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优秀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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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一

对于这部著作，我的第一感觉是描述场景太过频繁，如果是
对建筑不感兴趣的人，我想很难有耐心把那些读完（那些我
都跳过了），但整体上还是给我的感悟挺大的。

其中一段话我觉得特有意思：“那忌妒什么呀，副主教先生？
是他们的力量，还是武器，还是操练？破衣烂衫的钻研哲学，
并且无牵无挂，那岂不是更逍遥自在！我宁可做苍蝇的脑袋，
也不愿狮子的尾巴。”这段话是格兰瓜尔和副主教的对话。

这篇文章描写卖艺为生的姑娘埃斯梅拉达美貌绝伦，心地善
良，她带着母山羊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上跳舞时，被圣母
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和他丑陋的养子卡西莫多强行劫持，
但在途中被御前侍卫弓手队长福比斯救出。从那以后，姑娘
深深爱上了这位美男子，但是福比斯是一个轻浮浅薄、无情
无义、只知道寻欢作乐的家伙。后来，那个可怜的卡西莫多
代父受过，忍受鞭刑，深受众的凌辱。在他口渴难耐时，人
们给予他的只有嘲笑和讥讽，而这时曾被他劫持的少女埃斯
梅拉达不计前嫌，把水递到犯人的唇边。于是，这个可怜的
人心有所动。

因为埃斯梅拉达深受着福比斯，副主教耿耿于怀，在意外得
知他们约会时，伺机行刺福比斯并陷害埃斯梅拉达，这位善
良的姑娘被诬为巫女而送上法庭。在法庭上屈打成招，判处
死刑。卡本莫多不顾危险来到地牢，要求带埃斯梅拉达越狱



逃跑，却遭到姑娘的拒绝和痛骂。在刑场上，福比斯看着被
押的姑娘却不敢出面证明她的清白。而这时卡西莫多挺身而
出，以自己的勇敢保护一位不幸的姑娘，这时丑陋的卡西莫
多和不幸的埃斯梅拉达组成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二

终于看完了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觉得该写点什么，
同时也希望自己以后每看一部经典都能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所得。

看《巴黎圣母院》断断续续的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虽
然只有十一章，虽然每天坚持看一章还是可以的，无奈本人
总是爱跑偏了路，把自己弄得复杂弄得累。

看这部作品时也常常感觉作者的笔跑远了，花了太多的笔墨
给巴黎的布局巴黎的建筑风格文化历史和变迁，包括大大小
小的教堂。但是，正有点不耐的时候，主要人物却不着痕迹
的出现了。有时好像写些不相干的人物也是花费大量笔墨让
人也出现有点烦躁的时候，却又将关键的人物带了出来。书
中出现的人全是各有用处的人。

格兰古瓦是一个贯穿整部作品的人物，一个贫穷的贪生怕死
既安于现状又不放弃兴趣爱好的哲学家，诗人，但他又不是
真正的主角，他引出各种人物和事件。他上演他的剧本，引
出男主角卡齐莫多和另一些次要人物出场，他落魄到广场，
引出女主角艾丝美拉达和男主角之一副主教——格兰古瓦的
老师克洛德。晚上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跟踪女主角，拉开
悲剧的序幕：

艾丝美拉达遭到副主教和他的养子卡齐莫多的抢劫，被前来
检查宵禁的御前侍卫弓手队长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解
救，从此，吉普赛女郎的痴情全给了这个有未婚妻还到处拈



花惹草的年轻的英俊的薄情军官。

副主教跑脱，卡齐莫多被抓获。格兰古瓦误入流浪汉的.聚居
地，被处于绞刑，但是却被艾丝美拉达一婚约搭救，也让人
看到了美丽的艾丝美拉达的善良和冰清玉洁的一面。

给与艾丝美拉达爱的人要五个，四个男人一个女人。

第一个：格兰古瓦的爱只是证明艾丝美拉达的善良贞洁 美好。

第二个：弗比斯的作用大概只是开启一个悲剧之门，当他和
艾丝美拉达幽会遭到副主教刀刺后，就从此消失了一般，仿
佛从没出现过这样一个女人一样，由着吉普赛女郎独自承担
刺杀的罪名被处于绞刑，由着吉普赛女郎独自痴情爱。

