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 未来简史读后
感(汇总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一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看完尤瓦利·赫拉利的《未来简史》。
这本书给出了明确的思维导图，章节分明，主旨清晰，作者
不遗余力在每章前都交待本节的内容、要解决的问题，所以
道理说不会带给我阅读的困难。相反，这本书没有任何阅读
困难，而是涉及的内容太宽、观点太新颖，以致我需要花更
多的时间去吸收每一个观点，对该书，我整整摘寻了10页的
精彩内容。我可能将它当作一本教科书对待了，但无疑它比
任何教科书都引人入胜，作者广博的知识、见解独到的观点
让我叹为观止，比他的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有过之而无不
及！所以读完该书后，我也遇到一个难题：我好像没法写出
读后感！因为这本书，更像一本利用大量科普性知识论证现
实与预测未来的书，全神贯注去挖掘并推翻作者的一些可能
存在问题科学知识，或者直接质疑作者各种结论（正如很多
书评家一样），这些都是吃力不讨好与枉费心机，而且这样
做没有意义，因为吹毛求疵总比创造更容易，作者也告知这
是一本关于预测的书。

该本书的脉络非常的清晰，阅读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所有这
类型的书都这样，那就好了，作者完全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
一步一步为读者提供丰富有营养的内容。它讲述了人类历史
已经克服的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并提出了人类新的
议题——长生、快乐与幸福、神性，后面讲述是人类与其它
动物的本质区别——利用虚构故事，互为主体建立有意义之



网，赋予世界意义。由于科技的兴起，人的信仰开始发生改
变，有了宗教与科技之争，人文主义所谓的灵魂、心灵、自
我被科技的力量击破，数据主义开始成为人类的信仰，由数
据进行自我的解释，而不是交由神或自我。最后，由于智能
或智神的出现，普通智人会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权。正如上面
的说的，作者在该书使用了大量历史、物理、生物、心理等
各种科学知识去论证，并且观点新颖独到，特别是以下观点，
让我印象深刻并有另一番的感悟。

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类可以利用虚构故事，互
为主体成为组织。能够虚构故事，成立组织，也成为人类一
部分脱颖而出凌驾、控制或左右其它人类的根本原因。为什
么大量奴隶可以食不果腹、生不如死的为君主服务？是因为
君主虚构了神；为什么大量的士兵可以为小部分政客上战场，
丢生命？是因为政治虚构了国家。很多人可以会说，是因为
与政客拥有军队与权力，可以压制所有的反抗！但不要忘了，
让人民与奴隶心甘情愿地服务、纳税、上战场靠压制是不行
的，只能靠虚构的故事，让他们共同相信一个不存在的实体，
他们才心甘情愿。现代公司文化管理也是这样，靠制度与流
程不可能完全解决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归属感问题，但
靠文化可以，而文化就是需要讲故事，传递故事里面的价值
观，以此引起员工的认同感与使用命。但实际上，企业只是
想你帮它赚更多的钱，当你上了年纪，行动力下降，即使一
厢情愿觉得与公司的价值观无比的吻合，也会遭到企业的无
情抛弃。

科技越发展，人类就越落后！很多人以为，科技是人发明出
来的呢，怎么有这种说法？应该是个人与部分都是创造了个
别或部分先进的技术，而由个别或部分先进的技术组成的整
体科技，是由很多人协作完成的，整体科技不由个人完全掌
握。所以，一个神经学家可能不熟悉计算机专家的`工作，这
不影响这两者配合制造出智能ai，但他们也不会了解这个ai所
有的知识。所以整体科技发展得越快，越将人类远远的抛在
后面。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知识的悖论，人类拥有的先进知



识越多，越快走向落后。知识的悖论是从书中看到的，作者
认为，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
变了行为，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我们拥有越多的数据，对历
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历史的轨迹就改
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而我是从知识的整体
优越性的角度出发的。

科技的兴起，首先是将人类解构，或者是人类本身就是分割
的，只是科技越发达，越就有可能将人类分割的各个部分解
构出来，呈现为数据，这甚至包括意识、思维。这就会起到
一个很大的对现实信仰的冲击，不管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其它宗教，因为当一切都可以用数据解释，你凭
什么还要去相信“神”；如果数据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为
什么还要去了解“自我”，数据会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如
果数据能告诉你正确的决定是什么，集体决策还存在的意义
吗。因为自由主义是以自我出发，社会主义是由他人出发，
数据主义要求从数据出发，一切交由数据决定，数据才能给
出正确的答案。正如作者所说，生物本来就是一套算法，我
们现在只是对算法了解得不太深而已。

