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沙丘读后感 小说沙丘读后感沙丘
的故事读后感想(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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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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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沙丘读后感篇一

很土的标题，像小学生作文，不过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就
这样吧。前几天刚看完科幻小说《沙丘》，趁着印象还鲜明，
写写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看法。

最初知道沙丘的时间很早，估计是95、96年左右，应该是在
大众软件上看到的。当然，大众软件不是一本科幻杂志，当
时上面登的是一篇介绍沙丘改编游戏的文章，老玩家或者知
道rts游戏历史的人肯定知道，沙丘2开创了rt这一游戏类型。
关于这个游戏我就不作更多介绍了，它当时采用的就是科幻
小说《沙丘》作为背景，当时那篇文章对这篇小说做了一些
概述，也让我留下了对这个作品的最初印象。

十几年后，呵呵，我才真的来看这部作品，在kindle上看的
电子书，也算是科技的进步吧。下面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得益于十几年前看过的大众软件，我对这个作品是有一些基
本概念的，香料、沙漠、沙虫、弗里曼人，等等，这些关键
要素都算是清楚，基本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不过，看完
通篇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一些遗憾，不可否认，沙丘
是一部好作品，我的遗憾其实是觉得它本可以更好，当然，
我不是什么资深科幻迷，也没看过多少科幻作品，只是纯粹
从我本人的立场出发来说这些。

先来说说优点，沙丘最大的可赞之处无非是它构建了阿拉基



斯这么一个外星球，不仅仅是星球本身，还有它自身的一套
完整生态系统：整个星球覆盖着沙漠，液态的水非常稀缺，
沙漠里有巨大的生物沙虫，本地人弗里曼人，以及沙漠中出
产的一种全宇宙稀缺资源——香料，据说小说本身的设定集
就非常之厚。看过之后自然就会想起近年来的一部科幻大片
《阿凡达》，两者在很多方面有可比性的，都创造出了一个
活生生的外星球。

以上，优点说完了。之所以只说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说一个
有代表性的就够了，本文的重点是在遗憾上。下面是我认为
的缺点。

首先，语言上多有不通顺之处，看的比较累。我看的不是原
文版，因此应该可以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其次，故事上无
甚新意，还是老套的王子复仇记，当然，放在作品诞生的那
个年代估计还是不错的。这两点都不算大问题，下面说说我
最不满意的几个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修改使得作品更
上一层楼的的。

首先，一部科幻作品，一部定位在人类已经可以在宇宙中各
个星球自由往来的科幻作品，却把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主体
建立在欧洲中世纪的那套封建分封制度上，混杂着各家族之
间的仇杀，以及贵族对平民的随意处置、支配权等等，让我
非常的不适应。而且，书中主要战斗也是着墨于冷兵器格斗，
或许这点也是配合着中世纪的背景。不过，这就和本身科幻
的基调很不协调，毕竟已经是宇宙时代了。在我看来，科幻
作品里弄什么帝制啊、分封啊这种还是有点那个。

其次，混杂着太多宗教元素，同样和科幻非常不搭界。最开
始就是那个一直装神弄鬼的比·吉斯特姐妹会，然后是弗里
曼人自身的宗教(这点可以理解，毕竟弗里曼人定位是当地土
著)，最后是主角莫名其妙的预知能力(书中对此有一些交代，
当然完全是神棍说明)。这种奇幻科幻大混搭让我很不适应，
而且这些宗教元素在作品里完全是一个蛇足的地位，即使全



部去掉也丝毫不损故事主线，加上之后反而让人如鲠在喉。

最后就是主角光环了，这似乎是很多作品的通病了，随便写
写吧。主角全能化，格斗、政治、智商、统兵样样第一，身
份是公爵，还有预知能力，omg，毫无真实感。

沙丘读后感篇二

沙丘是一部巨著，包含了许多方面，政治，哲学，宗教，诗
歌…若不是看了后记，我也不会知道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作者
的诡计——无论从哪个方面读都可以读下去。印象最深的就
是那一句话:

一个星球的真正财富蕴含在它的土地中，土地是文明的基本
源泉。

深爱厄拉科斯的是一群生活在地下的弗雷曼人。厄拉科斯极
度缺水，黄沙遍地。他们把水视为财富，尽管他们储存了相
当大量的水。他们的梦想就是把厄拉科斯变成一个拥有露天
水源，物产丰富的绿洲。所以在厄拉科斯南部地区，一些绿
色的植物悄悄冒了出来。作者没有写到底成功了没有，但是
没人希望不成功。我想这就是热爱土地的表现之一，他们没
有抱怨这沙漠而是在想让它如何变得更好更宜居!每次看到他
们精确的计算出水量，苛刻般的用水，甚至回收死者身上的
水时，拿着水杯喝水的我心里都有种……emmm…难怪这本
书也被当成保护地球的手册?这里面吸引我的还有心法口诀以
及各“种”人物。比如杰西卡战胜恐惧的心诀:

