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实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
总结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
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篇一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一本看了后觉得有些压抑的书，
书本描绘了一个能称为“神奇”的未来世界，由于科学技术
的发展，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
从胚胎到出生前，是在试管里培育的，在试管里，就被给予
了身份的标识；出生后，接受睡眠教育；工作，生活，将按
照固定的模式。

整个社会在我们看来暗淡无光，极其恐怖，“母亲”的称呼
被当作耻辱，因为孩子的培育不是靠母体，而是靠试管，胚
胎的成长，靠的是机械的添加日照，营养剂；孩童时期，孩
子们接受睡眠教育，通过重复养成思维定势，怨恨什么，爱
什么都通过重复的播音形成；以后干什么事情，从事什么职
业按照等级早就固定好了，只需要在那个固定的岗位上机械
化的操作即可。而活在世界里面的人却自得其所，干着从出
生之前就已经赋予的工作，没有反抗，只有快乐，无尽的快
乐，偶尔的不快，也被麻醉剂所抚平。

与之相对的一个世界，是一个被称为野蛮世界的地方，里面
还保存着部分原始的东西，母体孕育生命，爱欲自然表达，
伦理规范依然存在，宗教信仰仍然占统治地位。从我们的当
代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尽管略显落后，但和新世界相比，似
乎多了些人性。



作为反乌托邦的代表作，赫胥黎构建了一个来自野蛮世界但
向往新世界的人，这个人最终又被新世界迫害而死。作者通
过描写“野蛮世界”与“美丽新世界”的矛盾冲突，在书中
对高度发达的，机械化的社会做了批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点：

唯技术论的荒谬。赫胥黎要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思想，技术诚
然带来了进步，但是过分的依赖技术，造成的是人的理性的
丧失。看似美丽的新世界，正是一个技术至上的社会。人们
追求的社会稳定，是通过技术，规定人的一生，限制人的一
切权利，控制人的自然欲望来造成的。从本质上看，新世界
和专制社会在是一样的，试图通过剥夺人的自然权利，营造
一元社会。但事实上，这种寻求稳定的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只能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在协商中
寻求平衡。

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在新世界中，人的一切言行都是受
控制的，不能有异于社会的思想，更不能自由的表达思想。
那些对现存新世界持有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被周围的人所鄙
视，被要求吃麻醉剂，因为麻醉剂能缓解反动的思想，把人
固定在虚幻的快乐中。在描写这种冲突时，作者构建了两种
不同结局的人，一个是中心主任，他是一个怀有新思想的人
又害怕被现存制度抛弃的人，最终，他还是退缩了，另一个
是以穆斯塔法和约翰为代表的，既对现存制度不满，又敢于
站出来表达异议的人，他们换来了最终的自由。不过，因为
逃脱不了来自新世界的人们的打扰，也摆脱自己背叛旧社会
的内疚，约翰还是自杀了。作者安排约翰的命运以死亡结束，
应该是对这样一个近乎变态的新社会的强烈讽刺。

社会离不开道德的约束。赫胥黎所描绘的新世界是一个不靠
道德，仅仅靠程序约束的社会。在新世界，性欲代替了爱欲，
可以自由的宣泄，人们彼此相属，谁和谁都可以。这是如此
的荒诞，所以孩童被教导着玩找拉链的游戏，列宁娜和许多
的人发生了关系，当他爱上约翰时，又是毫无顾忌的像占有



约翰，甚至在约翰面前脱光了衣服。而在约翰所处的旧世界，
人们只能从一而终。约翰的母亲，这个从新世界来的女人，
和野蛮世界的很多男人，受到了女人们的鄙视和殴打。约翰
本人也认为，对一个女孩的追求，要靠劳动，要经受考验，
才是真正的男人，是值得信赖的爱情。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
是值得肯定的。很讽刺的是，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在新世界的
环境下遭遇了困境。约翰爱着列宁娜，但不能接受列宁娜的
爱情观，所以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圈套，并在自己设计的圈
套中选择了死亡——一边骂列宁娜是“”，一边又想着她的
肉体。欲望是应该正常表达的，单纯为了的释放，忽视了爱
的`存在，超越了道德的界限，是可悲的，如新世界，而过分
压制的爱欲，如约翰，也是不健康的。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篇二

书中描绘了一个科学无限发达、秩序极度稳定的乌托邦——
人类的幸福是精英治国下的科学工程，人类的出生由“孵化
和设置中心”用试管和器皿在流水线上精确地操作，“胎
生”成了被淘汰的污秽词汇；人在出生前，被设定成五个从
高到低的等级、不同等级人类将在出生后担任辛苦程度递增
的工作，但无论被设置的条件好与坏，每一个人都乐于接受
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因此感到庆幸和自豪；不愁吃穿，没有
疾病，不害怕死亡，青春永驻，没有衰老和丑陋，人人彼此
相属；想要什么就能立即得到，绝不会想要得不到的东西；
万一出现了不良情绪，也不需要担心，吞几片对身体无害的
药物便能立即忘记烦恼——人民热爱集体、热衷于消费，被
设定为“永远幸福”。

