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荷马史诗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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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
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荷马史诗读后感篇一

英雄的还乡！

大三还是大二的时候修《西方文学史》，老师让我们读《伊
利亚特》，期末考。当时好友说“看来老师比起来bg还是更
喜欢搅基。”看完《奥德赛》发现果然如此。

因为《伊利亚特》是期末必考，所以乖乖读，《奥德赛》就
放在一边，但在书店看到时就一起买了，这次宅家，看到书
架里的这本书，读完，发现五六年时间就这么过去，真是好
残忍。不过时间没有白费，老师当时说这两本就是越读越能
觉出来好。确实是这样，我当时在《伊利亚特》里被一堆人
名地名以及考试的焦虑折磨得不轻，这次无负担下读，才发
现不花哨的真诚字句，有时光味道的经典字句，真是让人欲
罢不能。

一开始还是先介绍一下情节吧。

开篇是“我”以第三人称讲述奥德修斯的故事。他的足迹依
次如下：

一，奥德修斯来到女神吕索普的洞穴，成为俘虏

二，在女神伊诺、雅典娜的守护下渡海来到费埃克斯人的王
国。在这里，他听到歌人唱歌时泪流满面，报上家门，用倒
叙的方式讲述自己回归的历程：



1.在伊利昂。2.在伊斯马罗斯大战。3.遇到洛托法戈伊人的
国王，在这里战士们因为忘忧花（洛托斯花）意志被消
磨。4.在库克洛普斯。和波塞冬之子巨人作战，非常精彩，
被囚山洞中，假装是山羊才得以逃脱，谎称自己是“无人”
的智慧，巨人之前听到的诅咒，巨人请求父亲波塞冬惩罚奥
德修斯。似乎在《一千零一夜》里《辛巴达航海记》里看到
过类似的故事。5.在艾奥利埃岛得到风袋，因为内讧越飘越
远。6.在拉摩斯遇到巨灵族。7.在海岛艾艾埃，女神基尔特
把人变成猪。与唐小说《板桥三娘子》有异曲同工之妙。8.
到冥王处见特瑞西阿斯，听到自己的语言，在冥府的各种经
历也很有趣。西西弗斯的故事在这里出现。9.回到海岛艾艾
埃，女神基尔特指引奥德修斯接下来如何走，如应对塞壬，
突然觉得媚娃和塞壬这个形象很像。10.继续闯关，遇到塞壬，
斯库拉。11.在太阳神的岛屿，同伴违背神谕杀牛，被报复。
所有同伴都死了。12.来到女神吕索普的岛屿奥古吉埃岛。到
这里故事形成了圆环。

三，奥德修斯被费尔克斯人送回故土。至此离乡终回返。

1.奥德修斯在牧猪奴那里讲述编造的故事。2.奥德修斯和儿
子相认，谋划报复求婚人。3.和妻子佩内洛普对话。4.老女
奴帮洗脚，伤疤引起野猪往事。5.在宴会上奥德修斯射箭穿
过斧孔，战胜了所有求婚人。并和儿子以及牧猪奴等一起杀
死了求婚人，惩戒不忠的女奴。6.夫妻相认（卧室里的床居
然不是没有故事的普通家具），总结冒险之旅，并讲述之后
自己的结局。7.奥德修斯和他爸相认。求婚人的魂灵和阿伽
门农等的魂灵相遇。8.在雅典娜等神灵的护佑下，求婚者的
家属和奥德修斯和平修好。

除了结构清晰之外，语言也非常美丽。歌人有他固有的词库，
所以有些词会重复，比如：

奥德修斯一家人相互相认也真是蛮有趣的，果然二十年能让
人变得不被家人认识（7年是做吕索普的男宠emmm）。当然他



们可能也是在互相考验。

小小的玄机总是在你没有料到时出现，比如伤疤和卧室里的
床都有故事。

此外，题目奥德赛似乎是“关于奥德修斯的故事”的意思。

结局好像是没讲完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了奥德修斯的结局。
用经典的英雄故事的结局，英雄的婚礼，英雄的加冕，英雄
的葬礼来看，这本的结尾似乎都不是，又似乎都是，嗯，这
个还乡故事也是很神奇了。

