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流浪地球读后感(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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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
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流浪地球读后感篇一

我睁开眼睛。

窗前的树梢上传来鸟儿脆响委婉的啼鸣，风撩起纱窗，微凉
的手指头抚上我的脸孔，太阳通过落叶的空隙在我的桌子洒
下斑驳光与影，光源碰触到装着琥珀色茶叶茶的玻璃杯体现
了千万斑斓的颜色，深深浅浅地投射在墙壁，像水波一样荡
漾起来。

我闭上眼。

行星发动机点燃着砂石料的极大轰鸣声隆隆作响，重元素聚
变造成的动能烧灼着气体，将它越来越像铁水一般炙热，却
又在远日点越来越比冰还严寒彻骨，直揭磺米的低温等离子
光柱奔向穹顶，将整片天上3d渲染成光芒刺目地钴蓝色，终
点的空气激发一层层的气浪。

这情景震撼人心宏伟，却又摄人心魄、食人血肉、风险漂亮。
在这达到一万一千米的柴油发动机前；在这光芒夺目、囟戎
巳鹊墓庵前；在这漫长的流浪之行中；在这无边无垠、宽阔
无垠的宇宙空间中，人类微不足道的好似希腊雅典卫城中神
庙的柱头上的小小的病菌。微不足道如斯，敏感如斯，只需
一颗普普通通的恒星产生的氦闪，人类文明行为连在脚底的
地球便会一瞬间气化看不到。



这类认知能力让我的灵魂而为颤栗，在当然的眼前，人类乏
力到不堪一击。

而我却不愿睁开眼睛。

我想在这粉碎不堪入目的农田上再次见到玫瑰花绽开，参天
大树、蓝天白云草地；想来解除冻结的贝加尔湖钓上一尾鲑
鱼，开一瓶伏特加喝得酩酊大醉：我想看着我们的孩子在绿
荫上飞奔，折一个纸飞机看它悠悠滑行。

我想要这地球活下来，陪着人类来到时间的`尽头。

我缄默着，地球缄默着，无人能恰当地回应这个问题。也许
回答是毫无疑问的，当半人马座的恒星的光芒映照地球，百
花盛开的情况下。也许回答是否认的，孤独漫长的旅途会将
人类打磨抛光成一堆没有感情的碳基。

可是大家终究要流浪，由于它是唯一生存下去的期待，无论
它产生哪种极大的灾祸，大家不能回头，从制定目标的第一
天起，人类就从此回不去了。只有前行，才有曙光。方案即
使漫长那又能如何，子孙后代的子孙后代]有穷尽，人类都会
到达新的佳园。

大家选择希望。

到那个时候半人马座的恒星产生光与热，凝固的气体再次气
化，冻土刚开始解除冻结，青草钻出路面，花瓣挂上枝头，
鸟儿刚开始演唱，造型艺术与文学类足以再生，贝加尔湖的
冰化为了水，我们可以相聚去钓鲑鱼，去成都吃火锅，看着
小孩欢歌笑语发展，看着恋人笑靥如画。

啊，地球，我的流浪地球。

流浪吧，流浪在这星辰中间。不管朝向哪种艰难，大家都不



可以舍弃，生存下去。

这颗流浪星体，教我顽强。

我睁开眼睛。

地球依然光辉灿烂。

流浪地球读后感篇二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刘欢的声音像在召唤游子，尽管身处和平盛世，呼吸着新鲜
空气，行走在祖辈们都生活过的地面上，仰望星空，度过一
个又一个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但自从被书中的文字抓
住，就此融入了这个故事，仿佛可以看到冰封的故乡，空无
一人的地面，巨大的太阳，一片寂寥、萧条的景象。

