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姆雷特读后感(优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一

可能在家不知道，曾有过的《哈姆雷特》这本书。可是，我
也是勿囵吞枣，乱读了一次而已，不在乎它有哪些资料，直
到父亲指出了我的错误，我才认真地读了一遍。

看了这本书，让我感觉哈姆雷特这个人既勇敢，又懦弱。在
应付雷欧提斯的挑战的时候；在应付爸爸的灵魂出现的时候；
在刺死波洛涅斯的时候，他是勇敢的。但同时他又是懦弱的，
对于复仇的犹豫不决，对于他妈妈的爱非常交织，应付他叔
父即位，迎娶他妈妈，哈姆雷特十分的不满，心中诅咒，却
无可奈何，任凭事情发生。

恰在此时，鬼魂告诉了他的真相，于是，哈姆雷特愤怒了，
也开始觉悟了，他决定报仇。

哈姆雷特是英雄，他是人，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和情爱。正
由于这样，他对妈妈发出心底的愤怒，应付奥菲利娅的死，
他悲伤欲绝，而当他应付自已的仇人时，善良的本性又使他
犹豫不决，迟迟不愿行动。现在读来，我仍能感觉到他自已
当时内心的矛盾和通知的挣扎。什么才是英雄？我觉得，这
才是真的的英雄。

读完《哈姆雷特》让我感觉假如哈姆雷特没死，他需要是一
个最得人心，最仁慈，最宽容的丹麦国王。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二

一部剧本带你阅尽千帆，尝遍疾苦，在爱与恨之间徘徊，在
亲情与爱情间抉择，在复仇与宽恕间犹豫。杀父之仇，弑父
之恨，失妹之痛。莎士比亚悲剧作品《哈姆雷特》用简洁明
了的语言，带领读者、观众在仇恨痛苦中，领略人性的美与
陋，光明与黑暗。

《哈姆雷特》是我看莎士比亚的第一部作品。以前我十分排
斥剧本，曾认为一个剧本能有什么哲理可言。可当我目光落
在最后一个字符，慢慢合上封面时，我仍念念不忘里面精彩
的剧情和哈姆雷特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合上书本，他们形象在脑海里久居不散。正值青春年华的哈
姆雷特藏着秘密与丹麦国王、御前大臣周旋，我敬佩他的聪
明才智，又为他可怜的身世与肩上所承担的巨大责任所叹息。
可叹他的母亲虚伪自私懦弱，前夫刚死便嫁给了自己的小叔，
只为守住自己的繁荣富贵。看到她的借口时，我真的颇感嫌
鄙，明明是自己不想失去现在的生活，偏说是为哈姆雷特着
想。尽管明知她的过失，可看到她为哈姆雷特掩护时，内心
还是悸动了一下。人性不就如此吗？有着迥乎不同的正反两
面。再坚硬的内心仍因爱，留有一块柔软。

奥菲利亚不过是位寻常女子，她聪慧美丽，是哈姆雷特心头
的那朵花。可因自己的父亲不懂风情与直截了断的刚硬性格，
断送了自己与哈姆雷特的爱情。我不明白为什么奥菲利亚如
此冷血，从之前的爱慕仅一瞬，变成了以美色去探问，诘问
哈姆雷特。或许她还是爱的，不过爱得隐蔽，爱得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可以看出，
她对哈姆雷特评价极高，“谁料过去繁华变做今朝的泥土”
她怀念以往的时光，感慨天地不公会，毁了如此骄傲、绚烂
的人儿。



奥菲利亚

在整本书中，哈姆雷特是毋庸置疑的主角，而他也是最难理
解的人物。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在我看来哈姆雷特是一
个重亲情大于爱情的人。他既不贪恋权势，也没有宏大的雄
志，他不过是为尊严而战。试想如果哈姆雷特不报仇，那结
局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他依旧能用王子的身份体面地活着，
但他不愿认贼作父，宁愿为尊严而战死，其实这也是给含冤
而死的父亲一个交代。

