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莎士比亚读后感(模板9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一

这个寒假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偷莎士比亚的贼》，当时在
书店的时候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诶，这个书名挺有趣的，
看简介的时候感觉剧情不错，买了。回到家后仔细看看，就
觉得很奇怪：诶？莎士比亚不是一个名人吗？怎么会被贼偷
走呢？绑架吗？于是我不顾作业，按捺不住好奇心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开篇是自我介绍，主人公介绍了自己的身世，生下
来后母亲就去世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也没有名字，
好心的邻居把他送到了孤儿院里。这么可怜的身世，让我们
心生怜悯。他的名字叫做仔仔，是当时邻居把他送到孤儿院
的时候，马瑰格太太看他又矮又瘦，忍不住说到：啊！这可
怜的小仔猪！”

于是大家就都叫他仔仔了。看到这句话我忍不住笑了，幸好
是叫“仔仔”，而不是“小猪”。哈哈。虽然马瑰格太太人
并不坏，但是仔仔并不喜欢这里，他一直抱有希望，觉得自
己能被一个好人家领走，离开这个牟取私利的临时机构。可
是可怜的仔仔却被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的白医生带走了。白
医生待仔仔并不好，不过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一样冷漠，
他只是把仔仔当作工作的工具，给自己带来利益，虚荣心的
工具（真是无情呢）。这是我想到一句话：福兮祸所依，祸
兮福所伏。

后来那个白医生把仔仔卖给了一个陌生的黑衣人，哦！可怜



的仔仔。那个黑衣人十分可怕，脸上隐隐约约闪现着一道刀
疤，黑披风里藏着一把剑……这是我真担心黑衣人会把仔仔
杀掉，或者把仔仔带到危险的地方，让他去做危险的事……
我不禁惊叹道：唉，仔仔真是太不幸了，本来去双亲的他就
已经够可怜了，现在还要担心自己的安慰，独自在外面谋生。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仔仔的命运更是跌宕起伏，我在读的过
程中，也时时刻刻担心着仔仔的安危。

后来仔仔的新主人命令他去抄袭莎士比亚的剧本，仔仔意识
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但他不得不听从，因为他的主人是个残
暴的人。一次仔仔终于抄到了剧本，谁知剧院竟起了大
火……可是“祸兮福所伏”，正因为这次失火，仔仔认识了
一些真诚、善良而有爱心的人，并且幸运的留下来成为他们
的一员，命运因此而改变。

几度坎坷之后终于见彩虹，他终于在剧院感受到了友情，真
情，明白了“家”的意义。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二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更是著名的悲剧作品，向
我们展示了宫廷王朝的内部斗争一角，在权利面前，人性的
扭曲和罪恶。读了这本书，更是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不能因
为身外之物而去伤害自己的至亲，例如权利、金钱等等，这
些会让我们变得面目狰狞。

哈姆雷特其实讲述的是王子复仇记的故事，丹麦王子在大学
期间闻得父亲的死讯，赶回去奔丧，在一个月内，他的叔叔
克劳狄斯即位并和自己的母亲结了婚，这一切让他感到惊诧
和疑惑，紧接着卫士霍拉旭在站岗的时候听见了老国王喊冤
的声音，并揭发了克劳狄斯谋杀篡位的事情。哈姆雷特决定
复仇，却错误的杀死了恋人奥菲莉亚的父亲，当他逃回丹麦
时听见了恋人自杀的消息，而奥菲莉亚的哥哥提出要和哈姆
雷特决斗。决斗中两人同时中了毒剑，而王子的母亲也因为



误喝了他的叔叔准备的毒酒死亡，哈姆雷特在临死前杀死了
叔叔克劳狄斯，并让朋友霍拉旭告知世人。

故事就结束了，很现任是个悲剧，哈姆雷的父母亲以及叔叔
恋人都死了，让我们读起来不免感到情绪低沉，但故事给我
们带来的对现实世界的反思。

在封建王朝里，像王子复仇记这样的故事一幕接着一幕，并
不是稀奇，但人们仍然会因为权力和金钱而残害至亲，这是
人性的扭曲。

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思想观念，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要因
为一些身外之物而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上演现实的
悲剧。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三

这个暑假我在家读了莎士比亚写的悲剧集，莎士比亚确实是
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悲喜剧皆有，可以说他的戏剧
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含义。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杰出的作家、
艺术家一样，他的创作中充满了对人性的关怀，如诗人一样
满怀激情的对白、如哲人一样深邃的思想，莎士比亚的四大
悲剧正是其中的代表。

悲剧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古希腊时代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
斯、埃斯库罗斯都是以悲剧扬名希腊。一部不朽的《俄底甫
斯王》被后人研究了几千年也不能穷尽其中的奥妙，心理学、
宗教学、文学都从这部剧作中得到了启发。莎士比亚的悲剧
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他完全可以和古希腊多产的作家
相媲美。这些作品就像甘泉一样不可干涸，总能让我们思考
生命乃至宇宙的意义。