第三个男人就是副主教，副主教的爱虽是因为多年的禁欲而
突然的被如天使一般的艾丝美拉达唤醒，从此心里只住魔鬼
不住上帝，但依然算得上真挚的深情的 热烈的 痛苦的，宁
愿为了爱去死去下地狱，只不过得不到后的解脱方式是毁灭
所爱。

第四个男人就是敲钟人，怎么丑就怎么安排长相的卡齐莫多，
他的爱相比副主教不同的是，他的爱是奉献不是占有，因为
不敢有祈求，他用整颗心整个生命来爱来奉献他的爱，简单
而执着。

第五个人是个女人，一个十五年前丢失小孩，从此住在老鼠
洞里日夜祈祷上帝归还她女儿的隐修女，她一直把艾丝美拉
达当埃及女仇恨，因为是埃及女人偷走了她的女儿，每次见
到艾丝美拉达都会心跳，却误解成仇恨，最后知道是自己的
女儿的时候，女儿却要被抓去上绞刑架。母亲疯狂的爱这里
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时而疯狂强悍，时而温柔顺从祈求，巨
大的绝望和悲怆，让刽子手都流泪，可是依然救不了女儿，
心如死灰，精疲力尽。生命在最后一秒还要跳起来要咬将将



她女儿上绞刑架的刽子手的手，被推倒后却已经死了。

副主教卡齐莫多和隐修女的爱都是来自肺腑愿付出生命的爱，
结果也都是付出了生命。副主教制造了艾丝美拉达的悲惨结
局，卡齐莫多用对艾丝美拉达的爱战胜了对副主教的爱，杀
死了副主教，自己却跑去抱着艾丝美拉达的死尸死去。母亲
呢，力竭之后生命也枯竭。

将所有人纠结在一起的应该是爱，然而却全是一厢情愿的爱。
艾丝美拉达心里始终只有一个人：队长弗比斯，可弗比斯不
会爱她。副主教和卡齐莫多爱艾丝美拉达，但是艾丝美拉达
却不爱他们。艾丝美拉达怕死，可是却宁愿选择死也不选择
副主教。对卡齐莫多的长相也是一直厌恶和害怕，虽然心里
不想这样。隐修女的爱持续十几年的苦苦等待和祈祷，相见
却是死别。所有的爱都成全了悲剧。

整部书中，这几个人所占的篇幅感觉都差不多，可是却不散
不乱，全不露痕迹的衔接在一个主线上，隐在在作者的大篇
或似乎相关和不相关的笔墨中，却依然让人觉得结合的没有
丝毫的缝隙。

经典始终是需要仰视的。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三

在六年级时候我去书店买书时发现了这本，当时这本书也有
所耳闻，也就买下了它。刚开始读时觉得有些乏味，但是接
着读下去的时候，发现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女主角---埃斯梅拉过。它不仅仅有迷人的外
表，优美的舞姿，更有一个纯真善良的心。让他对带那只山
羊，救下那个疲惫的诗人，对于伤害过自己的卡西莫多，送
上水和怜悯，对待爱情的牺牲等，我看到的是无暇的，是没
有任何污垢的。可是，可是，这天使般的姑娘，收到的却是



肮脏对待，流浪，被这个上流社会排斥和嘲讽，最后，做出
了牺牲。

这本出的关键词---人性。讲述了当时社会的扭曲。作者笔下
的那些建筑，那些象征着奢华权力的教堂，人们还不知道可
以拥有自己的思想以及为了自己的愿望可以做什么事情一切
都凭借假象神圣的宗教，一切都假借神圣的教室来表示。

我想那时的人们，把人性最深层的含义深深的埋在了神圣的
家教下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副教主---克物德。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我完全的相信，我
应该用的全部的精力来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四

在巴黎圣母院的两座钟楼里，有一个手工雕刻的拉丁词命运。
深深的刻在那里，看着百年巴黎圣母院的沧桑。整本书都围
绕着它。

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以美丑、善恶、人性、
宗教为特征，在这里面对、碰撞、喷发的构图。最显著的是
美丑。

卡西莫多天生相貌丑陋，他配得上任何可以用来形容他外貌
的贬义词。雨果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专注于描述自己的形象。
四面体鼻子，马蹄形嘴巴，独眼，全身畸形，连壮汉都被愤
怒吓到了。但他的心天生善良美好。他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
救埃斯梅拉达，他可以抵抗乞丐的攻击至死。他很执着，很
有决心。他虽然外表邪恶，但内心追求自己所爱的，内心守
护自己所爱的。他有点傻，对他的养父很傻。这个人让人们
想起了李悝杰。但是卡西莫多比李悝jy高。他有真性情，他
会反抗，他会把已经完全变成魔鬼的养父推下巴黎圣母院。
从这一点来看，卡西莫多是中国美的美人，自然是个高人一



