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读后感时态(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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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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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一

哈姆雷特读后感要怎样写?以下文书帮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哈姆
雷特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也是其最知名的
悲剧作品，被许多莎评家视为莎士比亚全部创作乃至英国文
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果说《奥赛罗》是关于爱情的
悲剧，《李尔王》是关于亲情的悲剧，《麦克白》是关于野
心的悲剧，那么《哈姆雷特》则是这三者的综合，并且在这
爱情、亲情与野心的悲剧中最终体现人的性格悲剧。

哈姆雷特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真实，但又比我们伟大。他是一
个巨人，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哈姆雷特以自己的“毁灭”
去毁灭了丑陋的叔叔克劳迪亚斯;以自己的 “毁灭”深深的
把当时丑陋的现实刺了一刀;以自己的“毁灭”成就了他的祖
国——丹麦的“生存”;也以自己的“毁灭”留下了那振聋发
聩的“哈姆雷特命题”。

哈姆雷特是个与恶劣世俗同归于尽的悲剧英雄，但他悲壮不
悲观! 曾有人这样说过：其实悲剧具有一种深刻的美，悲剧
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只是为了赢得人们一掬同情的眼泪，
而是要通过对悲剧产生、发展、结局的整个过程唤起人们对
生命意义的严肃思索。悲剧也正是通过对一切矛盾冲突必然
性的揭示，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肯定!



在沙翁所有的作品里，《哈姆雷特》或许是最受争议的一部，
也是最受注目的一部。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当你经
历了一场丰富而深刻的精神生活，当你提升了自己的人格，
重新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你总是能在〈哈姆雷特〉里找
到一些你会觉得那似乎应该是属于永恒与不朽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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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戏剧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关于死亡的台词：

哈姆雷特选择了死，“死即睡眠,，它不过如此! 倘若一眠能
了结心灵之苦楚与肉体之百患，那么， 此结局是可盼的!”
死并不是可怕的，而是一种归宿，一种最安全最适宜安抚灵
魂的方式。只可惜，在死的时候也不是彻底清净的。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死了之后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死去以后是
否真的有梦，而那梦又将是美好的还是残酷的。

在我眼中，《哈姆雷特》经典的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又
或是他们的形象都不过是命运的无形之手所造就的悲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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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说一千个人的眼中，有着一千个
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已经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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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篇寓言，名叫《拔苗助长》写的是有一个农
夫性子很急，他每天都盼着禾苗长高。

于是他就来到田边把禾苗一棵棵拔高了一大截，结果禾苗都
枯死了。

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客观规律，违反客面规律办事，终究会
一事无成

这位农夫没有按照庄稼成长的规律去做。

庄稼成长是从先种种子—再发芽—再出土—禾苗长高—最后
开花结果。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能急于求成。

农夫把禾苗拔高了一大截后，禾苗的根没有了水分和营养，
结果就枯死了。

可见这位农夫很愚蠢。

有时家长和老师也像这位农夫一样“拔苗助长”。

有一次，老师对我们班一位学生说：“如果你这次再考不好，
下学期就别来上了”。

结果她还是没有考好。



因为她的基础太差了。

在家里，有一次我英语考了96分，妈妈对我说：“96分还行，
下次一定要考一百”。

她不知道考满分有多么艰难。

老师家长要教育孩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假期里，我读了《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故事，故事讲的是：
一个人为了让禾苗快点长高，把禾苗一棵棵往高里拔，结果
禾苗全死了，《拔苗助长》读后感。

在我的'成长中，妈妈总是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能急于求成，
我总是当成耳边风，通过读完这篇成语故事，我从中学到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做，在学习中要认真
的学习，不能做适得其反的事情。

有一个人种了一地禾苗，可是禾苗它不长高，他转了一圈又
一圈就是想不到办法。

天黑了他一上床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苗拔长，他连忙跑到
地里连夜把禾苗拔长。

天快亮了他高兴的回家了，没过多久禾苗都枯死了。

读了这篇故事后，使我深深的感受到，今后在学习过程中要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不要急于求成。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三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小说，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生
的`真谛。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温柔，清纯，喜欢追求一些完
美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再加上她身
材矮小，容貌不出众，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自卑，
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十分敏感的自尊。她描述的简爱
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可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
心。

