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漫游的感想 太空漫游系列读后
感(精选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漫游的感想篇一

《2001：太空漫游》是克拉克写的书，是斯坦利·库布吕克
拍的电影，其实这个构想基本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你知道这
两个人的分量么？我简单说一下，关于阿瑟·克拉克，有句
话是这么说的：阿瑟·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家。
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电影神殿的
最高处，在上帝的下面，坐着斯坦利·库布里克。

如果你看过电影，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东
西，能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有多少人重复地说过这部作品
的伟大以及不可超越，我们在每次读完之后依然会发自肺腑
地再说一遍，这是一部伟大的、不可超越的作品。在它面前，
所有的一切黯然失色，这里的一切，包括你以人类目前的智
力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包括杨树柳树，包括教皇总统，也包
括地球太阳，甚至是你所了解的整个宇宙。

这是1968年问世的作品，他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划了。他们有
了这个想法的时候，爱因斯坦刚刚死去不到十年，那离现代
科技的轴心时代很近。他们大概是习惯了那个年代的感觉，
所以，没有料到像是爱因斯坦这种人物一百年里只可能出一
个的，所以，他们按照当时的进度预测了一下，2001年，人
类将在太空漫游。



这正如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不仅仅是爱因斯坦，包括他们两
个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百年间，人不两见”。所以，人
类无法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就好比爱因斯坦在世时没几个人
能听得懂相对论一样，克拉克和库布里克死去多年，也没人
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在太空漫游。我从书的后勒口摘了这么
几句话，简单表达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1968年，“阿波罗8号“航天员在全体看过《2001：太空漫游》
后，才出发前往月球。

1970年，“阿波罗13号”遭遇意外，向任务中心报告的第一
句话是：“休斯顿，我们出问题了。”几乎和本书所言一模
一样。

1971年，美国宇航局送给克拉克一个登月舱着陆地点模型，
并铭文写道：“阿波罗15号全体成员，感谢您对太空的想象
力。”

1977年，“旅行者号”探测器应用了本书中所预言的技术，
并于2013年9月13日代表全人类首次成功飞出太阳系。

1981年，“旅行者号”探测器传回第一批土卫八图片，其景
象与本书中所描述的竟然完全一致。

其中，最后一条的牛逼程度，你不看看书，你无法体会。我
已被此震撼至死！

漫游的感想篇二

之前看完宝树的《时间之墟》，对于现实世界的时间循环现
象做了一个可能的推断——循环时空下的生命体其实只是宇
宙高维文明为了研究宇宙文明演进而复制的意识，也就是说
人类本体已经消亡，但是其意识却被外星文明保存下来放进
培养皿中（相当于人类社会的电脑）继续培养。当时困惑我



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意识体究竟还能否称之为生命？因为对
于意识体而言，他们是真切活着的，只是躯壳与人类或者任
何一种已知的生物不一样而已。

最近看了阿瑟·拉克尔的《2001太空漫游》，里面关于宇宙
文明进化的概念设计非常有意思，虽然可能还局限于三位空
间内。在拉克尔架构的世界里，高级智慧生物为了寻求永生，
开始尝试各种实验，“尝试在空间本身结构里储存知识，将
思想永恒地储存在凝冻的光之点阵中”，从血肉躯体进化到
机械躯体再到最后的辐射能生物，最终摆脱物质束缚。这种
生命形态感觉非常近似于《时间之墟》中被复制的意识体，
区别可能仅仅在于是否被高维生命控制。

从生命形态这一层上进一步延伸，忽然有了一个感觉有点不
找边际的设想——关于人类魂灵。宇宙生命形态的原初究竟
是什么？会不会就是高维生命终极进化后所剥离出的那一层
不可捉摸的意识？人类之所以能拥有智慧是不是仅仅是因为
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装载混沌意识体的生命结构？
那么魂灵，实际上说的就是这层意识吧。人类的死亡以及其
他物种的衰亡，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躯壳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
不足以抵挡意识能量的侵蚀，最终出现的机器损坏。

《2001太空漫游》里面提到了那个高维生命的存在地，那里
的天空犹如南极的“乳白天空”一样，让人完全无法辨别远
近与方向，这也许就是《时间之墟》里所说的那片意识之海
吧？混沌的意识体一个又一个的从这里出发，附着在被激活
的生命结构里，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进化，最终再次摆脱
躯壳回归原初的形态，只不过到最后，混沌消散，智识降临！

