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个人感触(精

选8篇)
编辑是对文章进行整体优化、平衡、协调的重要环节。编辑
是一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工作，下面是一些写作总结的技巧
和建议。编辑是一项需要专业技能和严谨态度的工作，对于
文本的审查、修改和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该
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
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书已经结束了，不过不得不说，过程中的故事，挺吸引我的。

书中，每一个所谓的精神病人，在我的角度，却反而比正常
人，更加执着，更加坚定着某些事物，大概也是如此，有些
才会被正常人视作病人。

本书一开始，从对世界的看法，来渐渐导入，最后却不知不
觉中升华到了人的存在，时空，存在的原因的探讨。

影响深刻的有很多，挑几个简单描述一下吧，那个说作者是
书中角色的，至今仍觉得他真的很聪明，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来构筑自己的梦想，虽然做法甚是不当。那些四维生物，泡
沫世界，时空理论的病人，不得不敬佩他们的逻辑，层次，
还有那个内心默默守护着，三只小猪的故事的患者，那个深
刻体会，前生前世之境，如同无法逃脱的束缚的囚犯的，让
人惋惜的病人，还有对妻子的那份真挚的情感，不由得让人
心生敬意。

或许，我们真的太过于，去否定，去质疑，去不屑一顾，不
相信，不去接受新事物。狼孩的事件，以及对其的思考，真



的惊醒了我，原本只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想要枉自去希望他
回归社会，却没能发现他身上，已经发生着重大变化，而他
却因此接受各种检测，被当作了实验对象。意识真的很强大，
甚至可以决定你身边的一切，当然前提是你足够渴望，不对
以及屈服!

今生只若，初见。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1、习惯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

2、"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

3、"不要愁，十年后，所有的事都只是下酒菜。"

4、"尝试着用唯物的角度去理解，瞬间其实就是永恒。"

5、"只有当你认真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灵
魂，和灵魂深处。"

6、哲学家与疯子的区别在于，一个只是在想，而另一个真的
去做了。

7、写到这里的时候，想起歌德说过的一句话：真理属于人类，
谬误属于时代。

8、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喜欢，而不是必需跟别人一样
的态度去看。

9"如果这个世上只有恶魔，那就没有恶魔了，就像这个世界
只有神，那就没有神一个道理。"

10、也许人就是这么讨厌的动物吧?想尽办法想知道结果，但



是从来不想是否能承受这个结果。

11、"埋葬一个人，意味着死亡和失去。但是埋葬一棵种子，
代表着全新的生机即将开始。"

12、同一个世界的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世界。反过来，
这些不一样的世界，也影响了看待者本身。

13、道家说变通，佛家说自然，心学说知行合一，其实都是
一个意思：应用。牛人之所以很少，空想家之所以很多的原
因也在于应用。拿到了钥匙，想用却不会使用才是最要命的。

14、"文字不是死的，是活的，是现实的符号或者思想的符号，
所以不应该彻底掉进文字本身里。否则就像我们写东西一样，
如果只注意文字修饰和忽略现实，那么文字就变得没有意义，
空洞且乏味。"

15、孤独感时常体现在一种矛盾上，就是你经常是处在一种
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注，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
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可是骨子里又是那
么的渴望被了解和关注，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
的完全相反。

16、我想起了n个精神病医师曾经告诉过我的：千万千万别太
在意精神病人说的话、别深想他们告诉你的世界观，否则你
迟早也会疯的。

思维真的是限制我们的一堵墙吗?世界到底有多大?---在墙的
另一边。

17、问题不在于他想的太多了，或是其他人想得太少了。而
是对我们来说，未知太多了。如果非得用奴役这个词的话，
那我们都是被未知所奴役着，直到我们终于看清、看透了所
有事物的那一天。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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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头的眼睛去看石头，用大海的眼睛去看大海，用
动物的眼睛去看动物，用人的眼睛去看人。"

"如果有天你看到我疯了，其实就是你疯了"

19、道说：这里是人间;上帝说：这里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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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世界是有无
数面的不规则体。

20、"我认为神佛有悲喜，有憎爱，所以才会有眷顾。假设真
的有神佛，那么一定是大爱无边，因为神佛们会垂怜每一个
人。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最基础的，连那些都不顾，哪儿来的
眷顾怜悯?都割舍了?都是幻象?那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什
么事情都用自己痴迷去解释，本身就是恶行。为天，就为天;
为地，就为地;为人，就为人。否则就是痴心妄想。"