他放荡不羁，敢爱敢恨。大方地表露他对祖国的敬意，对貌
美的奥菲利亚的爱意，无与伦比的盟约，见证他的忠诚。他
足智多谋，巧妙地从去往英国的船只上脱身，并用英国王室
伤害了两名忠心于国王的大臣。装疯卖傻，试探叔父，他用
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在一次次暗算中幸存。

他嫉恶如仇，心狠手辣。一剑杀死御前大臣和他的儿子，刺
死自己的叔叔，当今国王。间接毁灭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自己的心上人，奥菲利亚。他不是杀人如麻，他是有仇必报。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曹操曾云：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
下人负我。哈姆雷特没有负天下人，在国人心中他的形象是
高大的，是模范，是榜样。尽管复仇之路难走，但他没有滥
杀无辜，且宽恕自己的母亲。可以说，哈姆雷特就是真君子，
真英雄。

虽然结局十分凄惨，但哈姆雷特这个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心
里。在临去决斗场时，他说：“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
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他面
对死亡的无惧让我震撼。或许真的唯有看淡了生，才能不畏
惧死亡，看透了死，才能好好地活着。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三



品味名著后，书中那些紧张曲折而又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那
些带有传奇色彩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
中，永不磨灭!下面是小编为你们精心整理好的《哈姆雷特》
读后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哈姆雷特是莎翁中的四大悲剧之一，其所述的故事，真挚而
又震慑人心。讲了哈姆雷特在老国王的庇护下生活，像一朵
温室里的花，高枕无虞，接受西方最优越的教育。后发生变
故，父王遭其手足杀害并篡位，母妃改嫁，使得哈姆雷特性
格阴郁，犹茹寡断，错失报仇良机，误杀大臣波罗纽斯——
奥菲丽娅之父，怜得奥菲丽娅一片痴心，后因无法承受事实
真相，后精神恍惚，溺水而亡。最终，哈姆雷特虽报仇成功，
但连自己和母妃皆中毒而身亡，全剧遗憾而终，故为四大悲
剧之一。

西方有一句谚语“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大
家对这个形象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这本是一个阳光正直的
青年，未来的明君圣主，接二连三的变故使他生活在仇恨的
执念之中。原本炯炯有神的清澈明亮的眸子，却流露出阴郁
恐怖的目光，这仇恨的眼神穿透了理智。为此逝去美好年华，
芳香馥郁的蓓蕾凋零了，这种仇恨如锁链般将他紧紧束缚，
腰酸背疼，手脚酸楚，以至于无力挣脱反驳。然而，新国王
及其爪牙使出浑身解数，用尽鄙夷的奸计至哈姆雷特于死地，
哈姆雷特无奈，只得装疯卖傻。那哈姆雷特的人形似乎浮现
在脑海之中，头发蓬乱，衣衫褴褛，上衣扣子搭错地方，蚕
丝领带褪了色，凌乱地系着，白色的丝袜沾满了泥垢，丝毫
看出是个王子。悲惨遭遇铸成了他的性格阴暗面，受人民爱
戴，却不相信人民。

在生活中，白昼陨落，勇往直前的步伐中总有牵牵绊绊，欲
血负创也是在所难免，这才是成长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
存的意义。生存着，那些浮华平坦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
也是空虚寂寞的，有挑战的生存着，才是精彩年华。



作为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哈姆雷特》
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部。他可谓是将世上所有的悲惨都聚集
在了这位可怜的王子身上。

莎士比亚仿佛在用这样的文字像世人揭示仇恨的可怕，它是
一把双刃剑，一把锋利无比，还涂满了毒药的双刃剑。运用
他的人就如同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在失去理智再刺伤别
人的同时，也难免是使自己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人类对仇
恨的诅咒与排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
同样也向人们阐述仇恨比罪恶本身更罪恶。无论是怎样的理
由，举起仇恨就是一切罪恶与不幸的开端。虽然了结这个道
理，人类却又不曾摆脱这个幽灵，不断有人为了仇恨害人害
己，即使是无尽的鲜血也没能洗刷掉它的存在。