等的人。

埃斯梅拉达是另一种美。她的外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整
本书里，所有的人和故事都围绕着埃斯梅拉达的美丽展开。
一个吉普赛女孩有一颗像宝石一样美丽的心。当她在卡西莫
多受辱时，她愿意给他一个水罐。她也有爱情的天真美和幻
想美。她成了整本书里最悲剧的人物。她的命运，就像一块
透明的水晶玻璃，摔成了碎片。

世人皆知美即美，恶已是。有美必有丑。《巴黎圣母院》中
的克劳德主教可谓是邪恶的化身，外表威严，内心恶毒。他
不惜一切代价赢得了他所热爱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得到，他
就表现出虚伪和罪恶的本性，彻底摧毁了埃斯梅拉达。克劳
德也是悲剧人物，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被神学摧毁。在克
劳德身上，人内心的欲望与外部环境的宗教神学束缚之间的
突出矛盾，在那个时代最能体现出来。克劳德本人就是人文
主义、理性主义、宗教形成的畸形。外界和内心欲望的束缚，
广博的知识和神学教条，使一个主教的灵魂分裂成两半。他
的命运，从他进教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悲惨的。

因此，该书以美与丑为线索，以浪漫主义风格描绘了一幅15
世纪法国人文主义的画面。雨果用类似中国道家的笔法告诉
我们，辉煌的外表下可能有黑暗，美丑之下可能有美，畸形
与美紧密相连，善恶并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如果不能培养正确的美丑
观，就无法长久生存。只有正确看待美与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才能发展。外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心中的善，追求自己心中的路，他自
然会成功。

巴黎的钟声齐鸣，圣母院的硝烟熄灭。在雨果的作品中，人
文的善与美在悲壮的时代战胜了宗教。我坚信，当圣母院重
建时，命运的钟声会响彻云霄。它将伴随着文学巨匠的精神，



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五

是美毁了她，还是她的善良和天真夺走了他的一切，我说不
出话来……但她有爱，让她快乐的爱，让她后悔的爱，这个
美丽的吉普赛女孩埃斯梅拉达。

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巴格特·埃斯梅拉达的母亲在巴黎圣
母院写了一首爱情诗。当巴格特刚生下可爱的女儿时，她对
自己说：女儿就是我的全部。事实上，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当吉普赛人抢走女儿时，她悲伤地走进巴黎圣母院，成为一
名修女。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他总是为女儿祈祷。她希望
女儿能安全快乐。

巴格特对女儿的爱，是母亲的真谛，是为女儿做一切的情感
涌动。

他是一个非常丑陋的敲钟人。自从他出生以来，他就被父母
抛弃了，被社会唾弃了。是领导收留了他，让他成为敲钟人。
每天，他都努力工作。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在广
场中间唱歌跳舞。那是埃斯梅拉达。她旁边有一只可爱的山
羊。从那时起，他被她的美丽和善良深深吸引。每次埃斯梅
拉达遇到危险时，他都会第一次站起来，但他不喜欢埃斯梅
拉达。他听从了他所有的命令，包括帮助她找到她的情人和
他的情敌。

他对她的爱，可以让玫瑰失色，但却不能赢得女孩的青睐。

福比斯，一位英俊的军官。他的潇洒吸引了埃斯梅拉达，他
也爱上了美丽的埃斯梅拉达，但他只是为了她的美丽。他的
花心是众所周知的。最后，他辜负了痴迷于他的埃斯梅拉达，
回到了富贵小姐身边。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悲惨的，因为他
走上了婚姻的道路。



为了伟大的巴格特，树在雨后滴下了一滴眼泪。

雨后花香，只为敲钟人卡西莫多的痴心。

天晴了……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六

姑娘，要看心灵。

英俊青年的心往往是丑恶的，

有许多心不能留住爱情。

姑娘，松柏不美，

没有杨树那般挺拔，

但冬天仍然枝繁叶茂。

唉！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不美的东西就不该存在，

美貌只爱美貌，

阳春不睬寒冬。

美丽至高无上，

美丽无所不能，

美是唯一完整存在的东西。

那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塔的屋檐下传来的歌声，凄凉古怪又有



一种不可名状的无奈与悲哀。对，这就是又驼、又瞎、又跛、
又聋的卡西莫多的叹息，这位默默守护在自己心上人门外的
敲钟人在好几晚上，倾诉着又像是在给她催眠。

故事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巴黎。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美丽
与丑陋，纯洁与肮脏的较量，是一幅光怪陆离又鲜血淋林的
爱情悲剧画卷，又是一部上至法王路易十一下至乞丐贱民的
史书。

