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优质8篇)
文明礼仪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共同推动。在不同场
合下，我们应该怎样表现出优雅的文明礼仪，这是需要学习
和实践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关于文明礼仪的范
文，相信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一

俗话都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全剧得以
展开展开的关键条件就是王子哈姆莱特的装疯卖傻，所以我
想迁徙一下。他的装疯卖傻可以有很多层面的分析。

在那个颠倒伦理的丹麦宫廷，王子的叔父毒死皇帝，继位后
又娶了嫂子，谁能忍受这样的事实？先王灵魂出现，让哈姆
雷特复仇。复仇，一个多么沉重的字眼！为了复仇，王子不
惜装疯卖傻。

首先，他的装疯卖傻是为了迷惑众人。在哈姆雷特见到先王
的灵魂，鬼魂交代完离开后，哈姆雷特对迎上来的臣子说了
些语无伦次的话，让臣子发誓不泄露他们之所见，并
说：“以后无论我的举止多么的古怪，因为也许我要故意装
疯。”哈姆雷特这时已经意识到他装疯的需要。宫廷里上上
下下这么多号人，会有多少不同的想法。让自己成为一个疯
子，就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不会被人当作正常人来
审视，来猜测。人们也不会对一个又疯又傻的人有太多的兴
趣。在常人眼里，疯子是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就算有想法，
也是乱七八糟不合逻辑的。所以，一个疯子可以不被太多地
猜度心理。哈姆雷特首先以装疯卖傻来迷惑众人，让众人以
为，自己是真的疯了，并且，是因为得不到奥菲利亚的爱而
发疯。

其次，他的装疯卖傻是进行复仇的需要。在皇室复仇是件很



不容易的事。一有差错，不但仇报不了，自己也保不住。哈
姆雷特对如何报仇是必须做长远而周全的计划的。他的装疯
卖傻，最重要就是为了复仇的成功。他要验证鬼魂的话是否
真实，就要观察那些做了恶的人是否心怀鬼胎。他以一个疯
子的身份，来完成了这一切。他进行仔细的观察，并设计了
一出戏，让进宫戏班子演出，以考验那些人。当他确定了先
王被害之事属实后，他就要进行最重要的复仇了。哈姆雷特
与母亲发生了争执，误杀了躲在帷幕后偷听的首相。疯子拔
剑杀人，并不会被认为是太过分的行为。他的装疯卖傻，也
有利于他与先王鬼魂的沟通。因为鬼魂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到，
当他与鬼魂对话时，旁人仍以为他是在自顾自地胡言乱语。

再次，他的装疯卖傻是他情绪的发泄。复仇是多么辛苦的一
件事，在复仇者的心里必定充满了喷薄欲出的浓烈情绪。如
果情绪长期积压得不到释放，那是个痛苦的过程，并很可能
落得糟糕的下场。所以哈姆雷特需要一个发泄他的情绪的途
径。复仇是他的谋划，不能公开，所以他要发泄情绪，却也
要保密，不能让旁人了解他的想法，不然所有努力将功亏一
篑。哈姆雷特看似自言自语地说了许多疯言疯语，但是他的
话里，其实都表达了他的观点。只是听者没有理解而已，说
者是有意的。就像他对波洛涅斯说：“我认得你，我希望你
是个老实人。先生，在此世界，老实人仅是万中有一而
已。”说出这样的话的王子当然不是随意的。老实人万中有
一，说明他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失望。那么多的人，都
不是老老实实的人了，他们虚伪，他们做作，他们为了名利
和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波洛涅斯也说：“哈姆雷特这
些答覆有时倒还蛮有含义的；有些疯人能乐而如此，但有理
智之常人却反而不能。”

另外，他的装疯卖傻也有客观原因。那个丹麦宫廷里的人们，
已经接受了新的国王，并也都接受了原皇后嫁给新国王仍做
皇后。这已经是个颠覆伦理的地方，正常的人在此以何生存，
更别提要完成为先父的复仇计划了。种种原因使王子哈姆雷
特做了这个大胆的决定——装疯！从整个故事看来，他的装



