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狄浦斯读后感 俄狄浦斯王读后感(模
板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俄狄浦斯读后感篇一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
之一，这部戏剧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俄狄浦斯与悲剧
命运抗争的一生，更有价值的是给我们留下了思考人生、思
考活法的无限哲学空间。

从一出生便被太阳神谕示其终将“杀父娶母”，于是，尽管
笑靥纯真、天真可爱，小小的俄狄浦斯还是被作为父母亲的
国王和王后狠心地遗弃于荒野之外，甚至命令牧羊人要将其
刺死，以避免未来的悲剧。可是，命运终究是命运，与芸芸
众生一样，俄狄浦斯最后也没能逃脱命运之魔掌，落得刺瞎
自己的双眼之后自我流放的结局。

有人说，“命运”是存在的，人一出生上天便给你安排好了
一辈子。俄狄浦斯王何尝不是呢?他的这辈子之中，有什么是
可以让他自己改变的呢?若是牧羊人狠心将他刺死，那么也就
没有了后来的他;若是在迷茫的途中娶了那位女人成家，那么
也许就不会有之后的悲剧;若是当时没有智慧地猜中斯芬克斯
之谜，他就不会被理所当然地奉为王，不会娶得王后——他
的母亲为妻……这一切的一切，都由不得他。

悲剧的命运是一对锋利的魔爪，紧紧地追赶着俄狄浦斯，吞



噬着他。面对被注定的命运，俄狄浦斯苦笑、不屑，他不愿
意相信，更不愿意接受，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痛。杀父娶母!
这样的神谕令他痛楚的同时，也充斥着深深的无奈和可笑。
他觉得很可笑，自己怎会被注定如此糟糕的命运?他觉得心都
被掏空了，世界都空了，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心里只有绝
望与孤寂。可是，坚强的俄狄浦斯不甘这样败给所谓的命运，
他开始反抗，发了疯地反抗，即使知道不可能改变，却还是
自己给自己一丝希望去走未来的路。而越是反抗，悲剧的命
运越是在“斗争”的路上一步步被应验了。在当时神化的国
度里，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人，就算内心再强大，意志力再强，
也终究打败不了魔鬼般的命运。最后，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
在尽心追查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全城瘟疫的祸首竟是自己，
而心爱的妻子却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之时，彻底绝望、崩溃了，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他还是没有选择逃避，勇敢地惩罚自己，
承担了责任。

俄狄浦斯读后感篇二

然而从克瑞翁的视角来看，就不止是一个个人伦理（价值）
的问题了。对克瑞翁来说他首先是国王（是城邦所有人的父
亲），然后才是海蒙的父亲，才是安提歌尼的叔叔和未来的
公公。在克瑞翁看来波吕涅克勒斯曾勾结外敌攻打城邦是不
可饶恕的罪行，这给城邦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使城邦有倾覆
之虞。他作为国王就必须对这种对城邦造成巨大威胁的人给
予严惩以儆效尤。所以他必须制定法律来维护城邦的完整。
神法与人法的冲突在克瑞翁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克瑞翁是
以双重身份出现在剧中的，一方面他是城邦的护卫者——国
王，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父亲，一个公公。在安提歌尼触犯他
的命令将要执行死刑时，他的手上一边是城邦的永固，一边
却是亲人的幸福。在这两者之间他同样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却比安提歌尼的选择要更为费人思量。选择是艰
难的，最终他选择了大义灭亲以维护城邦的永固。他忠实地
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国王的使命，却葬送了儿子的幸福。他
所要维护的价值是世俗社会中最重要方面——城邦的利益。



