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 哈姆
雷特读书笔记(精选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优质的心得感悟
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
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谈到哈姆雷特的延宕，很多喜爱这个角色的读者或剧迷都多
少会为他感到惋惜：或许再果断冷酷一些，复仇之计便可以
大功告成，而且不必赔上自己的性命。然而，在我看来，延
宕在《哈姆雷特》中的存在是必然且合理的。

一、从文本出发

(一)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原本是一个高贵英俊而又聪明
的贵族青年，就像奥菲莉亚口中夸赞的那样：“朝士的相貌，
军曹的武艺、学者的口才，一国之君的辉煌前途，万人楷模
的翩翩风度，显赫的至高尊严……”。虽然在杀父之仇的冲
击下，他从过去单纯高贵的生活中惊醒，看到了生活丑恶的
一面，也因此产生了必报此仇的念头，正如他向父亲的鬼魂
承诺的那样：“赶快告诉我，我将在一念之瞬飞奔去与您复
仇”。但试想一下，将如此一个青年拉下高高在上的位置，
再往他的手中塞一把刀，然后说去杀了你的仇人吧!

任凭对所要杀死之人怀有的仇恨是多么巨大，只要没有被热
血冲昏头脑，只要残存一点点对法律和生命的敬畏，没有人
会像入了戏的观众和读者们希望的那样果断而冷酷的杀死自
己的仇人，更何况是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哈姆雷特呢?克劳地是
哈姆雷特的杀父仇人，他还是哈姆雷特血浓于水的亲叔父，
所以哈姆雷特就更有理由延宕了。也许他的叔父克劳地是在



欲望和野心的驱使下犯下了杀人的恶行，可是哈姆雷特的良
知还不至于泯灭到轻易就能够杀人，甚至于杀死亲人的程度。
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克劳地，直到确认克劳地就
是杀人凶手后才实施复仇计划。然而，哈姆雷特在杀克劳地
的机会来临时还是犹豫了，成了千古留名的“延宕王子”。

(二)哈姆雷特曾经这样自白过： “而我……却是个懒散的家
伙，整天抑郁不乐，胸无成竹的没个主意。简直像个白日梦
迷，也无能替一位被狠毒谋害的国王说半句话。我是不是个
懦夫?”从杀波隆尼尔、杀两个侍从时的表现来看，他不是一
个懦夫，起码，他的延宕绝不是因为懦弱。在我看来，他的
延宕就像是拖延症，而这“拖延症”正源于他的完美主义倾
向。

不!”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复仇呢?“回鞘去吧，
宝剑呀，让我寻个更好的机会：当他烂醉如泥、大发雷霆、
淫榻寻欢、赌博渎神、或做其他毫无拯救可言之事时，那是
我再颠他于我的足下……” 换做寻常的人，取掉仇人的性命
就已经算作最最厉害的复仇了，可是追求完美的哈姆雷特不
仅仅要杀掉克劳地，更要让克劳地的灵魂也下到地狱，这么
彻底的复仇可是不容易寻求机会的。所以在王后的房里，误
把波隆尼尔当成克劳地后，哈姆雷特才会那样毫不迟疑的刺
出手中的宝剑。

二、从创作出发

哈姆雷特的复仇是《哈姆雷特》这部戏剧的主线，但是绝不
是莎士比亚唯一想要表现的内容。他在《哈姆雷特》中把复
仇当做整部剧的主干，然后再在主干的基础上添上各种支干
及枝叶，这些添加上的部分也是他想要表达和呈现的。比如
说哈姆雷特对于生与死的思考：“生存或毁灭，这是个必答
之问题……”还有他思想中鲜明的人文主义：“我可闭于一
桃壳内，而仍自认我是个无疆域之君主”，“人类……它是
天之骄子，也是万物之灵”……不难看出故事中发生的一切



恰恰描写的就是当时英国的社会，整个故事渗透着属于莎士
比亚那个时代的精神。

可以说，《哈姆雷特》这部作品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和对现
实生活批判精神的最深刻的表达。所以，王子复仇必须得延
宕，只有延宕才能为剧中想要反映的现实和表达的思想提供
充足的时间空间。如果哈姆雷特不延宕，那么在他一刀杀死
了克劳地之后，《哈姆雷特》就结束了，无论是欧菲莉亚的
发疯还是约利克的头颅，亦或是风趣的掘墓人，都将不复存
在。此外，就喜剧效果而言，不延宕的《哈姆雷特》就是一
部平庸的复仇喜剧，而延宕的《哈姆雷特》则在刺杀的不断
地推迟中将观众的情绪带向高潮，此时最后的悲剧结局也能
带给他们最大的震撼和启迪。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有人说，他是一位孤军奋斗，忧郁跌宕，最后征服一切困难，
具有萌芽和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精神面貌的王子。

有人说，他是一个代表先进人们为了把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
来，热烈的寻求人生的理想和精神枷锁解脱方式，成为解放
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杰出战士。

有人说，他还是为了人类美好的理想，反抗社会罪恶的一个
人文主义思想家。

也有人说，他更是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人，
甚至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封建意识。

