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荷马史诗阅读体会 荷马史诗读后
感(大全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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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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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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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
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因此，《荷马史诗》
这一部过渡时期的作品，包含的野蛮的东西如杀戮、残暴、
无休止的战争、视女人为私有财产等都要从特殊的历史时代
背景去认识，否则就会感到不可理解。

整篇刻画英雄人物的果断、勇敢、坚强，展现英雄人物的智
慧是《荷马史诗》的主旨。《伊利亚特》一开篇诗人就说
出“阿呵琉斯的愤怒是我的主题”，史诗以此为主线组织安
排材料，着重歌颂了氏族英雄的高贵品质。全诗三分之二以
上的篇幅是描写阿可琉斯拒绝参战的情形，这样就为表现其
他英雄的形象留传了足够的空间。无论是希腊军中的狄俄墨
得斯、埃涅阿斯，还是特洛伊军中的赫克托耳，他们的英勇
善战都是在这一部分得以表现的，这种写法也为最后突出阿
可琉斯的无比威力奠定了基础。一旦阿可琉斯参战，战局立
即扭转，杀死赫克托耳，那他就很自然的表现出最高的英勇。

《奥得修斯》突出了希腊印象奥得修斯的智慧，并通过他讲
述的惊心动魄的漂流经历，展现了古希腊人同自然的斗争，



其中包含了许多远古时候的神话。《奥的修斯》前半部分写
海上遭遇，富有浪漫色彩;后半部分写家庭生活，富有现实色
彩。如误入巨人岛，用智慧杀死独眼巨人――海神波塞冬的
儿子，将他的大勇大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当他回宫后并不
是毫无防备的扑入妻儿的怀抱，而是仔细拟订了向求婚的贵
族子弟们复仇的计划。

史诗展现的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既陌生又
羡慕的时代。对英雄的重视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顶峰。英雄的
交锋包含着最独到的理解、最大的温柔和最极端的残酷。如
得胜的阿可琉斯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拖在车后，绕城示威。但
在9天后特洛伊的老王前来哀求归还尸体时，他被这位老人的
哀伤打动了，将他儿子的尸体还给了他。特洛伊人悲痛而隆
重的埋葬了自己的英雄。同时这个时代也让现代人困惑不解：
人像牲口一样被屠杀和买卖，女人被当作财产一样转让，神
与神之间彼此猜忌和互相斗争。

史诗的结构异常精美。两部史诗的时间跨度都长达20_年，但
前者只描写了4天的战斗、21天的埋葬仪式和26天的空闲时间
共计51天;后者也只集中描写了41天的活动。与主题有关的事
件构成核心故事,其它的社会活动、贸易往来、宗教活动和生
产作为穿插。

史诗以自然的质朴的口语写成，运用了大量“荷马式的比
喻”，这些比喻新鲜、奇特，极富表现力。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三

《荷马史诗》(之《伊里亚特》)讲的是希腊和特洛伊打了十
年的仗，最后希腊的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终于把伊利
昂(特洛伊)攻下了。那为啥希腊和特洛伊要打十年的仗呢，
因为特洛伊的小王子帕里斯把希腊的王后海伦抢走了。特洛
伊战争是人跟人打，人跟神打，神跟神打，真热闹啊!我喜欢
奥德修斯，因为他聪明机智，英俊潇洒，特别英勇，而且他



射箭技术特别高，一支箭能射穿十二把斧头。下面我再讲讲
阿克琉斯，他的盾牌特别坚固，打起仗来特别厉害，最后阿
克琉斯被帕里斯的箭射中了脚踝，然后就一命呜呼了。阿克
琉斯的妈妈是河神，阿克琉斯刚一出生，她就抓住他的脚踝，
放在神水里浸泡，这样身体就刀枪不入，但是，脚踝这个地
方，河神忘了在河水里浸泡，结果就成了他的弱点。(妈妈，
你咋不把我也在神水里泡一泡啊，这样我就超级厉害了，就
可以刀枪不入了啊!)下面我再说说赫克托耳，我最喜欢他了。
他英勇无比，但是，他把阿克琉斯的朋友杀死了，还抢下了
他的盔甲。阿克琉斯非常恼恨，发誓要报仇。盔甲有一道裂
缝，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阿克琉斯一个人知道，他就拔出
利剑，“唰”的一声刺中了赫克托耳盔甲的裂缝，结果，鲜
红的血流了出来，就这样，阿克琉斯把赫克托耳杀害了。但
是，我还是佩服赫克托耳，因为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四

这是一个拥有神的世界，在这神的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战争——特洛伊战争。神降临到人间，与人类一起战
斗。在特洛伊的最后五十一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便有两
军数十名英雄丧生。而引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索，使希腊军不
惜一切代价去攻破特洛伊？是那只邪恶的“金苹果”？是绝
世美女海伦？到底是什么？一切无法得知。

