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大全7篇)
即兴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表现个人才华和独特风格的方式。
在即兴表达中，我们应该多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从中获
取更多的灵感和反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道即兴思考题目，
并探讨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推理过程。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一

《银河帝国：基地》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对当时社会做出
伟大贡献之人的一段丰富且有趣的经历，他们分别是哈
里·谢顿、赛佛·哈定和侯伯·马洛。

这次的读后感，我不想千篇一律地概括书本内容，我主要想
谈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赛佛·哈定。他是基地第一任端点
市市长，领导基地度过第一、二次谢顿危机。说实话，他刚
出现在这本书时，我对他的感觉并不是很好，我当时觉得他
是一个有些懦弱的男人，但是我继续往后看的过程中，发现
他是一位十分冷静、有智慧、会灵活变通、有修养、有时候
会开些小玩笑的人。我很欣赏他的沉着冷静，因为这一个性
上的特色帮助他再一次当上了端点市市长。他极具个人魅力，
能力很强，出口成章。他有许多流芳千古的名言警句，其中
有一句让我记忆十分深刻——"武力是无能者最后的手段。"

我发现作者虽然在这本书里运用了大量的动作描写和语言描
写来表达当时人物的情感，但很多人物的外貌要不是一笔带
过，要不就根本就没有提到，我觉得作者在人物上可以增加
多一点外貌描写来加深读者对这些人物的印象。还有一个严
重的问题，当我在看这本书时，一个章节的故事结束后，另
一个故事紧跟着就冒出来，没有一点衔接和过渡，使我看的
时候有些茫然。

虽然这本书在有些内容的描述和编写上有点小瑕疵，但我认



为，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令人称赞的文笔，及他严谨的
逻辑思维值得赞叹。它不仅反映出科技与数学渐渐的发达、
进步，同时还告诉我们只有敢于想象、敢于尝试，坚持不懈
地努力去做，就有成功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写出
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人物，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容错过的系列
小说之一。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二

本来我是要读《安德的游戏》的，但是被学生借走至今未还，
只好抄起一本《基地》来泄愤。

一直没搞清楚阿西莫夫这几部作品的关系，之前只知道有基
地三部曲、机器人三部曲和银河帝国三部曲，手里拿着的这
个是基地七部曲的第一部，书名却叫《银河帝国：基地》，
顿时感觉有点错乱。查过才知，原来阿西莫夫在20岁出头就
完成了基地三部曲《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的
创造，几十年之后又写了两个前传，两个续篇，合称基地七
部曲。

阿西莫夫是个大奇葩。创作力之旺盛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作
品涵盖了迈尔威杜威(不是约翰杜威)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
所有十个类型：000总论；100哲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
400语言学；500自然科学；600技术科学；700美术；800文学；
900历史、地理。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科幻小说和科普作品。由
于他在扩展人类想象力方面的巨大贡献，美国政府授予了专
属于他的奖项：国家的资源与自然的奇迹。

总之，他是个天才。而他对待自己天赋的方式是每天从早晨
六点钟开始，在打字机旁呆10个小时以上。他说：我不为别
的，只为写作而活着。他认为作家最好能在工作中死去，让
鼻子夹在打字机的键盘中。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天赋从
来不是偷懒的借口，而是更加勤奋的理由。



最早知道阿西莫夫，可能是小学还是初中的那篇课文，是阿
西莫夫的两篇科普文章，印象不深。再来就是看到关于机器
人三定律的介绍了。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
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
的命令，除非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
己，除非违反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阿西莫夫围绕这三个定
律创作出了无数的精彩故事。而一个个迥异的机器人故事又
不断丰富着机器人定律本身。后来，阿西莫夫又增加了高于
三定律的第零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或因不作为
而使人类整体受到伤害。三定律也随之改变。由阿西莫夫开
的这个头，至今也没有终止，后人从各个角度更加丰富了三
定律，比如有人说，应该还有高于第零定律的定律：机器人
不作为，除非遵守机器人定律。还有人说，三定律倒过来看，
就是机器人制作的指导方针。不一而足。就在上个月，巴中
同事的茶坝聚会，林允主持了一个围绕阿西莫夫《机器人之
梦》的读书会，大家为此进行了几个小时很有意思的交流。