为了城邦他必须舍弃个人的小我，这也成就了克瑞翁的不凡，
他是一个合格的君王。

克瑞翁坚持：国家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不管事情的大小，
不管是对——还是错。毫无疑问，统治者将是最贤明的君王，
或为此他是最坚定的国民。在战争时期，他是一个可以依靠
的人……没有比不服从命令更危险的事情：城邦将毁于此，
家园成为废墟，军队溃不成军，胜利成为泡影。而简单的服
从命令拯救成千上万善良民众的生命。因此，我坚持法律，
永不背叛。在克瑞翁这里，家庭与城邦的对立，神法与人法
的对立显得特别突出，这也是由克瑞翁双重身份所决定的。
虽然最终他选择了坚持他的法律处死安提歌尼，但是这种冲
突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之间的张力依然十分紧张，并通过
安提歌尼的死亡、海蒙自杀的悲剧而显得更加的永恒了。人
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个永恒的冲突。选择的艰难依
然顽强的存在着。

俄狄浦斯读后感篇三

如果说俄狄浦斯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最终被命运捉弄的
结局足以让我们唏嘘不已，心中产生无限的惋惜和同情，那
么索福克勒斯或者说帕索里尼的《俄狄浦斯王》中对人类必
定自食恶果难逃悲惨命运的暗喻，引发的是我们更为深沉的
思考和发自内心的恐惧。

说的《俄狄浦斯王》就不得不提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和
代表者弗洛伊德，不得不提起他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节”即
“恋母情节”，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节”是各种心理
症的本源。由于婴儿时代和童年早期的环境状况，每个孩子
都渴望从与自己异性的父亲或母亲身上得到欲望的满足，而
怨恨与他同性的父亲或母亲。原始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都有
反对乱伦的原理禁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禁忌；因此这些渴
望在暗中被感觉到，却一生永远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有时
候，潜意识压抑的俄狄普斯情结突破潜意识的封锁，溜到意



识里来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例如：某个男人
与一个年纪大他许多的女人结婚，一个女孩为了某种原因杀
害了她的母亲。有的人畏惧婚姻，有的人又表现出太过分想
结婚（或离婚）。这些例子都是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表现形式。
“俄狄普斯”情结想其他精神分析理论元素一样，暗示着一
般人有极为原始的感觉存在身上。对多数人而言，这种存在
观念对于他们的道德背景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很不容易接
受这种感觉。即使有人只是稍微暗示到“乱伦”这两个字，
他们马上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厌恶。正是在这种厌恶导致的罪
恶感下俄狄浦斯的母亲兼妻子约卡斯塔上吊自杀，悲愤不已
的俄狄浦斯，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于是我们在帕索里尼的《俄狄浦斯王》中看到了时空的转换，
有发生在现代的开头和结尾，通过巧妙的用镜和中段的古代
故事连接在一起，导演想通过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传达给我
们一个讯息，俄狄浦斯不仅过去会发生，现在也会发生，甚
至将来乃至永远都会发生，俄狄浦斯已经不不再单单是一个
英雄的悲剧或者是某种人类潜意识中的情节，而是整个人类
都会遇到的困境，一种“俄狄浦斯困境”，我们人类一手缔
造了现代文明，却为了眼前的利益，破坏着生态环境，相互
杀戮和掠夺，生活的质量每况愈下，到处都是人们的哭泣和
绝望的呐喊，最终这一切可怕行径导致的恶果反作用人类自
身，使人类陷入了一个往复的怪圈，正如俄狄浦斯一般，一
切悲剧的源头都是由上一代的不伦导致，最终陷入了不伦的
俄狄浦斯尝到苦果，父母拉伊奥斯和约卡斯塔也遭到了最为
悲惨的下场，冥冥之中人类走上一条暗合宗教原罪说的道路，
我们背负着罪恶来的世间，为的就是赎罪，为的就是偿还，
为的就是制造新的原罪者，我们真的该相信命运这一说么？
也许命运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安排，就像片中的俄狄浦
斯，他因为别人言语的干扰就怀疑自己的出生，他自以为是
的逃离命运时却还是将去向留给命运决定，他的骄傲和冲动
让他错杀了自己的父亲，从养母那里影响来的恋母情节让他
不禁享受与生母约卡斯塔的婚姻，他的暴躁惹怒了好心的先
知，使自己不仅成了一个罪人还成了人们的笑柄，他确实与