在这个世界里，神的权利是无限的，他们想做什么，没有人
能够阻拦。在忒修斯的婚礼上，纷争女神因没有受到邀请而
生恨，从而丢下了金苹果“送给最美丽的女神”天后赫拉，
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美丽女神阿芙罗狄忒都认为自己是最美的，
应该得到金苹果。而宙斯却有事没事的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牵扯了进来。三位女神纷纷向帕里斯许愿，用以得到金苹果。
得到金苹果的美神，按照允诺帮助帕里斯得到了希腊美
女——海伦。希腊人不允许这样的侮辱，举军攻打特洛伊，
而众神各助一方。战争就这样进行了十年，死尸也布满了大
地。



神界的人原本一场快乐的婚宴，由于妒恨从而勾心斗角，造
成了人间的一场大灾难，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这一切，
都是为了利益，如果没有这种利益，那么也不会有恨，世间
也会变得和平，万物一片安宁。

语言虽然美丽，但是战争是残酷的；神话即便动听，也无法
掩盖事实的真相。

特洛伊的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当时希
腊各个城邦的战争连续不断，民不聊生。而在希腊的附近，
小亚细亚，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那里有一个美丽富庶的国
家，也就是特洛伊。而那只金苹果，就是使那些野心勃勃的
权利者所梦寐以求的利益。而这时，神话便成了最好的武器。
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没有神的；但在当时，迷信的人们对神
的尊敬度是很高的。如果说，这是神的旨意，那么那些人们
必会奋勇向前，走上不归之路。

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以史为鉴，战争值得我们每
个人所唾弃。呼吁和平，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英雄们的血
不白白流掉，让那些利益集团所造成的悲剧重演！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五

赫克托战死的那一段。就我个人阅读体验，赫克托是个比阿
喀琉斯丰富的英雄。他身后是古老的文明，满城的人民，前
方是杀人不眨眼的阿喀琉斯。作为城市的守护者，他在枪林
箭雨前放下武器，试图妥协。面对着给全城带来灾难的海伦，
他也给予了最大的包容和理解。让他们冲到战船之前的时候，
特洛伊的预言家看到宙斯的预兆，让赫克托停止攻击。赫克
托只说了一句：“theonlythingwehavetocareaboutisourcity.”

赫克托一直不敢面对阿喀琉斯，因为他知道阿喀琉斯是他的
天命，他死亡的预兆。他绕着特洛伊跑，不想面对阿喀琉斯。
但他在雅典娜的欺骗下终于鼓起勇气面对这位半神背水一战。



他将死之际也终于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命运，说到：“我的
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也不要走上不光荣
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

在那个背景下，无论实力如何，对于预言正确与否，开始他
不敢面对，之后敢于面对。

赫克托没什么黑点，真面的英雄，待人友善忠于家人，守护
家园子民，挺身一战。

金庸在《碧血剑》后记《袁崇焕评传》提到，和满清皇太极
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了袁崇焕，
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六

在《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古希腊人关于“历史”的最
初概念，并且在一些篇章中还出现了表示“历史”概念的词
语。尽管这个词语在史诗中使用时的含义并不确定，可是它
至少已经包括了这样的意思，即：经过对目击者供给的证词
进行调查、从而获得事实真相。之后希腊语中的“历史”一
词，就是直接从这个含义上演变而来。

自由主义

《荷马史诗》是早期英雄时代的大幅全景，也是艺术上的绝
妙之作，它以整个希腊及四周的汪洋大海为主要情节的背景，
展现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情景，并为日后希腊人的道德观念(进
而为整个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立下了典范。继此而来的，
首先是一种追求成就，自我实现的人文伦理观，其次是一种
人神同性的自由神学，剥除了精神世界中的神秘恐惧。《荷
马史诗》于是成了“希腊的圣经”。

以人为本



在史诗中，我们还可看到以人为本思想的反映，赞美人的智
慧，嘲笑神的邪恶，赞美、歌颂人间，蔑视上天，这种以人
为本的思想又常常是同歌颂民族贵族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恩
格斯以往指出，全部《伊利亚特》是以阿客琉斯和阿伽门农
争夺一个女奴的纠纷为中心的。掠夺光荣，敢于掠夺者才是
英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适合当时奴隶主贵族的胃口。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七

世界名著之所以是世界名著，其关键在于获得世界各国人的
肯定与推崇。《荷马史诗》作为世界名著，想必也早已被无
数的读者欣赏品味鉴评过了，如此一来，我的这篇读后感未
免显得沧海一粟，其力也细，其功亦微；即便如此；读过此
书后的感情冲动还是让我不得不写下这篇读后感。