据说机器人系列与基地系列最后也由某种联系而融贯为一个
整体，但是我这才拜读完基地系列的第一册，这些就留待之
后去慢慢发现吧。

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多次表示，他之所以
会有今日的成就，《基地》系列功不可没。他在7岁时读了基
地三部曲，便立志成为哈里谢顿一样的心理史学家。最终他
选择经济学的原因，也是由于经济学是所有学科中与心理史
学最为接近的一科。

这个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励志。首先，克鲁格曼7岁就了基地三
部曲，而我今年已经快23岁了，他23岁的时候却已经成为经
济学领域最拔尖的学生之一。其次，他7岁时读了70余万字的
基地三部曲，并且乐在其中，而我7岁时读的不过是700多张
图的《世界少年儿童大百科》。他读书读得津津有味，我却
还翻图翻得不能自拔。



有小道消息说，是从这本书里得到过灵感，才有了。

回到《基地》本身。故事从年轻人盖尔多尼克拜访数学家哈
里谢顿的旅程开始。谢顿以自己的数学天赋，从一组模糊的
公设中开拓出了心理史学这门精密的统计科学，它专门处理
人类群体对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刺激所产生的反应。谢顿利用
心理史学预言了万年古国银河帝国将在三百年后灭亡，之后
将有持续三万年的`黑暗时代，而他则能通过一些举措，将黑
暗时代缩短为一千年，为此他需要招揽人才，于是年轻的盖
尔投奔而来。然而谢顿却由于其耸人听闻的言论而被审判。
几番纠缠下来，川陀(可以理解为银河帝国首府)与谢顿达成
某种妥协，给了他一颗银河边缘无人问津的小星球端点星去
完成他拯救人类的计划：编纂《银河百科全书》。端点星便
是基地。

这几次危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

哈定是谢顿之后另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说：武力是无能者
最后的信条。(p81)我小时候也由君子动口不动手说过这样一
句话：人遇事肯定要先动脑的，动完脑再去考虑动不动口，
动不动手，而有些人明明没脑子又偏偏想动点什么，脖子以
上都不利索，于是只好先动手了。哈定以此信条，通过同时
给四个邻国输出核武器而制造势力平衡，兼爱，非攻，渡过
了第一次的危机。随后又用宗教的力量控制了这些邻国，完
成了某种形式的扩张。

其间，哈定曾评价安纳克里昂摄政王温尼斯的无限度的自信：
也许是一种过度补偿的自卑情结吧，王储的弟弟往往有这种
倾向。他就像只疯狗(p88)不知为何，我从这话中依稀看到了
方舟子的影子。

哈定说：不要让道德观阻止你做正确的事。(p130)这是在宗教
扩张过后，基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进行行商扩张。
哈定的这句话便成了行商圈的名言，与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异曲同工。

哈定还说：核铳是很好的武器，可惜无法分辨敌我。(p211)行
商马洛凭借对哈定这句话的出色领悟不仅行商业绩出色，也
保全了自己，最终通过一次精彩的法庭激辩成为基地的新领
袖。

马洛的辩论重点在于，强调了单纯的商业行为也有巨大的力
量。利用资源不对称下的棘轮效应，以无招胜有招，解决了
科瑞尔星球对基地的威胁。而他描述的科瑞尔可能出现的由
于高福利不可逆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与前些年的欧债危机惟
妙惟肖。阿西莫夫参考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之后的人
类历史来构建他的基地世界，而基于这些，他也无意中做出
了这样精确的预言。他用行动解释了预言的涵义，就是以常
识为基础的想象。他在幻想心理史学的同时，也用这样的文
本构建出了真正的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并不悖于我们已知的统计科学常识。书中多次提到，
心理史学一方面要遵从大数定律，保证样本的规模，另一方
面要通过多盲试验，来保证样本的随机性，避免在统计过程
中产生新的变量。因此，谢顿不能完整透露他的计划，却又
要通过穹窿对整个进程稍加干涉，人们则只能猜测。由此，
谢顿被描述成了一个接近上帝的人，他所做出的预言是后人
一定要维护和坚守的，基地的每个子民都只能按部就班，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而阿西莫夫却是那个文
本之外真正在扮演上帝的人。