她，爱斯美拉达，一位能歌善舞的十六岁美女，由于从小被
吉普塞人从家中偷走，在流浪艺人中长大，所以不被当时等
级森严的上流社会所认同与接受。当她在深夜被人打劫时，
被英俊潇洒的皇家卫队队长弗比斯英雄救美，便一见钟情地
陷入爱河，而他也被她的美貌所俘虏。她对这场虚幻的爱情
的忠贞不渝，最终也使她被伤害得太深太深。她不但有一个
完美无缺的躯体，也有一颗高尚纯洁善良的心灵。当诗人格
兰古瓦即将被乞丐王国绞死的关键时刻，她毫不犹豫地以愿
意与他结婚的方式救下了诗人。当副主教克洛德利用种种卑
劣手段想强迫爱斯美拉达接受他的爱情时，爱斯美拉达宁死
不从。当克洛德最后一次在绞刑架前让她选择时，尽管这时
候她已经知道她所爱的人弗比斯还活着，她也找到了失散十
五年的亲生母亲，非常想活下去，但面对克洛德的求爱，她
的回答是：“绞刑架让我厌恶的程度还远远不如你呢。”

他，卡西莫多，一个又驼、又瞎、又跛、又聋的丑八怪，先
是遭到了亲人，继而是整个社会遗弃的弃儿，却有着一颗美
丽纯洁的心灵，他以纯真得不掺一丝杂质的爱情守护着爱斯
美拉达，试图使她远离一切伤害。可在强大的社会偏见、邪
恶势力与命运捉弄面前，强悍的卡西莫多，最终被撞的头破
血流，拥抱着爱斯美拉达的冰冷的尸体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卡西莫多是以爱斯美拉达的迫害者的身份，最初出现在爱斯
美拉达的面前的，他奉命在深夜去抢劫爱斯美拉达。当卡西
莫多因为抢劫失败，被皇家卫队逮捕，被绑在烈日下的耻辱
柱上受鞭打示众时，他渴求围观的人群给他一点水喝，却无



人理睬。眼见着他快要晕死过去的时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给他水喝的人，正是那位曾经想要抢
劫的爱斯美拉达。爱斯美拉达的以德报怨深深震撼了外表畸
形丑陋的卡西莫多，因为在他的内心也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强
烈爱心与感情。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爱斯美拉达从死刑架
上抢救了出来，但是，他的丑陋畸形的外表，始终是横贯在
他与爱斯美拉达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最后只能通过死
亡的方式跨越了这条鸿沟，我想那可能就是唯一的方法了。

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也爱上了美丽的爱斯梅拉达，但是他与
卡西莫多的爱却有着天壤之别，克洛德披着神职人员的神圣
光环，道貌岸然，内心却因冲突无法自拔，直至灵魂扭曲、
充满了邪恶的毁灭欲，最终毁灭了爱斯美拉达，也毁灭了自
己。另两个特色人物，一个是徒有华丽外表、内心却一包烂
瓤的弗比斯队长，他外表英俊文雅，骨子里却粗鄙龌龊，酗
酒说粗话是他的爱好，拈花惹草玩弄女性是他“自豪”
与“自信”的特长；另一个人是落魄诗人格兰古瓦，一个为
了生存可以抛弃爱情、尊严、责任的家伙。

雨果用他辛辣又浑厚的笔，表达了对在教会压榨下苦苦挣扎
的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的悲天悯人，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的弗比斯队长的嘲讽，对苟且偷生的潦倒诗人格兰古瓦的鄙
夷，对虚伪狡猾又残酷的路易十一的憎恶，与对卡西莫多与
爱斯美拉达，这一对外表有天壤之别，内心却如一善良纯洁
的悲剧人物的褒扬与惋惜，把美与丑的对比推倒了及至。让
我们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丑陋的外表下，可
能藏着一颗火热纯真的心灵；英俊美丽的面容下，也可能深
埋了龌龊可耻、卑鄙扭曲的心。所以，人不必为了自己先天
的不足而自暴自弃，更不要过分地追求外表美，拥有一颗善
待他人、无私奉献、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充满责任的心灵
才是每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同时，我们要学会珍惜人与人之
间的感情：亲情、友情、爱情……尊重身边每个人，不要等
这些让生命精彩的亮点逝去后才后悔不已。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七

