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优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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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一

《基地》系列小说是美国作家阿西莫夫写的一套著作，以其
高精度的预言准确性和科学性著称。“机器人三大法则”是
目前科学家们竞相遵从的定律就是出自其手。而我，首次阅
读了他的著作之一《银河战地·基地1》。

《基地1》是对整个《基地》故事所进行的一个铺垫，讲述
了“基地”组织的创始人——谢顿的'故事。谢顿是心理史学
的开创者和专家，他预测银河帝国的首都川陀将在数年后迎
来毁灭，而银河帝国则将陷入长达3万年的混乱期，期间科技
倒退，民不聊生。为了减轻这场灾难，谢顿组织一个名
为“基地”的科学集团，最终因不能被理解而流放到了端点
星。在数十年间，端点星连遭三次危机，终被成功化解。

这一部分是“基地七部曲”中的第一部，但它在故事的大致
构架上已经基本确定了世界观——银河帝国时期，四王国时
期和巨富们统治的时期。正所谓“基地的义务是保证银河帝
国的科技文化”，不管是在野蛮“四王国”的入侵时期还是
在巨商们的执政时期，基地始终于混乱中不倒。

《基地》的第一部是到目前为止最令我深有感触的一部科幻
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人的心理。在四王国侵略时期，
基地首任市长哈定带领基地人民巧妙回旋，利用拥有核武器



这一点，将四王国的统治者耍得团团转。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二

不同于《银河帝国》的前两部，这部书是第一次看，只能说，
非常的精彩，推翻了很多我在第一第二部中的猜测。

在第二部《银河帝国﹒基地与帝国》中，我猜测谢顿所指的
第二帝国应该是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坚强的政治体系。而在这
第三部中，证明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第二基地的第一发言
者解释，所谓的第二帝国将会由心理学家来执掌整个帝国的
领导权，这样的帝国才会更加的和平而长久。然而，就算这
是第二基地的第一发言者的解释，我现在也不敢确定这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谢顿计划中的第二帝国。毕竟，全书的反转太
多了，保不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反转。

文中有两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一，
艾嘉蒂娅在逃往川陀的时候在售票机上买票，阿西莫夫对这
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其买票的过程与今天火车站的售票机
买票别无二致。科幻小说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得以重现，这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敢说在全世界，但就全中国来说，
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纸化的社会。书中所描绘的售票机自主买
票那都算是过时的操作了，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出行都是网络
购票，身份证直接进站乘车。其二，书中提到的艾嘉蒂娅使
用的听写机，这个我们今天移动端的语音输入的功能是高度
一致的。小说情节与现实交互，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阅读体
验。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将骡对第二基地的寻找，第二
部分将的则是第一基地对第二基地的寻找。不论是骡还是第
一基地，其实都是想要摧毁第二基地。骡想摧毁第二基地是
因为第二基地会阻挡他的霸权扩张，这个非常好理解；而第
一基地想摧毁第二基地，这个就有一点复杂了。其实，大部
分第一基地的人都非常依赖第二基地的存在，他们视第二基



地为实现谢顿计划的底牌，这种依赖之强，以至于让他们丧
失了进取奋斗之心。但与此同时，第一基地的另外一部分人
是非常抗拒第二基地的，他们觉得第二基地的存在使得他们
的行为宛若提线木偶，没有半分身而为人的自尊。而在本书
的最后，他们似乎也达成所愿了，端点星上不再有第二基地
的人，第一基地依旧还是达成谢顿计划的核心力量，殊不知，
这也是第二基地想要达成的。

对于第二基地位置的探索，从第二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三
部的结局中，终于是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已知结果的前提
下反推，其实，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社会学，甚至是第一发言
者所说的“诗意”的角度来解读，第二基地的位置都指向一
个地方——昔日帝国的中枢，川陀。这真的是即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再联系一下第二部中艾布林和第三部中拜耳﹒
程尼斯在得知第二基地所在地时的反映，一切早有伏笔。

现在，第一基地自觉摧毁了第二基地，而这也恰好是第二基
地的目的所在，他们再次隐身于幕后，作为谢顿的幽灵之手
把控全局。第一基地已经有了自己的心理学家和精神杂讯仪，
已有的东西真的会如同第二基地猜测的一样被时间洪流所遗
忘吗？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是否终有一战？迄今为止，仍有
众多未解之谜等着读者继续翻阅下文。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三

一个人要在60岁依然热爱20岁热爱的东西，但不要反对相同
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既能变成熟的同时，也能保持童心。阿
西莫夫做到了，他的方法可以总结成“执着地爱，健忘地
厌”。同时，用一生的时间，认真选择一条趋势，和趋势做
朋友，它能帮你超越所有那些你厌恶的东西，给你带来所有
新鲜的美好。

