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基地读后感(精选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基地读后感篇一

基地则是说写的银河系历史，是科幻小说。里边有个很牛的
理论，叫心理史学，一个很牛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他可以预测银河系的未来。并知道了盛极一时的
银河帝国将会衰亡，并将由此度过长大三万年的黑暗时间，
为了将这个时间缩短到1000年，他组织了一群科学家，在银
河系的边缘地方――端点星成立了一个叫基地的组织，为了
对抗的银河衰亡而战斗着。

基地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整本书由5个中短篇组成。看完这
本书花了我两个下午，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可能还有很多
地方没了解到。第一次只看到前2个故事，到今天花了一下午，
到最后差点看不完，就看快了些。现在有内容都几乎不记得
了。

书里有3个牛人，第一个就是数学家谢顿，创立了心理史学，
可以预测未来。成立了基地。第二个就是端点星也就是基地
的第一任市长，哈定。利用宗教控制了对基地虎视眈眈的四
国，而且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了周围的国家。第三个人是
候洛，出身于基地外的星系，最终却当上了基地的市长，并
用商业战败了最后的敌人，本部书就结束了。

书是写与196几年的，所谓的科幻是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还
是差了很多，至少还没有计算机，不过这并不能掩盖这本书



的精彩，可预测未来的心理史学，虽说在现世不可能成立，
但仍十分出彩，利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国家，这段是本部
书看的最爽的部分，哈定这个人在书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
物。之后的候洛在宗教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解决了第三
次“谢顿危机”。商业打败了武力。

记录一句话：最后使用武力的都是无能者。

看完书有什么感想呢？

1、作者想象力强大，尽管还是早期的科幻小说，却依然有它
的魅力。这个很值得自己学习，只有让自己思维活跃，才能
思考敏捷，更好的理解事物。

2、心理史学，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个理论。不过很含糊，而
且貌似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相对来讲，它的地不亚于机器人
三大定律。可惜这本书讲得太少，谢顿也只露面几次。

3、唉，控制思想，有如此简单么，也许，要认清很多事物，
一定要充分。

4、看下能找到下几部不，这部也只是草草看了下，感触不是
很深。以后再研究。

5、就是这样了。

基地读后感篇二

整部小说感觉像是总分总，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的风格很像，
谢顿和崔维兹都是为了自身的目标，四处游历，许是细节的
角度从个人的旅行入手。而中间的几部分都是落笔于基地大
环境发展，社会变迁。

觉得最精彩的部分还是中间的第一基地、第二基地面对各种



危机的奋斗，场面恢弘，解决之道又极富寓意。而第二基地
和骡斗，掩饰自身存在这两部更是斗智斗勇，让我大呼科幻
还可以写成像武侠小说，别样的观感。

关于心理史学：

如果真的能预测未来，那么谢顿说是1w年的混乱状态，但是
改进以后就是1000年，那他之前的预测就不准了，有种悖论
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可以这么理解，因为1w年是没有将心
理史学这小部分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另一个感受，任何保佑都无谓的，唯有自己自求多福。

比

基地读后感篇三

终于，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利用上下班、等车、等时间在
喜马拉雅将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听完了，震撼于作
者巧妙的构思、宏大的叙事，以及超前的科学思想和意识。
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基地系列小说。

当初一开始能够将《基地》听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开
篇介绍的“心理史学”。这是一个什么鬼呢？这是一套统计
学理论，就像是统计物理，只不过它的应用对象不再是大量
的微观粒子，而是大量的人。换句话说，心理史学可以抓住
大量人类进行互动的宏观规律。这听起来好像非常不靠谱，
但是书中却假设，他的发现者哈里。谢顿不仅为心理史学建
立了精确的数学方程，而且还利用理论构造了一个庞大的谢
顿计划，即在银河系的边缘——端点星建立了一个基地以抵
抗银河帝国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并以此为原点，蓬勃发展
出一个全新的帝国。于是，所有的历史演进全部按照谢顿计
划运行下去。



