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鸽子的读后感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
后感(精选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鸽子的读后感篇一

昨天刚开始看《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不得不说这
本书深深的吸引了我。本来我是想在网上买纸质的书来看的，
我喜欢静静的躺床上翻着书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真实。但是
因为昨天在等吃饭的那段时间过于无聊，我就在网上下了电
子版的想打发一下时间。可是当我看了2个故事之后，我就发
现自己深深的陷了进去，我想迫切的了解每个故事，想知道
每个人心里不同的世界，即使知道这本书是写的所谓精神病
人的眼中的世界。

首先，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对奇特想法充满好奇的人。我佩服
所有逻辑性缜密，具有个人思想的人。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生
活在自己世界中，拥有着支持自己活下来的信仰的不同人群，
我内心觉得神奇和兴奋。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突然看到
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对这个世界进行分析和思考。而且每个人
都有自己坚不可摧的精神体系。

经过一天的时间我把这本书大体看完了，说实话，我佩服故
事中每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天真，我觉得其中的一
些人真的是让人敬畏的。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几乎都是清晰的，
对于那些偏执的人，我甚至有点惜惜相惜，可能是自己也是
个固执的人的原因。但是，我更加……可能是羡慕他们明白
自己在做什么，即便不被普通价值观所认可，但是他们仍然



自信的坚持着自己，也许正是这种执念才会让所谓的普通人
觉得他们不正常。

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在看完一本书之后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我知道看这样一本与常人世界观几乎不一样的书籍之后，肯
定会有很多想法。我也知道，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看过这本书，
我同时也想知道其他看过这本书的人的感受，可是我还是想
着先将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之后，再去看其他人的想法吧。我
本身是个容易被干扰的人，我怕我因为看到其他有说服力的
观点之后而忘掉了我自己的最初立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先将自己的理解立下字据，然后再结合其他人的观点进行对
比，以提高自己的境界。

在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笔者的知识面，涉猎之广让
我深深震惊，笔者和患者的交谈中所涉及的话题很多，不过
其中笔者几乎都能讲出一二，我真心欣赏。让我最感兴趣的
是关于基于物理理论的几个故事，关于四维空间、平行宇宙、
超弦理论等这些概念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觉得研究这个
物质世界是个如此神妙的事情，当然也激发我对这方面的知
识的渴求。让我最羡慕的是其中两个天生异禀的人，一个是
能模糊将人看成的动物，一个是能看到天空不同的颜色(具体
故事题目记不住了)。让我最震惊的是三个小猪的故事，讲的
是人格分裂的情况，关于人格分裂我一直都觉得是件不能理
解的事情，我也没有在现实中见到过，所以还是不能理解两
个人格在同一个身体中存在，而且还能进行交流，想想就觉
得恐怖。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想写了，之前一直都是自己在自己的视角
范围内看世界，如果真的能从不同角度去看的话，可能真的
会有全新的世界观吧，加油，共勉!



鸽子的读后感篇二

有时天才和疯子真的只有一步之遥。《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是一本以精神病人为题材的书，讲述了作者与精神病人沟通、
并且试图了解关于他们世界的故事。通过这本书，让我们更
加深刻的去思考天才和疯子到底有什么区别。

什么是疯子？什么是天才？天才是疯子的基础，天才的极致
便是疯子。有多少疯子，在自己的世界里正常着，又有多少
天才，在自己的世界里疯狂着。一道看似鲜明的界限，区分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和群体，界限左右，疯狂与正常。界限
之上，困惑与彷徨。有人说过：不疯魔不成活。在这本书中，
很多精神病人的言论都让我们无比认同，因为他们思维逻辑
清晰，言辞合理、无懈可击。他们好像是天生的.哲学家、科
学家一般，用作者书中的话来说：哲学家与疯子的区别在于，
一个只是在想，而一个真的去做了。

鸽子的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是一本从精神病人的角度看世界的书，我用了短短几
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无论是从
《四维虫子》这一章的“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
还是在《真正的世界》这一章的“想看到真正的世界，就要
用天的眼睛去看天，用云的眼睛去看云，用风的眼睛去看风，
用花草树木的眼睛去看花草树木……用人的眼睛去看人。