简爱生存在一个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
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狠打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不屈的
性格，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坚定不移地去追求一种
光明的，圣洁的，完美的生活。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我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
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也正因为她的正
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
斯特为之震撼，并把她看作了一个能够和自我在精神上平等
交谈的人，并且深深爱上了她。

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明白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
她觉得自我必须要离开，她虽然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
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此刻这样疯狂
时所理解的原则。可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是简爱意识到
自我受到了欺骗，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
切斯特。但简爱做出了一个十分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感
情力量包围之下，在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依然要坚持自
我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的地方。

小说有一个光明结尾——罗切斯特的庄园虽然毁掉了，并且
他自我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
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自我的尊严和真爱。

在当今社会，人们都疯狂地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感情。在
穷与富之间选择富，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



会像简爱这样为感情为人格抛弃所有，并且义无反顾。《简
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
出的感情，还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它犹如一杯冰水，
净化每一个人的心灵。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四

哈哈，看到大家的评论，这个电影确实挺屎的。

前几部没看过，也许小时候电视上看过，但是已经记不清了，
单说这部电影。剧情确实挺尴尬的。都是欧美恐怖电影通病。
硬作死推剧情，全体演员没带脑子。

我倒是学到了一句好玩的话：作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热
闹不看~逗死我了。

死法啊，特效啊，剧情啊，槽点太多了。不提了。看看吐槽
欢乐一下就好了。

--我是小蛇的分界线--

推荐指数：(2/10分)，不推荐了~想看看吐槽倒是可以。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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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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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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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八

这是一部比那些大部头小讲显得短小的多的长篇小讲，但它
异样具有大部头小讲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高明的
艺术造诣，可谓经典名著中的模范作品。

这是一部关于灵魂的小讲，每团体都有本人的灵魂，但有的
人维护着灵魂，有的人损害着灵魂，有的人丧失了灵魂，于
是这个世界充溢了千姿百态的人生和人的故事。

主人公海斯特·白兰胸前佩戴着烙有灵魂羞耻的红字——大
大的一个a。在倍受折磨的品德鞭笞下，停止着灵魂的救赎。
但她是一个不屈于命运的女人，在她的终身中充溢了对命运
的藐视。她疑心这世俗品德的合感性，但同时又矛盾的认识
到灵魂的罪恶，兽性的复杂可见一斑。这种宗教的感情纠葛，
关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讲很难了解，在下就是这样一个无
法了解的人。宗教曾经是东方人生活的一局部，分开宗教的
生活，一定是很苦楚的。但在下没有宗教经历，所以基本无
法领会主人公的心思。这也是在下了解小讲的妨碍，但在下
却是没方法去克制。



小讲还表达了人要取得自在和束缚就要去妥协的思想，这在
海斯特·白兰的身上失掉了表现，她不断顺从着凄惨的命运，
心里充溢了对美妙生活的向往，充溢了无私的爱，这是不足
为奇的一种肉体。由于这样她才成为一个崇高的人，遭到了
人们的尊崇，从而洗刷了身上的羞耻，而那个红字也成了崇
高的意味。在这里作家是和传统品德做着应战，他把世俗品
德拿出来停止理解剖，让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俺们品德规范
的合感性，以及其中最见不得人的阴暗面。这就是这部名著
最耀眼的中央和名垂青史的缘由。

小讲中另一个主人公丁梅斯代尔牧师，是受宗教虐待最苦的
人，为了救赎本人的灵魂，这个不幸的人受尽了肉体的折磨，
在本人的胸口用烙铁烙了一个红字，用来谴责本人，最初在
无法忍耐的肉体压力下凄惨的死去，成为人类社会虚假品德
的牺牲品。人类的历史很短，但用各种名义虐待人的历史却
很长，东方的宗教就是这样，看似黑暗，给人希望，但实践
是摧残人的工具，宗教的罪恶由此一斑。从丁梅斯代尔身上
也表现了人在面对弱小压榨下的脆弱的一面，这是形成喜剧
的本源之一。

他们的女儿小珠儿展示了儿童的天分，这是人间最美妙的东
西，人的天分本该如此，这才是人的原本面目，但是俺们用
本人发明的那些教条，那些戒律，把本人变成了肉体的奴隶，
得到了人的本性，从而无比的苦楚，迫不得已地活在这个本
应该是充溢高兴的世界。这是俺们必需反思的事，否则人的
苦楚会延续下去。