虽然这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而宏壮的故事，但其中罅隙则反
映了人们对科幻小说抱有的宽容。克鲁格曼就指出了川陀的
人口比例其实还不到迈阿密的一半，却被描述为人满为患。

由于要描写的故事时间跨度太大，《基地》系列对人物的描
写并不饱满，虽然谢顿在穹窿中出现，哈定语录代代流传，
但之后的只言片语对角色的塑造已经无法产生大的影响。或



许这就是老年阿西莫夫要写《基地前奏》来讲述谢顿故事的
原因吧。相比之下，刘慈欣在《三体》中借助冬眠技术就很
好的解决了这个矛盾。

另外，这书有不少隐含前提，比如，否定了出现另一个谢顿
的可能性。或许之后的几部会有相关的故事吧。毕竟聪明如
阿西莫夫一定也是考察了故事可能发展的各个方向而选择了
最合他心意的一个。其他的方向就留给同人小说爱好者去肆
意开发倒也不错。

科幻小说家其实最能警惕自己的局限，但这样的警惕在常人
眼中往往只能用自大来形容。比如阿西莫夫就在《基地》中
借谢顿之口谦虚的说：心理史学最远也只能预测到一千五百
年而已。那一千五百年之后呢？少了这条谢顿设下的这条心
理史学缰绳，阿西莫夫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让他的想象
力像野马一样，再飞奔一会。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三

《银河帝国》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艾萨克，是最经典的科幻
小说之一。书里宏达而完整的世界让人惊叹不已。

书中最让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将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虽然《银河帝国》里的出场人物很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
己的特点，各不相同。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盖尔、勇于创新的
哈定、机智勇敢马洛，还有贪婪的领袖、无能的皇帝，每一
个都让人印象深刻。在神态和语言描写时，作者喜欢用夸张
的修辞，他们的喜怒哀乐似乎要都要溢出书来。

合上书的时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在浩瀚无边的宇宙面
前，人类是多么渺小，但破坏力却非常巨大，他们毁掉一颗
又一颗星球。我不禁觉得人类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万恶之源，
他们破坏了生态平衡，让动物植物无家可归，他们在残害了
其他生物后，又要通过杀人、抢劫、强奸，直至战争的方式



去互相残害。

然而幸运的是，人类之中仍然有许许多多的英雄豪杰，他们
运用自己的智慧，去保护整个银河系。正因为有了他们，也
许许多年后银河不会变得像书中写得那般衰落吧!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四

卢卢读完了十二本，历时两个多月，穿插着，在微信读书app
上读了57个小时，在kindle上读了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按照
《银河帝国》这本书编排的顺序，依次读完《基地》系列及
《机器人》系列。

当一口气啃完这十二本书之后，只觉得神情恍惚灵魂出窍，
头脑中也一时间却无法将这数万年的故事顺利地读取出来，
发生在那么多星球的那么多或平凡或伟大或奇异的大事小事
简直耗尽了卢卢有限的脑容量……后来极为勉强的，卢卢总
算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梳理了一下这位天才编的故事梗概，
嗯，我觉得也许是这样一个故事：

银河系列比《三体》早诞生20―50年，从读感上来讲，基地
与机器人系列所要赋予人们的，并非《三体》一样的那种出
离于现实幻灭的震撼。它所赋予的，更多是“生活仍在继续，
但却与以往不同”的一种奇妙感受，对卢卢自己来说，大刘
笔下膨胀感极强的科幻理论渐渐会被琐碎如常的生活所侵蚀，
而“心理史学”和“机器人三大定律”却能够成为读者头脑
中显而易见的“存在”。