大刘的脑洞太大，从《三体》到《流浪地球》，围绕着全人
类的命运展开，不断制造矛盾，让人焦虑、绝望，再慢慢找
到希望。

一连串书中没有提到的问题钻进我的脑子，但在那样一
个**时代，除了生存，似乎没有什么是真的了。

流浪地球计划，导致了那么多人死亡，几乎毁灭了地平面，
燃烧掉了山，榨干了大海，甚至被人们怀疑为骗局。

好在，氦闪真的.爆发了。

终于，氦闪还是爆发了。

四个世纪以前的我们歌颂的光明与希望，不在了。



她静默地挂在那里，像一张红纸，像小学生做的手工，像一
张还没开始剪的窗花。

太阳死了。

地面上的最后的五千个地球派也死了。

还好，还有人活着。

流浪地球计划还在进行，再也不会有人质疑它，以后的人类
会祖祖辈辈的流浪，直到来到新家园。

那时候，太阳是一个遥远的神话，是一场及时苏醒的噩梦，
是一个躺在教科书里的遥远星球，再不会有人沐浴她的光芒。

流浪地球读后感篇三

太阳系即将毁灭，人类将地球家园推离太阳系轨道往半人马
星系去，历时25，100代人。这时候人们会发现，除了生存和
生命本身，其余对功名利禄、出人头地的追求都无甚意味。
事业上摆人一道的权谋，业务上觥筹交错的应和，锱铢必较
的算计，低头哈腰的唯诺，套路和苟且，职位和金钱都不再
值得耗费思虑。就连爱情都无意价值，亲情也可随意舍弃，
人生价值的排列，仅仅在于去往逃生通道路上的那条长长队
列的先后。

而人类的可悲，在于对生命的感悟，非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得，
只有在悬崖处勒住马辔，看见碎石自马蹄处坠入无尽不见底
的深渊的那一刻、那一刹，才能突然体会到了生命的分量，
才能在人生的圆饼图上把它从一轮新月，瞬间标注成了一个
圆盘。

但还好，生活、生命的意义，会在炼狱时顿悟，也会在天堂
里发现。



看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置身隔绝凡尘的世外桃源，
亦会豁然开朗，看向远方。亦会不再拘泥那些看似重值千鼎，
实则轻如鸿毛的尘事，而是着眼人类不过短短几十载寿命的
本身。

新西兰就是这样的世外桃源。忘却其他，返璞归真。《桃花
源记》所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道生活，无顾功
名，大概与此无异。

太阳系的毁灭不过文笔杜撰，无法有切肤之感受。而新西兰
之旅，则可有身体力行之亲历。置身其中，才会发现“天空
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不再是一种戏谑，而是值得
频频点头。

描述一个国家，无非美景、美食、风土、人文。但我觉得这
些都不足赘述，只总结为这是一个尚“有问津者”的桃花源，
是一个可以了解什么是生活、生命，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地
方。

足以。

流浪地球读后感篇四

《流浪地球》就是大刘的短篇科幻作品合集，但是不要因为
短篇而小看它，大刘雄浑的想象力在短篇里一样展现的淋漓
尽致。

全书8个故事，当中有关联的有两个，虽然它们因为篇幅和架
构的原因，比不上三体的气势磅礴，但是短小有短小的好处，
很多时候它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后味反而更浓。

以书中我最喜欢的《乡村教师》为例，小说开篇非同寻常，
你不会以为这是一个科幻小说，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一个现实
小说，反映在穷乡僻壤的地区的教育问题，我们看到了熟悉



的可敬老师，看到了熟悉的愚昧村民，要不是这本书明明确
确的就是大刘署名，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拿错了——当然，
从一半开始，风转急下的`剧情突然让人了解了大刘这样安排
的用心，从科学的角度讲，人类绝不是什么进化完美的生物，
但是人类的发展动力，人类传承的制度虽然低效，但是却是
可敬的，如果没有乡村教师最后的坚持，也许文明都会自此
消失，这种戏剧的安排，其实很有意思，让紧张感保持到了
最后一刻。同时，这部作品又是反映现实的，它不仅反映了
人性，也反映了一些大刘关注的现实，大刘的作品不同于其
它作品的最大差别，就是大刘不是信马由缰的想象乱飞，大
刘的作品一定是以现实和人性为基础的幻想，幻想可以满天
飞，但是没有基础的沉积，那样的作品并不会打动人，也自
然不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共鸣。我想这正应了一句话，艺术
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大刘的科幻作品很好的体现了这
一点。

另外几部作品《中国的太阳》以农民工为主角，出发点和特
别，最后的主旨也很特别，是一种对纯经济论的反驳。《流
浪地球》则是典型的在极端危机之下，对人类本身命运和人
性的拷问。大刘最擅长的估计就是这种手法。

诚挚向诸位推荐，如果你还有幻想的话。

流浪地球读后感篇五

前段时间,《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很火,我也看了。因为不过
瘾,就开始看《流浪地球》这本书。书有电影好看吗?有电影
感人吗?带着这种好奇心,我打开了《流浪地球》。

我希望这本书也来越火,因为他是我们中国作家创作的,显示
了我们中国人爱护地球、保护地球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读
过书后我们要从小事做起,爱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