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通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一

托勒20xx年被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属灵作者，他《当下的
力量》曾是最为畅销的属灵书籍。我去年读完《当下的力量》
后感觉很有启发，立刻发现打坐中“瞬间昏厥”的现象增多
了。

所谓“瞬间昏厥”就是打坐中有一瞬间丧失了思维，但意识
还存在的一种现象。我猜想这就大概和顿悟，或者见到本心
的瞬间相关。

人一醒来，大脑就开始活动，各种念头层出不穷。如果我们
不去刻意观察自己的大脑活动，我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大脑
时刻的运转。有些人刚开始打坐时，发现自己大脑安静不下
来，以为是打坐反而让大脑活动更杂乱。其实这是一个错觉，
没有经过训练刻意观察自己思维的人，经常是不会意识到大
脑的复杂活动，当静心去观察时，才发现里面的混乱。

当我们安静坐下，仔细观察自己大脑的活动，身体的感受，
各种情绪时，大脑的活动就会慢慢减缓。虽然一个念头一个
念头还会不时出现，但在念头之间往往会出现一个思维活动
的空白区间，如果可以抓住这个空白区间，可以找到一种没
有思维的`觉知状态。

这种没有思维的觉知状态是帮助人们觉悟的一个关键。许多



禅师可以在深度禅定状态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还有禅师可
以在无梦的深度睡眠中保持觉知。

我还无法长时间保持思维停止的觉知状态，但感觉一个念头
消失，另一个念头起来时的一种难以言传的瞬间昏厥或许是
是一种相接近的状态。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二

“悲于鸟血而不悲于鱼血，有声者幸也。”

这是在攻壳里学到的话，原文里所说的有声者是指能发出声
音的动物一般更加能够勾起人类的恻隐之心，所以它们是幸
运的。

“如果机器人偶能够表达自我，大概它们会说不想要成为人
类吧。”在攻壳里，素子用这句话来表达人类对于将有ghost
的机器人偶杀死会毫不犹豫，却会因为杀死人类而愧疚，都
只是因为人类能表达自我而机器人偶却只能遵循程序。

放在《来自新世界》里，有声者是指能说人话的畜生，更是
指有话语权的生物。

这种生物，放在现代社会来说，就是我们人类；放在一千年
后的社会来说，那是有咒力的人类。

这么一部好番被万般不理解我是为作者感到惋惜甚至是心痛
的。曾经以为在《攻壳机动队》之后就不会再有能够如此深
刻探讨“人类”二字的番组了，所以看到这部番之后真的很
激动。

心目中top1的动画是《空之境界》，第二是《攻壳机动队》
（eva没看过很抱歉），然后就没有第三第四了，因为暂时这
两部番在我心里甩开了其他番组很大的一段距离。而《来自



新世界》的出现，我心中的top3也终于尘埃落定了，从心底
里感谢贵志佑介。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三

工业时代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众说纷纭。科技把神明揪下
祭坛狠狠摔进了泥土，让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旷世惊呼，
同时，蒸汽机和引擎却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在工业革命的
时代，从流水线上走下的不只是源源涌进资本家口袋的财富，
还有一种对科技力量的.疯狂痴迷、崇拜。因此，在《美妙的
新世界》里，汽车大王福特成为了新的神“福帝”，像旧时
代的上帝一样被人们整日挂在嘴边。

科技缔造了新世界。在那里，连人的繁衍都成为了一种机械
的程序，一个人的命运从受精卵形成的一刹那起便已决定，
此后从出生到死亡，都再无悬念。一切变数，都被深入潜意
识的“设定”抹成了零。人类被分成阿尔法、贝塔、伽马、
德尔塔、伊普西隆五个等级，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印度的四大
种姓——新世界，是一部像方程一样严谨的机器，每一个螺
丝钉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毫不懈怠地运转，而且乐在其中——
这是多少个专制王朝都梦寐以求而没能做到的，焚书坑儒、
独尊儒术、八股取士力所不及的事情，科技做到了，而且做
得近乎完美。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四

这个美丽新世界，人人在可控范围内幸福着，从小被剥夺了
种种权利：自由独立的人格，自主选择人生，拥有情感，激
情，欲望以及生而平等的权利。文学艺术及宗教信仰被禁止，
他们就像经过调控，有序的机器，来维持福帝社会稳定的运
作。他们只需要一点嗦麻就能工作、生活、享受限定范围内
的幸福。