作为系统科学的从业者，我当然知道心理史学是什么玩意儿。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行为动力学吗？现在，随着大数据
的累积，人们已然可以做到为人类群体行为写出精确的方程
了。例如barabasi的辐射模型可以精确预测两地的通勤人流
量。但是，要知道阿西莫夫是从1940年开始写《基地》小说
的，我不得不佩服他超前的洞察力。

就在我感到略有厌烦和困惑的时候，小说突然来了一个变奏，
出现了骡这个怪物。骡是个什么东东？他是天地造化生出来
的一个变种——基因突变体。这个家伙有一种超强的能
力——能够读取、改写他人的心灵，从而用心灵的力量来操
控整个世界。骡的出现第一次让谢顿的预言失败了（但我觉
得，失败了我反而感觉更高兴呢）。

更有意思的是，骡将基地攻陷了，谢顿计划这就完全泡汤了。
但是，一小批人开始另一套拯救计划，这就是第二基地。据
说，在当年谢顿建立基地的时候，不是建立了一个，而是建
立了两个，一个精于物理科学，另一个却精于心理科学。事
实上，端点星第一基地上的人们根本就不懂心理史学，他们
只是谢顿计划的执行者，而真正的心理史学在第二基地，这
帮人是心灵力学的高手。

到此为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阿西莫夫将这套理论命名为
心理史学，而不是什么人类行为统计学，或社会力学之类的。
原来，这个心理二字埋伏着第二基地的伏笔。这不禁让我联
想到了现在的量子认知科学的研究，我咋感觉未来的量子认
知就是心理史学呢。

于是，第二基地的隐君子们和骡之间展开了一场颇为激烈，
而且尔虞我诈的心理战争。谁说西方人不擅长勾心斗角的？
读一读第二基地与骡这段，你就会发现阿西莫夫如果从政必
然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

然而，最最让我大跌眼镜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谢顿计划其



实压根就不是什么预测，而是一套控制手段。第二基地的心
理大师们可以像骡一样操控人们的心灵，从而通过在关键时
刻影响关键人物而保证了第一基地的发展可以按照谢顿计划
完满地进行下去。

原来如此，谢顿计划压根就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一套控制手
段，心理史学也不是什么单纯的动力学，而是一种控制理论。
这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怪不得，当第一基地的有识之士
们了解到此事以后都要拼了命地和第二基地人死磕呢。

我的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谢顿那么厉害，能凭空创造心理
史学和谢顿计划。阿西莫夫好像了解我内心一样，于是他在
基地三部曲之后，又写了一个基地前传，专门为我们讲述科
学家谢顿的故事。

原来年轻的谢顿也很挫，是一个乡巴佬数学家，在一次偶然
的机会中玩数学游戏搞出了一套谢顿方程，但他自己却并不
相信这些。然而，比较悲催的是，当时的政治人物们却很感
兴趣，因为他们想借心理史学来玩后来谢顿自己玩的这套自
我实现的预言。

就在谢顿百般困惑，躲避事实的过程的时候，一位特别特别
牛b的朋友出现了，这就是浮名。这家伙不仅在各个地方都有
一批跟随他的死党，而且还能起到心灵导师的作用，促使谢
顿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终于全身心投入到了心理史学的
研究过程中。

最后，他的朋友浮名帮助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
个家伙居然是一个老妖精，是一个机器人，居然已经活了大
概2万多岁了。而且他记忆超强，他的头脑中包含了大数据。
于是，在老妖精的帮助下，谢顿终于突破了障碍，建立了心
理史学，并成功构思出基地的解决方案。在这里，小说提到
了那个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而且居然还补充了一个第零
定律。所以，说了半天，人还是太挫了，真正牛的人是机器