"水中泡沫也好，七宝幻象也罢，我只愿带着我这颗心，安静
的为人。"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作者采访精神病人时的故事。通俗的
说，就是以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我们不断质疑的世界。

其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质疑这个世界，例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活着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质疑!我们正常
人也许只是从表面分析一下。而精神病患者往往会偏执于他
们所执著的事，把一些微小的事放大化的来看，以至于做出



些极端的事情。所以在正常人的眼里他们病了，俗称“精神
病患者”。

书中提到有很多精神病医师因为长时间跟精神病患者接触最
终他们也“病”了，也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些因
素。因为长时间跟精神病患者接触他们内心里面的平衡点被
打乱了，所以“病”了!其实天才与疯子只是一线之隔，关键
在于内心里那个平衡点!

书中有两个爱情故事。但是可以用一段文字说明。摘抄的。

指间的戒指不再闪亮

婚纱在衣柜早就尘封

我们的容颜都已慢慢苍老

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

正是因为你

我才有勇气说：

“永远，永远。”

第一个故事是一位臆想症的老人，老伴逝去多年，依然认为
他活着。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丧偶的中年人，不断的学习生理等课程，
为了复活爱人。

感触很深，然后静默不言。

书中有一段是讲“角度问题”。一个女“患者”说在工作外
她会是个孩子，她喜欢这个新鲜的世界，而不是去习惯这个



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必须跟别人一
样的态度!这个女人其实没有问题，反而是认为她有问题的人
才有问题。不是每个人都习惯墨守成规，孩子是最好的列子。
不是所有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大多数人认为错
的事情就是错的!而那个“大多数“的界限往往让我们思想上
有限制了，所以渐渐的我们也就习惯了!

书中结尾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

书中讲述了作者与多位精神病人接触的经历，每一个故事都
简单明了，又扑朔迷离。总而言之，它们(故事)清楚到让人
感觉身临其境，以致于更加迷雾重重。在他(作者)所接触到
的患者中，有研究哲学、心理学、人体、生物学、宗教(主要
是佛教)、量子物理学、符号学、玛雅文明的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一些多重人格者，“永生者”，“小说”家以及俱怕梦
境、细菌甚至是月亮的人。作者的写作水平很不一般，他将
每个人物的形象、性格和已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栩栩如生，
仿佛他们就在你眼前与你交谈。由此可见，作者在收集素材
与写作上下了很大功夫，才让我们读者阅读时体会到了一种
特别的乐趣。

读完书之后，多数患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知识渊博，
机智过人。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天才所具备的天资，
可谓天赋异禀。然而，过人的天赋与他们极端的思想所结合
之后，所诞生的便是一个畸形(心理上)天才——疯子。例如：
有位少年因研究量子物理学太过痴迷，结果渐渐产生了幻
觉(也许他所说的东西真实存在，但我们无法看见，目前的科
学也无法解释最后进了精神病院治疗。还有一位公务员，为
了研究玛雅文明及其预言，不惜辞去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
研究，时间长了后精神开始出现异常，终于被判定为精神病
人。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智慧与能力不可否认，尽管在
我们眼中他们是“非常态人类”，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了解
了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事物，让我们误认为他们有“问题”。
因此，疯子即是超能智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天才。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书中讲述了作者与多位精神病人接触的经历，每一个故事都
简单明了，又扑朔迷离。总而言之，它们(故事)清楚到让人
感觉身临其境，以致于更加迷雾重重。在他(作者)所接触到
的患者中，有研究哲学、心理学、人体、生物学、宗教(主要
是佛教)、量子物理学、符号学、玛雅文明的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一些多重人格者，“永生者”，“小说”家以及俱怕梦
境、细菌甚至是月亮的人。作者的写作水平很不一般，他将
每个人物的形象、性格和已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栩栩如生，
仿佛他们就在你眼前与你交谈。由此可见，作者在收集素材
与写作上下了很大功夫，才让我们读者阅读时体会到了一种
特别的乐趣。