这个世界被设定得“完美”，没有痛苦，没有冲突，没有求
而不得的忧虑，没有面对困境的忍受或抗争——没有强烈的
情感，没有闪耀的思维火花，没有美好高尚的品格。

这个“完美”世界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人类再不需要依靠自由意志去通过个人创造、情感体验、艺
术和美的追求来获得幸福；人自出生就已拥有一切。

刘瑜在序里问，“你还要些什么”，她给出的答案是：通过
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整本书也通过用反讽意味十足的笔触来描绘出的可怕乌托邦，
来证明，真实的自由的人生虽然伴随痛苦，但因此获得的幸
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距离这本书出版已过去近百年，事实证明乌托邦正在慢慢实
现，反乌托邦文学的预言性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啊。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篇三

因为网上的推荐，我翻开了《美丽新世界》这本书，说实话
我其实没有太懂。整本书前期花费了许多篇幅介绍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非常奇特，人由瓶中出生，从出生就开始被设定，
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工种都没有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
就已经被定好，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却被用幸福快乐
来包装。

在美丽新世界里，人就像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各司其职，
除了他们的职责以外什么都不会，遇到问题不会解决只会嗦
麻逃避，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每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行
尸走肉一般地幸福着。

后来，野蛮人约翰的到来才是本书的高潮部分，约翰原本应
该不应该出生，他的母亲是新世界的人，不被允许怀孕生子，
这打破了新世界的规定。但是他的母亲流落在野蛮人区域，
无法回到新世界，只能生下了他。他在原始的环境中成长，
热爱着莎士比亚，对新世界的思想完全无法理解。他喜欢列
宁娜，但是列宁娜完全是一个新世界的人，就跟他母亲一样。
思想道德的碰撞，矛盾的激化使他痛苦却毫无办法。他无法



适应新世界的生活，就如同他的'母亲无法适应野蛮人的生活，
从小的教育、环境不同，接触的事物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思
想。彼此无法理解，无法适应，造成了最后的悲剧。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篇四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在温柔乡里耽于安乐，还是于荆棘丛
中觅得自由？一直以来，我未曾将这个命题纳入思考——直
到我邂逅了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本书令我
惊艳又心折，于掩卷后仍久难平息。

《美丽新世界》得名于莎翁的剧作《暴风雨》中的台
词：“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
头！”赫胥黎用这高妙的隐喻为整个“新世界”蒙上了一层
晦涩的阴影，毕竟这句台词恰恰充满了讽刺意味——说出这
句话的米兰达从小与世隔绝，于是才会在初探人世时便被它
迷住，对等待着她的种种无常乱象一无所知。

我曾以为“安乐”是幸福的至佳量度，而《美丽新世界》则
用堪称绝妙的构想颠覆了我的观念。赫胥黎笔下的“新世
界”如一座虚架在现实世界上空的怪诞浮岛：它物质丰富，
科技发达，可身在其中的人却失去个人情感，没有思想自由。
人们沉溺在和乐的“温柔乡”里，既无反省之思，又无抗争
之实。这个世界看似荒谬之极，却恰令人毛骨悚然——反乌
托邦大师的离奇幻境下，影射的是刻骨的真实。

再稳定的社会都有涌动的暗流，而连暗流都不存在的社会，
只能是混沌的死水，是病态的麻木。而“美丽”的新世界中，
比“死水”更可怕的是被精心设置的“温柔乡”。“新世
界”里，基因设计为每一个人塑造了人生轨道，药物麻醉则
令他们不偏不倚地将这冰冷路途走到尽头。这个世界里，没
有爱情与亲情，婚姻成了匪夷所思的笑谈，生育被唾弃为最
污秽可耻之事。人们用合成药物满足各种身心需求，在肤浅
庸俗的娱乐活动中令自己获得快感。因为“愚钝”与“不反



抗”是写在人民的基因里，于是每个人都达到了字面意义
的“安居乐业”。阶级矛盾不复存在，人民沉浸在愉快的蒙
昧中，勤勤恳恳地侍奉上层，全心全意地化作社会的“齿
轮”。

文中的主人公约翰是个“新世界”的闯入者。作为一个从小
意外流落到印第安部落的胎生子，约翰注定是个不为世俗所
容的“野蛮人”。他对新世界感到厌恶与恐慌，曾不顾一切
地试图击碎它，却在“文明”的铜墙铁壁前败下阵来。他的
观念与行为和“新世界”公民格格不入：依恋母亲，信仰上
帝，渴望神圣的婚姻和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这些恰恰是所有
“文明人”不解而不齿的。