人！

到了90年代以后，在读者的百般呼唤下，阿西莫夫再一次续
写了基地系列，于是就有了盖亚与地球的故事。我觉得这部
分的描写更牛。

首先，时间回到了谢顿计划执行了500多年的时候。基地这个
时候已经非常牛了。同时，隐藏的第二基地也将自己隐藏的
很深，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然而，就是在这个当口，
一个端点星的奇人崔维兹却偏偏不信邪，他始终坚信第二基
地的人仍然控制着第一基地的人。于是，在市长的安排下，
他和一个老历史学家佩罗拉特踏上了银河之旅，去找寻银河
人类的共同祖先之地——地球。

在这段旅程中，他们奇妙地踏上了一颗异常神秘的星球盖亚。
盖亚是个什么东西呢？原来她是一个星球，也是一个联合在
一起的超级生命体。盖亚上的河流、山川、树木、人类，全
部都是联通在一起的，他们共享着同样的超级意识。

这让我联想到了阿米巴虫，这些小东西在平时是单细胞的，
但是在食物匮乏的时候，他们就会聚集形成一个全新的生物
个体——鼻涕虫。这就是生命系统，也是复杂系统最让人感
觉振奋的想法——跨越层次的存在。

小说中展开了大量的对盖亚这种超级生物体的利弊的讨论。
最搞笑的一段描述是，当盖亚的一分子——年轻女子包绮思
与老佩罗拉特的时候，全盖亚人都能感受到那股喜悦——完
全一点点的隐私都没有。

目前，很多人开始构想未来的地球将会变成一个全球脑，但
没想到的是这种想法阿西莫夫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做过详细
的讨论了。

更有意思的是，崔维兹他们在寻找地球的过程中，曾经拜访



过各式各样的不同世界。在我看来，这些世界都仿佛在隐喻
阿西莫夫看到的人类的各种可能未来发展。其中有一个世界
叫做玻利亚，非常有意思。这里面的人全部是雌雄同体，而
且他们的头脑中都已经植入了芯片，于是这帮人就可以直接
意念操控外物了。这恐怕已经说对了人类未来的演化方向。
最后，他们在月球找到了一切的真相。原来影响谢顿建立心
理史学的老机器人丹尼尔安排了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盖亚
这个星球的建立。他率领着机器人们渗透到人类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因为受到机器人三大定
律的制约，他们不能伤害人类，而是善意地帮助人类发展。
但最后，他们的能力仍然有限，必须要由人来作出那最后的
第一推动。于是，人类将会朝向一个全银河系都要演化成一
个超级盖亚的方向而努力。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说我对《基地》和《三体》这两部史诗级
的科幻巨著的比较和看法。记得在我刚刚看完三体的时候，
我就兴冲冲地给我们学院的一个法国外教推荐这部科幻小说，
他听了听我的介绍，就说你应该看基地。看来，基地对西方
人的影响超大。而且，这也说出了这两部小说的相似性。他
们都是以大宇宙这个尺度为参考，都在用各种途径探索人类
的未来。

相比较来看，三体的故事性成分更强一些，而基地的科学探
讨的成分更强一些，但是故事性稍差。也就是说，如果你想
看完整的故事，那么首推三体。如果你想看关于科学的不严
谨探讨，那么读基地更合适。

云彩冠生态疗养基地

熊猫基地导游词

简爱优秀读后感

《简爱》优秀读后感



基地建设的医学检验论文

实习基地协议书模板

宅基地房屋赠与合同

宅基地侵权起诉状

基地读后感篇四

基地则是说写的银河系历史，是科幻小说。里边有个很牛的
理论，叫心理史学，一个很牛的数学家，他发明了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他可以预测银河系的未来。并知道了盛极一时的
银河帝国将会衰亡，并将由此度过长大三万年的黑暗时间，
为了将这个时间缩短到1000年，他组织了一群科学家，在银
河系的边缘地方――端点星成立了一个叫基地的组织，为了
对抗的银河衰亡而战斗着。