读完书之后，多数患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知识渊博，
机智过人。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天才所具备的天资，
可谓天赋异禀。然而，过人的天赋与他们极端的思想所结合
之后，所诞生的便是一个畸形(心理上)天才——疯子。例如：
有位少年因研究量子物理学太过痴迷，结果渐渐产生了幻
觉(也许他所说的东西真实存在，但我们无法看见，目前的科
学也无法解释最后进了精神病院治疗。还有一位公务员，为
了研究玛雅文明及其预言，不惜辞去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
研究，时间长了后精神开始出现异常，终于被判定为精神病
人。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智慧与能力不可否认，尽管在
我们眼中他们是“非常态人类”，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了解
了一些我们所不知的事物，让我们误认为他们有“问题”。
因此，疯子即是超能智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天才。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看这本书的人大概分看完了与没看完两种。

看完的人（讲真，感觉很牛），一种是不受其影响，天性自
然、乐观，内心强大的人；另一种就比较无奈了，感觉整个



人都不好，可能会太过认真，去理解明明不能理解之事，反
而愈加探究，以至自己害怕、恐惧。这个恐惧一方面是对其
所想、所思的事而恐惧，而另一方面恐惧则尤指对自己所想
所思过度，会不会自己也变成精神病或心理存有障碍的恐惧，
而后者的恐惧感会影响这个人的现实生活，会不安，恍惚。
看一本书能颠覆这个人的认知、世界观，不是说这本书有多
么好，只能说这本书的视角，所阐释的思想领域与正常人平
常所观的太过差异、遥远，所以，不建议心理承受能力小的
人过于接触它，毕竟，一个与日常相距较远的一些思想、人
或事，不了解或许不会对自己产生不必要的多虑，但一旦了
解，可能总会有一种“异端”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它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让你脱离日常，变得“疯狂”。

而另一种没看完的自然是由于上述的担而选择放弃，记“认
真”地输了的一类。选择放弃的原因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去接
触与自己认知观相差悬殊的观念，也可能是因“恐惧”，害
怕自己深受其影响而放弃看完它。其实，我也没有看完，只
是看了前几章，原因大致也讲过，不过，一口气读完它的明
显是一个异于常人的能人。不是认真的就输了的感到无奈、
焦灼，就是认真的就赢了的感到激动与满足好奇心的兴奋。

对于书中的'一个个“想法”，就应该用一个个的时间段分别
去了解，然后再“遗忘”它们。人们恐惧的是未知，而思想
的未知性是繁杂的，同一时间被多个未知所迷惑，认知会产
生波动，人显然会迷惘，甚至可能崩溃。为满足自己的好奇
而疯狂可以，但为此而寝食难安，生活苦痛则显然得不偿失。
所以，对于《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隔一段时间读一
章或许会让其既不影响自己的认知，反而又能理解一个新的
认知，丰富自己的思想。

谈及疯子与天才，很早之前在“为人的‘瑕疵’与哲学家都
是疯子”里说了很多，现在看来，起初的思想萌芽那大概都
是由于下面书中那一段话而来：



“有那么一个精神病人，整天什么也不干，就穿一身黑雨衣，
举着一把花雨伞蹲在院子里潮湿黑暗的角落，就那么蹲着，
一天一天地不动。架走他他也不挣扎，不过一旦有机会还穿
着那身行头打着花雨伞原位蹲回去，那是相当地执着。很多
精神病医师和专家都来看过，折腾几天连句回答都没有。于
是大家都放弃了，说那个精神病人没救了。有天一个心理学
专家去了，他不问什么，只是穿的和病人一样，也打了一把
花雨伞跟他蹲在一起，每天都是。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终
于有一天，那个病人主动开口了，他悄悄地往心理学家那里
凑了凑，低声问：‘你也是蘑菇？’”

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就永远不了解另一角度的事物，如一维、
二维、三维以至四维空间的相互阻隔般，物理性的，绝对性
的无法完全了解与熟知，所谓的天才与精神病患者或是疯子，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而且还可以相互转化或共存。让日
常之普通之人感叹生存的不平常，并为之兴奋的非日常之事，
当属于好奇与未知。所以人类才会进步，因为对人类纯粹的
思想而言，未知的诱惑力是思想前行的风帆，认知会走在物、
理、客观的前面，这里不是说唯物或是唯心，这里只特指由
事物所引起的好奇，所引起的为未知而产生的探索会出现在
探索明了这个事理之前，这里尤指这一阶段。

