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哈姆雷特读后心得 哈姆雷特读后
感(精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一

命运这种东西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既像影子一样和我们形
影不离，又似阳光一样温暖人心，但更多时候，像梦魇一样
深邃而可怕。“上帝的意旨支配一切”（霍拉旭，第一幕、
第五场露台的另一部分），这句话，无疑，相当精辟。

创作于1600~1601年的剧本《哈姆雷特》整整被推崇了几个世
纪。就是到现在，依然感觉他震撼人心。而这一切不是情节
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出色的文学手法，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问
题。在很大的层面上，它描写的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悲剧，人
的悲剧。剧中的人物，地位不同，性格鲜明，但都遭受了同
样的东西的摧残，那就是摆布自己的欲望，还有被称之为命
运的伟大的囚笼。这样的情形，也许自从有人以来，便不曾
消失过。他们是与人共生共在的。

主人公哈姆雷特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原先的理想世界的破灭。
一开始的哈姆雷特处于某种意义上的“童年时期”，他没有
经历过什么巨大的挫折，生活的环境也比较单纯。一直学习
西方正统思想的他认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
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
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
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我们发现了剧中所有的人物都面临着一个异常强大的势力，
那就是外部世界。原本他们都像孩子一样比较快乐的生存在
美好的上天为他们安排的温床里。直到他们有一天发现这个
襁褓实际上是一个深渊一般的沼泽，而自己是多么的渺
小。“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
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最早发现了自己的无能。这不仅
仅是他对复仇的`无能，还在于复仇这种行为本身的无能。国
王的篡夺王位，王后的改嫁，都不同意义上和这个行为有共
同之处。他们全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反而陷入
了另外的困境中。

有人说哈姆雷特的剧情太过于牵强，怎么可能所有人都死了。
但是这恰恰是现实所在。他向我们表现了一群对抗命运的人
的最终的结局。他们尝试着改变命运，结果什么也没有解救。
他们尝试着挽回过去，结果什么得到。这种无奈，依存于每
一人身上，也许也就是人本身的最大的不幸。《哈姆雷特》
式的悲剧伴随着每一个人，各个方面，并且无时不刻。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二

此处填写内容人说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会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每个人的看人方法是不一样的。可是哈姆雷特是一
个悲惨的人儿，这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个王子复仇记
的故事千百年来，传诵不衰。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得知自己父
王亡故的真正原因后，经过装疯、暗查、赛剑等一系列的行
动之后，终于与那个杀了自己父亲，娶了自己母亲的叔父同
归于尽了。据说里面很多情节都和《丹麦史实》中的一篇
《阿姆列特》完全相符，原书中只记载了一些粗略的情节和
苍白的姓名，可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五幕悲剧却变得如此动人，
令人叹为观止。许多评论都说围绕书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
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例如哈姆雷特是真疯还是假疯？他在反
复谋划之后，有不少机会，为什么迟迟不动手，显得犹豫不
决？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从剧情中就可以找到答案的。



天生哈姆雷特就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他从"时代脱臼了，真糟
糕，天生我要把它扳正过来"的豪言壮语，一直到"活着还是
死去？这是一个问题"的绝望叹息，充分显示了哈姆雷特的性
格与环境之间剧烈的矛盾。用歌德的说法：这是一株橡树给
栽在一个只应开放娇红嫩绿的昂贵花瓶里。纯洁高尚，纤弱
又明达的哈姆雷特就是这只"花瓶"，那与他行为能力不相称
却又不可推卸的重任就是那株"橡树"。一旦"橡树"在"花瓶"
里生了根，发了芽，花瓶就注定要粉身碎骨，就如哈姆雷特
注定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这正如古希腊人所说的命运，而
哈姆雷特就是这命运追逐的牺牲品。他被命运捉弄，害死可
怜的情人奥菲利娅。在他复仇的一系列过程中，情人的哥哥
雷欧提斯，自己的母亲可怜的王后等多人因其丧命，最后，
他也与他那奸邪恶毒，篡夺皇位的叔叔同归于尽。