那么，下一站呢？觉醒的魂灵将在哪一个躯壳中迎来新生？

漫游的感想篇三

这学期，老师推荐我们读《爱丽丝漫游记》，拿到这本书，



我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因为老师说这本书很好看。

一个个新奇有趣的'事情真让人感到好玩好笑，如果我也能够
和她一起去到那神奇的幻境去游玩，那该有多好啊！

其实，生活中也有一样有许多奇妙好玩的“奇境”呢！只是
没有去细心去观察而已。比如说：池塘里的小鱼、树上的鸟
鸣、草的上的蚂蚱……只要我们用心，其实在哪里都能体验到
“奇境”的乐趣！

漫游的感想篇四

他用这部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但真相一定更在
意料之外。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神秘的黑色石板，在史前时代启蒙了地
球人类的文明，300万年后，人类在地球上发现了同样的石板，
而石板在出土瞬间立即朝土星方向射出电子信号，美国派太
空船发现号远征土星，追查真相，然后在接近土星途中，太
空船的超级电脑哈尔发疯，害死了三名冬眠的太空人，并把
副驾驶普尔变成太空漂浮物，只有船长戴维鲍曼逃脱一劫，
幸存的浪漫，关闭了哈尔的人工智能，独自抵达木星，又发
现了一块更大的黑石板，当鲍曼驾驶活动舱时间这块石板是
不料意外的被吸入其中，并在这种神秘的宇宙力量的作用下，
成功的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星孩。

漫游的感想篇五

编辑工作，失业，找工作，北京见闻透露着作者的影子。因
为这些经历实在太贫乏，除了反复在内心发作的不满和抑郁，
其余部分像冬天的北京一样萧条和乏善可陈。除非亲身经历，
难以想象其他人打算想象和体会这样的生活。

庞大，光滑的首都，编辑和作家似乎是文青仅有的嵌入点。



作家在哪都能写作，相比在路上或者在西部，在北京闲居显
得太过无聊。编辑需要服从首都的效率和口味，这让青年痛
苦，我们既不喜欢这里的效率崇拜，更反感这里的口味。思
维像藤蔓一样需要攀附，人要么把自己嵌入社会生产，要么
本身能发明社会或者文化结构。结社产生新结构受到严密监
视，有重重阻碍，在这个过度保守的国家，新的文化并没有
多少市场。

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拒绝领域外人的嵌入，而脱嵌的青年
感到多么虚无和强烈的痛苦，我们从自己身上或者读这本书，
已经有所体会。

漫游的感想篇六

自古以来，人类对茫茫的宇宙就充满遐想。《漫游宇宙空间》
这本书展现了各种宇宙观从幼稚到成熟，从神话到科学的过
程。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银河隔断牛郎和织女等。这
些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宇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和古人对宇
宙的认识。宇是无限的空间，宙是无限的时间，茫茫宇宙曾
引起古人无限的遐想，从而产生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千
百年来，人们不断探索，终于揭开了所谓“天地”之谜，宇
宙正被人们逐步认识。

宇宙是广阔无限的。其中，银河系只不过是宇宙里众多星系
中的一个。夏季的夜空，星光灿烂。由数千亿个太阳系这样
的恒星系组成的银河系，在我们看来是那样得辽阔无比，而
在茫茫宇宙中却显得又是“沧海一粟”啊！那么，人呢？这
个自以为最伟大的物种在这浩渺深邃的宇宙中，又算得了什
么呢？然而，这渺小的人类的确有伟大的力量，他们能凭着
智慧和能力，制造出许多大型超级望远镜，看到离我们上百
万光年的星系。宇宙是无限的，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无限的。



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天地者，乃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
之过客。”李白把大地比作万物栖息的旅舍，把时间比作匆
匆来往的过客，他引出了时间的概念，并把时间与空间相结
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宇宙。将一
个个体的人放在宇宙中，真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
粟”之感。人的生命与其相比，何其短暂啊！

合上书，闭上双眼，仿佛置身于烟繁浩渺的宇宙中。我不禁
开始了对宇宙的思考。渺小的人的生，本身就是一个偶然；
渺小的人的死，终将成为必然。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该如何丈
量？生与死的意义何在？宇宙给了我答案。坦然的面对生与
死，真实而充实的利用生死之间的时间，生命的长度能与宇
宙相比。宇宙不灭，精神的价值不消。

