王“借刀杀人”的阴谋击得粉碎；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把双重陷阱——毒剑和毒酒还给了奸王。在每一



回合的斗争中，哈姆雷特都显得形象高大。所以有评论说，
《哈姆雷特》是一出“巨人型”的悲剧，此话不无道理。

但哈姆雷特决非“完人”。他虽然善于思索，却优柔寡断；
他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却并不相信人民。他说：“时代变
得越发不像样子，—个农民的脚趾竟然这么靠近一个朝臣的
脚后跟，擦伤了后者的冻疮。”可见哈姆雷特的社会改革与
农民所要求的变革相距甚远。尽管哈姆雷特有令人钦佩的才
能，竭力想除旧布新，但他总是郁郁不乐，迟疑不决，他始
终是孤立的。这就注定了他与丑恶同归于尽的悲惨命运。

《哈姆雷特》描写人物心理的语言十分丰富，这在莎士比亚
所有悲剧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如哈姆雷特的性格大部分是
以“疯话”表达出来的，他的“满口荒唐言”就像迸发出来
的火花。克劳迪斯阴阳怪气的语言则照映出了他口蜜腹剑的
丑态。波洛涅斯爱用诗体语言，给人以滑稽可笑的印象。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四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的
思想特点和创作成就，被誉为莎翁戏剧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颗
钻石，它是莎士比亚的骄傲。

《哈姆雷特》主要写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王复仇的经过。
后来用“哈姆雷特”来比喻那些遇事犹豫不决，顾虑重重的
人。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概括了他
的复杂性。

莎士比亚在剧中说：“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不错，彼时
丹麦国的状况是：婚礼紧接着葬礼；敌军压境，宫中却仍在
纵欲狂欢；朝廷里众大臣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社会上民众
群情激奋。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生活的时代与环境，
这一切造就了他的性格与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



这种种的考虑，无不造成他复仇行动上的犹豫延宕。正如他
自己所说的，“重重的顾虑是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赤热
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
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未知的事情，我们总是抱着保留的态度，
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总是犹豫不前。因此对来之不易的机
会，我们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或者有些时候，碰到自己想
做的事情，如奸王克劳狄斯所说，“因为旁人弄舌插足、老
天节外生枝，这些都会消磨延宕想做的愿望和行动；该做的
事情一经耽搁就像那声声感慨，越是长吁短叹越会销蚀人的
精力和志气。”所以，想做的，想到了就该做！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五

一部人类心灵咏唱出的伟大史诗，崇高和卑下、可怕和可笑、
英雄和丑角的奇妙的混合，完成于1601年的《哈姆雷特》，
是文静复兴时期的巨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高收获。

哈姆雷特是一个刻画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他像大家每个
人一样真实，但又要比大家伟大。哈姆雷特在我心目中一直
是一个英雄，一个充满了杯具美的英雄。

杯具具备一种深刻的美，杯具存在有哪些好处就是，它不仅
仅是为了取得大家一滴同情的眼泪，而是要透过杯具产生、
进步、结局的整个过程唤起大家对生命好处的严肃思索。莎
士比亚所塑造的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及其点性格特征点，
正是遵循了杯具艺术的特点，从而使哈姆雷特的塑造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

在《哈姆雷特》这一不朽剧作中，一直存在着善良与邪恶等
一系列激烈的矛盾冲突。哈姆雷特作为该剧的主要主角，他
的运势不可防止地处于这激烈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身为王
子的哈姆雷特被莎翁塑造为生命之美的典型，他年青英俊，



坚毅勇敢，热爱自我的国家，热爱自我的父王和母后，有着
心爱的男女朋友奥菲莉娅，可以说，他的生命正处于生活最
完美的时刻。然而，这完美的生命时光瞬息之间又消失了，
他是处于一种哪种环境之中呢？大家看到，当时的丹麦宫廷
一片混乱，老王个性地驾崩，王后改嫁新王，海外敌军压境，
国内群情激愤、一触即发，而宫中却在通宵达旦地酗酒取乐，
这所有，都在哈姆雷特年青完美的生命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从而使他郁郁寡欢，觉得人间可是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
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部分已经为王子年青的生命注入了
杯具的原因。