疯卖傻，确实是他进行复仇的最好铺垫及途径。

故事最终的结局，是罪恶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王子的
复仇，是成功了。可是他自己也献出了生命。一个皇室，就
这样似乎荒诞又必然地，结束了。但总而言之，哈姆雷特的
装疯卖傻之计，确是相当成功的。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二

《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写的是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一个
故事。

父亲的猝死，叔父的篡位，母亲的改嫁，直至，自己与奸王
同归于尽，母亲喝毒酒身亡，都一直充斥着一种悲剧的色彩，
让人不忍卒睹。不愧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首＂。《哈
姆雷特》本身是一部戏剧，情节性非常强，戏剧色彩很浓厚。

在哈姆雷特的情人菲奥莉娅的眼里，他是一个受人民喜爱的、
优雅的王子，自然的得到大家的拥戴。开始的一切，是那么
的幸福。

直至，一切的打击，一切的不幸落到他的身上，才感悟到了
这个社会的不幸和不合理！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复仇，已经
不是一件单纯的为父报仇的事了，而是关系到拯救国家，拯
救民族的责任。就这本书来说，哈姆雷特，把他个人的遭遇
同整个人类社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或许就是哈
姆雷特经久不衰的原因了吧精神可贵！

在戏剧上，《哈姆雷特》是代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最高成就。
他成功的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即使是同样是反面人物也
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人应该为美好的理想而生存，为社
会的正义去献身。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三

世界名著《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

文中的哈姆雷特身处王子，父亲被叔父谋杀，于是他立志要
为父亲复仇，他于是与现任国王也就是他的叔父斗智斗勇，
最终他用利剑惩除了叔父而自己也不幸死去。

在我看来，这句话在哈姆雷特身上是十分合适的，他敢于和
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证明他有勇气，他誓死为自己父亲报仇，
说明他有孝心、有决心，面对敌人的计谋，他灵活地作出判
断，体现他的机智；在爱情与理想之间，他果断地做出了决
策，展现了他果敢的决策能力。他的素质能助他当一名优秀
的国王，可命运使他遭受额外的打击，断送了他的国王之路。

相比之下，现在的许多人的命运并非颠沛流离，而仅仅因为
他们的意志不足够坚定、顽强，导致理想终究无法变成现实。
有一类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有过人才华只是命运对自己有所
不公，但是，真正能成功的人，哪一个又不是凭借自己才华
和能力度过难关最终取得成功的呢？与哈姆雷特相比，他们
少了实际应对挫折的能力，故无法成为真正成功的人。还有
一类人，他们拥有素质、能力，但缺少了敢于拼博的精神，
所以也无法步向成功。

从《哈姆雷特》的这一段话中我认识到，生活中，只有灵活
运用自己的能力，才能走向成功。

正因如此，我也应尝试做一个有这样素质、有拼搏精神，并
将个人能力充分发挥在大大小小事情中的人，也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获得充分锻炼，成功才会不再遥远。

做一名有勇有谋的人，即是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在大大小小的



事情上。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四

假期里，我怀着寻找英雄的心情去读了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
著作，同时是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正所谓“一千
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我眼中，他，不是个英
雄。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深深地认为，哈姆雷特是个无勇无谋的
懦夫，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身为丹麦王子的他，从父亲
亡魂口中得知是叔叔卑鄙地杀死了父亲——那个正直的丹麦
王；又阴险地诱惑他的母亲——那位外表十分贞淑的王后；
再使用诡计，骗过了所有的丹麦国民，占有了本不属于他的
一切。得知真相后，哈姆雷特实在要负起复仇的责任，但是
他除了嚷嚷着一定要报仇外，却没有干过一件对复仇有帮助
的事。

他那“精明”的复仇计划中，除了装疯卖傻就毫无有效的措
施，而且他装疯卖傻的用意让人难以理解。如果说他装疯卖
傻是为了接近那个奸人，掩人耳目，倒也可以理解，甚至要
为他的聪明才智拍手叫绝。然而，他这样做除了证实这个奸
人所做的坏事，让他确信这是个谋杀兄长、篡夺王位的小人
外，我实在看不出如何有助于复仇。他一点谋略也没有。

如果这是他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高明”的计策的话，我便无
话可说。但他尽可运用他那出众的剑术，三下五除二了结了
这个奸人，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去做，还要给自己的怯弱戴
上“谨慎”的桂冠。他没有一点点气魄。