有一天你认为我疯了，其实是你疯了”；又或者是在《最后
的撒旦》中那位病人声嘶力竭地咆哮：“我信奉恶魔，那又
怎么样？自甘堕落算什么？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光明的
存在，我不存在，没有对比，也就没有光明……你们都是神
好了，我甘愿做恶魔，就算你们全部选择光明，为了证实你
们的光明，我将是最后一个撒旦。这！就是我的存在！”以
及类似这些的所有都让我感到震撼。尽管从整本书的一开始，
作者就告诉读者，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深想精神病人



们的说过的话，但是我仍然把自己的思维带入到了故事当中。

作者从头到尾描述的观点大概是“永远不要用你的思维评判
别人的对错”。我感谢自己的学识不够丰富，让我没有资格
做这些高智商精神病人；我也很感谢自己的懒惰让我不去思
考的太深。

如果有天你看到我疯了，其实就是你疯了。

鸽子的读后感篇四

读这本书的时间不长，但依照我素来读书的速度来说也算是
略长的一次阅读体验，没办法，到了这个容易被手机诱惑的
时间段，很难静下心来看书了，但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承
认我还是被吸引了。

选择阅读这本书是一种偶然起意，早就在各处听闻这本书的
大名，电视上名人口中也是经常有推荐，我们来了第二季到
诚品书店那期时，好像就有人推荐过这本书，是刘嘉玲还是
谁，记不清了，并且此书更是常年位居畅销书榜单之列，看
众多网友观后感评论都是这书如何如何了不得，如何如何神
奇，简直是让人打开了新的世界，原来天才和疯子真的只有
一线之差，赞美之论层出不穷。

但这两天细心看了之后，我觉得评价有些过誉了，不是说它
配不上好的评价，在基础知识科普上不得不承认有部分还是
做的挺好的，但其实不好的点恰恰也因此。

首先，看着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怪，云里雾里不至于，
就是奇怪，你不懂作者究竟是想给你讲个志怪故事呢，还是
想给你科普物理知识呢，是个有神论者呢，还是个坚定的唯
物主义者呢。每篇故事都很短，标题起的倒是足够吸引眼球，
勾起人的好奇心，想一探究竟，看看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药，但你读下去读完了这一篇呢，你又会发现其实好像也没



什么，每次结尾倒是很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感觉，可再往
后读越读我就越觉得作者是在故作高深。

除了少数几个故事脱离了高深的量子物理，哲学层面的探讨
之外，都是披着和精神病人的皮在讨论这些东西。

书名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书后作者也说这20个故事是基
于真实故事做了适当删改，可是我感受不到丝毫真实性。试
问真实生活中有多大概率真能遇到这么多精通科学，哲学，
物理，心理等方面的天才精神病患者?况且有些故事我觉得是
已经脱离了精神病的范畴，人也不至于因为那些无伤大雅的
想法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去看医生。

众声喧哗却无人可听的语言孤独，不可思不可议的思维孤独，
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剩下的就不列举出来了，
我认为作者偷换概念这一点做的非常好。

疯子，本就是最无法为常人理解的人，所以他便将那些一旦
拥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各种想法的接受采访的“病人”认作
疯子。本质上来说，我只觉得那应该算是“孤独”的人，人
人都有潜在的孤独之处，并不能说有了不可思不可议的思维
孤独就都是疯子，没有这种说法。

可作者最巧妙地就是他不断将思考方向往，究竟是他们疯了，
还是我们自己疯了，这个逻辑怪圈引导，使我们容易被牵引，
模糊重点。

作者只是在借精神病之口，说出自己这些年所看过的书，所
学到的理论，整本书，通共讲的还是他自己的想法，这些拥
有想法独特的病人们是否存在，我强烈怀疑其真实可信性。
甚至我个人妄加揣测一下，通通都是假的。

天才不是说有这些奇思妙想就是了，疯子是疯子，天才是天
才，智商摆在这儿，不是一线只差。当然有些伟大的天才本



就是科学疯子这点毋庸置疑，读后感对他们来讲才能适
用“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句话，而不是随便一个有逻辑
能正常思考，辩论能力强，能把你护得一愣一愣地都叫做天
才的邻居，那也不是疯子，那叫神棍。

