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朝文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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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文读后感篇一

——读李尔王有感

“父亲，我爱您胜过自我的眼睛，整个空间和广大自由，超
越一切能够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富有淑德、健康、
美貌和荣誉的生命，这是李尔王的大女儿高纳里尔的表述。

“我厌弃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觉到的欢乐，仅有爱您
才是我的无上幸福……”这是二女儿里根的表述。

多么娓娓动人的口才，说得李尔王心花怒放，将财产给了她
们，然而她们真有如此爱她们的父亲吗？不，她们对爱的告
白其实是对金钱的渴求，她们对亲情的表述其实是对财富的
欲望，她们对父女情的理解其实是被利益蒙蔽双眼的表现。

而李尔王最珍爱的小女儿考狄利娅的回答却是“父亲，我没
有话说，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嘴里；我爱您
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对啊！亲情的
爱只是因为您是“我”的父亲，而对您的感激与孝敬，不会
因为言语的诱人而变得更加崇高，不会因为金钱的“万能”
而变得更加伟大，更不会由于私欲的“渴望”而变得更加至
高无上光彩夺目；相反它们会因为言语的花俏而变得低下，
会因为金钱的伪装而变得卑贱，会因为私欲的愚昧而失去光
彩。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人类那可耻的虚荣心所赐，考狄利



娅那普通的“名分”、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亲情的“真
实”——普通而平凡。

考狄利娅“只是缺少娓娓动人的口才，一些违心的言语，凡
是心里想到的事，总不愿在没有把它实行以前就放在嘴里宣
扬。”她所以失去欢心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丑恶的污点淫邪
的行为，或是不名誉的举止，而是她“缺少像人家那样的一
双献媚求恩的眼睛。一条她所认为可耻的善于逢迎的舌
头。”

人们的虚荣心是多么奇怪而可耻！只喜欢别人把你当贵重稀
有的物品而捧得高高，却不明白别人已把自我当作无用易碎
的玻璃花瓶，不明白自我的短处，还一味地挑剔别人的毛病
与错误。当一个人不断期望得到别人的奉承与讨好时，那么
这就是他“毁灭”的开始。

时间证明了一切，两个女儿排挤他，冷落他，仅有被他遗弃
仇视的小女儿考狄利娅来关心爱护他，最终用她的生命换回
了她“真正”的父亲，弥天大谎破灭了，此时美丽诱人的言
语成了万恶的根源。言语的诱人，言语的“伪装”，言语
的“虚假”历历在目，痛之入骨。回想当时肯特公爵的劝阻
是正确的，他甚至用生命作为代价对他说道：“有人不会口
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可并不是无情无义！”而此刻已回
天乏术了。

这是虚荣心“导演”的一部愚昧父亲害死自我善良女儿的可
悲电影。

这不正说明了我们平时的一句话“忠言逆耳”，并且也证实
了人们的虚荣心有多么强烈，对于平时普通的言语都要求美
丽动听，对于不需要舌头，只要行动的事却要天天宣扬于嘴
边，然而紧随着的将是幻觉、泡影与虚伪。

当肯特公爵被逐出国家领土时，曾对李尔王的两位大女儿祈



愿道：“……愿你们的夸口变成实事，假树上会结下真实的
果实……”可谁都了解人们的虚荣心永远会携带着虚伪与丑
陋，夸口不会变成实事，假树上永远不会结下真实的果实。

朝文读后感篇二

李尔王自祸其身又祸及他身的教训有两点：其一是不该不留
余地倾其所有而只剩两手空权;其二是不该昏然不分善恶地寄
托残生。老葛罗斯特伯爵不事暴政、弃暗投明以示忠贞不二，
不折节操，所以惨遭挖眼酷刑，饱受流放自然的落泊颠沛，
甚至求死不得求生无望;他虽认识到自我的轻信之罪，终因得
知被迫害的儿子仍在人世并陪伴保护着困苦无援的自我，又
得到了真相后，由于承受不了悲喜交集之情的重荷而逝。这
似乎是自咎之因所致，但似乎也属善无善终之例。这与李尔
王不察善恶不分真假而导致无处安身，浪迹荒野，与乞丐为
伍，最终在悔恨的刺痛中，在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在失去
所爱而无法承受的悲哀中结束他八十岁的生命相比，二者都
令人同情，促人思索，可见官场的邪恶，可知人心的险恶了。

世事无常至于使悲喜在瞬间交替，而命运无常至于使乞丐与
国王一夜之间换位。恩将仇报，认敌为友，美貌黑心，丑相
热肠，魔性假语，佛性真言，这就是人类的智愚善恶，这就
是生物的弱肉强食，这就是宇宙的相生相克。

苍苍者天，茫茫者地，轮回之中，皆循真理。善报者恶尽，
恶报者善哉。今世前因，后世今果。得等于失，善同于恶。
迷于五行中，醒于三界外。苍苍者生，茫茫者命，存亡谁握，
贵贱何别，人物非异!

