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基母亲读后感(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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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高尔基母亲读后感篇一

终于在奔波中看完了这一系列的7本书，回味无穷。在看书的
时候就在考虑怎么样来书写自己的感受，却发现犹如陷入银
河的浩瀚中，四处都在闪亮，却难以理出头绪。今天回看了
自己在看完《银河帝国基地》时候的读后感，重温了初读书
时的感受，也解答了之前自己的一些困惑，不如就着上一篇
提到的问题，一并谈谈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哈里谢顿创立心理史学和建立基地的动机。这部分内
容在第4、5部(即《基地前奏》《迈向基地》)中有详细的过
程，讲述哈里谢顿是如何从一篇论文开始，一步步走向创立
心理史学以及建立基的过程。据说这两本书是阿西莫夫在生
命中最后五年完成的，通过这两本书为他最爱的主角哈里谢
顿立传。我在阅读的时候，也采用了作者书写的顺
序：1-2-3-6-7-4-5，最后阅读的这两本书，让整个系列的情
感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当你从端点星的第一次危机开始，在
经历了基地-骡-第二基地-盖亚星系-回到地球的整个历程之
后，回看恍若神明般的哈里谢顿是如何创立出他那惊世骇俗
的心理史学，颇有有一番滋味。不得不说，小说对人物的塑
造太成功了，读者不仅仅跟着人物经历了历险般的奇遇，更
重要的是感受到了从32岁到82岁这期间人物的成长，相比之下
《三体》中的人物经历乏味的可怜。哈里谢顿在夫铭的期望
下，在铎丝的保护下不断逃亡，不断思考，终于找到了建立



心理史学的可行方式，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自称是记
者的夫铭，不仅仅是帝国的首相丹莫刺尔，而且是传说中的
机仆丹尼尔，而一直保护他的铎丝竟然也是机器人。然而他
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她，并愿意携手相伴，即使她是个机器人，
无法生育。为了保护谢顿，铎丝遭人暗算而停摆，在临终前，
她对谢顿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爱，让我成为了真正的
人类。铎丝的离去成为了谢顿心中难以愈合的伤口，而对铎
丝的爱正是是他研究创立心理史学的动机之一。并不是为了
拯救什么，得到什么，只是因为能够和她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女性角色偏少。读到后来才发现，书中的女性角
色是如此的出彩，各个都是拯救银河系的好手。阻止了骡的
贝妲、鬼灵精怪的艾嘉蒂娅、强权执政的布拉诺市长、全能
少女宝绮丝、以及谢顿的爱人铎丝等等。与《三体》中女性
角色纯为摆设截然不同，每一个女性角色不仅仅活灵活现，
而且都在关键时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对性别的差异以
及各自的优劣势都有着相当精妙的把握。在基地初期，开拓
疆域是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男性角色偏多，性格也都是英
雄式的聪慧与勇敢。而随着基地的发展，象征精神力量的第
二基地的登场，女性的戏份越来越多，甚至最后的男主崔维
兹的直觉式思考，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女性化。而最终出现的
双性人，更让我觉得作者的格局确实很大，不仅没有歧视任
何性别，甚至在思考超越性别的人类会如何发展。

最后想说说我的收获。又要忍不住说，读经典的好处就是每
一次阅读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一遍下来，最大的启发是心灵
控制，它拓宽了我的沟通思路。

[银河帝国基地读后感]

高尔基母亲读后感篇二

一颗处在银河边缘的行星，三次不可思议地度过了毁灭的危
机。



这就是《基地》。

如果让我来说，那是因为人——哈定和马洛。他们在端点星
危机之际挺身而出，作为一个领导人，去成为一个英雄。这
是阿西莫夫所安排的，也是必然发生的。历史的潮流决定了
他们的出现，这是没有人能够阻止的。

正如《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写道：“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
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暗”。

也只有他们，才能带领人们冲破层层黑暗的迷雾，度过一次
又一次的谢顿危机。

因为他们都是英雄。

纵观世界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边，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从
燧人取火到建立中国，从克里斯提尼创建雅典民主制到文艺
复兴。每次重大事件的背后总有一个人。他们要么流芳百世，
要么遗臭万年。其实，他们每个人都一样，只是观念不同而
已。在我眼中，他们可分两种英雄——一种是哈定，另一种
则是马洛。

武力与计谋

首先要谈的是哈定。

他在整本书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那句话——武力是无能者最
后的手段。因此，要讲他，不得不先讲武力。

武力能做什么?