这样一个新世界里的反叛者，注定要激起两种文明的对撞。
当约翰为新世界里的公民赫姆沃尔兹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他自己动情得几欲落泪，而对方却忍不住爆发出狂
笑——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猥亵”，“荒唐”，“滑
稽”的剧作。最后，约翰“愤愤地合上书，站了起来，像一
个从猪猡面前收起珍珠的人，把书锁进了抽屉。”读到这里，
我长舒一口气，原来这疯狂的世界中，至少还有一个人执拗
地拥抱着被人类背弃的珍宝。惟有此时，我才从约翰身上感
到了作为“人”的亲切，这种亲切把我从彻骨的寒意中解救
了出来。

然而，这又是一个更令人叹息的隐喻——约翰，一个令我们
感到亲切的美好人性的化身，一个力图把大家带出囚牢的勇
士，却不过是“新世界”中的`“野蛮人”，一个痴愚又滑稽
的，供人夸张地惊叹取乐的小丑。眼见让人之所以为“人”
的爱与尊严被践踏至斯，我不由得被更刺骨的寒冷浸没。

那么，新世界何以使人面目全非，其根源在于它的价值观。
赫胥黎最令我折服的便在此处——他塑造了一种看似荒诞的
价值，却饱含讽刺的哲思。如新世界的总统所言：“稳定当
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如跟不幸做殊死斗



争那么动人；也不如抗拒引诱，或是抗拒为激情和怀疑所颠
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伟大。”是故，人性中美好
的情感与热烈的冲动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因而被弱化
殆尽。为了维护“安定”，上位者努力屏弃了一切引起人类
感情波动的事物，阻止了爱情，亲情，英雄主义，阶级跃升
的野心，以及对真理至道的渴求。为了保证社会的高效运作，
人们失去了自身多样发展的需要，磨灭了人格里的自由天性。

可是，政府的稳定民心，本质是一种提线木偶式的愚弄。人
们的愉悦欢笑，正如傀儡在嘴角上扬。公民不再是独立的个
体，而仅仅是服从于上级的，精妙的社会细胞。社会的安定
以牺牲个人的人格为代价，科技的腾飞背后埋葬了无数没有
灵魂的躯壳。这是一个最高效的社会，每一个齿轮都被物尽
其用；这也是一个最粗暴的社会，用最廉价的“设置”来换
取虚伪的幸福。

在新世界中，“人”不再有“人”之根本——无人格，无人
权，无人性。这般“美丽”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文明的弥天
大谎；高效运转的社会，正是埋葬了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墓地。
最后，世界上最后的“人”，约翰，被不似人的世人迫害致
死。从此，我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

我不禁想追问，社会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我不成熟的
思考中，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出蒙昧，得以拥有健全的人
格与自由的思想，有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机会与可能。然而人
性决定了社会从来不会趋于稳定，人们在贪婪与无私，懒惰
与进取，狭隘与高尚间博弈，堪堪让社会维持着千疮百孔的
平衡。可即便是这样钢丝般的稳定，也是伟大的。它是泥沼
中开出的不完美的花，小心翼翼地，顽强坚韧地，展露着人
类对美好的希冀与向往。

真正的幸福绝对不是一场大梦。它可以不瑰丽，不迷人，也
许只是荆棘丛中一朵脆弱的花——却极真实，极生动，极鲜
活。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
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约翰对总统说，“我现在
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这才是人间。在人间，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人们也许
终身无法接受对方的思想，在彼此的信仰冲突中内耗。人们
仇恨，宽恕，战争，和解，在激烈碰撞中延续人类文明，从
战场的灰烬中向死而生。

在人间，自由是烙印在灵魂中的终极信仰。人们带着不完美
的身躯降世，却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他们做自己的主宰，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为自己的努力荣耀。
他们不做任何人的傀儡，为自己所执所信征战一生。

在人间，幸福可以艰难而伟大。不美丽的世界里，人们没有
唆麻，没有感官电影，没有能麻痹自己的甜蜜幻觉，没有让
自己热爱苦难的条件设置——可那么多的人，依然拥抱着棱
角遍布的世界，在荆棘丛生的路途上流着血蹒跚前行，时而
仰头，得见天光。

这是荆棘遍布的丛林，这正是人间。

如果可以，我愿意选择落入“荆棘丛”。是的，我要求幸福
的权利，我要求自由的权利，我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我
要求生而为人的权利。毕竟，这世界不尽美丽，可我爱她。

美丽新世界第一章总结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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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