虽然最后奸王是死在了他的剑下。但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他是趁着情况混乱，看到母亲已经中毒身亡，而自己也身中
剧毒，无药可救，被形势所逼，才举起手中那迟迟疑疑、犹
犹豫豫，几次想举起又从未举起的复仇之剑。如果当时没有



外部因素的刺激，哈姆雷特就还不能下定决心去复仇。

我始终不觉得他是个英雄。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五

命运这种东西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既像影子一样和我们形
影不离，又似阳光一样温暖人心，但更多时候，像梦魇一样
深邃而可怕。“上帝的意旨支配一切”这句话，无疑，相当
精辟。

创作于1600——1601年的剧本《哈姆雷特》整整被推崇了几
个世纪。就是到现在，依然感觉他震撼人心。而这一切不是
情节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出色的文学手法，是它所体现出来
的问题。在很大的层面上，它描写的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悲剧，
人的悲剧。剧中的人物，地位不同，性格鲜明，但都遭受了
同样的东西的摧残，那就是摆布自己的欲望，还有被称之为
命运的伟大的囚笼。这样的情形，也许自从有人以来，便不
曾消失过。他们是与人共生共在的。

主人公哈姆雷特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原先的理想世界的破灭。
一开始的哈姆雷特处于某种意义上的“童年时期”，他没有
经历过什么巨大的挫折，生活的环境也比较单纯。而后来高
贵的令人崇拜的父亲死了，而贞洁的母亲一个月不到就改嫁
了篡夺了王位的叔父。这使他对世界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
直接促成了他后来的彷徨。当他得知了原来是叔父杀死了父
亲，这加重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对它的原先的天真进行
了再次否定，使他不信任，“我所见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
身”。后来，通过戏中戏发现了叔父的罪大恶极之后，他依
然没有终止他的彷徨？为什么？哈姆雷特并不是那种高喊口
号的人，怀疑使他思索。原先完美的东西原来并不存在，贞
洁抵不过欲望，道德战胜不了贪念。他认为他也许应该去复
仇，可是那道德败坏的人是他的母亲，他有她的血。可是杀
死他父亲的叔父和他一样是人，拥有的是人的思想。可是就



算复仇成功，一切还会回来吗。为此他说：“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活着是一种痛苦，但是对死又怀
有那么绝对的恐惧。他遇到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却又无
从逃避。

哈姆雷特的情形并不是唯一的，细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生活的大手对每一个人握得是如此之紧。

老国王横死，这和王后并没有关系。但是作为妇人的她面临
着两种选择，那就是道德或者是欲望。是做寡妇保护自己的
名声，还是嫁给新国王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可以理解为精神
欲望和物质欲望的相分离。，她选择了后者。然而她遭到了
哈姆雷特的蔑视和批评，道德的空虚带给她相当大的痛苦，
其实王后是一个善良的人，她并不是道德败坏。那么，她灵
魂里那些污点是什么？以前没有吗？就算她最初选择了道德
她就幸福吗？国王死去的瞬间她的不幸就被决定下来。这种
不幸从一开始她就无力改变。说到底，她是在选择哪种不幸，
而不是在选择自己的命运。

新国王，那个篡夺了王位的叔父，他是剧中最大的反派，是
道德的败坏者。他一心想要王位，并且对王后怀有欲望。但
国王是别人。是他的兄长，他注定得不到王位。我们可以把
这种命运绝对不会给予他的东西称作失去。他和剧中所有人
一样面临着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的消失。但他努力去争取，
其实在此刻，他表现了一个英雄一般的气概，他勇敢地去争
取绝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他的悲剧就在于此。他付出了
代价，他的手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他无力地忏悔。在后来，
他发现哈姆雷特得知了真相后，他又开始拯救自己的可能会
失去的辛苦到手的幸福生活。他徘徊在罪孽和理性之间，最
终都没有跳出来，死在自己淬了毒的剑下。

我们发现了剧中所有的人物都面临着一个异常强大的势力，
那就是外部世界。原本他们都像孩子一样比较快乐的生存在
美好的上天为他们安排的温床里。直到他们有一天发现这个



襁褓实际上是一个深渊一般的沼泽，而自己是多么的渺
小。“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
整乾坤的责任”。哈姆雷特最早发现了自己的无能。这不仅
仅是他对复仇的无能，还在于复仇这种行为本身的无能。国
王的篡夺王位，王后的改嫁，都不同意义上和这个行为有共
同之处。他们全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反而陷入
了另外的困境中。