于是，它可称为一本极好的书，无论其事例是否为真（应该
为真，毕竟是访谈实录，但也不排除文学上的二次加工）。
但不建议一次性读完，因为感觉大部分人都会承受不了，由
好奇、认为有趣再至烦躁、恐惧，它会引你进入另一类人的
世界，让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事物，以至于你与你之前
的角度产生隔离，至少在一定时间，会让你“疯狂不止”。

那么，至此为止。感叹作者真是“疯狂之人”啊。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第一次接触这类探索人类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书籍，光看书名，



就觉得不可思议，两种极端似的，天才与疯子，就像南极与
北极，彼此都是极端。

书中介绍的是每一位精神病人情况的例子，通过作者去拜访，
录音笔记录，谈话，沟通，精神病人口述，形成访谈式记录。
读每一章节的文字，仿佛在看天文学，物理学，量子力学，
很深奥不能更深入的`理解内容。每一种思想都值得被尊重，
阅读中，常常使我跳出惯常的思维，偶尔也会产生共鸣，让
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偶尔是同类人。比如，有一篇印象深刻，
讲述的是主人公常常把人看成动物，可能是月球引力，磁场
的作用，我也有类似经验，不过，迄今为止，也就两次，都
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哈哈，想想也是给自己思想
一次造反的机会吧!

当你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时，“精神
病人”也在审视着我们“正常人”这个群体。

花了较长时间断断续续阅读，以全新的角度审视并思考自己
关心的一切—世界本身的面貌以及生命的意义。世界上的人
千千万，事物更迭不息，不管是生命的尽头还是时间的尽头，
其实对终究离去的我们来说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正像纳兰容
若说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所有的美好，所有的不期而
遇，都是永恒的记忆。珍惜每一段记忆，每一种想法，它有
它出现的道理，只要不是有伤害性即可!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作者采访精神病人时的故事。通俗的
说，就是以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我们不断质疑的世界。

其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质疑这个世界，例如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活着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质疑!我们正常
人也许只是从表面分析一下。而精神病患者往往会偏执于他
们所执著的事，把一些微小的事放大化的来看，以至于做出



些极端的事情。所以在正常人的眼里他们病了，俗称“精神
病患者”。

书中提到有很多精神病医师因为长时间跟精神病患者接触最
终他们也“病”了，也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些因
素。因为长时间跟精神病患者接触他们内心里面的平衡点被
打乱了，所以“病”了!其实天才与疯子只是一线之隔，关键
在于内心里那个平衡点!

书中有两个爱情故事。但是可以用一段文字说明。摘抄的。

指间的戒指不再闪亮

婚纱在衣柜早就尘封

我们的容颜都已慢慢苍老

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

正是因为你

我才有勇气说：

“永远，永远。”

第一个故事是一位臆想症的老人，老伴逝去多年，依然认为
他活着。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丧偶的中年人，不断的学习生理等课程，
为了复活爱人。

感触很深，然后静默不言。

书中有一段是讲“角度问题”。一个女“患者”说在工作外
她会是个孩子，她喜欢这个新鲜的世界，而不是去习惯这个



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喜好而不是必须跟别人一
样的态度!这个女人其实没有问题，反而是认为她有问题的人
才有问题。不是每个人都习惯墨守成规，孩子是最好的列子。
不是所有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大多数人认为错
的事情就是错的!而那个“大多数“的界限往往让我们思想上
有限制了，所以渐渐的我们也就习惯了!

书中结尾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疯子”的内
心世界。他们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专心致志地研究他们感兴
趣的事情。这些所谓疯子的人，对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研究
颇深，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且理论依据充足，让人找不到反
驳的理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度怀疑自己才是不正常
的“疯子”。真是一本有魔力的可怕的书!

反观我们教育领域里的孩子，有些孩子总是与众不同，上课
不认真听讲，作业不按时完成，课堂上左顾右盼，小动作不
断......一度成为让我们头疼的坏孩子。对于这些“坏孩
子”，我们斥责，惩罚，叫家长。但若我们了解他们的内心
想法，弄清楚他们各种令人恼火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也许
我们能发现不一样的'他们。深入了解孩子并加以引导，才能让
“疯子”成为“天才”。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等待开发的宝藏，我们这些开发者要找
准他们的路线及结构，小心翼翼地加以雕琢，使他们成为最
闪亮的明珠，而不是被遗弃的废墟。孩子的美好未来，靠你
我一起努力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