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戏剧读后感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
特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戏剧读后感篇一

《李尔王》约写于1620xx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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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侍执冲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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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因为她们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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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话又说回来，这种伪善并不是他的个人原因所造成的，
也不是他当初想要的，是周围的环境把他造就成了这样的一
个人，正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所以周围的人才会对他有种种
不礼貌的称呼和对待，他和埃特加同为葛罗斯脱之子，可是
他们的待遇却截然不同，这就对伪善的他造成了一种很深很
重的影响和内心的创伤，这难道是他的错吗?并不完全是，只
不过是别人和社会对他有所不公罢了。

葛罗斯脱和遭遇与李尔王有相似之处，他是因为轻信了爱特
门的话，遇到爱特门的告密而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虽然失
去了双眼，可他找回了自己的孝顺忠心的儿子埃特加;他虽然
失去了双眼，但他心中的那双眼亮了，不会因别人的外表而
再轻易地想念他人了。

这个故事中最忠诚、忠心耿耿的人应该属肯脱这位老臣了，
他因为自己的真言而被李尔王放逐，可他没有因为李尔王的
昏慵而怀恨在心，更没有因此而离开这位可怜的老国王，他
知道李尔王是一位好君主，只是太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罢
了，所以他要不辞辛苦地陪伴在他的身边，就在李尔王最艰
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他一步，甚至为这
个从前的老国王而奔波，为他向善良的科第丽霞求救。应该
说肯脱是一个聪明灵活的人，他知道自己该如何改变自己，



最后李尔王的得救与小女儿的相识都是多亏了他。

这个故事虽是在遥远的古国，可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太多
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喜欢甜言蜜语的人，喜欢夸赞之语，
到最后不也正是它们害了我们嘛!这不正是对那些口蜜腹剑的
阴谋家的谴责吗?在现实生活中现象和本质，外表和内容往往
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能因为现象和外表而失去理智成为
下一个李尔王，“金光灿灿的并不全是黄金!”

戏剧读后感篇二

我买了一本美绘少年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这本书
的故事都是英国文艺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dd莎士比亚的
代表作品。

一个个故事都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一个个人物都刻划得惟妙
惟肖，一个个结局尽管有喜有悲，却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为
李尔王报不平，为哈姆雷特的孝心所感动，为麦克白的愚蠢
和贪心感到悲哀。每个故事都描写得很深刻，让我百看不厌。
妈妈问我哪个故事印象最深，我觉得每个故事都一样深深地
刻在我的脑海里。

莎士比亚在几百年前写的故事流传到今天仍有那么大的吸引
力，难怪人们都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戏剧读后感篇三

莎士比亚，十六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初英国最着名的作家，
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它影响深远的作品有
《罗米欧与朱丽叶》。其代表作最高峰的四大悲剧《王子复
仇记》、《奥赛罗》、《李尔己》和《麦克白》。我所读的
就是堪称世界最悲剧的《王子复仇记》主人公哈姆雷特也成
了最复杂的文学典型之一。



《王子复仇记》是将讲述一位丹麦王子复仇的悲掺故事。故
事说：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父皇;;老聃麦网离奇的死亡。因
此，王子十分困惑和伤心。在敌楼上他见到了他死去的父皇
的灵魂，父王的灵魂告诉他是现任的国王克劳迪亚斯把他给
杀死了。为了证实，聪明的他，最终证明了父亲说的话，并
且找出了真凶。此后，哈姆雷特也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但
在复仇记划中失去了他的爱人奥菲莉娅，最后奥菲莉娅的哥
哥奥提斯被国之利用与王子交战，结果，当真像大白于天下
时，所有人也为此死去。

看完后，我觉得哈姆雷特真的很可怜。原来快乐的他却在父
亲死后不久，背上了父亲灵魂施加的包袱。他每天都活在复
仇的痛苦之中，被迫装疯的他，身心疲惫，哈姆雷特真是活
得累极了，多想让自己放松呢?可是他不能放松，因为他那丑
恶的叔叔在他的身边安插了好多，一旦发现，就是死路一条。
这些密探也不过就是他的朋友。从哈姆雷特身边的朋友一个
个背叛中，我看到了人类良知的泯灭。那些曾经要好的朋友
为了金钱露出了一副副贪婪的嘴脸!再回头说说王子吧!我不
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和智慧，就是他的聪明，是他一次一次逃
过了克劳迪亚斯为他设下的圈套。他是很勇敢而且很聪明，
但是他善良的本性却出卖了他!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向他一样善
良。他相信奥提斯是善良的，所以他答应了决斗。也就那样
死在了奥提斯的毒剑下，我想，也许他的死是必然的。