朝文读后感篇三

李尔告诉葛罗斯特虽然命运是悲苦的、值得痛苦的，然而我
们要忍耐。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荒谬的，充斥着无尽的苦楚。
在这个大舞台上演绎的人们全是些傻瓜，这虽然令人禁不住



放声大哭，然而我们是清醒的，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的，
所以应对这命运、人性的荒谬应当忍耐，因为仅有忍耐才能
帮忙我们穿过这无尽的痛苦。只要忍不住哭泣，便会沦落到
无尽的痛苦中，最终成为在舞台上的傻瓜。李尔看到了真实
的世界，看到了社会、人性的本质，他自我却仍然在痛苦中
自我挣扎，他在清醒与疯癫中反复。正是因为他看透了人性
的丑陋，看到了表面后的真相，所以被这种痛苦的真相所折
磨。他感叹“我是天生下来被命运愚弄的”。此时折磨李尔
的不再是迷茫的痛苦，而是看清社会、自然、人性后被其丑
陋、疯狂而折磨、因那躲可是的悲哀而悲苦。

当结尾考狄利娅死去时，对李尔来说这象征着这世界跟人性
的最终一点善也被吞没了，他跟这个世界最终的牵连也被斩
断了，他再也无法承受世间的折磨和痛苦。“要是她还有活
命，那么我的一切悲哀都能够消释了。”而考狄利娅是永不
回来了，等待李尔的也仅有在无尽的痛苦中结束自我的生命。
当李尔最终走出了自我世界，看清了真实世界的本质时，他
看到的却是不尽的悲哀，人性躲可是的悲哀，而他自我也因
为难以承受这悲哀而发疯、走向生命的尽头。

《李尔王》是一部杰出的杯具，它给了我们一个深入看社会、
看世界、看人性的渠道并给予我们足够的警示。不一样时代
结合那个时代的特征都能从《李尔王》中解读出新的见解。
李尔是自我世界的独裁者，因为独裁所以妄为，因为妄为而
失去独裁的依靠——权力，但仍然认为自我是君王，由此受
到种种悲苦，却从悲苦中逐渐清醒，走出自我世界，逐渐看
清真正的世界。然而当他真正看清这个世界，看清了人性，
等待他的却是因世界、人性的丑恶、罪恶而产生的无尽的悲
苦，这种悲苦使清醒的他疯狂乃至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是一
个无限悲哀的悖论。舞台的傻子，还是悲苦的疯子哪里有清
醒仅有无知愚昧的悲哀与被人性丑恶不尽折磨致疯的悲哀。



朝文读后感篇四

《李尔王》约写于16，取材于英国民间一个古老的家喻户晓
的传说，是莎士比亚四大杯具之一。故事讲的是年老昏聩、
刚愎自用、目光无识的李尔王把国土分给了虚伪的大女儿吕
甘、二女儿贡纳莉，却把诚实率直善良不会取悦父王的小女
儿科第丽霞驱逐到国外。科第丽霞被迫离家出走，与爱她的
法兰西国王去了法国。李尔王自我仅保留国王的尊号和一百
名侍从，准备轮流住在两个女儿家中安享晚年。谁料两个大
女儿到达目的后却原形毕露，把老父赶出家门，李尔王饱受
颠沛流离之苦。小女儿得知李尔王的凄惨遭遇，起兵讨伐两
个姐姐，不幸失败，最终被俘含恨自刎，李尔王也在悲痛疯
癫中死去。当然，两个坏女儿的下场也是可悲的。

李尔王这个糊涂虚伪的老国王，因为自我的虚荣之心，害了
自我更害了那个善良天真的小女儿科第丽霞，在我们看来他
遭到这样的后果是活该、是自食其果，话又说回来，人到老
年遭受到如此的待遇应当说是他一生中最苦的果子了，更惨
的是最善良的女儿又死在了自我的前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
过他是一个平常人，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如果他在年轻
的时候没有听别人的劝言和真话的时候又怎样能够在自我的
王位上做到此刻，又怎样能够把自我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呢？
可是，由于他平时身居高位，长期生活在一呼百诺的宫廷之
中，周围都是争先恐后向他邀功献媚之人，所有的人或事都
围绕着他转动，以他的好恶为好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年
月深久，他就像一个上了瘾的吸毒者，奉承和献媚成了他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每一刻都离不开歌功颂德。