……

……

他是谁？



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丹麦的一位王子，
他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经典形象，他就是哈姆雷特。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读者对于哈姆
雷特的形象，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以上的文字是他人
对哈姆雷特的解读，而我眼中的哈姆雷特也是别具一格的。
我认为，我们不能静态的去看待哈姆雷特这个形象，我们应
该把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过程。在莎士比亚
的笔下，哈姆雷特从一个无知善良的孩子，一步一步的迈向
成熟，最终成为一个英勇的战士。当然在这个净化过程中有
许多的徘徊与后退，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是可
以理解的。如果他一有为父报仇想法，就开始为此坚定不移，
进行一系列报仇行为，那么我们这个文学上的经典形象将会
大打折扣，变得与那些三流小说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了。他
的经典就是因为他面对复仇，道德，爱情的种种思考，“生
或是死，都是一个问题”，他在积极报仇过程中所表现的一
些懦弱与退怯，才让这个形象，更加的真实，更加贴近我们
读者的内心世界。并且在某些地方让哈姆雷特的矛盾心理与
读者产生共鸣。

哈姆雷特的经典形象，在中外的文学研究史上都是无人质疑
的事实。

首先，在老国王未死之前，哈姆雷特就像是生活在温室的花
朵。他的社会地位是丹麦的王子，在物质上，他十分富有，
不存在任何物质生活上的担忧；在精神方面，他就读的是英
国威登堡大学，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等先进思想的熏陶。他对
世界充满着无限的热情，他高声称赞：“人是何等的巧妙的
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行动是多么像
天使，悟性*是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在
爱情领域也是有着无尽的憧憬。在给哦菲利亚的信中，他说：
“你可怀疑星是火，你可怀疑太陽会动，怀疑真理变成谎言，
但永莫怀疑我的情。”可以说此时的哈姆雷特是十分的幸福，
因为幸福而单纯。社会的黑暗一面的在他的生活中是没有出



现的机会。如果按照他这样的生活轨迹，他应该可以保持这
份孩童的赤子之心，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他之后的人生。

可是磨难还在等待着我们的王子。两个月不到的时光里，老
国王去世了，哈姆雷特的叔叔继承了王位，他的母亲成了新
王的妻子。这个突然来袭的噩耗，让我们单纯的王子——慌
了。他觉得事情的不对劲，却没有勇气去调查真相。他有着
自己的反抗，却只能是默默的。“乌云满面，愁眉不展”。
这似乎是他唯一可以去做的表情。再多的言语都无法改变的
事实，他的反抗没有任何的效益，只有默默接受国王和王后
的安排，留在丹麦。想要真相，想要反抗，想要挣扎，却受
到外在无形的，巨大的压力，剩下只有忍受。孩子没有说不
的权利。

当然，如果哈姆雷特就这样的屈服了，我们的剧本也无法继
续。在这个事件中，他慢慢成长着，他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那些社会的黑暗在不断显现出来，之前的完美世界在一步一
步的走向崩溃。但是这些还是不够，他需要更大的动力来反
抗压在他身上的绝对权利。

老国王的灵魂出现了，把他死去的真相告诉了哈姆雷特。这
是王子从一个孩子向一个战士进化的重要契机。但是这时的
哈姆雷特虽然穿上了战衣，准备为自己的父亲复仇，可是他
的灵魂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意志还不够坚强。道德，大局，
宗教还是影响他的决定。知道自己父亲的惨死，母亲的失贞，
叔叔的残暴，他开始了对于一切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当他
的朋友想要帮忙时，他的回答“你们可以去照你们自己的意
思干你们自己的事情，各人都有各人的意思和各人的事
情。”他不相信友情；对于自己曾经心爱的女孩欧菲利亚，
他也恶言相对“你去进尼姑庵吧”，这是哈姆雷特对欧菲利
亚唯一的“要求”，不相信爱情；对于这个世界充满着不满，
他对自己也是相当不满。

他的装疯卖傻是一个智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一个孩子不



知所以下的答案？他的那些疯言疯语中，“可是我，一个糊
涂的家伙，垂头丧气，一天到晚永在梦似的忘记了杀父的大
仇……我却始终不支一声，我是懦夫吗？谁骂我恶人？谁敲
破我的脑壳？……吓！我应该忍受这样的侮辱，因为我是一
个没有心肝，逆来顺受的怯汉……报仇……空言，软弱和忧
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敢言不敢做的形象。
他是一个被社会道德压迫下——为父亲报仇，想要找到解脱，
却又怕报仇的后果，对于自己的懦弱感到羞耻，对罪恶的世
界却也不敢太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报仇。他孩子般的灵魂在内心争斗着。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软弱的，不坚定的，那让他变得坚强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他身处的外在环境。在哈姆雷特犹
豫，徘徊时，他身边的人在无意识的帮助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的好朋友罗森克兰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的爱慕的女
子成了封建社会的工具，善良的艺术家被迫流浪，所有的不
公正事件，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这些都在影响哈姆雷特，
督促他要去报仇，去改变整个世界，这是他一部分的精神力
量。像个孩子一样，轻易接受来自别人的苦难。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哈姆雷特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报仇的信念
的增强。