《哈姆雷特》不断的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各种形式演绎，电影
一部又一部，人们却百看不厌，源于《哈姆雷特》紧凑的戏
剧情节，高潮迭起，惊喜不断，所有的紧张气氛都要等到故
事的最后才会得到缓解。多种多样对大师作品的演绎不断给
予我们新的惊喜和意外，对于仇恨的解释，对莎士比亚的解
释。即使有一些并不太尽如人意，人们依旧对次充满好奇。
因为莎士比亚，因为这位最伟大的戏剧作家和他最伟大的作
品之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演绎都会让人对这一部经典再一
次来一遍心灵对话，每一次的对话都是对人生新的体验，这
就是《哈姆雷特》的魅力所在。作家们用他们的文字时刻提
行这人们这把剑的冷酷和恐怖。仇恨的双刃剑，舍弃它比拿
起他来捍卫自己明智得多。

哈姆雷特，一个生在戏剧里，又活在生活里，人性中的人物。
他是具有人文主义典型性的象征，是一个经历痛苦后忧郁寡
欢的人，是一个心怀昂扬热血激情却又犹豫不决的人，矛盾
是他的集中体现，思考和独白是他的表达，他用他特有的方
式演绎着自我，演绎着这个王子的悲剧。

对于自我的剖析，你总能在哈姆雷特的身上寻找到蛛丝马迹。



无论是关于生死意义的探寻，还是自我追求的抉择，哈姆雷
特都独到的展现了人的发展的矛盾。哈姆雷特的形象的设计
就是这么神奇，一千个不同的读者眼里，便有着一千个不同
的哈姆雷特的形象的体悟。

他是丹麦的王子，所以他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定繁荣的义务;他
是慈祥的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必须肩负为父报仇的责任。压
抑使他踯躅、犹豫、不断地深思、不断地自言，他总是一个
人，朋友的背叛，爱人的失去，母亲的改嫁，一切都离他越
来越远，他孤独的行走在一条复仇之路上。这样，他也只能
更加抑郁，更加癫狂。原本的只是为了欺瞒叔叔而装疯，却
早已不知不觉陷入了其中，就像面具戴久了，就会忘记面具
之下的自己似的。曾经那个感叹世界是“负载万物的大地，
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众生的苍穹，是一顶壮丽的帐篷，
是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感叹人类是“宇宙
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渐渐的在现实的改变中改变了。他
对世界失去了信心，他眼里的世界，“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
只是一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人类不能使他发生兴趣，女人亦然。在哈姆雷特的身上，有
人看到了不幸之后多思多虑、多愁善感的人，有人看到了生
命微弱的光，有人感受到消沉如疾病难以摆脱的痛苦，亦有
人看到过于犹豫而使行动迟缓的自己。哈姆雷特身上集聚了
人性的复杂，演绎的人最本真的情绪。莎士比亚用他最擅长
的情感的描绘和心理的刻画来展现哈姆雷特，造就了这个世
界著名的悲剧之作。

人文主义是莎士比亚在这部戏剧中极力展示的，主人公哈姆
雷特的忧虑的背后，流露着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和
社会理想的渴望。他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丰富多
彩的语言，性格分明的人物，使之不愧于莎士比亚悲剧的第
一部。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寒假中，



我读了这本书，对这本书的主人公，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看法。

主人哈姆雷特是一个皇室成员，然而，他叔叔的阴险，他母
亲的不忠，使他成为了一个被仇恨掩埋的人，使他成为了一
个复仇的工具。直到最后，他的仇恨，杀死了他的仇人叔叔，
杀死了不忠于父亲却很爱自己儿子的母亲，也杀死了他——
一个受人们爱戴的皇子。可见，仇恨是多么可怕。

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仇恨所带来的灾
难。世界本来是美好的，因为人们有了贪念等等，给世界带
来了仇恨。对于仇恨，我们要靠感化，而不是打击。