在红眼睛的吉卡思伙伴“停摆”之后，机・丹尼尔成为了银
河的孤单守护者，丹尼尔自我成长过程中推演的“机器人第0
法则”帮助他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无可取代的“人”。

他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我想，我是爱上了一个“机器
人”……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五

《银河帝国?基地》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对当时社会做出伟
大贡献之人的一段丰富且有趣的经历，他们分别是哈里·谢
顿、赛佛·哈定和侯伯·马洛。

这次的读后感，我不想千篇一律地概括书本内容，我主要想
谈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赛佛·哈定。他是基地第一任端点
市市长，领导基地度过第一、二次谢顿危机。说实话，他刚
出现在这本书时，我对他的感觉并不是很好，我当时觉得他
是一个有些懦弱的男人，但是我继续往后看的过程中，发现
他是一位十分冷静、有智慧、会灵活变通、有修养、有时候
会开些小玩笑的人。我很欣赏他的沉着冷静，因为这一个性
上的特色帮助他再一次当上了端点市市长。他极具个人魅力，
能力很强，出口成章。他有许多流芳千古的名言警句，其中
有一句让我记忆十分深刻——"武力是无能者最后的手段。"

我发现作者虽然在这本书里运用了大量的动作描写和语言描
写来表达当时人物的情感，但很多人物的外貌要不是一笔带
过，要不就根本就没有提到，我觉得作者在人物上可以增加
多一点外貌描写来加深读者对这些人物的印象。还有一个严
重的问题，当我在看这本书时，一个章节的故事结束后，另
一个故事紧跟着就冒出来，没有一点衔接和过渡，使我看的
时候有些茫然。

虽然这本书在有些内容的描述和编写上有点小瑕疵，但我认
为，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令人称赞的文笔，及他严谨的
逻辑思维值得赞叹。它不仅反映出科技与数学渐渐的发达、
进步，同时还告诉我们只有敢于想象、敢于尝试，坚持不懈
地努力去做，就有成功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写出
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人物，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容错过的系列
小说之一。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六

整个故事以银河为背景，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整个银河，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银河帝国。为了减短这段战乱，哈里？谢
顿建立了两个基地，预言千年之后后，这两个基地会建立一
个更好的第二帝国。首先让我们从科学入手，银河帝国里面
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法，关于科技的倒退。《基地》
也是这样，根据《基地》的设定，银河帝国间各星球间的联
系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星球间的联系就非常依赖一个统一
的政权来维持。

最近读完了银河帝国-基地篇。这本书虽然以科幻小说出名，
但是你真正读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本在人文方面思考极
深的一本书。由于书真的很长，这里先简单的来描述一下整
个故事，然后再聊下里面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整个故事以银河为背景，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整个银河，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银河帝国。然后帝国盛极一时之后，开始
衰落。一小群有前瞻的人看到了这个趋势，其中最为出名的
是一位数学家，哈里？谢顿，他开创了一门新的科学，名
为“心理史学”，这门学科能用数学公式准确推演全人类的
未来——“预言”从此成为一门可以信任的科学，人类由此
可以看见未来。

谢顿的第一个预言是：虽然毫无征兆，但已存在一万两千年
之久的银河帝国即将灭亡。帝国灭亡之后会带来一段无止尽
的战乱，一直到新的帝国建立。为了减短这段战乱，哈里？
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预言千年之后后，这两个基地会建立
一个更好的第二帝国。

从许多方面来看，“基地系列”在科幻小说中都具有独一无
二的地位。小说的焦点在于讨论文明力量的兴衰起落，引为
借镜。虽然不少科幻小说都有相似的意图，像《一九八四》或
《华氏451度》，都很典型的讲述流行趋势如何在社会上结实