科技的兴起，除了出现数据主义的信仰，还将可能导致一个
终极问题，到最后，人类在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态是怎样的？
首先可能是与人类完全不同的一种形态的存在，包括身体、
意识都只是另一个形态，这个应该不能称为生命。简单的打
个比方，比如现在的电子、机械设备可以理解为这个形式的
低层次生命，更高级的是一种智能形式，完全的自动化，不
再依赖人类便可生存与繁衍。这种智能的意识是我们无法理
解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认为机械没有意识一样，即使这些机
械有着无数逻辑电路，能交互作用接收与产生信号，正如人
类的意识是生化作用来出的，每个意识都是神经细胞与神经
回路作用的结果。这种高级形态的智能，拥有我们无法理解
的思维与意识，拥有各种简单与复杂的结构，他们比人类更
了解人类，因为他们能更容易地理解生物算法，亦能创造其
它更高级的算法；第二种形态，能与人一样的思考，却有不



同的结构，可以称之为类人类；之所以有类人类的出现，亦
是因为数据的模拟，当感觉、思想与体验都可以形成数据，
对应的算法能够被识别出来，如果它在电脑上运行这套算法，
处理这种数据，那是不是电脑变成了大脑？这就是类人类，
能够像人一样的思考，身体却可以得各种结构；第三种形态
就是人类身体的改造，包括大脑与身体的改变，更高级的认
知水平与智商水平，半人半机械结合；第四种，就是保留现
代人的模样，当然，当出现上面三种形式的生命时，现代人
的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回到书中作者提到的一个问题：人类的新议题是什么？当人
类信仰数据主义，当以上几种生命形态出现，所谓的长生、
快乐与幸福、神性也许将变成变普通的存在，永远流动的数
据就是长生、没有痛觉的数据就是快乐与幸福、能理解一切
的数据就是神性！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二

看完未来简史后，我慢慢了解了很多。过往人类担忧的饥饿、
瘟疫、战争三个历史难题正逐渐消退，这些已经不在是威胁
生存的重点。人类新的烦恼，纠结于心的变成了健康长寿、
快乐、神性。

第一点是技术问题，未来技术的发展可以慢慢的解决人类健
康危害，以达到可以长寿的目的。后两者则是人类的心灵感
受与心理素质。而后文则是将后两者也并为技术问题。即使
人类的灵魂、自我、内心等问题，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能源技术去改变。让人类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技术
可以改变的都不将是困恼人类的问题。

可作者通过本文也承认当前人类对与科技水平的提升、开发
还是非常欠缺的。很多科技的提升也在无意之间破坏了自然
生态。我们从旁观都的角度去猜想，作者列举的成果也是为
了支持他的自我观点。



当科技的发展，劳动力又有什么用呢?所有的`工作都不需要
人类，机器人的发明会代替一切。无论种植、建设等所有一
切的劳动力都将剩余，穷人也将变的更穷。但是在那时，富
人的财富又有何用呢?因为穷人太穷，没有消费能力，富人的
生意也越来越少，无论工厂还是任何工地都没有人操作。富
人就算有财富那又有什么用呢?因为穷人的消失，那些所谓的
富人也会论为是“穷人”。

这些都是想像，就算科技在神速，演变与进化是一个非常漫
长的过程。而支撑人类往前发展的者是——理想及信念。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开始就讲道，人类原来的议题是饥荒，瘟疫和战争，
新的议题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不得不说作者的提炼和
概括能力真的满分，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作者在写作的过
程中，总是强调一些新的观念，反复提及，以免读者忘记。
其实这样的书写方式，是顺着读者的思路和疑问往下写，所
以看起来很流畅，便于理解和接受。不得不说作者从宏观角
度谈历史与未来的能力真的是很高，但这本《未来简史》有
着比《人类简史》更浓厚的个人色彩。当个人色彩足够浓厚
的时候，他回事一个很好的观念和立场，都是否全盘接收还
看个人的理解。书中关于算法的说法，还有对未来发展的畅
想，都基于了现在科学的发展。确实现在有观点认为，以后
人从事的'工作可能更偏创意与娱乐。可是看看书中的例子，
哪怕是那些艺术性的工作，人类也不一定就做的比机器更好。