世人读这本书，大多都关注主人公哈姆雷特，而忽略了其他
角色。哈姆雷特那贪心的叔叔，可以说是哈姆雷特仇恨之火
燃烧的干柴。如果没有贪心的叔叔，哈姆雷特有着和平的国
度，有着安定的生活，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可见，
人的贪婪，是多么可怕，他能改变人的命运。在现代社会，
犯罪率逐渐上升，我认为，这也是人贪婪的表现。由于人们
的贪婪，人们破坏生态，破坏地球，只为满足他们的欲望，
而欲望，水涨船高，永远都不会得到满足。当人们发现地球
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时，他们便想方设法的到外太空去
寻找“宝贝”，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在现代人看来，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可否认，人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
运用高科技，带动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用像原始人一样生
活，使我们过的很舒服，但是，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的。
欲望有他的两面性，他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好事或者
坏事。

哈姆雷特的叔叔，教给我们有欲望不是坏事，但是不可以太
过分。而哈姆雷特的母亲，却让我们看到了所有母亲的天
性——爱子。的确，她背叛了所有，却惟独没有背叛她的儿
子。我们不能否认背叛的可恶，但是，她的爱子确实让人敬
佩。



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人的许多东西，人性的善恶，世事的无
常等等。总而言之，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社会已不是单纯的
世界，需要我们学会立足于这个社会。

纷纭的大千世界有鲜花也有毒草，有真、善、美，也有假、
恶、丑。——题记

“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
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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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正是哈姆雷特内心善良仁慈的一面。也许，在哈姆雷特遇见
父王亡魂之前，在王后嫁给克劳蒂斯之前，他的叔父克劳蒂
斯在他心目中正符合这一形象，他父母的爱情也正如他所想
的那么忠贞不渝。可是，在遇见父王亡魂之后，在王后改嫁
之后，在看戏时克劳蒂斯的一系列反应印证了父王亡魂所告
诉他的真相之后，在朋友背叛自己并要把自己推向死亡深渊
之后，他愤怒了!他愤怒他的叔父，他的朋友甚至自己的母亲
过去一直带者一个伪善的面具，而面具下的`嘴脸竟是令人厌
恶的丑恶。这样的伪善，这样的失望将王子永远的推向仇恶
的深渊。

克劳蒂斯国王对于哈姆雷特那出刻意安排的戏剧感到了极大
的威胁“他的疯狂每小时都可以危害我的安全。”国王以王
子的疯病为由宣称送他去英国治病，那只是一个伪善的借口。
哈姆雷特并不是真正的疯子，它只是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方式
来完成自己的复仇。可是，当他看到了死去的奥菲利娅，他
那充满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心又激发了那本想因她的欺骗而隐
藏的爱情。他蒙受了彻彻底底的打击，如果说疯，或许在这
时他才是真正的疯，不仅仅是为痛失心爱的女人而失去理智，
因为此时的哈姆雷特，没有了亲情和友情，爱情就这么随着
奥利菲亚的死而失去，内心的摧残终于使得哈姆雷特走向了
毁灭的复仇，我似乎感觉到仇恨正在啮噬王子的善心，那人
善已丝毫不存。



初读此书觉得这不过是一出普通的复仇之戏罢了，可而后细
细想来，那善与伪善的对抗，正义与邪恶的对抗，正是残酷
的社会现实。而他复仇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死去的父亲，而
是为了挽救整个丹麦社会，也是他维护自己人文主义思想的
行为。这给她那英雄形象增添了一道光环，使得它高贵的形
象展现的淋漓尽致。

从本质上说，哈姆雷特是善良勇敢的，克劳蒂斯是伪善的代
表，虽然，哈姆雷特完成了复仇的使命，但并没有实现改变
残酷现实的宏伟理想。尽管如此，他的英雄形象已深深留在
读者心中。

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
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读莎士比亚的
《哈姆莱特》就会有亚里士多德的感受，感受到的是悲剧的
美丽与伟大，莎士比亚所塑造的每个人物每一幕都那么每句
话都有着戏剧的崇高。这复仇的火焰源起于国王的阴谋。克
劳狄斯国王为了争夺先王的王位、王冠与王后，竟不念手足
之情将毒药倒入先王的耳腔，谋杀了先王，得到了一切。