可是，他悲惨的命运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他却选择了
去走这条复仇之路。人的脆弱和环境的残暴在哈姆雷特身上
是如此的相反又相成。有人说，哈姆雷特并不是一个过时的
人，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为别人的灾难而
忧郁；想得很多但是做的不多；深感宇宙无垠而个人空间狭
小；最后愿奋不顾身，孤注一掷，那么这个人就越接近书中
乃至莎士比亚心目中完美的哈姆雷特。这棵橡树终究是要张
大，就如哈姆雷特复仇的欲望不断涨大，他把这他承担不起
的，几乎连渺茫的希望都没有的责任装进了自己的胸膛，没
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一切全凭自己，他计划计划再计划，让
这棵橡树贪婪的啃蚀着他自己，到这棵橡树的根须膨胀开来
的时候，他，哈姆雷特，这个十足的美丽脆弱的花瓶就随之
碎落了。其实，仔细想来，每个人都是在同命运捉迷藏，但
是很少有人能够逃脱。我们都在一条单行道上，有人踌躇，
有人欣喜，有人踱步，有人奔跑。有人太早勾勒了生命的线
条，有人太早看出了命运的玄机，所以，当生命的时针飞速
向前的时候，他们无所期待；有人太晚觉悟冥冥中的安排，
有人太晚了解生活的残酷，所以，当该来的终于来了的时候，
他们无处可逃。不知不觉，有人已经陷入了爱不释手的游戏，
这一路他们都无法自拔，只能在命运的安排下苟延残喘的活



着，为了那所谓的人生目标活着。但当"任务"完成时，他们
的世界就好像突然间被抽掉了所有生存的价值。所以，也许
这样同归于尽的结局，对哈姆雷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也
是他最大的解脱。

人生苦短？我觉得这要看你怎么去活，怎么去面对。因为一
些小事，去抱怨生活，浪费时间去悲伤，那是傻子，对，傻
子才悲伤！所以，既然活着，就要好好地活着！不要再无为
地去浪费生命，要学会享受生命给你带来的一切，这些都是
奇迹。郎费罗说：学会生活，学会劳作。对，不要让人生变
得苦短，即使是一条单行道，也要一步一步好好地走下去，
活出个样子，哪怕是橡树栽在花瓶里，哪怕是注定的悲剧，
也要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生命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
也许一切都是注定，错过了就不能回头，但要相信自己的选
择，选择了就去做，坚持到底，永不向命运妥协。借用一句
歌词，那就是“春眠不觉晓，庸人偏自扰，走破单行道，花
落知多少。”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三

哈姆雷特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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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是欧洲
文艺复兴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朵长开不败的艺术之花，直至今
天，还在散发出它所特有的馨香。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四

莎翁的《哈姆雷特》是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本书在表面情
节上与历史的传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讲的还是丹麦王子为
父报仇的故事，其中充满了血腥暴力和死亡。正如剧中人霍
拉旭所说：“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修理的行为，冥
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
的结局。”

曲折选宕的情节，紧紧围绕着复仇而展开。哈姆雷特从德国
的威登堡匆匆赶回国内，是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的，使他不
能接受的是，他未赶上父亲的葬礼，却目睹了母亲与叔叔克
劳迪斯的婚礼，这已使哈姆莱特疑窦在心，加之夜晚在王宫
城堡的露台上与父亲的亡魂相见，亡魂哀诉，这桩暴行是哈
姆雷特的叔叔所为，并要他为父报仇。

至此，他开始了艰难的`复仇历程，与克劳迪斯展开了你死我
活的较量。最终，向克劳迪斯发出了复仇之剑。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五

《哈姆雷特》这本书相信大家不并陌生，它是英国大文学家
莎士比亚早期的.四大悲剧之一，算是莎士比亚比较经典的作
品。故事讲述了在丹麦王朝时期，哈姆雷特的父亲丹麦国王
驾崩。由于哈姆雷特的年纪不够，丹麦国王的宝座由他的叔
父接手。但让哈姆雷特意想不到的是，在不到一个月后，他
的母亲竟然和自己的叔父结婚了。这让哈姆雷特非常反感，
于是他怀疑父亲的驾崩是自己的叔父所害。在举办结婚典礼
的晚上，哈姆雷特由于受不了这强烈的反差，独自一人跑出
了城堡，来到花园里散心。却意外看见了父亲的亡魂，父亲
告诉他是叔父将他所害，还让哈姆雷特帮他报仇。一时间，
强烈的仇恨让哈姆雷特失去了理智。为了报仇，他一直装疯
卖傻，在一次试图刺杀叔父的行动中却意外杀死了自己国家
的大臣。