荷马史诗读后感篇二

《荷马史诗》是相传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荷马史诗》被称
为“希腊的圣经”。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
“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荷马史诗》是这
一时期唯一的文字史料。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古代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战
争。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希腊
人为夺回海伦，组成十万联军，远征特洛伊城。战争持续了
整整十年。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勇将阿喀琉斯的争吵
为中心。最终，希腊人用木马计智取特洛伊城，大获全胜。

《奥德赛》叙述伊塔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
中十年漂泊的故事。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
学作品，是世界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这两篇故事都是古希
腊盲人歌手荷马所作，所以统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这个故事歌颂英雄的威武勇敢，赞美希腊民族历史。其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喀琉斯，他是个近乎完美的英雄，



他勇敢、富有同情心、重视荣誉，可是具有固执、易怒等弱
点。

《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密，
是人类礼貌史上的一部杰作。

正如雨果说的：一部杰作已经成立，便会永存不朽。第一位
诗人成功了，也就到达了成功的顶峰。你跟随着他攀登而上，
即便到达了同样的高度，也绝不会比他更高。哦，你的名字
就叫但丁好了，而他的名字却叫荷马。

荷马带我走进世界文学史的殿堂!

荷马史诗读后感篇三

在西方文学史上，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现
存最早的的精品。一般认为，这两部史诗的作者是西方文学
史上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天才，饮誉全球的希腊诗人荷马。
荷马史诗的历史背景是旷世十年，规模雄伟，给交战双方造
成重大创伤的特洛伊战争。像许多重大事件一样，这场战争
用它的血与火给文学和艺术供给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英雄们
的业绩触发了诗人的灵魂给他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是他们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片文学的沃土，在史实和传闻上之
上架起五光十色的桥梁，用才华的犁头耕耘在刀枪碰响的田
野，指点战争的风云，催发诗的芳草，歌的香花。

的确，它的地位不容抹煞，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却对荷马
史诗有点不一样的看法。

《荷马史诗》宣扬神的威力无比，对人任意杀戮，神完全控
制着凡人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神与神的矛盾往往经过战争
来解决，而这些战争有是以牺牲众多凡人为代价的，什么为
所欲为，不受节制。他们的残忍程度令我吃惊。



宙斯的蛮横，对妻子，儿女毫无亲情可言，对妻子赫拉更是
怒极而骂，毫无丈夫对妻子应有的关爱，对子女更是铁石心
肠，毫无父爱，一幅庄严不可侵犯状。

用此刻的观点看，宙斯就是独裁，就是专制。此刻的人们已
经无法忍受专制压迫的痛苦了。既然我们对希特勒法西斯恨
之入骨，那又为什么向往宙斯呢，无非是人们变了态的对权
力的向往，对利益的追逐。

史诗还创造了众多的英雄，描述英雄必然描述战争，战争场
面为英雄们供给了一展英姿的天地，英雄们把血腥的战争当
作展现其英雄品格，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以最大规模
杀死对方来展示自我超人的武艺，胆魄与智慧，这种疯狂鲁
莽的性格却也是是当今作战的大忌，你越是想大规模杀死对
方，就越容易中人圈套。这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莽夫
特点。要放此刻，这种人只配去扛木头，抬钢材，或许人家
也不要他，此刻人家都机械化了呀。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失去了生命就什么都不要提了，而那
些所谓“英雄”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实在令人忿恨。我们这
些凡人凭什么去崇拜他们呢？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存
的权利，既然不能实现民主自由，我们凭什么景仰他们。

如果说有人异常聪明，那是因为神给了他智慧，倘若有人干
了傻事，那多半是因为神袛走了他的睿智。既然都神了，那
还要人干什么？在一个受到神力控制的世界里没有不能解释
的事情，就象今日的社会里封建迷信能够解释一切一样。封
建社会已不复存在，但封建思想残余犹存，相信就是从荷马
那里传下来的吧！