国王所编的谎言使鬼魂迟迟不能消散。于是，哈姆莱特王子
决定替父报仇，安息游荡人间的鬼魂，因为他多次错过机会，
最后虽然杀死了国王，却也死在了同样是替父报酬的雷欧提
斯的剑下。爱情的忠诚与背叛或许是复仇的另一大因素。哈
姆莱特也曾想大声唤醒这个背叛了父亲的王后，让王后意识
到自己所犯下的罪错。在击剑中，她代饮毒酒而死去。王子
虽然在复仇的时候曾让奥菲莉娅万般伤心，然而，在心上人
即将下葬的时候，他也曾止控不住心中的悲伤，伤痛不已。
即使是复仇的不得已也不能掩盖王子对奥菲莉娅的忠诚、纯
洁的爱！

从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吞反复无常的探密与告密中，足以
见证这两位从小与哈姆莱特王子一起长大的朋友是如何利用
他们与王子之间的交情来换取国王与王后的嘉奖，或是加封



爵位，或是赏赐珍宝，而得到的一切有一份真诚的友谊中的
信任重要吗？霍拉旭虽是个军官，但却在哈姆莱特将要面对
未知的危险，对话鬼魂的时候不撇下王子一个人逃走，而是
尽自己的力量拉住王子。复仇时他始终没有违背对哈姆莱特
王子许下的诺言，只字不提所看到的一切。在哈姆莱特临终
之前，他也曾想喝下剩下的毒药，与王子共长眠……哈姆莱
特与霍拉旭之间虽是军臣间的忠心耿耿，但更多的是让人们
看到了他们心中的那堵友谊之墙！

波洛涅斯有一对拥有高尚美德的儿女，然而他自己竟是如此
得虚伪，为讨国王、王后的欢心，他不惜出卖女儿的珍贵爱
情，他在国王、王后与王子之间油腔滑调，故做媚姿，最后
因偷听王子与王后的对话，惨死在哈姆莱特王子的剑下。他
的爱管闲事与虚伪不也折射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吗？“生存还
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四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是由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部悲
剧。它主要讲述了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狄斯为了谋取权位杀
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皇位，并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
当得知真相后，哈姆雷特复了仇，但自己也命丧黄泉。

这本书既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当时英国颠倒混乱的时局不满，
揭露了英国封建贵族阶级与普通百姓为了争夺权力进行的殊
死较量，批判了王权与封建邪恶势力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表
达了自己对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问题的`观点。

这的确是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剧本中，哈姆雷特对命
运的态度几经变化，甚至看似前后矛盾。他起初以为，命运
变化无常，既不扬善，也不惩恶，反给高贵的人带来灾祸。



他在一次独白中表示要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但在经历
一次“突变”之后，哈姆雷特转而完全信靠天意。通过展现
哈姆雷特的两种命运观，莎士比亚不仅否定了对待命运两种
极端看法，而且显示了正确对待命运的恰当态度：人的不幸，
不是归咎于任何外在的偶然性，而在于个人的天性和选择。
在剧中，哈姆雷特扮演着许多角色，他显得同时是一名哲人，
复仇者和戏剧家。然而，遭遇变故后的哈姆雷特先是没能节
制自己的悲愤，接着又一再抱怨命运不公。这对身为丹麦王
子的他而言，无疑是个大问题。

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暴露了他的缺陷，这，无疑是悲剧
的开端。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五

哈姆雷特，一个生在戏剧里，又活在生活里，人性中的人物。
他是具有人文主义典型性的`象征，是一个经历痛苦后忧郁寡
欢的人，是一个心怀昂扬热血激情却又犹豫不决的人，矛盾
是他的集中体现，思考和独白是他的表达，他用他特有的方
式演绎着自我，演绎着这个王子的悲剧。

对于自我的剖析，你总能在哈姆雷特的身上寻找到蛛丝马迹。
无论是关于生死意义的探寻，还是自我追求的抉择，哈姆雷
特都独到的展现了人的发展的矛盾。哈姆雷特的形象的设计
就是这么神奇，一千个不同的读者眼里，便有着一千个不同
的哈姆雷特的形象的体悟。