宇宙是一首永恒的诗篇，它的主题是神秘的无限。孔子曾望
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感慨万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宇宙，自然的永恒和无限，映衬出人生的短暂和有限，激励
人们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而执着追求。初唐诗人陈子昂
登上幽州台，极目远眺，只见茫茫宇宙，天地长久。他俯仰
古今，不禁感到悲从中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礼赞天地之无穷，感
慨人生之短促，体会宇宙精神的悲凉慷慨之情。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浮”。唐代诗人李贺就使
劲让自己站到天上去，俯仰人间今古。有人曾计算，10的9次
方米，月亮从我们的身边擦肩而过，而站在10的10次方米外，
地球已经变成一片黑暗中的一个小颗粒。宇宙空间是无限的，
地球也只是一粒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埃，那么你在哪里？如果
一切都是上帝操弄的话，在上帝眼中，人和蚂蚁又有什么不
同呢？都一样渺小！骤然不知今夕何夕，日常生活为之烦恼
的事情是多么卑微琐碎。

《漫游宇宙空间》这本书展示了真正的宇宙。而我，处于宇
宙之中的一粒微茫，对其只有敬畏！



漫游的感想篇七

看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这时就有必须要写
一篇读后感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漫游宇宙空间读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本书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有许多笑话、谜语、名言，让
我在轻松娱乐的同时也学到了许多。每当我学习不耐烦时，
只要想起书上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便
仿佛看到了古人的孜孜不倦，我这时也仿佛有了继续学习下
去的力量。“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每当老
师家长批评我时，我总会想起这句话，我知道他们全都是为
我好，关心我才会这样对我，所以我也会虚心接受。平常我
有了烦恼，只要看了书上的笑话、名人名言，心情便会好很
多，这本书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读了这本书，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宇宙间的奥秘，还学到了许
多道理。宇宙中有许多星星比太阳要大得多、亮得多，但是
我却看不到，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大不够亮，而是因为我目光
短浅啊。我暗下决心，以后要努力多读这类有趣的科普书，
开扩眼界，增长见识。“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我一
定要努力学习知识，终有一天我要插上知识的翅膀翱翔于太
空！

漫游的感想篇八

《2001：太空漫游》是克拉克写的'书，是斯坦利·库布吕克
拍的电影，其实这个构想基本是两人共同完成的。你知道这
两个人的分量么？我简单说一下，关于阿瑟·克拉克，有句
话是这么说的：阿瑟·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家。
关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电影神殿的
最高处，在上帝的下面，坐着斯坦利·库布里克。



如果你看过电影，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两个人合作的东
西，能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有多少人重复地说过这部作品
的伟大以及不可超越，我们在每次读完之后依然会发自肺腑
地再说一遍，这是一部伟大的、不可超越的作品。在它面前，
所有的一切黯然失色，这里的一切，包括你以人类目前的智
力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包括杨树柳树，包括教皇总统，也包
括地球太阳，甚至是你所了解的整个宇宙。

这是1968年问世的作品，他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划了。他们有
了这个想法的时候，爱因斯坦刚刚死去不到十年，那离现代
科技的轴心时代很近。他们大概是习惯了那个年代的感觉，
所以，没有料到像是爱因斯坦这种人物一百年里只可能出一
个的，所以，他们按照当时的进度预测了一下，2001年，人
类将在太空漫游。

这正如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不仅仅是爱因斯坦，包括他们两
个人，也都是这样的，“一百年间，人不两见”。所以，人
类无法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就好比爱因斯坦在世时没几个人
能听得懂相对论一样，克拉克和库布里克死去多年，也没人
能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在太空漫游。我从书的后勒口摘了这么
几句话，简单表达一下它的现实意义。

1968年，“阿波罗8号“航天员在全体看过《2001：太空漫游》
后，才出发前往月球。

1970年，“阿波罗13号”遭遇意外，向任务中心报告的第一
句话是：“休斯顿，我们出问题了。”几乎和本书所言一模
一样。

1971年，美国宇航局送给克拉克一个登月舱着陆地点模型，
并铭文写道：“阿波罗15号全体成员，感谢您对太空的想象
力。”

1977年，“旅行者号”探测器应用了本书中所预言的技术，



并于2013年9月13日代表全人类首次成功飞出太阳系。

1981年，“旅行者号”探测器传回第一批土卫八图片，其景
象与本书中所描述的竟然完全一致。

其中，最后一条的牛逼程度，你不看看书，你无法体会。我
已被此震撼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