过年期间因为不停的值班，所以第三次重温了这部小说（因
为一个人怕黑，所以值班一直是开着灯睡觉的，而且还睡不



着）。读完最后一章，仰天长叹，这真是一部有毒的小说，
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三观。不得不写一篇读后感纪念一下。

初识《基地》系列小说是在自己初中的时候，那时自己还是
一个青涩少年。语文老师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书架，里面放着
她爱读的所有小说，有一次上课看《卫斯理系列》被叫到办
公室谈话，批评我看的书太low了。她强烈安利了这本《基
地》，如果我答应不在她的课上看书就借给我读，而且还和
我打了个赌“如果这本书没有卫斯理好看，以后上课随便我
怎么样。”

事实证明，姜还是老的辣，我还是too young too naive。

这本书真的有毒，当时还没有出系列丛书，小说是在“译
林”杂志的每季度特别期刊上刊行的，只有前三部。捧着两
本杂志，看了三天三夜。看完之后，我直接去邮局订了一年
的译林杂志，可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比这本书更好看的小说
了。

这是一个肯定会输的赌。

他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一生著书500本，是一个真正的写
书狂魔，至今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他1920年出生在德国，3
岁的时候和爸妈移民到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投稿，唯一
的爱好就是写作，又有热情又有才能，大学之后阿奇莫夫就
进入了写作的喷涌期，这个喷涌期持续了一生。在72年的人
生里面，阿奇莫夫平均一年写9本书（我连一篇综诉3个月都
写不好），这个记录至今没有人打破。

阿西莫夫开始是为了兴趣写作，30岁之前，他发了很多文章，
在科幻界很有名，却没有赚什么钱。下班之后咬着牙写作，
直到1961年，当时有一个出版社把他写的零散的故事整理成
三本书，同一起名叫《基地三部曲》重新出版，这一下轰动
世界，名利双收，从此辞职回家专心写作。



阿西莫夫写科幻小说就跟我们吃饭这么容易，有一次综艺节
目阿西莫夫为了证明自己有才，就拿来打字机，三十分钟现
场写了一部小说，写完之后看看质量不错，就直接发表了，
真是努力过才知道天赋有多么重要啊。

1988年的时候阿西莫夫已经是世界科幻界的最著名的作家了，
他一共得了六次雨果奖，也得了星云奖终生成就大师，这两
个将是世界科幻的最高奖项了，当时人们用阿西莫夫的名字
来命名杂志，用阿西莫夫模块来命名机器人的人机安全性，
还有阿西莫夫在小说提出的人机三大定律已经成为了家喻户
晓的概念。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不好。但在这时他宣
布开始续写基地，阿西莫夫表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希望我
能写到最后，他希望自己在停止呼吸的时候仍然在写作。如
果死的时候能胖的一下倒在打字机上，头卡在键盘上就好了。
遗憾的是阿西莫夫没能实现他的愿望，最后还是因为身体虚
弱被送到医院，不久就离世了。

阿西莫夫的一生都在写做，早年是靠兴趣写作，中年被读者
和社会推着写，老年是自己主动要写。阿西莫夫把最后时间
留给了基地这不小说，是因为伟人在老的时候都有一个愿望，
希望自己的著作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如爱因斯坦追求统
一场论，孔子追求一以贯之，在文学上，阿西莫夫也在追求
自己的同一场论，阿西莫夫一生著作无数，但有三个系列是
最重要的“机器人系列”“帝国系列”“基地系列”，他希
望用最后的故事把这三个故事变成一个整体。公元30世纪到
公元2000世纪的故事连接成了一个宏大整体。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四

1941年，21岁的阿西莫夫想出了一个崭新的科幻点子：撰写
一部发生于未来的历史小说，描述“星河帝国”衰落的始末。
然后，他在整个40年代，总共为基地系列写了八个故事，后
来都归入《基地》三部曲。



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在银河系如蝗虫般繁衍扩张，直至统一
整个银河，发展成为一个统治超过2500万个住人行星、疆域
横跨十万光年、总计数兆亿人口的庞大帝国——银河帝国。
帝国建国后的12020年，一个刚满32岁的年轻数学家哈里·谢
顿开创了“心理史学”，这门学科能用数学公式准确推演全
人类的未来。谢顿运用“心理史学”，推论出“银河帝国”
会很快灭亡，之后会有长达20000年的“黑暗期”。为了人类
的未来，为了缩短这个“黑暗期”，谢顿在其有生之年分别
在两个地方建立了两个有着各自任务的“基地”，作为以
后“第二银河帝国”的种子。大约150万字的《基地》系列故
事就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

我从去年底开始，陆陆续续花了一个季度的时间，看完整个
《基地》系列。在我看来，这部著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可
取代性：

一是其表现出来的深邃的历史眼光。

谢顿是一名数学家，却跨界以统计、分析、预测为手段，介
入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并创建了一套名为“心理
史学”的数学工具去分析人类的未来。