首先，《荷马史诗》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么一点：表现战争，
动人心魄。读《荷马史诗》的人，如果对它里面的战争场面
描写和英雄战斗描写无动于衷的话，只能证明读者的心不在
焉已达到了如同白读的程度。写战争场面的史诗或史书，各
国想必都有，然而能把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富有震撼力、如
此摄人心魄的，恐怕也只有这一本古希腊人的诗篇了。在
《荷马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中，战争已经完全现出了
它的原形——血腥与野蛮。就这一点来说，连现在的某些用
高科技手段拍摄出来的好莱坞影片中的战争场景都无法与之
比肩。

“他一心想打死伊德莫纽斯却被对手先投出的枪刺中，喉咙
被穿了一个大洞。他就像一棵耸立于山间的橡树或白杨树，
或是挺拔的松树被木工挥舞的利斧砍倒、运到海边去做造船
的木料……”

“他利落地倒下，枪还扎在心脏处，枪杆随着还在跳动的心
脏颤抖……”



“莫诺提奥尔特不甘示弱，砍中了他的脑门，脑壳劈为两半，
两颗血淋淋的眼珠落在他脚下的尘埃里，身体晃悠悠地倒
下……”

真不知道连看到太阳西沉就忍不装氨的一声叫出来的金圣叹
看到这些描写会做出如何反应。像这样的血腥场面，在一般
的令人作呕的恐怖读物中或许能找得到，甚或有甚于此，然
而把这些用诗句来表现出来，却达到了无可比及的艺术效果，
即外俗内雅，当诗人贯注了他的真挚感情于这些吓人的诗句
中时，他就已经摆脱低级趣味的写作，而进入艺术的创作了。

荷马史诗阅读体会篇八

神话一直都是孩子们的向往，在看《荷马史诗》以后，我更
加是这么认为。美国有一部非常大电影《特洛伊·木马屠
城》，影片的内容就是出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书和
电影的细节也有差别，书是偏向于描写希腊的神，而电影是
表述人的，可是这两者又是那么紧密地联系着，不能缺其一。

特洛伊一战到底是真是假，一直都是世界之谜，可如今已在
土耳其挖掘到特洛伊的遗址，这多少也有点证据证明特洛伊
曾经辉煌得存在。这场战争充满了希腊特有的神话色彩，这
是如此，使人感觉到这场战争的盛况是如此空前绝后。

正所谓乱世造英雄，这场战争无正义可言，表面说是有世上
最美丽的女人海伦引起，实际上还是权力在做崇。帕里斯听
神的指示，爱上了希腊国王弟弟的妻子海伦，并把她带回了
特洛伊。于是希腊就借此正式攻打特洛伊，在两军对峙的时
候，希腊国王就很直接的告诉了他弟弟，别傻了，我不是为
你的女人而来的，我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战争就是如此莫明
其妙地开始了。

赫克托尔是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的哥哥，特洛伊最优秀的
战士，他的父亲称他为“天下最好的儿子。赫克托尔有一条



原则：敬重神明，忠于妻子，保护祖国。然而赫克托尔被逼
上这场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他的弟弟，他要捍卫他
任性的弟弟的爱情。当希腊大军列大特洛伊城外时，赫克托
尔毫不犹豫地应战了。作为父亲，他是那么深情地告诉还抱
着一个小宝宝的妻子：“我也想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然后
有许多的姑娘追求他。”无论是哪一方面，赫克托尔都堪称
伟大，包括他最大的敌人阿喀琉斯也同样是如此认为。

阿喀琉斯是全希腊最好的战士，他刀枪不入，骁勇善战，唯
一的致命伤是脚踝，这是神话的魅力。他似乎天生就是属于
战争的了，他热爱战争，一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他的母
亲是神，预言阿喀琉斯若是参加这场战争就必然会死亡是相
连的，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荣誉，他不甘于平凡，在希腊的神
话中，它是最勇猛的战神。在赫克托尔杀了他的表弟后，他
亲手杀死了赫克托尔。最懂英雄的人就只有英雄了，阿喀琉
斯最后对赫克托尔说了一句，我的兄弟，我们很快又会见面
了，改变了阿喀琉斯一生，导致阿喀琉斯死亡的并非是他一
直向往的荣誉，而是平静而不平凡的爱情。他爱上了他的俘
虏，赫克托尔的表妹布里塞伊斯。他让他的部队回希腊去，
而他却毅然进入了木马，起初我也不明白他为了什么，原来
是为了救他心爱的女人。帕里斯射中了阿喀琉斯的脚踝，书
上说是由于太阳神阿波罗帮助帕里斯，阿喀琉斯在临死之际，
抱着布里塞伊斯，“我征战一生，是你给了我平静。”原来
英雄最后想要的也不过是平静。

特洛伊沦陷，战争也就结束了，英雄们的灵魂也得以平静了。
有人如此写过，在战争的最后，我们记住了阿喀琉斯的强大，
赫克托尔的伟大。我们不禁要问，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我
不知道。

战争的背后到底又蕴藏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