伴随老王鬼魂的出现，宫廷内幕的揭开，谋杀罪行的暴露，
王子心中烈火的燃起，杯具的帷幕拉开了……应付阴险奸诈
的新王，哈姆雷特开始了孤身复仇的行动：为了复仇，他失
手杀去世了男女朋友的爸爸；为了复仇，他佯装疯狂失去了
深爱的情人；为了复仇，他对软弱的妈妈冷言相向；为了复
仇，他忍受着失去友情的痛苦。最后，在一场血淋淋的宫廷
决斗中，他虽然杀去世了阴险狡诈的新王，但自我的生命也
结束在这“牢狱”般的宫廷中。

鲁迅以前说过：“杯具就是将生活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深受广大群众爱戴的王子，他身上
拥有整顿局势、治理国家、报仇雪恨的潜质。然而应付着以
阴险奸诈的新王为代表的强大的封建权势，作为一个资产阶
级人文主义者，他一直把这种和人民紧密相连的事业看做个
人的仇恨而孤军奋战，所以，他的杯具既是真善美与邪恶力
量相冲突的杯具，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年代的杯具。

《哈姆雷特》这部巨作给我的力量与思索是巨大而无穷
的……

哈姆雷特的读后感篇六

莎士比亚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他的戏剧就象



灿烂星空中的北斗，为人们指引着方向。「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哲学的基本
命题。或许你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是《哈姆雷特》，也不
知道它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莎士比亚。但你，或许每次看见
陷入沉思的思考者时，就会想起这句广为流传之语，并被其
中所贯穿的对生命的严肃思考打动。

哈姆雷特王子曾是一个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天资聪
颖，兼具“高贵无上的理智”与“无比的青春美貌”。在他
眼中，阳光是灿烂的，天空是湛蓝的，爱情是甜蜜的，生命
也理所当然是美好的，广阔人生的美好蓝图，也同样美好的
自己去展开。

然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世界的丑陋与黑暗，突然在这
个纯洁纯净的王子的生命中“肆意”地蔓延开来——短短一
个月的时间，父亲去世，叔叔篡位，母亲改嫁（嫁给叔父），
友情与爱情也接连发生变故。哈姆雷特几乎是从山峰之顶掉
入悬崖之底，这“陡然”的掉落，甚至让他还来不及消解更
多的情绪，就被无边的茫茫困境所紧紧包围，而源自生命内
在的“忧郁”之情，或许才是他最忠实的伙伴。但是，生活
的流水仍在向前流淌，曾宏志满怀的哈姆雷特，也需重新找
到生活的目标、前行的方向。经由鬼魂了解事实真相(父亲是
被叔父所杀害)后，“复仇”就成为了他生活与思考的重心，
《哈姆雷特》的剧情主线，就围绕于此。

更深层而言，不再“快乐”的哈姆雷特王子，所遭受的更是
一场价值信仰的危机。哈姆雷特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将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
性的光辉足以产生净化所有的力量，人本身和由人所组成的
社会，都是和谐美好的。然而，眼前的一切，不管是要完成
自己的复仇计划，就要牺牲心爱的女友奥菲利亚，还是自己
曾经的伙伴罗生克兰与盖登思邓，都已成为叔父的亲信，甚
至，连与父亲情深意笃、美丽慈爱的母亲，都改嫁给了叔父。
残酷的现实与高洁的理想之间，眼前的事实与书中的理论之



间，明显是存在鸿沟的。所谓的“人”，究竟是什么？所谓的
“人性”，又究竟是什么？一连的疑问如同盖顶的乌云笼罩
着哈姆雷特，他终究，再也无法“快乐”如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