我认为悲剧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元素，无论是哪出悲剧，或多
或少都可以找到这四种基本的元素。第一，理想和现实的冲



突。第二，人性的缺点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第三，对
所谓命运的无可奈何。第四，悲剧人物理想人格的彻底破灭，
通常以悲剧人物的死亡而告终。

《麦克白斯》颇似古希腊悲剧，其中很强调命运对人嘲弄。
麦克白斯原本功成名就，可是他却相信三女巫的预言，最终
预言一一应验，但是麦克白斯也身败名裂。这让我想起索福
克勒斯的《俄底甫斯王》以及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
人的举动都受到神的干涉，当然其中也体现着主人公性格的
缺陷。可是《俄底甫斯王》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俄底甫斯王的
人格或者是性格带来必然的毁灭，可以说俄底甫斯是一个生
性善良的人，当必然的命运来袭却无力逃避。也许悲剧的.悲
就体现在人的无辜和无助上，悲剧的美表现为主人公的抗争
上，虽然看起来是徒劳的。

《奥塞罗》中明显的悲剧元素就是奥塞罗性格的缺陷，只要
是人总会有些嫉妒心的。可是这出戏中的悲剧并不是奥塞罗
的性格作祟，也不能归罪于那个蛇蝎心肠的恶汗亚果（我甚
至有点喜欢这个敢于剖析自己心理的阴谋家），在戏剧的刚
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奥塞罗和玳丝德摩娜的爱情注定是个悲
剧。玳丝德摩娜并不了解奥塞罗，她喜欢奥塞罗的理由很简
单，她喜欢他讲述那些颇具传奇性的经历，一句话她只喜欢
一个浪漫的理想。当亚果的妻子告诫玳丝德摩娜当心奥塞罗
的妒忌的时候，她却说“我想他在出生地让阳光把这种气质
（妒忌）都吸去了。”而奥塞罗有点明白自己的妻子为什么
喜欢自己，或者说他对自己妻子的爱本来就不放心，在这种
情况下他对玳丝德摩娜又爱又恨又怕。最终，亚果只是起了
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将这种虚假的、毫无信任的、不牢固的
爱情炸个粉碎，而真正具有爆炸力的火药却在奥塞罗和玳丝
德摩娜的身上。由此看来这出悲剧倒有些主人公咎由自取的
味道，可能是这种惩罚太重了——以男女主人公的死而结束，
所以才有了很强的悲剧色彩。

可以看到悲剧中必然会出现痛苦和死亡，人们喜欢悲剧正是



由于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主角，因为同悲剧一样，人的一生也
要以死亡作为结局而谢幕。但是悲剧并不是悲观，我们的结
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短暂的悲剧中却表达了一种不妥协
的永恒的精神。因此，明知理想遥不可及我们还是执着追求，
明知人无完人但还是要不断完善自我，明知命运无常可是一
点也不畏惧，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但不是生命存在的目标。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四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否应默默的忍
受坎苛命运之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之无涯苦难奋然
为敌并将其克服。此二抉择，就竟是哪个较崇高?”

莎翁的这段名言如此掷地有声，震耳欲聋，其实穿透了几百
年的洪荒，也仍旧能直击我们的心灵，使它颤抖，并引它深
思。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就想起了许许多多从教学楼上飞身而下
的年轻人们;想起了一些人或无助的或撕心裂肺的喊着“活不
下去了”;想起了面对身边的人死亡时和自己面对死亡威胁时
候的坚强，冷漠，或者做作的表演。想到了很多。

这部戏剧关于伦理的冲突，关于人生的矛盾，关于命运，关
于死亡。每个人都注定了自己的，只属于自己的死亡方式。

先王死了，博罗尼尔死了，奥菲利亚死了，王后死了，雷欧
提斯死了，国王死了，哈姆雷特也死了。在这么多的人死去
的时候，人们被这死震撼着，或许这才是悲剧的魅力，无可
逃遁的命运悲剧。

他们有人善良有人邪恶，有人忠诚有人背叛，有人勇敢有人
懦弱，但命运却将他们引向了同样的终点，是否会觉得有些
不公平?是否会觉得我与其当一个悲惨的好人，不如做一个逍
遥的坏蛋，反正人终有一死，结局总是相同。



所以有人选择与其好好活着，不如痛快一死。是这个原因么?