哈姆雷特向我们一样真实，但又比我们伟大。他以自己
的“毁灭”毁灭了丑陋的叔叔克劳迪亚斯、深深的吧丑陋的
现实次了一刀、成就了他的祖国;;丹麦、留下了振聋发聩
的“哈姆雷特命题”。他是与恶劣世俗同归于尽的悲剧英雄，
但他悲壮不悲观。

其实悲剧共有一种深刻的美，悲剧纯在的意义就在于他不只
赢得人们一掬同情的眼泪，而是通过对悲剧的产生、发展、
结局的整个过程唤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思索。悲剧也是
通过对一切必然性的揭示，表达了对真、善、美的肯定。



戏剧读后感篇四

《你的长夏永不凋零》是英国伟大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一首
充满人文内涵的诗作，这也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代表作。
而这首诗在形式上是一种变体的十四行诗，与传统的意大利
布局风格不同，并且内容中采用了新颖巧妙的比喻，让人感
觉耳目一新。

戏剧读后感篇五

最初接触雷雨是上高中时，课本上讲的，当时听老师讲了那
么多还是不能从中有所感悟。直到最近我右一次读它，才真
正从中思考分析。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这句话让我知道他的一生并
不是顺利的，平坦的。这也让我更加深信正是这些痛苦的经
历，才使他产生了伟大的作品，诉说的渴望出自生活中所承
受的苦难。

周朴园，作为剧中中心矛盾的焦点，无疑是情感冲突最激烈
之存在。年轻时爱上侍萍的周朴园，或许还能说是仍有一丝
纯净残留。可自那个年三十之夜，他听任家中长辈将梅侍萍
赶走，随后娶了门当户对的阔小姐时起，他的心灵已彻彻底
底成了利益至上的最佳写照。在三十年后，他重又认出侍萍
的那一刻，他所表露出来的情感，不是久别重逢的喜悦，而
是彻头彻尾的猜忌，怀疑与恐惧。他想到的，是侍萍是到来
也许会对他的地位，利益所造成的威胁，是真相揭穿后自己
将面临的尴尬处境，而不是对侍萍悲惨遭遇的同情和怜爱。
他口口声声的说他一直留着她喜欢的家具，说他保留她的习
惯，珍视那绣了梅花的旧衬衣，可说到底，这些都不是因为
爱，都是因为要彰显他那早就不存在的良心，告示天下的
人——"看!我是个有情有义的君子!"其实哪里有什么情呢即
使曾经有过，那也在三十年的时光中消失殆尽，他如今的一
切的一切——包括给侍萍五千大洋，承诺包管她的生活开支，
要她们永远不再踏入周家的大门——全都，全都，是为了他



自己。对他而言，爱情早已是漫长生命中的一点佐料，可有
可无，如梦一般不切实际。这个资本家的代表，早已在商界
的"熏陶"下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不成人形。

至于鲁侍萍，悲剧的核心承受者，她的命运无疑是坎坷苦难
的，但何尝又不是可悲的。回想三十年前的那场爱情，她也
是错误缔造者之一。可女人啊女人，你为何纠缠一场无疾而
终的情爱三十年，三十年以后还仍拘泥于自己所受的委屈与
灾难爱也好，恨也好，难道最终受伤的不是自己么。既然如
此为何又苦苦沉溺，深陷其间你将这一生的苦难归于命运，
归于看不见莫不着的生命之线，念叨着如何苦如何凄惨，紧
紧抓住那血红色的恨意，执拗的不愿放手。难道这就是你生
命价值的所在么堂堂正正的对峙，随后潇潇洒洒的扬头离去，
总比自行降自己于他人身下要舒畅，不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