当他失去了王位、权势，历尽磨难，却因而恢复了人性，他
临终的悲鸣不是为当初他迷恋的宣赫的声势、帝王的威严，
而是为了当初被他驱逐出宫受到他诅咒的小女儿，但他却不
能从她的长眠中唤回她那颗洋溢着仁爱的热心了，正因为这
种种的遭遇他懂得了最宝贵的是不能用金钱、权势收买的人
间真情。



可是，正当两个女儿都向他献媚花言巧语，哄得他兴高采烈
的时候，偏偏小女儿科第丽霞没有摇尾乞怜似的向他奉承，
不怕和他顶撞，大大扫了他的兴，一怒之下把小女儿赶出了
自我的国家。小女儿科第丽霞是善良的、天真孝顺的，同时
她也是固执冲动的，如果仅有自我明白自我的善良、孝顺又
有什么用，既然明白自我的两个姐姐是什么样貌的又为何不
能在此争得一地之位，以此来为自我为老父铺好一条后路呢？
坚持自我的尊严和作风是没错，可是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用言
语向他人表白说明的，有的时候言语比行动的作用要大得多。
她也是幸福的，因为自我的一无所有而得到了一个真心爱她
的郎君，这是她的两个姐姐不曾也不可能拥有的，她是一向
活在爱与被爱之中的。但同时她也是冲动的，因为父王受到
了两个姐姐的狼心狗肺的对待而出兵讨伐她们，到最终失败
受辱而死于狱中，这难道不是她的冲动吗？自我心善不忍，
那也要在有把握之时做有把握之事呀，可她在自我没有准备
完善的时候冒然地出兵又起有不败之理。

李尔王的大女儿吕甘和二女儿贡纳莉更不用说了，是一个狠
毒、不忠、不孝、不贞、无知的女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驱赶
自我年迈的老父，为了自我心中喜欢的浪人而毁灭自我的家，
更是相互残害生命，直到死都不明白她们喜欢的那个男人也
同样是一个狠毒的男人，而他只是在不断地利用她们罢了，
或许是因为她们是国土的拥有都而对待依附她们的丈夫不屑
一顾，甚至骂自我的丈夫是懦夫，可怜的两个男人，因为权
利而葬送了自我的幸福一生。她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为人妻、
为人女的样貌，可能她们直到死都没有明白一个为人的道理
吧！

那里最坏的、用谋最高一筹的应当说是葛罗斯脱的私生子爱
特门了，为了家产、为了更高的地位同样是迫害自我同父异
母的哥哥，更是害了一向把他当作孝子的父亲，这些对他来
说还不够，居然用自我的相貌和花言巧语把所有的人哄得团
团转，最终有两个女人因为他的虚情假意而死于自我的手中，
而他自我到最终一无所有，还葬送了自我。说真小人可恶，



可像他这样的带着假面具的伪君子更是比真小人可恶得太多
太多。

其实，话又说回来，这种伪善并不是他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
也不是他当初想要的，是周围的环境把他造就成了这样的一
个人，正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所以周围的人才会对他有种种
不礼貌的称呼和对待，他和埃特加同为葛罗斯脱之子，可是
他们的待遇却截然不一样，这就对伪善的他造成了一种很深
很重的影响和内心的创伤，这难道是他的错吗？并不完全是，
只可是是别人和社会对他有所不公罢了。

葛罗斯脱和遭遇与李尔王有相似之处，他是因为轻信了爱特
门的话，遇到爱特门的告密而失去了自我的双眼，他虽然失
去了双眼，可他找回了自我的孝顺忠心的儿子埃特加；他虽
然失去了双眼，但他心中的那双眼亮了，不会因别人的外表
而再轻易地想念他人了。

这个故事中最忠诚、忠心耿耿的人应当属肯脱这位老臣了，
他因为自我的真言而被李尔王放逐，可他没有因为李尔王的
昏慵而怀恨在心，更没有所以而离开这位可怜的老国王，他
明白李尔王是一位好君主，只是太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罢
了，所以他要不辞辛苦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就在李尔王最艰
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他一步，甚至为这
个从前的老国王而奔波，为他向善良的科第丽霞求救。应当
说肯脱是一个聪明灵活的人，他明白自我该如何改变自我，
最终李尔王的得救与小女儿的相识都是多亏了他。

这个故事虽是在遥远的古国，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太多
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喜欢甜言蜜语的人，喜欢夸赞之语，
到最终不也正是它们害了我们嘛！这不正是对那些口蜜腹剑
的阴谋家的谴责吗？在现实生活中现象和本质，外表和资料
往往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能因为现象和外表而失去理智
成为下一个李尔王，“金光灿灿的并不全是黄金！”