他是丹麦的王子，所以他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定繁荣的义务;他
是慈祥的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必须肩负为父报仇的责任。压
抑使他踯躅、犹豫、不断地深思、不断地自言，他总是一个
人，朋友的背叛，爱人的失去，母亲的改嫁，一切都离他越
来越远，他孤独的行走在一条复仇之路上。这样，他也只能
更加抑郁，更加癫狂。原本的只是为了欺瞒叔叔而装疯，却
早已不知不觉陷入了其中，就像面具戴久了，就会忘记面具



之下的自己似的。曾经那个感叹世界是“负载万物的大地，
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众生的苍穹，是一顶壮丽的帐篷，
是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感叹人类是“宇宙
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渐渐的在现实的改变中改变了。他
对世界失去了信心，他眼里的世界，“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
只是一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人类不能使他发生兴趣，女人亦然。在哈姆雷特的身上，有
人看到了不幸之后多思多虑、多愁善感的人，有人看到了生
命微弱的光，有人感受到消沉如疾病难以摆脱的痛苦，亦有
人看到过于犹豫而使行动迟缓的自己。哈姆雷特身上集聚了
人性的复杂，演绎的人最本真的情绪。莎士比亚用他最擅长
的情感的描绘和心理的刻画来展现哈姆雷特，造就了这个世
界著名的悲剧之作。

人文主义是莎士比亚在这部戏剧中极力展示的，主人公哈姆
雷特的忧虑的背后，流露着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和
社会理想的渴望。他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丰富多
彩的语言，性格分明的人物，使之不愧于莎士比亚悲剧的第
一部。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六

“一千个读者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就是其中之一。
《哈姆雷特》以剧本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丹麦王子为
父亲复仇的故事。这本书打动我的不仅仅是一个精妙的故事，
更多的是那些令人深思的哲学问题、情感深邃的诗歌、以及
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那若有若无、虚幻缥缈的爱情。

他，本该是一个幸福的王子。他有着过人的才质，至高的理
性，纯真的爱情。然而，一次与鬼魂的对话，让他发现了父
亲的私绝非意外，而母亲与叔父喜结连理更让哈姆雷特十分
痛心。就这样，现实的忧郁、内心的悲愤把他逼上一条为父
报仇的道路。



在我心中，哈姆雷特是一个坚毅的、勇敢的、充满智慧的.勇
士。他在得知真相起，就下定决心为父亲报仇。面对日渐黑
暗的现实，他没有选择逃避，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他精心安排了一场话剧，让心里有鬼的叔父暴露内心的惶恐，
试探事情的真相。他耿直正义，重用霍拉旭这样无名无利的
大臣为自己的行动铺路。对于母亲丧失节操的错误他毫不避
讳，努力劝说母亲对自己的良心进行忏悔。

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志愿——为父亲报仇，
毅然决然放下了爱情。我相信，哈姆雷特是爱奥菲利亚
的。“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
以疑心真理是谎话;可是我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为了完成
使命，他假装变成了一个疯子。奥菲利亚质问他是否爱他，
他说那是曾经，并且述说着人间的丑恶与令人失望的现实。
读后感·最终也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他得知墓下埋的是奥菲
利亚，他情绪激动奋不顾身跳下墓中要求为奥菲利亚陪
葬。“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还低不过我对她的爱”，简
简单单的一句，让我感慨万分。在我心中，哈姆雷特是忠于
爱情、执着勇敢的青年男子。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七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而这样的评价
也显示出了《哈姆雷特》在悲剧史上的地位。阅读《哈姆雷
特》过后，我们在为主人公哈姆雷特壮烈的死惋惜的同时，
不禁要思考造成《哈姆雷特》中悲剧性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

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期。在莎翁之前，悲剧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俄狄浦斯王》等。这一阶段的
悲剧主要内涵是人与命运的抗争，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莎士
比亚的创作风格。在莎士比亚《诗学》中他提出了“悲剧”
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完整、严肃、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
仿。这表明了悲剧要去表达的是有意义、严肃的事。这里的



严肃、有意义不仅是对角色的，对观众也同样如此。为了达
到这种效果，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突出主角内在的性格和情感
冲突，而弱化外在的压力，《哈姆雷特》也同样不例外。