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
小死神。我将正视恐惧，任它通过我的躯体。当恐惧逝去，
我会打开心眼，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过之处，不留一物，
唯我独存。



沙丘读后感篇三

沙丘弗兰克赫伯特的一部科幻小说，虽然写于多年以前，如
今读起来它的想象力，他的科幻感依旧。保罗在经历了父亲
去世，沙漠流亡，在额拉克斯行星上成为了母亲培训出来的
那个人，却又有所不同。保罗可以看见未来，却又不甘于这
样的未来，他看得见圣战的杀戮，竭尽努力来避免圣战，有
着门泰特的计算，有着人类的爱，有着先知的预测，这是一
个看见开始就可以知道结局的故事，却依旧引人入胜。

大多数的小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爱战胜一切，
如果加一个故事梗概，那就是阴谋与智慧，背叛与忠诚，爱
与恨，里面的情节，作者的构思才是一篇小说的精髓。

水，在如今的世界是伸手可得的，我们体会不到那种紧缺的
感觉，但是换成石油，能源，地球呢，人类在地球上区区几
十万年的时间，在人类之前，有很多生物出现而又灭绝，对
于地球来说不过是一瞬间，对于宇宙，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人类最终走向的是灭绝，而现在对于能源的过渡开采与依赖
就如同“香料“。

小说终究会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现实呢?””

沙丘读后感篇四

读完《沙丘》个人感觉简介中对于其评价为“一生必读”有
点抬举的意味。甚至作为科幻片都是不合适的，虽然它是同
时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在我个人看来更有点像是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的星际版，故事背景从欧洲城邦被换成了星际
空间。

诚如作者所言，本书沙丘星的严酷地理环境暗暗契合了当下
盛行的环保主义者所宣传需求。其文学成就被拔高了。



《沙丘》无疑是一本优秀的小说，但相较于《三体》那种恢
宏的宇宙观的阐述和基础科学的设想，《沙丘》更着重于对
于人物的性格与权谋的描写，而对于科幻小说我内心更倾向
于前者。

《沙丘》中有所展示于训练对于人的塑造以及宗教的产生这
两点我感触颇深。

每个人生来就犹如一张白纸，环境慢慢的在这张白纸上填上
不同的颜色，形成各自的人生画作。生于南方就习惯大米，
生于北方则热爱面食。君子性非异也，环境使然也。十八岁
之前我们任由这个世界在我们的人生中肆意涂抹它给的色彩，
十八岁后本有能力选择性的涂抹人生色彩时，但大多数人此
时早已失去了这种能力。观其一生满满的都是社会的赋给他
的色彩。

我曾一度认为宗教代表着愚昧落后，一旦社会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将不在有宗教生产的土壤，现在想来是极其荒谬的。宗
教不等于迷信，宗教是人内心的寄托，为思想寻找庇护的港
湾。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才是宗教滋生的沃土，而对于生活
的不满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宗教将伴随着人类一直
存在。现今的各种主义者不失为一种宗教，不同的是这种主
义者不是基于某个具体的人物存在的。

沙丘读后感篇五

权利吸引着疯子，向来如此。

如果说沙丘2是桥梁，沙丘3则是大桥尽头高耸入云的城堡。
作者将自己笔下的科幻生态学、宗教、政治想法发挥的淋漓
尽致，和前2作相比，本作不仅增加了更多对沙丘生态的分析，
还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对立面。你不仅可以看到科瑞诺家族和
萨多卡对复仇的渴望和无力，还能看到来自厄崔迪家族内部
的冲突、矛盾。有被权利迷惑的，有包含私心的，有逃避现



实的（还有被带了绿帽仍坚韧不拔的），每个出场人物都被
赋予了自己的使命，或为民，或为名，或为利。这就是沙丘
三带给读者们的超越前作的魅力。

剧情上，沙丘三和前作通病一样，敌人计谋稍显简单，主角
家族又身怀神技，读完小说后感觉就是在用雷神之锤敲野猪
（野猪做错了什么）。雷拓甘尼玛能力的强大被凸显出来后
引发的一连串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承认存在中西思想差异），
最终只能用以下思考来说服自己：厄崔迪家族缺乏对普世或
是家人的爱，一切只为了权利。无论是否因为体内万千的灵
魂的影响导致他们缺少相互的羁绊，无论是杰西卡和保罗，
保罗和厄莉娅还是雷托二世和甘尼玛。但结局就是结局，你
无法站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街上，感受从那个时间点望向
未来的思考。

不得不提一句，读客版翻译总体很好，译者结合了1和2的风
格，读起来很舒服，至于在第2部反复出现的“攫住了”这三
个字也少了（但竟然还有，再多一点感觉自己要被攫住了）。

沙丘四等等再读吧，最近不想看见厄崔迪家族任何人。作者：
零蔗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