强如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又有长城
这条万里巨龙作掩护，最终还是二世而亡。为什么?因为他的
政治主张是“霸”。以天子为中心，以武力统治国家。这点



从焚书坑儒中就可得知。而过度的“霸”则成了苛政，激发
民怨，秦国因此而亡。而秦国还曾有一位君主，名叫赢荡。
他崇尚武力，并因此自夸。可最后，他却在和他的臣子比试
力量之时被鼎砸死。

这些不都证明了武力在某一程度上的无能为力吗?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他的那句名言：武力是无能者最后的手
段。这句话讲的不仅是武力。还有它的对立面，让哈定一次
又一次渡过危机的计谋。

计谋的一个特点就是应用广。

它在生活中能用，在战争中能用。可以说，计谋无处不在。
战国时期的兵家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孙子的大作《孙
子兵法》。什么走为上策，隔岸观火，瞒天过海种种，都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就连动物也会使用计谋。如在姜戎的《狼
图腾》中，狼是如此的狡诈，会合作，会打围，甚至还
会“飞”。他称它们为腾格里的使者。腾格里即天神。狼对
计谋的擅长可见一斑，甚至强于人。

那么武力是否真的什么都不是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擅用计谋的狼却不是人的对手?答案是每个人都心知肚
明的——因为人有枪。因为人的武力强于狼。当两方的武力
差距不大时，计谋便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如赤壁之战，孙刘
联军依靠苦肉计与火攻以少胜多，成功打败曹操的南下大军。
但如果双方实力在相差大一点。比如给曹操大军配几艘驱逐
舰，那胜利天平上两方砝码的轻重绝对是个定数。这便是武
力的作用。

除此之外，武力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比如哈定在第二



次谢顿危机时的夺权。让星舰上的人发动政变，用武力夺取
星舰，用武力使基地不会被安纳克里昂毁于一旦。

正如书中所说：从前有一匹马，它有一个危险而凶猛的敌
人——狼，所以每天战战兢兢度日。后来，马找到人，和人
一起杀死了狼。最后，人将马变成了自己的坐骑。

如果人没有武力，马就不会与人合作，人永远不能杀死狼;如
果人没有计谋，那他还可能被马杀死。

可惜没有如果。

因此，平时要多用计谋，到不得已时要承认自己是个无能者，
告诉自己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给自己一个使用最后手段的机
会。

毕竟，智勇双全才能赢。

高尔基母亲读后感篇三

银河帝国，一个遥不可及的帝国，在《银河帝国·基地》中，
讲述了一个银河帝国由科技发达、富裕 到逐渐衰亡的过程。

在银河帝国银河纪元11988年，哈里·谢顿出生于繁华的银河
帝国。等他成为老人时，已是一名数学家，他预测出银河帝
国将三个世纪后完全灭亡，准确度98.4%!公共安全委员会认
为哈里·谢顿在诅咒银河帝国，便将他流放于端点星。谢顿
早已以百科全书编书招来十万名数学家，以端点星为基础，
开始了拯救银河帝国的实验。

在基地将破裂时，塞佛·哈定建立了宗教，使人们相信基地，
崛起基地。侯伯·马洛帮助基地扩张，给予基地经济资源。
在他们的努力下，银河帝国有所好转。



哈里·谢顿、塞佛·哈定与侯伯·马洛有着相同的性格：有
担当，敢于尝试，为了后人造福等。这些性格的体现在书中
无处不在。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原本并不认识，最后才能成
为基础的领头人，一直改变银河帝国的未来。

并不能。

所以我们生活中缺的就是这种精神与品质。再想想前几天，
我在画水彩，人们的手部怎么也画不好，不是手指扭歪，就
是比例不正。画一次就满地改一次，带着负面情绪越改越差，
越改越丑，我也丝毫不顾擦橡皮的力度了。生气地使劲儿一
擦，纸破了，不等上身人物的比例多完全完美也没用了。我
沮丧地往床上摊，不顾那幅比损坏也画了。

要是我能把手改一改，不按样品画，是不是就尴了?要是我坚
持地画它，是否就成功了呢?敢于尝试，坚定，坚持不懈，其
中我一点也没做到。

艾萨克·阿西莫夫写出的《银河帝国·基地》仅仅只是讲述
了一件银河帝国由富坠衰的故事吗?不，它还说明了科技与数
学在渐渐发达，变强，但耗用太大了，会使国家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