而纵观现代社会，他们缺少的那些，我们都没有被剥夺，但



我们有好到哪里去吗？

当社会产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沦为了维持社会运作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自由，但能有多的自由？有思想，一个人的力量
能走多远？有意志，又有谁想奔着受苦受难去？越是认清这
个社会与现实就越学会妥协忍耐。

这是骨子里刻着的奴性与顺从。从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
但是所有人又都遵循着一系列的规则，自我意愿也是建立在
一定的忍受与妥协的基础之上，仿佛生来就要这样。

那些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高声反对之歌的`苦行僧注定孤独。
往往被无知的人，怯懦的人，冷眼旁观的人当成了异类。

你愿意这样吗？你还要些什么？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五

很多时候看完改编作品再去看原作会失去一些吃惊的成分。
确实，这次读完原著我心里大概是“啊，作者原意和我之前
想的果然一样”这种略微得意的心情。但不能否认我依然受
到了震动，不过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在科幻小说写作的技术
层面。

对于各种变异生物的描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许多真实可信
却又不失新奇的生物设定体现了作者的功底。比如开篇介
绍“牛袋”的那段文字着实令人折服。作为也算半个生物专
业的人，我在读到这些部分时，有点像是重温寄生虫学的感
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生物明明都是天马行空匪夷所
思，又是爆炸又是喷碳，哪里“真实可信”了？其实现实总
是远比幻想更为神奇。比如哺乳动物的三块听小骨，分别由
低等脊椎动物颅骨中的耳柱骨，方骨和关节骨进化而来，而
内耳起源于外胚层的增厚下陷，这些精巧结构的进化演变令
人难以置信。甚至人是由鱼进化而来这一事实本身就有些不



可想象。之所以说本书的生物设定很真实，不只因为里面提
到了很多专有词汇，更是因为它给出了这种生物的起源和其
特殊部分的同源器官，以及特别的习性等等。而且作者的.命
名也很有意思，许多都别有渊源，最典型的就是本书主角之
一化鼠了。

总之，如果是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书中的奇特生物会带来
很大的阅读快感。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六

另外还有一种成为梦魇的状态值得一提。梦魇的学术名称是
睡眠瘫痪症(sleepparalysis)，表现是睡梦中感觉已经清醒，可
以感觉周围的环境，但喊不出话，身体动不了。有时会出现
假醒，就是感觉醒了实际还在梦中，这种假醒可能多次迭代
甚至循环，让人紧张恐惧。但我认为人如果能把握梦魇的机
会，不要紧张恐惧，或许是一个可以更好认识觉知的机会。
因为这时身体其他部分没有唤醒，可以减少对觉知的干扰。

我最近有一次梦魇体验，清醒后感觉自己是睡在床上，但不
知道是睡在哪间房子的'床上，搞不清处于生命的哪一个时期。
这时意思完全清醒，但记不清自己多大年龄，想不起自己孩
子多大，甚至不知道父母是否还健在。可惜我当时心中紧张，
急于要摆脱这种梦魇状态，没能静下心来利用这难得的机
会(记忆系统没有完全启动)来探索自己的觉知。

据说人死后，会经历类似的阶段，大部分人没有经验，会紧
张，不知所措所以错过觉醒的机会从而依照习气进入轮回。
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这种情形下保持冷静，就可以选择来世的
走向。

有些跑题了，让我们回到《新世界》。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七

《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是一部完美的机器，每个人都是这
个机器的零件，维持着机器的运转。人的产生从不受控制的
自然孕育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成为了标准化生产的一部分。
每个人虽然生下来就被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注定要从事某
个工作，但每个人都是快乐的。通过各种化学或者生物手段，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工作，庆幸自己属于当前的阶层。这种
快乐当然也是标准化生产的一部分，相同阶层的人过着一模
一样的生活，享受着同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有一切
可能破坏这种快乐和整齐划一的东西都被毁灭，任何可能激
发人的激情、狂乱的东西都被唾弃，从莎士比亚到爱情都是
禁止事项，毕竟你已经得到快乐。

这种把人作为机器的愿景从古至今都有，从马克斯.韦伯的工
具理性到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实践都有所体
现。资本主义最深层次的逻辑就是效率和生产，如果人能够
像机器一样，那么生产的效率肯定会更高。人类成为社会动
物是自然的选择，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明等等一切在一开始
只是为了维持我们的生存，但当我们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而
活时，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人，生存就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我
们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理性。