科技的发展是否会继续如此迅猛，还是会进入瓶颈期，这个
只能让时代的发展给出真正的答案，但书中有些畅想和假设
确实有些超前和遥远。所以这虽然是一本很棒的书，但我不
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人才，所以看看这本书可以开阔思路和
眼界，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希望我一如年少般敢拼敢想，愿
我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四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
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机遇。可能就像，原始人类
学习了用火，智力突飞猛进。现在的人工智能，又会给人类
带来一场新的变革。

绝大部分平庸的人类，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
分人类，在与人工智能对抗中，能进化为特质发生改变
的“神人”。

以后的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

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
能的分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
了解自己。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五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是一本引人思考
的书，同时也极具杀伤力，足以毁灭你的三观。

阅读这本书之前，也许你的三观是这样的：人是世界的主宰，
人的意志需要被尊重和保护，自由、平等、博爱是大多数人
信奉的普世价值观。

阅读这本书之后，你的三观或许变成了这样：数据是世界的
中心，人生只是一套生化算法，哪里有什么自由意志？哪里
有什么价值？一切都是虚构的故事。

未来究竟是个啥模样？

人类将长生不死。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等领域的
飞速进展，让人类战胜死亡变得越来越乐观。



幸福快乐将由人类自己掌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痛苦将从
人类的体验中彻底消失。

智人变成神人。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把自己提
升到神的地位，力量、性感、智慧，如果你想要，都可以购
买。三条通神路径：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
工程。

分享作者的几个观点：

人类超越其它物种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想象力，人类创
造出抽象的主观世界，如国家；一是大规模合作的能力，通
过语言、文字等工具，人类的合作规模几乎没有边界。

人文主义受到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挑战。人文主
义崇拜人类，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人类体验为宇
宙赋予了意义，人类的自有意志是最高权威。

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

书中提到的几个印象深刻的事情：

1、两个自我

人类有两个自我：一个体验者，一个叙事者。体验者感知每
时每刻的意识，但没有记忆能力，不会讲故事；叙事者唤起
记忆，讲故事，做决定。

2、《剑桥意识宣言》

2012年，神经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在剑桥大学签署：“各
种证据均指出，非人类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结构、
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并且能展现出有意图的行为。
因此，证据已充分显示，负责产生意识的神经基础物质并非



人类所独有。”

3、《动物福利法修正案》

2015年，由新西兰议会通过，在法律上承认动物也像人类一
样具有情感。该法规定，从此必须认识到动物具有情感，因
此在畜牧等情境下，必须适当维护动物的福利。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六

刚开始看完书后，似乎完全认同了作者的观点。即使觉得作
者的观点让人很不舒服，但也提不出反驳的意见。特别是现
实的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人工智能的热潮：世界顶级的物理学
家霍金也在不断的提出，未来机器人会取代人类，人类必须
警醒，要想出必要的对策。创造了特斯拉、spacex可回收火箭、
时速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高铁的美国的怪才马斯克也提出，
未来机器人会取代人类，而人类的胜算不超过10%。再加上自
主学习的机器人只用三天的自我学习就击败了曾经战胜过人
类的国际象棋机器人，人类对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感到了
震惊；人类的未来真的只能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或者被机器人
消灭吗？人类的历史命运到创造出人工智能后就完成了吗？
人类的使命就是收集信息加工成数据后就结束了吗？虽然这
些结论让人不舒服，但作者的推论就是这样，并且似乎证据
确凿，不容置疑！

人类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类的价值靠什么体现？人类
的祖先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他们一直在问自己三个问
题：“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
到那里去？”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生命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而这个问题至今人类也没有得出清楚的答案。在这个
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人类不是看到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曙
光，而是听到人类就是生化算法，是和无机算法一样的，并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按照作者的推论，人类的作用就是去感知自然、科学和社会，
将这些感知转化为数据，或者说就是一种二进制的信息，提
供给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人类的使命就到处为止了！

书中写到，一旦智能机器人发展起来，机器人就会消灭人类，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怕人类拔去他们的插头给他们断电，这
个原因似乎也太小儿科了。机器人需要能量，并且为了更大
范围的活动，机器人首先必须解决自身的能源问题，而目前
来看，充电的方式只能是小儿科的思维。