可哈姆雷特的提问回响在你我耳畔：当我们摆脱了此垂死之
皮囊，在死之长眠中会有何梦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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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总还是固执的相信，生时无法清
算的债，死后自会偿还，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尊重生命，尊重
别人的，更要尊重自己的。

我想象着那些死去的学生们，从楼上跳下来的，也许和《颐
和园》里李缇一样，坐在顶楼的边缘，然后仰面就躺下去，
跌落到楼底，了尽她的生命。他们不想再生活下去的理由又
是什么呢?无力承担生活的打击么?可是生活又强加给他们了
什么呢?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始终觉得是他们自己把自己
的生命选择成了悲剧的，死亡无可逃遁，却也并不是不能回
避的。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五

昨天，刚刚看完了美国加里布莱克伍德的书《偷莎士比亚的
贼》。看完后，我感受到了友谊是多么重要，和孩子是多需
要一个家。

这本书虽然语言不怎么华丽，但却清楚的描写了人物的心理
活动。让读者亲身体会了主人公仔仔的处境与心理想法。从
刚开始的“帮凶”到后来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友谊和友谊的重
要性，也明白了做事的错与对。也让我明白了一颗真实、认
真的心，会战胜一切。看了后，我既为仔仔能弃恶从善感到
高兴，也为他可怜的身世感到伤心。

那一段，让我记忆深刻。仔仔在和山德聊天时，说他以前在
和法肯纳在一起时，只要不听话，就会被打。山德听了就说：
“你以前的家是什么样呀？”仔仔听了以后，很惊讶的



说：“家？”好象他从没听说过一样。

看到这儿时，我不由得对仔仔有了同情感。他从小在孤儿院
长大，在白医生家时，白医生并不爱他，只是逼他学习。后
来到了巴先生家后，只是对他好，但并每人爱他。直到进了
剧场，到了波普先生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家的感觉。这时，
我才真正理解了那些没家的孩子的伤心感，他们是多需要一
个美满的家庭呀。

还有，我们要真心的对待每一个人，这样才会让更多没有完
全变坏的人弃恶从善。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六

《李尔王》也是威廉·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叙述了年事
已高的李尔王意欲把国土分给3个女儿，口蜜腹剑的大女儿高
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赢其宠信而瓜分国土，小女儿考狄利娅
却因不愿阿谀奉承而一无所得。前来求婚的法兰西国王慧眼
识人，娶考狄利娅为皇后。李尔王离位，大女儿和二女儿居
然不给其栖身之地，当年的国王只好到荒郊野外……考狄利
娅率队攻入，父女团圆。但战事不利，考狄利娅被杀死，李
尔王守着心爱的小女儿的尸体悲痛地死去。 这是一出感人的
历史悲喜剧，情节紧凑，动人心弦，人物的行事、对话、反
应也都合乎逻辑。在莎士比亚改编之后，却出现了很多不可
思议的情节：如李尔王突然暴怒赶走女儿，又莫名其妙认不
出肯特，时而发疯时而平静，爱德蒙不可思议地欺骗了爱德
伽，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弄人与国王作滑稽的对话，考妮狄
娅无足轻重地死掉等等。在人物的对话上，也过多地不符合
李尔王时代，像中世纪似的。

托尔斯泰曾详细批判过此剧(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但不可否
认，这出戏剧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一直广受好评，除了托尔
斯泰，几乎没有著名的人物对其提出过批评。客观的说，托
尔斯泰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考虑到莎士比亚的时代，



莎氏对此剧本的改编也有其现实意义，或许莎士比亚是想通
过此剧来反应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吧.

此剧主要情节为：年老的李尔王想要退位，希望把国土分给
他的三个女儿。在分封的时候，他让每个女儿都说说对他的
爱戴，以她们对他爱戴的程度给她们分配国土。大女儿高纳
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竭尽全力的赞美国王，只有小女儿考狄利
娅因表达了自己朴实而真挚的感情被李尔驱逐，(经典语句
为love and be silent)，但因为她的诚实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欢
心，去法国做了王后。在把国土分给两个女儿之后，李尔王
的两个女儿经过商量以后决定让李尔撤掉他当初的100个随从，
不然就不让李尔住在她们的宫廷。被两女儿赶出家门悲痛的
李尔与他的随从格罗斯特在风雨中碰到了可怜的汤姆，也就
是格罗斯特中了埃德蒙诡计而下令驱逐的儿子埃德加。李尔
认为这是自己误解小女儿，理应受到两个女儿的惩罚。