讲回书里科普的基础知识这一点。这大概也是它能被广泛推
荐，广泛宣传的一点。书中涉及大量量子物理学以及相对论
的知识，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这些知识，感觉十分新奇有趣，
不自觉肃然起敬，十分佩服。还是那句话，模糊了重点，精
神病应该探究的是精神领域的，而不是卖弄似的展露知识。

我没有研究过，也没怎么了解量子物理学这方面的知识，但
之前也算是看过几本这方面的书，有些也略微搜过，所以认
为书里所讲的也并不都是高深的东西，有些确实是入门级的
只是用一种鬼吹灯式悬疑写法，轻易让人带入，觉得新奇刺
激，欲罢不能，这是作者最妙的一点，也是此书的魅力点。
用这种写法，就不容易感到枯燥，反而能很好地吸收这些知
识，勾起好奇心，甚至自发去搜索，想了解更多有关的知识，
在科普这方面的作用，诱发人思考，我认为是此书最大的优
点，可以一赞。

鸽子的读后感篇五

我本来想看完这本书在写读后感的，可是我发现里面好多感
触深刻的章节，那些让我着急读完的段落，真的忘得很快，
不知道是所有人都这样，还是我一个人。这本书《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它的出现也是值得一提得温暖故事。其实第一
次听说这本书是在某个综艺节目上推荐的。后来总是有意无
意的看到它的名字。直到这学期开学，我人生第一次和爸爸
逛了书店，所以这本书是爸爸买给我的。我查了一下本书作
者高铭，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精神病医疗从事者。
可是越读越发现，虽然他的表达方式不带有感情色彩，可是
每个故事的尾巴，都会在主人公的角度，或者是站在社会的
角度，写一个引人深思的结尾。



对于书中每一位精神病患者的故事，我都有很大的感触，有
的做法令人自闭，有的对世界的认知太令人惊讶，有的自身
的经历就很不可思议。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对世界包容度很高
的人，可是依然有一些故事，不知是真是假，令我疑惑。比
如这篇《永生》里的主人公，可以重生，并且留下了前世痛
苦的`回忆。还有《在墙的另一边》里的主人公，他是不是一
个伟大的天才走火入魔？他告诉我，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只是
世界的一小部分。真实的，未知的一切都在墙的另一边。

书中很多地方确实有艺术加工，看得出作者很努力的把精神
病人的思维写得完整而又逻辑性极强。网上有个评论说“不
要尽信，权当读个乐子”，可是年轻人嘛，我们的特点就是
想太多，看进去了就顺便思考一下人生和宇宙什么的......

鸽子的读后感篇六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是一本国内真实精神病人访谈手记。

可能有些人一听到“疯子”这两个字都会避之不及。可这本
书的作者——高铭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究
竟是什么样的？”的答案，询问过许多人，但谁也说不清这
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还有人十分疑惑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
地去想这个问题。

就在他为此困惑不解的时候，某次听一个身为精神病科医生
的朋友说起了一些病例，顿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问精
神病人，或者说我们眼中的“精神病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
界的呢？他带着复杂的心态，开始接触这个特殊的群体。

“精神病人也有迥异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有喜欢滔滔不绝的，
有没事找事的，有沉默的，有拐弯抹角的，这点跟大街上的
众生相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会做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会有我们从未想到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令人匪夷所思，他
们以我们从未想到过的角度观察着这个世界。这也许就是为



什么很多人认为精神病人难以沟通的原因吧。”这是书中对
精神病人的描述。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就是因为和常人观念的不同，或是当时
的科技水平无法证明他们的理念，而被误解、被处死。像乔
尔丹诺·布鲁诺，他就是因为宣传了与当时大部分人所认为
的地心说背道而驰的日心说，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被宗教裁判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但到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
的。

或许，有些所谓精神病人的某些理论，会在将来有所证明。
但在不被证实之前，他们，就是人们口中的“疯子”。

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的理念被证明且被人认同。
而所谓“疯子”，也许只是因为人们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匪
夷所思的观念罢了。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关系，就像左和右，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用高铭在书中所写的话“我只觉得这本书是一扇窗，能让你
看到更多、更多的世界—其他角度的世界。我也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很坦然的说：‘让我来告诉你，在我眼中，这是一个
怎样的世界’。”