朝文读后感篇五

《李尔王》约写于16，取材于英国民间一个古老的家喻户晓
的传说，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故事讲的是年老昏聩、
刚愎自用、目光无识的李尔王把国土分给了虚伪的大女儿吕
甘、二女儿贡纳莉，却把诚实率直善良不会取悦父王的小女
儿科第丽霞驱逐到国外。科第丽霞被-迫离家出走，与爱她的
法兰西国王去了法国。李尔王自己仅保留国王的尊号和一百
名侍从，准备轮流住在两个女儿家中安享晚年。

谁料两个大女儿达到目的后却原形毕露，把老父赶出家门，
李尔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小女儿得知李尔王的凄惨遭遇，
起兵讨伐两个姐姐，不幸失败，最后被俘含恨自刎，李尔王
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当然，两个坏女儿的下场也是可悲的。
李尔王这个糊涂虚伪的老国王，因为自己的虚荣之心，害了
自己更害了那个善良天真的小女儿科第丽霞，在我们看来他
遭到这样的后果是活该、是自食其果，话又说回来，人到老
年遭受到如此的待遇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苦的果子了，更惨
的是最善良的女儿又死在了自己的前头。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他是一个平常人，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
人，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听别人的劝言和真话的时候又
怎么能够在自己的王位上做到现在，又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国
家治理得如此呢?可是，由于他平时身居高位，长期生活在一
呼百诺的宫廷之中，周围都是争先恐后向他邀功献媚之人，
所有的人或事都围绕着他转动，以他的好恶为好恶，以他的
是非为是非。年月深久，他就像一个上了瘾的吸毒者，奉承
和献媚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必需品，每一刻都离不开歌-
功-颂-德。当他失去了王位、权势，历尽磨难，却因而恢复
了人性，他临终的悲鸣不是为当初他迷恋的宣赫的声势、帝
王的威严，而是为了当初被他驱逐出宫受到他诅咒的小女儿，
但他却不能从她的长眠中唤回她那颗洋溢着仁爱的热心了，
正因为这种种的遭遇他懂得了最宝贵的是不能用金钱、权势
收买的人间真情。可是，正当两个女儿都向他献媚花言巧语，



哄得他兴高采烈的时候，偏偏小女儿科第丽霞没有摇尾乞怜
似的向他奉承，不怕和他顶撞，大大扫了他的兴，一怒之下
把小女儿赶出了自己的国家。

小女儿科第丽霞是善良的、天真孝顺的，同时她也是固执冲
动的，如果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善良、孝顺又有什么用，既
然知道自己的两个姐姐是什么样子的又为何不能在此争得一
地之位，以此来为自己为老父铺好一条后路呢?保持自己的尊
严和作风是没错，可是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用言语向他人表白
说明的，有的时候言语比行动的作用要大得多。她也是幸福
的，因为自己的一无所有而得到了一个真心爱她的郎君，这
是她的两个姐姐不曾也不可能拥有的，她是一直活在爱与被
爱之中的。

但同时她也是冲动的，因为父王受到了两个姐姐的狼心狗肺
的对待而出兵讨伐她们，到最后失败受辱而死于狱中，这难
道不是她的冲动吗?自己心善不忍，那也要在有把握之时做有
把握之事呀，可她在自己没有准备完善的时候冒然地出兵又
起有不败之理。

李尔王的大女儿吕甘和二女儿贡纳莉更不用说了，是一个狠
毒、不忠、不孝、不贞、无知的女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驱赶
自己年迈的老父，为了自己心中喜欢的浪人而毁灭自己的家，
更是相互残害生命，直到死都不知道她们喜欢的那个男人也
同样是一个狠毒的男人，而他只是在不断地利用她们罢了，
或许是因为她们是国土的拥有都而对待依附她们的丈夫不屑
一顾，甚至骂自己的丈夫是懦夫，可怜的两个男人，因为权
利而葬送了自己的幸福一生。她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为人妻、
为人女的样子，可能她们直到死都没有明白一个为人的道理
吧!这里最坏的、用谋最高一筹的应该说是葛罗斯脱的私生子
爱特门了，为了家产、为了更高的地位同样是迫-害自己同父
异母的哥哥，更是害了一直把他当作孝子的父亲，这些对他
来说还不够，居然用自己的相貌和花言巧语把所有的人哄得
团团转，最终有两个女人因为他的虚情假意而死于自己的手



中，而他自己到最后一无所有，还葬送了自己。说真小人可
恶，可像他这样的带着假面具的伪君子更是比真小人可恶得
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