背面人物齐灵渥斯是个没有灵魂的家伙，它本做一个可以宽
容一切的人，由于他是有理由这样做的，但他没有。他不只
成为把海斯特·白兰推向了凄惨命运地步的罪魁过手，而且
他不为本人的差错反省，去饶恕别人，却充溢了仇恨，毒化
了本人的灵魂，成为了一个最龌龊卑鄙的人。这是一个被魔
鬼占据了心灵的人。人假如心中只要仇恨，那么他的灵魂一
定充溢罪恶。



美国作家霍桑用他精深的艺术手法分析着人的内心世界，展
示着人内在世界的机密，这是小讲永久的魅力所在。

读《红字》让在下感遭到了压制后的宁静，苦楚后的高兴。

英语读后感时态篇九

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可我总觉得《李尔王》写得发人深省。
作为一部流传百年的经典剧作，内容自不必赘述。一个英勇
有为的贤君，竟被自己的亲生女儿迫害，沦落到如此地步，
实在是可悲可叹！

关于李尔王的形象问题，有人评价他是一份昏聩专制的暴君，
我实在不敢苟同。作品一开始不就点出了他年轻时的英勇有
为吗？另外，像肯特、葛罗斯特这样既仁义又富有智慧的贵
族对他忠心不二，特别是肯特，即使被流放还要乔装打扮一
番留在李尔身边当仆从。奥本尼公爵对李尔也是极其尊重的。
倒是像爱德蒙这样的野心家对李尔及其忌惮――这样一对比
本身就说明了李尔是一位贤明的、极富有个人魅力的君王。
如果说李尔王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如
此），那么剧情的起承转合正是随着李尔性格的变化而变化
的。作为君王的李尔，深受臣民的爱戴，也因此而自负。正
因如此，他才会看不到考狄利亚真挚而朴素的感情，错信高
纳里尔和里根的花言巧语。君王大抵都是如此，功成名就之
后就开始了自我崇拜和自我膨胀，被奉承遮蔽了眼睛。于是
他的悲剧也因此开始。然而两个女儿对自己的冷酷和无情，
瞬间的变化，巨大的心理落差，从根本上打击了他的内心，
将他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崇拜摔得粉碎！他从前所信的一切：
大臣们的敬畏与奉承，脚下的土地，甚至他的价值观对他来
说都是陌生的。大臣们敬畏的，不是他，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此刻他什么都不是了。世道即是如此。可变为一介草民或者
说是阶下囚的他，摆脱了所谓的君王的身份与权力的羁绊，
他的心反倒变得澄澈起来。于是，他看清了自己，看清了自
己的小女儿――可爱的考狄利亚，也重新认识了世界的本质。



这时候他的心灵应该是宁静祥和的吧――抛却了世俗的纷争
拂去了心灵上的尘埃，这不正是佛家所言“禅”的境界吗？
就在这时候，李尔死了，与其说李尔因悲痛而死倒不如说李
尔是带着微笑死去的。像李尔那样一个看透了世事、大彻大
悟之人，是不适合活在那样一个虚伪的、被权力和利益异化
了的世界上的。所以，他必须死。于是，他羽化了，成了基
督的天使，成了佛。

其实在《李尔王》中，那个小丑到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的
戏份很少，似乎每次出现都是在插科打诨，好像没有他这部
作品仍然完整。但他却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冷静的人，唯一一
个既身在剧中又超脱剧外的人，一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举
世皆醉我独醒”的人物。仿佛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又洞察世间
万物的神明。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深深的哲学意味，他是李
尔性格变化的推动着，是剧情的推动着。他的每一句话都在
启迪着李尔，同时也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极大嘲讽与反思。正
是这个小丑的出现，在不断地嬉笑怒骂中将人们引向了更深
层次的思考，也是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意味更加强烈和犀利，
在不经意间，作品的深度又进了一层。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李
尔王》中，不仅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连恶的东西也被毁灭
了，而且还毁于“恶”本身。高纳里尔和里根的自相残杀不
仅仅在于加重作品的悲剧色彩，更在于向人们传达一种希望，
正如中国那句老话：恶有恶报。他们自身的下场正验证
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恶
终将会被美和善撕得粉碎，世界终究还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