这两天都在看《巴黎圣母院》，还是三年级时候买的书，到
现在才拿过来仔细阅读似乎有点“后反应”的味道。

但是我承认即便是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知识面还是会有理解的
漏洞。还得庆幸我学过点工业设计史，否则对他一再提及的
哥特式建筑风格及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艺术家就只能是
一头雾水了。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是我初中的知识水平，能
读懂这本书才怪呢!

因此本人认为还是不要过早地接触名著，否则只能是小小地
浪费时间了。不过如果是不求读懂，只求培养语感的话除外。
毕竟文化的熏陶还是要从小抓起的。

所以说是不是但凡大师都不会在作品中只从头到尾地讲述一
个故事的过程。似乎所有的东西都会因其背景而上升到国家
和文化的高度。正因其文艺复兴的大背景，所以作品中必定
隐藏着一把匕首，直指所抨击的对象。大篇幅对于巴黎城市
和古建筑的描绘，让人不免读到了作者对于古建筑的迷恋，
对破坏古艺术的厌恶与痛恨。(这让我想到中国的鲁迅，两者
似乎异曲同工。)

对此，我翻阅了一下《世界工业设计史》，找到了这样“在
强烈的名族主义精神影响下，法国f希望通过设计，尤其是宏
大的建筑和工程项目，来表达法兰西名族的伟大，在法国人
心目中，设计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实用。”而这句话正好与这
本书译序中的“雨果偏爱宏伟和壮丽，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
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两者自然一拍即合。”产生了和谐
的韵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名族的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审美情
趣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我也喜欢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但我更钟情于红墙尖顶，
小家别院的温馨。这或许就是名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吧。



这本书已经看了一大半了，却有一种不忍往下看的感觉。因
为知道是个悲剧，因为知道结局的不完满。而更多的是对于
人性认清后的无奈。似乎自古至今总存在着那么一些人，道
貌岸然，却十足虚伪，简称“伪君子”。

然而戏剧性的情节也总是接二连三的上演。美丽善良的女主
人公艾丝美拉达偏偏爱上了“伪君子”。原因很简单，被其
虚伪的表象所迷惑，还真有点讽刺的意味。更让人无奈的是
即使是之后含冤要接受绞刑，这个知道真相的“ 伪君子”也
没有站出来澄清，反而还要和别的人成亲。可怜的艾丝美拉
达还被蒙在鼓里，依旧对其迷恋，真的不得不佩服她的“愚
蠢”了 。然而我也知道善良的人往往最容易受委屈，在愤愤
不平的同时多少还有点怜悯她。那些只贪图其美色的人怎么
可能是真心。

在所有人之中最爱艾丝美拉达的应该是那个奇丑无比，又聋
又哑的卡西魔多了，原因可能是源于一次的滴水之恩。 只有
他爱上的是这个女孩善良的心。即使自始至终没有，但最后
他却用生命诠释了这份爱。抱着死去的爱人长眠应该是幸福
的吧。

此时，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所有色声音也戛然而止
了。

巴黎圣母院英文读后感带翻译篇八

此时，心中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我
们可以用决心和行动去改变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巴黎圣
母院》读后感作文当你问上海人，他身后的一幢楼叫什么，
他连头都不回，一边离开你，一边用上海普通话说“不清
楚”，而后你看见旁边就是“争做文明可爱的上海人”的巨
幅广告，而后回答你的却是一个外地人，你能想象，那是什
么感觉。



教堂里多么阴森恐怖，这让人联想到在宗教的遮拦下，当时
社会是怎样的肮脏和败坏。真、善、美的宗教利用宗教制造
血腥事件，形成了强烈的反抗。全文会让人的心灵深刻体会
到迷茫、困惑和不安。

如果有一把利剑，你一定会尽你的全力去刺破那层蒙在社会
上的阴云，你对它充满了愤怒和鄙视，就像书里面的那些流
浪汉们对待社会的疯狂报复。

angels or evill an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