基地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整本书由5个中短篇组成。看完这
本书花了我两个下午，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可能还有很多
地方没了解到。第一次只看到前2个故事，到今天花了一下午，
到最后差点看不完，就看快了些。现在有内容都几乎不记得
了。

书里有3个牛人，第一个就是数学家谢顿，创立了心理史学，
可以预测未来。成立了基地。第二个就是端点星也就是基地
的第一任市长，哈定。利用宗教控制了对基地虎视眈眈的四
国，而且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了周围的国家。第三个人是
候洛，出身于基地外的星系，最终却当上了基地的市长，并
用商业战败了最后的敌人，本部书就结束了。

书是写与196几年的，所谓的科幻是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还
是差了很多，至少还没有计算机，不过这并不能掩盖这本书
的精彩，可预测未来的心理史学，虽说在现世不可能成立，



但仍十分出彩，利用宗教传播科学，控制国家，这段是本部
书看的最爽的部分，哈定这个人在书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
物。之后的候洛在宗教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解决了第三
次“谢顿危机”。商业打败了武力。

记录一句话:最后使用武力的都是无能者。

看完书有什么感想呢？

1.作者想象力强大，尽管还是早期的科幻小说，却依然有它
的魅力。这个很值得自己学习，只有让自己思维活跃，才能
思考敏捷，更好的理解事物。

2.心理史学，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个理论。不过很含糊，而
且貌似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相对来讲，它的地不亚于机器人
三大定律。可惜这本书讲得太少，谢顿也只露面几次。

3.唉，控制思想，有如此简单么，也许，要认清很多事物，
一定要充分。

4.看下能找到下几部不，这部也只是草草看了下，感触不是
很深。以后再研究。

5.就是这样了。

基地读后感篇五

在整个《基地》系列里，阿西莫夫大约描述了30个左右的星
际文明。这些文明，都各有各的特色，如果我们忽略科技的
因素，就会发现这些表面千奇百怪的文明，其现实基础仍然
是1940年代的世界各国，只是在星际文明这个大背景下，阿
西莫夫从艺术的角度对文明的特质进行了浓缩、提炼和极端
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基地》系列中创造岀来形形色色的
星际文明，犹如《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小人国、女儿国、



犬封国、聂耳国一样，可以当成一本奇异游记来看。

在三十多个星际文明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盖娅和索
拉利文明，它们一个极度统一，一个极度自由，基本上就是
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两个极端。盖娅文明的进化使得包括有
机物、无机物在内的整个星球可以通过意识连结成一个整体，
所有的意识都可以实现共享;每个个体既是个体，更是共体，
以集体意志为意志;在离开母星体以光年为单位的距离后，个
体仍然可以接受整体的意识和意志，从而实现极度的统一。

索拉利文明展现的则是极度的自由：在一个三倍于地球面积
的星球上，只生活了几千索拉利人的成熟体，他们的肉体进
化出一种命名为“转换叶突”的能量转换器，一个个体所转
换的能量足以支持成千上万的机器人用于管理领地事物;他们
信奉“他人即是地狱”，就算同类也互不来往，大事以电波
形式协商;极度的向往自由让他们甘于居住于地表之下，而且
不谋求任何形式的扩张;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和外界的接触，
他们甚至进化出雌雄同体，真正实现了绝对的自由。

在《基地》系列最后一本《基地与地球》中，阿西莫夫设计
各种场景和反复讨论，似乎是试图说服读者(或者是他自己)，
盖娅文明的组织形式虽然和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完全背道而驰，
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在最后，他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场景，
通过号称拥有“不需要完全信息就可以做出正确选择”天赋
的崔维兹选择用盖娅或者索拉利为蓝本建立人类新秩序，结
果他选择了极度统一的盖娅模式，其原因就是，在即将到来
的宇宙侵略中，我们需要统一意志!