累果，再把自己打扮成摩登世界的道德寓言。

“基地系列”则扩大观察范围，不再把重点放在社会变成什
么样子，更关心的是社会怎么改变，要如何适应。此外“心
理史学”赋予剧情一个合理化的宿命观，用以道德教化，在
剧情里的突发事件皆避无可避，是建构堂皇大道的必然要素，
而非失误偏差。比方说，在“骡”现身前的.基地已经缓缓步
入寡头政治与独裁统治的境地，但是小说把这些都当作“谢
顿计划”必不可缺的一环，没有在对错之间大作文章。小说
也斟酌讨论到个人主义，“谢顿计划”代表的是一股无可憾
动的社会作用，由遍布银河的人类，数以兆亿的心智所带动，
任何力量都莫与之争，然而计划本身却仰赖深谋远虑的个
体(像是塞佛·哈定和侯伯·马洛)因时制宜，领导大
局。“骡”也是单一个体，具有超凡能力，预料之外的颠覆
了基地，差点毁了“谢顿计划”，第二基地设局布阵，弥
补“骡乱”，倚靠的还是个体。哈里·谢顿希望自己的计划能
“将三万年的黑暗洪荒时期，缩短为一千年”，奠基于群体
趋势的心理史学，无法准确预测个体的影响力，所以第二基
地的真正作用其实是修补这道瑕疵。

整个银河帝国，从我自己看来，在很多方面其实非常有启发
作用，从关于科技发展的探讨，到人文社会的思想，再到宗
教于贸易，国家统治，每个方面都有很多有具有启发性的想
法。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入手，银河帝国里面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
性的说法，关于科技的倒退。科技发展到了一个极点，所有
东西都开始自动化，庞大的科技系统，造成了人们只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首先纵观整套书籍，我尝试的用一个简单的例
子来解释，所谓这个科技倒退的出发点。首先从科技发展的
本身。我们都知道任何科技的出发点，都是基础科学。物理，
化学，数学，等等。然后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高科技，
都是从最开始的理论发展而来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基础
的知识，其实都很难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几代人不停的



开发，不断的改进，所有的新时代事物，都是从最初最简单
的基础技术一步步的累积而来的。

看看大家手上的手机，每个人都会用，会打电话，会用程序。
厉害一点的，会自己写手机程序，会修理手机。但是真正知
道电话是如何互相沟通的，无线电是如何交流的缺寥寥无几
了。修理手机，也变成了如何更换其中的零件。突然有一天，
你可能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动化运行了，真正明白为什
么要这么做，懂得怎么设计这些自动化生产线的人越来越少
了。东西坏了，大家只是换一个零件，至于为什么换，再也
没有人明白了。接着，可能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某个零件
停产了，再没有人生产了，接着从最基本的零件，到整个产
业线，你突然发现某个产品就再也生产不了了。

虽然这个听起来很夸张，但是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在发生
的。从小的方面说，很多银行的系统现今基本都还在用几十
年前的ibm系统，核心系统基本没有更新。很多问题就在于，
几乎所有的现在的程序都是在最初的基础上建立的，基本没
有人能够在从新从底层再设计一套系统。然后这套几十年的
系统，也没有会非常大的更新和更替。因为新的技术已经取
代旧的技术。然而可以说，等时间越来越旧之后，你可能就
会发现，已经没有人理解和明白底层系统的设计，虽然底层
才是所有上层系统的根本。

就算全都是各个方面的专家，没有全自动化的工具，没有各
个领域的人才储备。就从基本的步骤来说，你要做的有这些：

从另外一个方面，制造业精细分工和工业大规模制造分配，
也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另外的原因：

《基地》这段历史，模仿的是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如果楼
主对这段历史还是不够熟悉，那么还可以类比苏联崩溃后的
历史进程。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其实还包括东欧)在经济上
本来是一个整体，俄罗斯发展什么，白俄罗斯发展什么，哈