社会是我们生存的保障，也是我们实现价值的平台。每个社
会阶段自有它内部的运行逻辑，在当前和之前的阶段我们的
社会需要分工、需要贫富差距、需要阶级分层、需要工厂、
需要人劳动、需要更有效率的生产、需要消费才能维持整个
社会的生存，在社会分工中、在贫富差距中、在劳动中确实
会有人感到痛苦，但是这是当前阶段不能避免的，这就是工
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前提，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
不需要人们劳动就有足够的物质时，每个人才会有真正的自
由去选择自己的价值和实现自己的价值。

但是认同工具理性存在的必要性，不代表我们认同把人物化。



对于什么是足够的物质，我想也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现在
的物质生活相比于几十年前已经是极大的进步，更别说几百
年前，没有理由相信以现在的消费主义倾向，人类会有满足
的那一天。

消费主义和物化是发达工业社会所特有的问题，我们越来越
生活在一个以消费定义人的社会，一个以你买了什么来定义
你是什么人的社会。在一个生产力富足的社会，物质生产的
扩大是靠消费的扩大来维持的，而不是单纯依靠生产力的进
步，所以社会展现的消费主义倾向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人的物化以及
价值选择的丧失，让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
简而言之物质生产是我们实现价值的手段，但在消费主义影
响下它越来越成为唯一的目的，我们的价值变成了更多的消
费。

在行政控制和消费引导下，人们从出生开始就被预定将要消
费什么，以及将要从事什么工作。消费平均主义和政治民主
一样给了人们看似平等的想象，当我们所有人都消费同样的
商品，都有投票权利时，它看起来确实是平等的。

“但这一切都无补于如下事实：个人无力控制有关生死、个
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各种决策的作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
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
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
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美丽新世界中》的人是物化到极致的人，所有人的一切都
是被预定好的，只是为了维持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它确实
给人提供了快乐，但是它也没收了所有人选择价值，认识价
值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八

新年伊始，我坐在书桌前，合上书页，《美丽新世界》几个
字映入眼帘，我的思绪却久久没有理顺，心里波澜起伏。

这本《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用讽刺的笔触，
塑造了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丽新世界”。
在遥远的未来，人们在基因设计与药物麻醉下，失去了个人
情感，失去了思考能力，只是消极被动服从于一种统治秩序。

这是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强烈质疑了表面科技进步的
社会是否真的是美好未来。在本书中，新世界的人们像古印
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被分成几个阶级，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某某
（自己所处阶级）最好的概念，他们没有父母。“父亲”
和“母亲”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最下流的词汇，他
们通过基因设计，一次可以培育出一万五千个以上的成人，
再通过不同阶级的标准将他们催化至不同类型，各司其次的
工作。正如他们世界邦的座右铭：社群，同一，稳定。

书，知识。在这里是严禁传播和翻阅的，没有人想看书，在
他们刚出生时，他们会接触各种书籍，当他们扑上去准备看
时，便会遭到电击，久而久之，他们心中就有了一个印象，
会本能地痛恨书本。说到这里，这个世界的性质已经不言而
喻了——一个依靠科技手段维持统治的极权主义世界。“人
人都属于别人”这句在他们社会关系上被奉为公理的格言也
让这个世界显得更加荒谬。

但这个世界并不只是有他们，野人，或者说“我们这样的
人”约翰与西欧管制官的对话让我们知道，除了约翰，这个
世界的统治者同样知道莎士比亚，知道文学，知道快乐，知
道英雄。而对于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来说，约翰这样的人是不
能够存在的。因为当人们有了情感之后，社会将不再稳定。在
“没有幸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幸福”中，《美丽新世
界》只是后者的一个体现。而科技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未来，



社会必将在这两者中作出一个选择。

新世界这本书读后感篇九

阿道司赫胥黎，其祖父是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由于长期熏
陶个和培养，作者的生物知识功力不浅，书中可见。

作为一本预言性小说，这本书里面的很多东西在现代社会都
或多或少出现了。比如嗦麻（现代叫百忧解），《人类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三部曲里面也有提到书中关于约翰和主管
争论的环节更显出作者对当时和后世的思考。约翰这个人物，
虽野蛮但是和文明反而更来带给我们长久…长久的思考。书
中论点，时隔久远，仍有借鉴意义。

但作为阅读理解小说，里面的故事线过于混乱，人物出场极
少，有些甚至过于片面，甚至约翰这个角色后面的行为举止
觉得…怎么说，有些过于累赘。不是说不理解约翰的举止，
是说那么去描述太浪费章节了。另外，一些主要场景，东西
展开的不够，看得云里雾里。

总之，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欢。但是为作者眼盲坚持写作，
甚至还为人类预见未来的方向致以崇高敬意。

诚挚感谢作者，诚挚感谢出版社，又一次震撼心灵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