命运做过顽强的抗争，但前提是他已经相信了命运，也正是
因为相信才会逃避，可以说他在斗争前就已经认输了，假如
这些都没发生，我想俄狄浦斯一定可以成为赫拉克勒斯一般
的英雄，但那只是假设，毕竟一些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我
们也是，如果我们没有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控制，我们的世界
将会是一个没有破坏，没有战争，没有疾病的乐园，但是我
们确实被控制了，不论怎么样的补救工作都是在认可物欲的
前提下进行的，最后我们仍难以避免自掘坟墓，作茧自缚的
悲惨结局。

从索福克勒斯到弗洛多德再到帕索里尼，几千年的时光流逝
而去，可是俄狄浦斯的悲剧不但没有被人淡忘，反而不断被
人们提起，变成我们每个人自己真实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悲
剧由一个人的悲剧变成一群人的悲剧，最后再变成人的悲剧，
这本身的就是一个悲剧，面对这个悲剧我们何去何从，是在
命运前无所事事的坐以待毙？还是在与命运的斗争中郁郁而
终？我想，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番……。.

俄狄浦斯读后感篇四

如果当时我能早些读到这本《俄狄浦斯王》也许我就不会把
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这无限的的无聊之中。至少他能告诉你，
是该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抗。

作为科任托斯的儿子，俄狄浦斯从小就理解着高人一等的待
遇。在一次向阿波罗祈求神谕时，意外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轨
迹:弑父娶母时。他毅然离开科任托斯城。在流浪的路上，他
们碰到了一伙出言不逊的旅人，并发生了冲突，发生了血案，
这血案渐渐的变成了无头公案。之后俄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
斯之谜，解决了特拜城的危机，借此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当上了国王。

若干年后，命运的前奏悄然来临，特拜城瘟疫横行，人民苦
不堪言。俄狄浦斯便命令自己的小舅子克瑞昂去阿波罗神庙



祈求神谕。克瑞昂带来了神谕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俄狄浦斯
先是透过先知特瑞西阿斯了解到自己就是特拜城中的污渍，
但他宁愿相信是克瑞昂联合特瑞西阿斯，妄图篡夺王位。

直到前来报信的科任托斯的信使同多年前将他亲手救下的牧
羊人的口供达成一致时，他才相信自己终究是命运洪流中的
一页扁舟，一旦命运到来，便会成排山倒海之势。他冲进曾
阻挠自己明白真相的即是妻子又是母亲的伊奥卡斯特的房中，
发现他已经自尽而死，于是他决然的拔出了伊奥克斯特的发
针，刺瞎了自己双眼。

他不能去死，他无脸应对自己冥界的双亲，他只有苦行行乞，
用现实的苦难抵消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俄狄浦斯的一生无疑是抗争的一生，他抗争着自己恐惧的的
命运。然而他的逃避却亲手将自己送到浪尖。正如英国唯美
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他急急所向之处，竟是血光之地。

古希腊的杯具一向被认为是命运的杯具。俄狄浦斯所作的每
一次抗争，无论是离开科任托斯并击退了斯芬克斯，亦或者
为了忒拜人民的生存而调查瘟疫的原因，他都是在与命运进
行着激烈的较量。他与命运玩着躲猫猫，其实是掩耳盗铃之
举。他笃信命运所以才逃避命运的围剿:他离开科任托斯，解
决斯芬克斯。他以为在远离其实在接近，直到瘟疫爆发，他
已经退无可退的踩在了命运的陷阱上。此时他的逃避成就了
神谕，命运似乎躲在树后面发出狰狞的笑。

俄狄浦斯的杯具其实是每个人的杯具。我们无法知晓命运会
以怎样的方式展现他的魔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命运会以
哪样的形式出现。也许，事后我们会说，如果当初......但
是我们无法重复人生，命运此时便残酷的将我们与往事隔离。

也许我们无法在客观上改变命运的结局，但是我们却能够在
主观上，进行善意的掩耳盗铃:缩小结果，放大过程，让抗争



本身变得有好处，这样，即便我们没有扼住命运的喉咙，但
是我们依然能够很骄傲的度过此生。这也是每个用心乐观应
对生活的人应有的觉悟。

俄狄浦斯读后感篇五

文本阅读的越来越走向多元的这天，我们总是会从无数个主
题中洋洋洒洒的分散出各种解读:现代的，后现代的，现实的，
超现实的。只要你想，总是会有结果.