这个剧本的又一个一名叫做《王子复仇记》。实际上这个王
子并没有给老国王复仇，尽管他最后刺死了新国王，但这更
大的意义上是为了行将死去的自己。他的复仇很失败，因为
他一直在彷徨，他憎恨这个世界，也憎恨自己。他对别人冷
嘲热讽，对自己则是不断地责备。他尝试着去做一些事情，
但更多时候他一动不动。他的形象，和其他人的英雄般的鲁
莽相比，更像是一位痛苦的智者。他更多的进行精神上的抗
争。

但是最后呢？新国王死了，他也许可以说被复仇了。勒替斯
死了，计划失败了。哈姆雷特死在了别人对他的复仇里。鬼
魂依然在地下，上不了天堂。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六

这本书莎士比亚著名悲剧作品，讲述了哈姆莱特王子，是个
有理想聪明勇敢人。在心目中，自己父亲个贤明国王。父亲
死让感到难以接受，当知道叔父克劳狄斯杀害了父亲后便决
心替父报仇。哈姆莱特先后除掉了克劳狄斯一些亲信，临死
前又把克劳狄斯杀死。不仅报了父仇，而且推翻了克劳狄斯
统治，可惜自己也付出了生命代价。

看完这本书我心里感慨万千……

首先克劳狄斯行为让我感到气愤，哥哥当上了国王理应竭力
辅佐哥哥，帮助巩固王位。但克劳狄斯却为了王位不顾兄弟



情分，趁国王熟睡之际把毒药灌进国王耳朵里杀死了自己亲
哥哥。做出了这种事，一些大臣竟会去辅佐，难道他们连一
点正义感也没有吗?像克劳狄斯这种卑鄙小人，只知道吃喝玩
乐，不理国政根本就不配做国王。像他们这种人真让人感到
厌恶!

其次哈姆莱特所作所为又让我感到钦佩。当哈姆莱特知道自
己父亲被亲叔父害死感到非常悲愤。但当时还很年轻，权力
有限，只得把仇恨种深深地埋在心底。为了替父报仇不顾尊
严装疯卖傻，甚至去吃树叶和虫。这使克劳狄斯一伙儿对放
松了警惕。可有一次在克劳狄斯面前杀死了克劳狄斯亲
信——波洛涅斯，被迫流放英国。但在半路上受到一群海盗
帮助，回到了自己国家。克劳狄斯不甘心，让波洛涅斯
儿——雷盖兹和哈姆莱特比剑，想借此机会杀死哈姆莱特。
在比剑中哈姆莱特和雷盖兹同时中了毒雷盖兹终于醒悟说出
了指示人——克劳狄斯。新仇旧恨点燃了哈姆莱特心中久藏
复仇烈火，哈姆莱特强行给克劳狄斯灌下了毒药。终于为父
王报了仇但也牺牲了自己，哈姆莱特忍辱负重不畏艰险英勇
无畏精神真令人钦佩。

文中主人公哈姆莱特敢恨、正直勇敢，至今仍让人深深折服。
《王子复仇记》不愧为莎士比亚最伟大悲剧之一世界文学宝
库中一颗耀眼明珠!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七

娇嫩的紫罗兰岂能在风雪中盛开，圣洁的雪莲何曾感受过火
的惨烈？锋利的宝剑破坏不了水的潋滟，沾染的鲜血却将倒
映的梦境撕扯的`四分五裂！

前一秒，她是骄傲的公主，沉醉在用蜜织成的罗网之中。父
亲的疼惜，王子的爱慕，百灵的歌声为她建起春天的花圃。
这梦太真，太美，任何人都会流连忘返，沉迷其中。只是这
风来得太早，太猛，夹杂着肆虐的冰雪，将一切都毫不留情