也许，这就是阿西莫夫借《基地》系列、“心理史学”以及
崔维兹，来对自己关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思索做出一个结
论。如果考虑到1940年代欧美各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全人类联
合起来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极度的集中因而可以理解。那么，
如果阿西莫夫能一直生活到今天，他会怎么设计这个科幻寓
言的结局，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基地读后感篇六

?基地》讲得是银河帝国从繁荣走向衰弱的故事。作者以他天
马行空的想象以及深入的研究写下这一本书。书中，作者细
致刻画了人物的特点与性格。比如哈定，他不完全相信权威，
而是会自己独立思考，提出疑问，从哈定说的：“这无异于
一种病态——一种条件反躲，遇到需要向权威挑战时，自己
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完全关闭……”这一段话中就可以见一斑
了。

?基地》中对未来的科技以及人物的描写，使我感到惊叹。当
时的整个银河系中，居然有将近二千五百万颗住人行星，而
且在川陀，竟然住着一位开拓了“心理史学”的伟大的数学
家——哈里·谢顿。谢顿可以推算出未来所发生的事，他推
出在未来，川陀会毁灭。作者在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上
了百分率，更让人感觉到这个科幻故事的真实性。

作者阿西莫夫的对未来事情的大胆想象与细腻的描写让我感
觉到这些未来的事情仿佛就近在眼前。帝国从繁荣走向衰败，
以前曾发生过的事情，在未来又“故伎重演”，这是因为在
未来人类还是一如从前的贪婪，依赖。作者通过书写的方式，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新奇的科技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
现代社会及人类的不足之处。

这本书不但故事情节新奇有趣，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写作手法
也让人感到新奇。那就是作者在书中插入的《银河百科全
书》，让这个故事更加完整。

?基地》里的情节，描写及写作手法，让人难以忘怀，仿佛身
临其境一般。

基地读后感篇七

“川陀的太阳首次出现的时候，看起来只是一个明亮的白点。



”这是科幻小说《银河帝国：基地》中的一个场景，也是壮
阔未来景色的一隅。

这是一部震撼而又优美的“太空歌剧”，其作者阿西莫夫作
为科幻泰斗的宏大构想在字里行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本书讲
述了“基地”组织创始人哈里·谢顿的故事。他开创心理史
学，并预言了银河帝国的毁灭。为了减轻这场灾难，谢顿在
被流发至端点星时成立基地。往后的数十年间，端点星发生
的三次危机都被人们的智谋化解——三次危机，三个故事，
彼此联系，绘出历史长卷。

初读之，不太习惯它的行文；细读之，才发现原来幻想的世
界也能如此完整而多彩。这部歌剧的动人之处在于它逼真的
描写——广袤的太空背景、科学家、反叛者、官员……无一
不跃然纸上。时而严谨、时而诙谐的文字把我逐渐引入故事
的内核。作为七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不仅引人入胜，还奏响
了人类未来远征的序曲。它作为一部科幻作品，涉及了心理
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元领域——这大概是源于“机
器人三大法则”之创者阿西莫夫的渊博知识。那些合理大胆
而又栩栩如生的构想令我神往，意识仿佛置身于太空商船巨
大的舷窗前，瞭望浩瀚无垠的星海。

当我了解到这部作品诞生在美苏冷战背景下时，更体会到这
部作品的丰富内涵。在四王国侵略时期，基地首任市长哈定
利用为数不多的核武器，对峙周旋中未动干戈却能善谋巧略，
以少胜多，成功保护了小小的端点星——人物的智慧与时间、
背景、战争、想象契合成一只上下飞舞的风筝，凌云在现实
之上又与现实牵连。基地借势而生，输出文化，也经历贸易
战和资源危机……它多么像一个真正的国家，在一次次磨难
中茁壮成长！

一个个危机，之于国家，是由弱到强的必经之路；之于个人，
是人生苦修的千锤百炼。再想想我们眼前的繁华盛世，又怎
么不是无数狂风暴雨洗礼后的珍贵战果！但挑战从未停止，