然而我们的命题总归会回到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上，这些问题
早就由古代贤者们提出，在历史的长河中浮浮沉沉若干年，
经历岁月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依然的屹立不倒。比如，命
运。

我曾试图回答自己给自己的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的未来是注定
的吗如果是，那么我此刻所做的对我的未来还会有影响吗如
果没有，那么我又何必去做如此循环往复，渐渐的就陷入无
限循环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聊问题中。

如果当时我能早些读到这本《俄狄浦斯王》也许我就不会把
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这无限的的无聊之中。至少他能告诉你，
是该缴械投降，还是奋起反抗。

作为科任托斯的儿子，俄狄浦斯从小就理解着高人一等的待
遇。在一次向阿波罗祈求神谕时，意外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轨
迹:弑父娶母时。他毅然离开科任托斯城。在流浪的路上，他
们碰到了一伙出言不逊的旅人，并发生了冲突，发生了血案，
这血案渐渐的变成了无头公案。之后俄狄浦斯解答了斯芬克
斯之谜，解决了特拜城的危机，借此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英雄，
当上了国王。

若干年后，命运的前奏悄然来临，特拜城瘟疫横行，人民苦
不堪言。俄狄浦斯便命令自己的小舅子克瑞昂去阿波罗神庙



祈求神谕。克瑞昂带来了神谕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俄狄浦斯
先是透过先知特瑞西阿斯了解到自己就是特拜城中的污渍，
但他宁愿相信是克瑞昂联合特瑞西阿斯，妄图篡夺王位。

直到前来报信的科任托斯的信使同多年前将他亲手救下的牧
羊人的口供达成一致时，他才相信自己终究是命运洪流中的
一页扁舟，一旦命运到来，便会成排山倒海之势。他冲进曾
阻挠自己明白真相的即是妻子又是母亲的伊奥卡斯特的房中，
发现他已经自尽而死，于是他决然的拔出了伊奥克斯特的发
针，刺瞎了自己双眼。

他不能去死，他无脸应对自己冥界的双亲，他只有苦行行乞，
用现实的苦难抵消自己所犯下的罪孽。

俄狄浦斯的一生无疑是抗争的一生，他抗争着自己恐惧的的
命运。然而他的逃避却亲手将自己送到浪尖。正如英国唯美
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他急急所向之处，竟是血光之地。

古希腊的杯具一向被认为是命运的杯具。俄狄浦斯所作的每
一次抗争，无论是离开科任托斯并击退了斯芬克斯，亦或者
为了忒拜人民的生存而调查瘟疫的原因，他都是在与命运进
行着激烈的较量。他与命运玩着躲猫猫，其实是掩耳盗铃之
举。他笃信命运所以才逃避命运的围剿:他离开科任托斯，解
决斯芬克斯。他以为在远离其实在接近，直到瘟疫爆发，他
已经退无可退的踩在了命运的陷阱上。此时他的逃避成就了
神谕，命运似乎躲在树后面发出狰狞的笑。

俄狄浦斯的杯具其实是每个人的杯具。我们无法知晓命运会
以怎样的方式展现他的魔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命运会以
哪样的形式出现。也许，事后我们会说，如果当初......但
是我们无法重复人生，命运此时便残酷的将我们与往事隔离。

也许我们无法在客观上改变命运的结局，但是我们却能够在
主观上，进行善意的掩耳盗铃:缩小结果，放大过程，让抗争



本身变得有好处，这样，即便我们没有扼住命运的喉咙，但
是我们依然能够很骄傲的度过此生。这也是每个用心乐观应
对生活的人应有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