谢顿认为，人类个体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但是人类群体的
行为是可以通过某种数学方法分析出来的。而成功的分析必
须依赖于两个必须的条件：分析的对象数量必须非常庞大，
以尽量减少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被分析的对
象必须不知道这个分析的计划，否则会多少影响到他们的行
为发展。

“历史从不创新，只是一再重复”。如果可以观其大略，而
不计其余，人类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这一点，我个人是深
表赞同的。

二是关于机器人的一些思考。



在阿西莫夫的世界里，人类对于机器人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
没有机器人的帮助，人类不可能冲出地球，建立起横跨十万
光年的大帝国。机器人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
走向人类的对立面，导致第一次星际扩张失败，地球本体毁
灭。经过漫长的斗争，人类消灭所有机器人，才得以建
立“银河帝国”，并使机器人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禁忌，提
都不能提及。

然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默默守护“银河帝国”到最
后时刻，并推动“心理史学”计划顺利实施，保存人类复兴
希望的， 确保人类缩短“黑暗期”尽快进入全新复兴的，又
恰恰是一个机器人：使用年限达到20000年、功能极其完备、
近乎无所不能的机·丹尼尔·奥利瓦。

《基地》试图说明：机器人技术不发展，则人类没有办法挑
战浩瀚宇宙；机器人技术过于发展，则必然走上挑战人类的
道路，这是1940年代的阿西莫夫就认识到的一个两难命题。
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促使阿西莫夫在另外一个系列《我，
机器人》中首度提出“机器人三大定律”，并沿用至
今，“机器人学”这个名词也因此在人类历史上首度亮相。

三是隐藏在科幻背后关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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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五

仰望星空，天外那浩瀚的银河曾引起无数人的遐想；仰望未



来，人类那未知的前途唤起许多人的猜测。而艾萨克?阿西莫
夫所著的“银河帝国”系列便是其中最明亮的结晶之一。

虽然我只读了其中的一本——《基地》，但已经被它那宏大
的世界观和层层推进的剧情所吸引：这本书讲述的是人类开
启了星际殖民运动进而统一了银河系，建立了银河帝国。一
万年后，哈理?谢顿开创了能够精准推演未来的“心理史学”，
从而预言出帝国即将覆灭。为了让覆灭后的文明尽快获得新
生，他在帝国流放自己的“端点星”上建立起基地，正式启
动了一个伟大的拯救计划。

实际上，我一开始读时是有点失望的，因为这本书虽美其名曰
“银河帝国”，但作者对帝国和宇宙的宏观描写着墨其实很
少，而更多是以许多个人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作支撑来讲
解帝国的政治和科技。我习惯了《三体》这种通过猎奇想象
震撼心灵的硬科幻，《银河帝国》这样主要讲述人文世故的
软科幻确实有些不合胃口，但是，当我深入阅读进去，发现
了它的超凡魅力。

《基地》通篇是以基地的起源和经历的三次危机为线索，串
联起许多中短篇小故事。每篇都是从一个人物的视角讲述他
的事迹和思想，和其他小说常用的“上帝视角”相比，这种
方法表达的内容很有限，也让我初读时倍感困难。但每当里
面的人物以个人的口吻、平淡的语气讲解那令人赞叹的计划，
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时，这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
荡气回肠，却让我领悟到一种与上帝视角截然不同的感受。

这本书主要的剧情就是基地与周边王国产生冲突，以及基地
的几位英雄力挽狂澜。第一次危机起因是周边四王国对基地
的科技虎视眈眈，而基地军事上的弱小而难以反抗。基地的
一位英雄塞弗哈定游说各国，使得他们相互猜忌进而相互制
衡，谁都不敢将基地占为己有。基地又将科技以一种宗教的
形式教育王国国民，于是在第二次危机，其中一个王国的执
政者试图发动战争，结果尚未开战就被疯狂的教徒们瓦解。



第三次危机时，一个禁止传教、售卖技术的科瑞尔星球向基
地宣战，但此前基地一直与其进行科技贸易，贸易的中断使
得科瑞尔星球民不聊生，于是只得结束战争。

威慑平衡、宗教统治、经济制约，仔细一想，这些危机的解
决方案都影射着现实世界，且每一个都印证了塞弗哈定的一
句话：“武力是无能者的最后手段”。确实，在联系了现实
中两国之间的碰撞，我明白了有时动用武力的确未必是最佳
的选择，这也让我坚信《银河帝国》是一本披着科幻外衣的
社会作品。

虽然目前我仅仅读了《银河帝国?基地》，即便它的世界观和
主旨还未完全展现，但是其中幽默的语言风格和绝妙的剧情
发展已经深深吸引了我，这软中有硬的科幻小说也让我体会
到不同凡响的快感。

我期待着去看这一系列的其他十四本书。

宝贝猪的秘密基地的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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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