看看现在的中美关系摩擦和不久前的中印边界的短兵相接，
我们的祖国始终需要遮风挡雨的卫士。作为肩负时代使命和
责任的青年，我们也应像书中的一个个英雄那样勇敢迎接历
史潮流，茁壮成长，奋力搏击下去。

?基地》也许不像许多“硬核科幻”那样不断展现千奇百怪的
先进设备，它似乎更像在娓娓而谈一段往事，细致而又曲折，
让人常常有“上帝视角”之感。其实，这样的俯瞰也让人意
识到人类虽然渺小，但从未停止过与命运的抗争。谢顿的远
见，既是作品的线索，也引发了我的一次哲思：每个人的拼
搏，都是点亮文明的星星之火。

?基地》，一曲回响星河的交响乐，一部撼人心魄的歌剧，黑
暗有界，未来无边，每个人的未来都将是一部《基地》，我
们当以奋斗为笔，锐意书写绚丽的'篇章！

基地读后感篇八

今年看的书中最好的是基地三部曲。以后有时间会补全系列7
部和英文原版。有些人说给人太硬，科级描述和剧情都太密
集的感觉，不适合科幻小说读得不多的读者。我是觉得习惯
之后还是很带感的。

基地系列是阿西莫夫最主要的作品，他的其他一些名作如我
与机器人因为也在同一个世界设定里，有时算作基地系列的
一部分，让这个系列变得很庞大。第一部发表于1951年，在
科幻小说里算是很古老的作品了。因为太早，所以对科技的
描述现在看来已经有点偏了，不过不影响阅读感受，因为基
地系列的故事核心是人和历史，唯一的科技核心是一种虚构
的数学，所以作为科幻小说很难得的放在任何科幻设定里都
一样好看。

引子开始在一个叫银河帝国的地方……这种星球大战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是一个只有人类存在的占据全银河的社会，



文明发源地因为历史太久已不可考。有一位叫谢顿的学者发
展出一个统计学/社会学分支叫心理史学，在人口足够大的前
提下可以有一定准确率的预测出社会的未来状况。然后他和
这门科学的其他学者意识到帝国不可避免的要在几十年内开
始进入衰退，并对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科技会失传，
人们会陷入混乱恐怖的黑暗时代，直到数万年后才会有下一
个帝国达到现在的水平。于是他向统治者进言，帝国的衰退
是无法挽救的，但是如果按照他的规划建立两个只有数万学
者和他们家人组成的“foundation”，在帝国完全衰退前编写完
一部百科全书，就能保存人类文明，并把过渡的黑暗时期缩
短到一个千年。两年后谢顿就老死了，故事也正式开始于50
年后的其中一个基地，位于银河边缘的端点星。一千年整后，
端点星成为第二帝国的首都。基地三部曲描写的就是这千年
中的前五百年。

基地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有历史感。虚构小说能写出这种感
觉的不多。历史在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里迅速的前进，一章里
拯救基地的英雄在下一章就已老去或者作古，而下一代的人
物们会传颂他们的事迹，引用他们的名言。唯一称得上主人
公贯穿故事始终的技术宅谢顿，只在引子里露了个脸就死了，
之后就只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出现……这个引子还是作者后
来集结成书的时候补写的。这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设计让整
个系列充满沧桑感，气魄很强大。历史感除了时代的更迭速
度，还有反复强调的历史的必然性。每个危机的出现都是谢
顿计算过的按历史必然出现的情况(至少在误差不严重的时
候)，目的是逼迫基地的人们作出那唯一的可以使基地突破危
机的选择或变革，使得基地可以继续精确的沿着设计好的道
路前进。

另一点是社会真实感。书中描述了帝国分解后的各种各样的
社会，各种组织形式，经济状况，科技水平。虽然没有很刻
意的详尽描述，但是提到过的细节都真实可信。封建王国，
教会，民主市政府，自称人民朋友的独裁者，商人协会，都
在像样的运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