鸽子的读后感篇七

这是国内第一部精神患者访谈手记。作者高铭是北京人，在
听过一次自己的深度催眠录音后，他决议去触摸一些具有典
型特征的精神患者，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国际。作者用老到却
朴素易懂的文字，记载下于数十个精神病的互动，为咱们带
来了一场不一样的脑力盛宴——几十个不同的视角，几十个
悬殊的国际。那么究竟哪一个才是咱们很是存在着的国际
呢?“不论你看见了什么，请不要对号入座!”这是劝告，更
是戒律，由于，天才和疯子仅仅一念之差。何为天才?望文生
义，天生之才;某百科将“天才”界说为“某人展示了卓越的



构思，而此构思通常在某范畴阵线史无前例的洞察力。可用
于描述一个人的某种特别才干，也能够用于描述知晓各方面
问题的博学家，或许某个范畴的佼佼者。

在本书中，疯子主要是指精神病患者。在于作者互动的患者
中，有思想行为天真、简直不契合常人的逻辑的;也有逻辑完
善、思想细致的;更有逻辑高手，设下的连环逻辑套，环环相
扣，步步逼人。给我影响最深入的，也就数这些逻辑高人了。
人生在世，必定有自己遵循的一套国际观，这将决议你的行
为办法以及思想方向。

国际观的树立必定有所依靠，最为常见的一类是依靠神论或
宗教，例如徒，佛教徒，道家等;再者就是依靠科学的，像是
以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哲学为树立根底的;剩余的一些都
是小门杂众。在群众看来，精神患者多半是痴傻者，由于他
们的思想行为异于常人，不契合社会群众的认知(狂躁症者或
有暴力倾向的除外)，或许更直截了当一点，他们的行为思想
在咱们的眼中是“错”的。读后感.可是，契合群众规范的就
是对的，不契合的就是错的，这样判别，是否有失偏颇呢?不
可否认，思想惯性实实在在地捆绑着咱们大多数人，咱们怯
于承受新的理论，新的事物，不知道的总是可怕的，我忍不
住想起书中《在墙的另一边》这一章，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
被一位医师和两位心理学家界说为“思想上的风险人物”的
男士，他建议“思想是阻挠咱们认知国际的一堵墙，思想之
外还有更大的国际”。如果我事前不知道他是一位确证的精
神病患者的话，我必定会被他细致的逻辑降服。

其实就他的病况确诊来看，为什么心理学家和医师说他是患
者就必定是?判别规范从何而来?规范又是谁拟定的?其实就现
在精神病医学的开展而言，精神病医学只能界说为经历医学，
是在人类开展中逐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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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不过，
是看似。也许这个世界最精彩的就是这个世界本身。那么这
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道说：这里是人间；佛说：这
里是六道之一；上帝说：这里是天堂和地狱的战场；哲学说：
这里是无穷的辩证迷雾；物理说：这里是基本粒子堆砌出来
的聚合体；人文说：这里是存在；历史说：这里是时间的累
积。所有的解释都在这里了。看来世界是有无数面的不规则
体。

也许问问旁人可能不会得到态度认真的回答，因为大家都在
忙着自己的升职加薪或是学习知识，很少人愿意面对这个问
题，除非，疯了。疯了，疯了，疯？想到这作者把目光转向
了另一群人，精神病患者。

走进这本书仿佛走进了一个玄幻的世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
不同的世界。我惊奇的发现有些精神病人的逻辑居然是很清
晰的即便是一种看似异乎常人的逻辑。而他们也有和常人一
样的各自不同的性格滔滔不绝的，沉默不语的，拐弯抹角的，
没事找事的。他们以我们不懂得的方式在观察着这个世界，
也许这就是我们认为精神病人难以沟通的原因了吧。

作者说，他希望读者可以拨开文字和表象的迷雾，更开阔地
接近着奇妙的'世界。看完这本书后，我对这个世界有了进一
步的思考。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二维的，三维的，
甚至是四维的？真的希望经过我自己的思考，有一天我可以
骄傲的对别人说，在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