如果智能机器人的智慧远远超出了人类，机器人解决自身能
量问题应该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并且也有最现成和简
便的解决方案。人类已经利用的核能就可以为机器人提供最
好的解决方案。并且机器人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们不惧
怕辐射。目前人类所有核能的应用最复杂、最关键的工程内
容就是要保护人类避免辐射，防止出现事故时核的泄漏，以
及考虑战争时可能被攻击而造成核泄露。所以目前人类核能
利用的更多工程都是为了保护人类免遭核辐射的侵害，而不
是更高的提高核能的效率，更好地发挥核能应有的作用。

但机器人不怕，他们完全不需要做这种防护，因此他们可以
更加容易的获得这种可持续的能源来支持自己的活动，而这
种辐射正可以自动消灭人类，机器人还用担心人类吗？当机
器人选择核能时，人类应该怎么办呢？隔离他们还是不让他
们具备这种能源供给？这些最简单的问题人类都没有思考清
楚时，我们谈论机器人取代人类或者消灭人类的问题似乎为
时尚早。

特别是当我们人类还不理解生命的意义时，就认为有机生命
会被无机算法所取代，这个跨度似乎也太大了。事实上，到
目前为止人类还不能创造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我们最多只
能对一些生物的基因进行修改和部分重新编程，然后放回到
原有的生命体中，看部分的基因改动会对该生物带来多大的
影响。这与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人类主动去创造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
们要创造它？它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给更高一级的生物提
供食物，还是自成体系发展、繁衍和生存，这些问题正如问
人类一直再思考的那三个问题一样，我们还无法回答，因此
我们也无法创造出新的生命。在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清楚之
前，谈论人类会被机器人取代似乎太早了一些。

因此，简单的认为机器人会取代人类，只是一种幻想，甚至
是一种误导。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中，创新工场的创始人李开
复博士在接受ft的采访时，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赫拉利只是
一个历史学家，他应该多研究他历史学范畴的内容，对于人
工智能，他不懂！因此也不应该随意推测，不应该去误导大
家，请停止煽动人类对ai的恐慌。

我还是相信专家的判断，人工智能是在某些方面会超过人类，
就像机器制造取代手工制作一样，在质量效率方面都超过人
类，但思维和感觉方面，机器人超过人类似乎还为时尚早。

未来简史全文读后感篇七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以一部《人类简史》在全球范
围内形成影响力，书中提出：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区
别于其他动物的物种，是因为人类拥有强大的创造能力。人
类社会现存的国家、宗教、企业等都是基于生存过程中的需
求，描绘、构建，并逐步形成的。回顾完人类演进的历史，
赫拉利在2016年对未来进行了畅想，今年1月《未来简史》在
我国发行，出于对人类未来演进的好奇，我阅读了这本书。

该书对数千年来人类面临的三大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包括
饥饿、战争、瘟疫。现在这些问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控制，
在赫拉利的构想中，人类将会把决策和工作逐渐交给机器和
算法来完成。人的幸福感是由生化机制所控制的，所以生物
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获得持续的幸福感。而且，利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可以编辑自己的基因，完成进化，从而使人类意志



逐渐走向终结。比如美国军方正在检测的“经颅直流电刺激
器”头盔，可以帮助士兵在作战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而专
注，由此可见人类将于机器结合成为具有更高能力的物种。
人类可以借助机器克服自身的缺陷，提高原本不完全具备的
功能。本书对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的推崇程度
极高，顺延着作者的逻辑，人类在新的一轮科技革命之后将
出现新的一个群体，即无用群体，这部分人的价值并不能够
发挥出来，机器可以替代他完成各种任务，并且他们的生活
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机器的影响。

我觉得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展望未来时更多的关注技术
进步获得影响力，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对于科技进步的过分
推崇而降低人类存在的价值，这是有待商榷的。结合两本书
的内容，我跟随作者了解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回顾
人类演进的历史，人类能够克服自然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并
战胜更加有优势在林生存的物种而存活下来，这是人类不断
的创造工具、使用工具、创造语言、展开合作的结果。人类
不是生物系统中最强大凶猛的物种，但却是最有智慧的物种。
展望未来的人类发展，人类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将逐渐减少，
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将其转化为有利因素。
人类会越来越多的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生活生产的方方
面面，但人类社会中人的自我意志和作用还会占据主导地位。

我跟随作者感受了人类发展这么宏大的问题，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感受人类经受的困难和蜕变，以及人类以后可能经历
的神奇转变，突然把自己担心的小事儿、遇到的小困难，看
的不那么重要了。每个人其实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安安心
心、努力做更好的自己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