后来与格罗斯特和可怜的汤姆分开以后，就在他自怨自艾的
时候，来了一个圣徒安慰他。李尔对圣徒说了自己对考狄利
娅犯下的错误，并懊悔的表达了自己的绝望：他觉得考狄利
娅再不会原谅他了。但圣徒却说，考狄利娅一直爱着她的父
亲。原来，这个圣徒就是考狄利娅。她在法国得知李尔的困
境之后，立刻组织了一支军队，秘密在英国登陆，因为放心
不下李尔，所以特地在开战前，来探望李尔。与此同时，高
纳里尔与里根都爱上了为了得到王位陷害父亲与哥哥的埃德
蒙。最终，小女儿的军队大败，她和李尔都被抓起来了，爱
德蒙发布秘密处以他们死刑的命令，直到他死前才揭露这个
密令，但已太晚，虽然李尔杀死了想暗杀小女儿的杀手，她
还是死了。埃德加找到了埃德蒙并且与他决斗，最后埃德加
杀死了埃德蒙。而在李尔抱着她去寻找大伙时，高纳里尔与
里根也已经死去。李尔过于悲伤，最后崩溃而死。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完了一本书，名叫：《偷莎士比亚的贼》。我最



感兴趣的是：《再次看戏》。书里讲了：有一天起来，我开
了一炮，因为我再也看不了戏了，很生气。这时，士兵和将
军们看见是我，就来追我。我跑啊跑啊，看见了舞台，正准
备往东边逃，可是四面八方都被警士们给团团围住了，我连
忙爬上了梯子，爸爸在梯子下，说：“唉！你在这儿干什么
呢？快看戏去！”我听了没有理他，接着向上跑去。快要逃
到二楼。忽然，一个霸道而强壮的演员出来了，我被包围了，
想逃可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跳下楼去，虽然它很
危险，不过比绑到警车里带走或带上手铐带走好！于是，我
就跳下楼去，逃掉了。士兵和将军们追来后，我对他们说明
了为什么要开炮的原因，他们也不追了，放过了我。我就高
高兴兴地看戏去了！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要像我一样，勇往直前，遇到困难不要
害怕，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八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被后人誉为
是“最伟大的戏剧大师”。

有幸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戏剧大师》
一书，我赶紧借回家。《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戏剧大师》
主要写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事迹。莎士比亚小时候很聪明，不
像一般男孩儿那样淘气顽皮，喜欢舞刀弄枪。他喜欢闲聊、
猜谜语等在其他小朋友看来比较无趣的事情，还热衷于新教。
在爸爸带他看过一场戏后，莎士比亚就迷上了戏剧。当时，
人们认为演戏是低贱的，演员是低人一等的。像他这样父亲
是镇长的家庭，怎么能去演戏呢?父母把他送进镇上的文法学
校，想以此泯灭莎士比亚对戏剧的兴趣。但他始终忘不了看
戏。

莎士比亚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赢得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是，



以罗伯特·格林为首的一些“大学才子”却看不起他。面对
他们的侮辱与攻击，莎士比亚保持缄默，把所有辩解和反驳
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舞台上，写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

尽管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与理解，尽管遭受刻薄的侮辱与攻击，
尽管遭遇痛失爱子感情不顺等挫折，莎士比亚仍然坚持自己
的信念，忠于自己的爱好，不懈努力，创作出《罗密欧与朱
丽叶》《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流传千古的优秀剧作，
最终成为伟大的戏剧大师。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面临困境
毫不退缩的勇敢，为了戏剧事业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努力，
都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让我更喜欢的，是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呈现出的对真善美的追
求，对人性美好的表达。他让人们总是相信，善良能够战胜
邪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经典爱情，经久不衰;《威尼斯
商人》中的鲍西亚，看重人品，并不在于门第财富，符合人
们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哈姆雷特》鼓励人们去思考复杂的、
甚至是矛盾的情感，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这
么来的。

莎士比亚，不只属于那个时期，而是属于永远。

莎士比亚读后感篇九

星期五，我读完了一本书——《偷莎士比亚的贼》。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顿时起了好奇心：咦?这图上的人
是谁?他东张西望地，是想偷东西吗?莎士比亚是一个人呀，
为什么会被偷了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翻开了这本书。

看完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所谓图上的人，指的就是
书中的主人公——仔仔。仔仔没有父母，也没有真正的名字。
但他有一手速记的本领。在16世纪中叶的英国伦敦，剧本通



常只有一本。所以，必须很小心地上锁并由专门的人保管。
仔仔的新主人是一个残暴、可怕的人，他指派仔仔到伦敦环
球剧院看戏，并命令他用速记的方法偷取莎士比亚的.新剧
本——《哈姆雷特》。应为仔仔根本无法违抗这个命令，所
以他只得设法溜进剧院。没想到这时剧院突然着火了。一系
列阴错阳差的事情发生后，仔仔竟然成了剧团的一员，与莎
士比亚同台演出，并受到了伊丽莎女王的接见。

这部小说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那个古老而又充满激情的
英国。让我体会到了仔仔的勇敢，巴先生的邪恶，阿敏先生
的善良和莎士比亚的幽默。它让我明白了：友谊，能帮助许
多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美德是勇敢的，为善永远无所
谓恐惧。”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友谊
之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