哈姆雷特是丹麦王子，他身上有着几乎一切我们所羡慕的优
秀品质：聪明、谨慎、剑术高超。可是显赫的身世加上优秀
的才华却并没有给故事带来圆满的结局。相反，我们在剧中
看到的哈姆雷特优柔寡断又冒进。而对于哈姆雷特来说，他
也十分清楚自己的种种缺点，并且要比我们这些读者更为痛
恨。第四场中，哈姆雷特的独白是对自己的鞭策，更是对于
自己的优柔的怒骂：“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
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

从第一场卫兵、霍拉旭等人可以看见先王魂灵的剧情来看，
先王的鬼魂是可以被所有人看到的。可是，第三幕第四场中，
当哈姆雷特怒斥其不忠的母亲时，他却看到了“先王的鬼
魂”。但是这个“鬼魂并不被王后看到。十分巧合的是，这
个只能被哈姆雷特看到的“鬼魂”告诉王子的正是要求他安
慰王后。与第一幕设定相对比，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鬼
魂”是哈姆雷特脑中出现的幻觉，而“停止斥责王后”的要
求也不过是哈姆雷特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细节再次暴露了
哈姆雷特的患得患失，优柔寡断。王子的矛盾就在于此，本
来的他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命运却让他落入世界的黑
暗面，让他独自一人承担父亲被杀的真相，让他一人背负为
父报仇的重担。褪去丹麦王子光鲜亮丽的外衣，他也只是一
个会怯懦、会退缩的普通人。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命运弄人
的不幸，也是因为他本身性格弱点的必然结局。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悲剧中一个十分特殊的角色。他是剧中
的人物，可却让我们时刻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哈姆
雷特是人类的横切面，他身上有着所有我们身上的缺陷与品
质。他从来不是英雄，甚至称不上是坚定的人。他时刻在痛
骂着懦弱的自己，时刻被复仇的烈火所煎熬着，就像我们一
样，终其一生与内心的怯懦作战，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又



自我鞭策、自我鼓舞，踉跄着挣扎着前进或后退。当哈姆雷
特在将死之际终于杀死叔父后，如霍拉旭言，他终于可以安
睡了吧。

我们都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八

为了获得王位和权力，哈姆雷特的叔叔引诱女王设计了一个
毒害哈姆雷特父亲的阴谋。葬礼后不到两个月，他就嫁给了
哈姆雷特的母亲，原来的大嫂成为了新的王后。前任国王的`
灵魂无法安息，化作鬼魂向哈姆雷特揭发阴谋，并要求哈姆
雷特为父亲报仇。

哈姆雷特在朋友的帮助下遇到了鬼魂的父亲，鬼魂告诉他自
己是被兄弟和妻子毒死的。人死后，灵魂受尽折磨，只有揭
开真相，完成复仇，才能安息。

得知这个阴谋的哈姆瑞斯痛苦、愤怒，但并不冲动。为了查
明真相，哈姆雷特利用戏剧表演还原了国王被杀的场景，观
察叔叔的反应。得知真相后，他心碎了。为父母之爱的叹息，
为未来生活的无奈，为自己无果的爱。

有几次，哈姆雷特本有机会直接杀了国王，揭发叔叔的阴谋，
为父亲报仇，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犹豫不决
的性格和拖延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

事实上，新国王的更替并没有影响哈姆雷特的地位。他仍然
是国王公众认可的直接继承人。他接任国王后，揭露真相也
是一种报复。但哈姆雷特无法克服他心中的障碍。灵魂的折
磨，痛苦的折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复仇。他所见，所
见，成为复仇的催化剂。

正如他所说：“如果一个人的幸福和人生目标只是吃饭、吃



饭、睡觉和睡觉，那还算什么？”

生活中有很多无奈的事情，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即使不喜欢
也不想，也不得不去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表弟，他在生活中很挑食。学习取决于
你的心情和环境，不要到最后一刻才做作业。日常服装没有
品牌。只要问，“我喜欢它。”

生活不只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喜欢是一种占有，
爱是一种责任。

所以，好好珍惜吧，当我们还可以选择喜欢，选择爱，选择
离开的时候。

哈姆雷特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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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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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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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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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