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反而使他更加疯
狂。最后叔父假借送哈姆雷特到英国治病为由，准备除掉哈
姆雷特。不过却让哈姆雷特再次逃脱。后来，叔父为了彻底
除掉哈姆雷特，就举办了一场击剑比赛，让哈姆雷特和自己
的手下比剑。在手下的剑尖上涂了无法解除的剧毒，为了预
防万一，他还在葡萄酒中下来了毒。不过另叔父意想不到是，
自己的王后误喝了带有剧毒的葡萄酒。最后痛苦地倒在地上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哈姆雷特看到自己的母亲倒下后，立
刻燃起复仇的怒火，不过在他分心之际，叔父的手下趁机砍
了哈姆雷特一刀，哈姆雷特自己也染上了剧毒。在自己中毒
而死的最后一刻，哈姆雷特一刀结果了叔父的性命。为这个
凄惨的悲剧画上了一个句号。看完整本书后，我一直不明白
哈姆雷特的复仇有什么意义。就算他杀死了自己的叔父，继
承了国王的大统，那又能怎么样呢？毕竟自己死去的父亲又
不会再活过来，没准他到时自己都还不能统治好整个丹麦王
国呢。结果现在复仇的结果是，自己的家族惨遭灭门之灾。
不过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人的
心中不能一直充满仇恨。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就是因为他老
是想着向叔父报仇，不仅杀死了很多无辜的人，还让自己身
边的亲人惨遭杀生之祸，这一切又是何苦呢？当今社会也是
一样的，许多人为了报仇而被法律制裁，耽误了自己的一生。
所以，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爱吧，只有
爱才能让世界更美好！

哈姆雷特读后心得篇六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这部悲剧就其表现
的社会内容和哲学内涵来说都是最丰富的。它以精湛的艺术
形式，博大的思想内容表现出主人公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
反映了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索。早在12世纪就流传着
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英法两国的剧作家都据其情节写
过中世纪的血亲复仇为中心的剧本。1601年，莎士比亚将其
改编成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面貌、具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杰出悲
剧，使这一复仇故事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无数次地说起这部
剧作，总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哈姆雷特身上。哈姆雷特
原来的生活幸福而平静，命运之神没有给过他一丝暗示便在
突然间将他的命运整个逆转了，一个个不幸接连向他猛攻，
生活的灾难粉碎了他的理想，内心的痛苦更随外部事件的刺
激而愈加激烈。他陷入忧郁而严肃的'沉思里，所有外在的冲
突都最终转向内心，直达灵魂的深处。哈姆雷特完全是内省
的、主观的和敏感的，他遵从自己思想的律法，迟迟不踏入
行动的世界，而现实却偏偏要他付诸行动，理想与现实的格
格不入更加剧了他内心的争斗。这两部影片在原剧基础上对
哈姆雷特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注解，90版的哈姆雷特健康强
壮，精力充沛，有时他会因为心灵无休止地遭遇折磨而变得
紧张和狂暴，有时他又十分乐观，从不轻易自我怜悯，也不
允许自己终日躲藏在忧郁的阴影里，他的言行总是充满了生
命力；而20xx版的哈姆雷特则是尖锐的和不可接近的，他孤
独迷茫，在时空中踽踽独行，懒散而没有方向，他拖着身躯
活在真实的空间，而思想却留在了虚拟的影像里，他厌恶这
个世界！

在哈姆雷特的思想与行动中进行调和是艰难的，他的思虑太
重太细致，常会将他的行动深深地包裹。但这并不是说他完
全与行动绝缘，他虽然猜疑、犹豫、软弱，却并非天性如此，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不停地责备、痛骂自己，他了解永
远生活在犹豫怀疑之中是不可能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生存
还是毁灭，是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当他有勇气斗争时，他
的行动便产生了力量，他说：“有准备就是一切”。

哈姆雷特的性格是独特的，我们熟悉他就像熟悉我们自己。
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内里有无法表现
出来的心事”，借着哈姆雷特，我们察觉到自己的思想，并
努力将它们牢牢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