总之，荷马史诗卓越的结构某篇艺术的确值得赞扬，它的开
山鼻祖地位不可撼动，但读起来，去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便写了出来。



荷马史诗读后感篇四

有一本书，名叫《荷马史诗》，它包括了两个故事：《伊利
亚特》和《奥德赛》。其中，我最喜欢《伊利亚特》这个故
事。

《伊利亚特》叙述的是古代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战
争。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希腊
人为夺回海伦，组成十万联军，远征特洛伊城。战争持续了
整整十年。希腊最勇猛的将领阿喀琉斯面对节节失利的危急
局面，抛开与主帅的个人恩怨，奋勇作战，扭转了战局。最
后，希腊人用木马计智取特洛伊城，大获全胜。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人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
学作品，是世界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这两篇故事相传古希
腊盲人歌手荷马所作，因此统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这个故事歌颂英雄的威武勇敢，赞美古希腊民族历史。
阿喀琉斯是个不完美的英雄，他勇敢、富有同情心、重视荣
誉，同时又具有固执、易怒等弱点，这些弱点往往会酿成大
错。

在读《荷马史诗》时，我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滋味，里面有着
艰难、悲哀、痛苦，也有着一丝快乐和希望。书中情节生动，
引人人胜。书中的英雄人物热爱生活，追求道德，给人一种
向上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奥德修斯不怕
困难，用他非凡的智慧和意志战胜各种磨难的精神，告诉我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也要有毅力，不能畏缩不前。这本书让我
懂得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我们要做善良、正直、勇敢的人。

《荷马史诗》这本书带我走进了世界文学殿堂，同时也给更
多热爱文学的小读者们带来更为广阔的阅读视野。



荷马史诗读后感篇五

《荷马史诗》是具有丰富意义的光辉巨著，它既是完美的文
学作品，又是研究古代氏族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

它正式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包括两部史诗，一部为《伊利亚
特》（又译《伊利昂纪》），另一部是《奥德修纪》（又译
《奥德赛》）。史诗的内容来源于公元前12世纪末希腊岛南
部地区的阿开亚人和小亚西亚北部的特洛伊人之间发生的一
场10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民间便有了许多传说，传说以
短歌的形式歌颂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并与古希腊神
话交织在一起，由民间歌人口头传诵，代代相传，每逢盛宴
或节日，就在氏族官邸中咏唱。

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至8世纪，盲诗人荷马（约前9―8世纪）
以短歌为基础，将之加工成演唱本，于公元前6世纪正式形成
文字。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对它进行完
整的编辑和审定，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最早的和最重要的作品，它为后世
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促成了无数巨著的诞生。

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神性与人性，界限可是森严？

宙斯爱赫克托，只是因为他的献祭丰厚，而并非因为他是个
英雄；这种基于利益的喜爱终于使其架不住众神的裁断，而
判决赫克托死亡。

阿喀琉斯在庸庸碌碌地长寿和短暂却闪光地生活之间，选择
了后者。

奥德修斯经历万般苦难却矢志不渝地回家，他是智慧而坚韧
的，是真正的英雄，这种英雄比阿喀琉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
英雄强过百倍，所以奥德赛专写奥德修斯的故事；而阿喀琉
斯做了些什么呢？我的印象是他一直在与人争斗，显示其力



量，此外并无其它；其侮辱赫克托尸体的事迹则更使他显得
气量狭窄、意气用事和水准低下。

当美神阿弗洛狄忒与战神阿瑞斯私通被美神的丈夫设计网住，
并请众神来参观评断之时，阿波罗问赫尔墨斯，若是你这样，
当会如此？赫尔墨斯则答为了接近美神，他愿遭受更为难堪
之事。看来，孔夫子所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也适
用于希腊的神。

荷尔德林的一首诗曾写出了神与人，尤其是与诗人的关系：

“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
是的！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昭然显明？我
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之尺度。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
纯洁相匹。人乃神性之形象。大地上可有尺度？绝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