“生或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最经典的独白。在
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哈路雷特的选择是多么的困难。他如
果选择死亡，那么可能是什么责任，报仇都可以抛弃，因为
不能要求一个死人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哈姆雷特对于死亡充
满的恐惧，对于自己父亲的死，还有种种责任，让他连死都
不安心。如果选择活着，那他就是要杀死自己的叔叔，要重
整国家，政治，亲情，道德，责任把他压迫没有多余的空间
呼吸。所以他唯有不断的批判才能让自己振作，尽可能去完
成自己的使命。

因为戏剧演出，哈姆雷特被迫去了英国，在途中了解了国王



的－陰－谋，逃脱后他能不振作吗？挪威王子为父报仇的事
情也在激励我们的王子。在墓地中，当看到掘墓者手中的骷
髅，哈姆雷特终于看透了生死。一个人不管生前是怎样的有
权有势，死后依旧是白骨一推。一切的东西都是命运早就安
排好的。那么就让命运掌控他的生命。现实逼着他走向战场，
穿上了战衣，灵魂终于成长。

最后一幕中，当国王下毒，王后因误毒酒而死，哈姆雷特也
因中剑毒将不久于世，终于哈姆雷特爆发了，他用尽最后的
力量，把国王刺死，自己也同归于尽。

这是他成长的结局，是他报仇的终点，是他斗争的成果。

哈姆雷特的死，是一场悲剧，却也是对他最好的结果。当将
命运的枷锁揭开了，他的责任也应该是放下了。生存在这个
世界上对于哈姆雷特，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的形象经典，不仅在于塑造了一个
为父报仇的英雄式形象，更是因为他的英雄行为下的懦弱，
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下的一个大的突破。在一个痛苦的转变过
程中，哈姆雷特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过
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过的，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
哈姆雷特的影子，他的形象也就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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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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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正是因
为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是扑朔迷离的，读者不能把他只定位
成一个片面的形象，所以，哈姆雷特，已经不是一个人，而
是一个形象。

之所以说哈姆雷特是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性格存在着许多的
矛盾。他既勇敢，又懦弱。在面对雷欧提斯的挑战的时候；
在面对他的父亲的灵魂出现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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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母亲的爱狠交织，面对他叔父即位，迎娶他母亲，哈
姆雷特十分不满，心中诅咒，却无可奈何，任凭事情的发生。

他，有时候显得很单纯。比如安排一场戏剧，让自己以前刻
意的装疯的努力前功尽弃，比如他在国王祈祷的时候有复仇
的机会，却因为迂腐而放弃了。他现在在祈祷，我正好动手；
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
还是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
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抱怨了。

他，有时候又显得很虚伪，比如对于奥菲丽亚的爱情。哈姆
雷特对奥菲丽亚有没有爱呢？可以说有了一点，但还是忏悔
多于痛苦。怜惜后悔多于爱。他其实是在看见奥菲丽亚这个
昔日的无知少女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失去亲人、失去理智、失
去生命后，情不自禁而产生的后悔，在这种心态下，他才跳
进奥菲丽亚的墓中忏悔。

他，同时又在许多时候显得很迷茫。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
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刚刚发生在哈姆雷特身上的这些事引发



了他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在他的人生中诸事顺逆的时候，他
是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那时他看到的只是人生的光亮面，
那时的生活无疑是美好的，那时他只是个无忧无虑的王子。
而现在，突如其来的悲剧迫使他正视生活阴暗的一面和人性
丑陋的一面。处在人生中花样年华的哈姆雷特背上了沉重的
复仇使命，心中整日充满仇恨，使他内心阴暗而沉重，他陷
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的深渊。最后，毒酒和毒剑结束了一切，
一场宫廷悲剧最终落幕。奸王虽死，但哈姆雷特也付出了失
去自己、朋友、母后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以一笔交易来看
待这场复仇悲剧值或不值。但是，如果哈姆雷特没死，他一
定会成为最得人心，最仁慈，最宽容的丹麦国王。

历史烟云早以将一代代王朝覆灭，一个个王侯将相堙没，时
间的鸿流之中，我们还记得一部《哈姆雷特》，它给予我们
永远的关于人性，关于未来的思考。

哈姆雷特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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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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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有许多经典的句子，我对它们的印象很深刻，也由此引
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文中哈姆雷特说人类是“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那么作为“灵长”的我们，为什么要破坏供
给万物食物的森林，又为什么污染给予我们甘露的河流，这
难道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所为？哈姆雷特谴责
了人类的黑暗，而我却对人们仍抱有光明的信心，毕竟那些
丑陋的人们只是少数，多数的人们都穷尽自己的一生来造福
万物，造福地球，为社会的和谐而作出努力，我相信人类终
究会有一天，会真正当得起“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
个光荣的称号！



莎翁的这部剧本，不同的人理解不同，但当我们完全吃透了
这个剧本，会有许多人抬起头仰望灿烂的天空，从其中汲取
深刻的感受，从时代的悲剧中警醒起来，为我们理想的生活
奋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