的冰封。是花蜜太过轻薄，还是爱情过于炽烈，融化的罗网
无法承载过重的心灵。这一秒，她坠落深渊。

王子的剑刺穿父亲的胸膛，越是美好的誓言，就越是残忍的
罪与罚。沉重的枷锁代替轻盈的脚链，尸体的腐臭驱走花朵
的芬芳；乌鸦用翅膀遮挡她的双眼，死亡与悲哀在脑海中流
淌蔓延。

记忆的迷迭香，相思的三色堇，毛茛、荨麻、雏菊编成的花
环无法送抵上帝的眼前。她宽大的衣裙在水中飘起，口中的
歌谣与波纹相契，凋零的花瓣装点水中的葬礼，无法在天堂
歌唱，就在坟墓里舞蹈吧！

死，是绝美的风景。

丹麦王朝之悲

死神的邪恶圈定了命运的玩偶，丹麦的臣民从此要向挪威的
王子俯首；末日的火山嘶吼着他的威严，着尊贵的血液将要
为他作祭奠。不要生命之光为王冠加冕，就到坟墓里去谈情
说爱，唇枪舌剑。

说不完的悲，道不尽的哀。

哈姆雷特读后感的题目篇八

人生多恨事，亦如水长东——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人
生长恨水长东。李后主说的。

在经历生命的错愕后，他陷入了人生的边缘情境之中，他痛
苦、迷惘、焦虑、愤恨，对于母亲的移情别恋，他感到不可
原谅，他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曾今敬爱的母亲“我真但愿
你不是我的母亲，你玷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
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取了玫瑰色的光彩……羞耻啊，你



不感到羞耻么，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
操呢?”

真的是恶毒呢，当我听到这段台词的时候，我错愕不已，但
却感到一种淋漓的快感，对于这种快感我是感到羞耻的，毕
竟他是在对母亲说话，但这母亲的所作所为却是至少遭到我
的鄙夷的，正如哈姆雷特所自言的：“还不到一个月，真是
快的可耻，就这样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就连无知的畜生也会
哀痛的长久一点。”在我看来，并不是父亲的死，也不是叔
叔的夺位，抢去了哈姆雷特对生活的信念，而恰恰是母亲的
改嫁击中了他的命脉，使他不可救药的绝望下去。对于这种
绝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哈姆雷特般的无可救药的绝望是值
得人深思的，关键不是“绝望”，而是“无可救药”。

他曾今对于世界有太过美好的认识，这是一种洁癖，是一种
病，这种病使他对生命的瑕疵毫无抵抗能力。他的奥菲尼亚，
不是他的爱人而是他的女神，他爱上的不是一个女人，甚至
不是爱情本身，而是他幻想中的贞洁，之后他母亲的变节唤
醒了他“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
它自己的感化”，于是他对奥菲尼亚也开始刻薄。事实上，
哈姆雷特是自私的，他不断地用自己的刻度尺衡量着他人的
行为，这是不公平的，他活在自己狭隘的真空世界里，而奥
菲尼亚则彻头彻尾的成为一出悲剧，她的爱情的付出，她的
为爱疯傻，她的死亡，甚至她在棺木中的被两个男人的争夺
都实实在在的成为一出笑话。这令我想到《毕业生》中的伊
琳，她没有意识到这个叫班的男子声声喊叫的不是她的名字
本身，而是他可追求的东西，他的抢婚不是为了追逐爱情而
是为了堵截自己的空虚。哈姆雷特与班是一样的，他们都不
懂得体谅他人的感受，只是利用他们可利用的人来填补自己
的感情，为了让自己好受。

哈姆雷特的所有外表的健康都是虚假而脆弱的外壳，而真正
脆弱的是他的内心本身，红色的世界那样轻易的退化成黑色。
哈姆雷特悲剧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出悲剧而更应是警示，



建筑强大的心灵抵抗不完美的世界，在无可忍受的痛苦的同
时想想他人的感受，每个人的决定都有每个人的原因，就算
憎恶万分情也别太过恶毒吧，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布满黑
点的，这也包括你自己的，我们应该懂得当你愤怒时在胸中
的怒火撒上些忍耐的甘露，懂得“宽”——“宽乐令
终”——“五柳先生”的人生境界。

每一个抉择都不会容易。在一个除了目标，再也没有任何尺
度可以衡量其善恶的世界里，勇敢地作出抉择，然后坦然地
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就是哈姆雷特永恒的魅力之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