萨克斯坦发展什么，这都是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的。但是因为
苏联解体，这些经济单元被分割到了一个个小系统里，结果
这每一个单元都不能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结果就是一个
个逐渐消亡，他们掌握的技术也就逐渐失传了。所以很多苏
联能做的东西，现在俄罗斯反而造不了了。《基地》也是这
样，根据《基地》的设定，银河帝国间各星球间的联系还是
比较困难的(星际旅行还没到招手打车那种方便程度)，所以
星球间的联系就非常依赖一个统一的政权来维持。否则各个
星球就会陷入这种孤立性的衰退，然后各个星球掌握的部分
技术逐渐丧失实用性，然后就没人学，然后就没人教，然后
就失传了。

其实关于科技的衰退，在另一方面表现了大工业生产的一个
弊端，成熟的工业生产线让大部分人都只能着眼于眼前的一
个树子，而忽略了整片森林。科技的复杂，让知识系统的越
来越精细化，很少在有所谓的全才，任何一个产品和物品，
看似简单，却需要无数的分工合作。最上层的技术，往往是
最容易做出产品而获得利益的，使得无数的人着眼于上层技
术的改造，和开发，以至于出现很多所谓的“微创新”。忽
略了其实真正的基础知识，才是重中之重，所有的知识都是
从底层一步步发展的，基础知识才无数科技的地基。

借用一句不是很负责的比较，看看这几十年大家对于高科技
的人才的比喻。从最早的“火箭工程师”，到了“硅谷工程
师”。从飞向外太空，到了做手机程序。

说不定，几百年后。书中的科技衰退，就真的出现了......

银河帝国基地读书笔记篇七

《银河帝国》系列可以说是在我所读的书中，给我印象最深
的一个。它不但论述了人类社会组织形成条件和形态，同时
也运用历史、心理学、数学、文学、物理、化学、古生物学、
生物学等学术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学科交融。



这本书大约讲述了地球人创造出会思考的机器人后，在机器
的帮助下掌握了恒星级移民技术，建立了“银河帝国”。之
后是一万二千年的太平时光。突然，一个年轻数学家预言银
河帝国将要灭亡，于是建立了两个基地以保存文化、科技和
确认历史走向。

在《基地》系列里，作者阿西莫夫大约描述了三十个左右的
星际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各的特色。但如果我们忽略那些稀
奇或不稀奇的强大科技，就会发现这些表面千奇百怪的文明，
其现实基础仍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世界各国（重点是欧美
大国）。只是在星际文明这个大背景下，阿西莫夫从艺术的
视角对文明的特点进行了浓缩、放大、提炼以及极端化。

在三十多个星际文明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盖娅生命体
和索拉利文明。它们一个极度统一，一个极度自由，可以理
解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两个极端。

盖娅生命体的进化，使得在盖娅星球上的所有有机物和无机
物，都是一个整体。所有物体都有意识，所有的意识都可以
实现共享。每个个体不但是个体，更是共体。以集体之意志
为意志，从而实现极度的`统一。

索拉利文明展现的则是极度的自由。在一个三倍于地球体积
的星球上，只生活了几千索拉利人成熟体。他们有着极端先
进的生物基因改造技术，从而进化出了“转化叶突”，一个
个体利用“转化叶突”所转换的能量，足以支持成千上万的
机器人用于管理土地、家务等事。他们相信“他人即是地
狱”这样的信条，所以连同类也不相来往。为了达到这点，
实现真正的自由，他们以基因改造进化技术进化出雌雄同体。
为了自身之自由，他们不谋任何形式的扩张。

在《基地》系列的最后一本《基地与地球》中，阿西莫夫以
各种场景和讨论，似乎在说服读者或他自己，盖娅文明虽和
人类所向往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但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



在最后，他设计出一个“不需要完全信息就可以做出正确选
择”的崔维兹进行选择的场景。崔维兹要选择以盖娅生命体
作为蓝本建立新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或选择索拉利文明建立
人类新秩序。最后，他选择了盖娅。其原因就是，在即将到
来的宇宙侵略中，他们需要统一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