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醒这本书样 清醒思考的艺术读
后感(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清醒这本书样篇一

人性都是自私的：公地悲剧，人性就是自私的，人为财死鸟
为食亡，要用一定的制度才行，不要那么天真的认为可以感
化人类。
人性的自以为是、贪婪：结果偏误。用一两次的结果去推演
原因，真相不是那么容易挖掘的，看一个企业，成功因素就
更为复杂了，就像很多人看到新闻报道关于成功的案例，以
为自己也可以，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和逻辑，也许是人
家祖宗十八代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许是人家出生名门打小受
的教育已经奠定了基础，而哪里有那么多的怀才不遇，很有
可能真的是没有才。选择的悖论：正如以前大宝护肤品的广
告，只买对的不选贵的，优秀跟爱没有直接关系，大家一直
有这样的误导，不断往优秀的方向直奔。最好好的东西都是
属于自己的，以为自己可以拥有，怎么可能呢，不然就怨天
怨地。特别要从别人手里去抢夺一些东西就是更难了。稀少
性谬误，物依稀为贵，即使不是自己想要的，也要去拥有。
人情社会：讨喜偏误，所以嘴炮的人更容易当销售员，穿什
么衣服都好看，然后买的衣服远远超出了本来计划的。奇迹，
也许本来按照概率就是发生下的，但是人们总以为是什么特
殊力量在推动，或者过分带上情感上的东西，偶尔的相遇偏
要说成什么缘分之类的，其实压根就没有。
人都是风险厌恶型：改革总是困难的，零风险偏误。人是本
能的抗拒风险的，希望什么事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出门



走路也会被蚂蚁绊倒，那不能为了结婚可能的风险而选择不
结婚，不能为了可能发生的风险而拒绝去做一些事情，这个
表现在国企、机关单位就特别明显，不作为是很多人的风格，
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所以改革的只是少部分人，他们是真
心从大局着想，格局更大。
人性不能真实面对自己，高估自己：忽视基本概率，好的东
西都是很少的，这和幸存者偏误是一个道理。人们总是很难
接受自己会平凡一辈子，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好
看的。事后诸葛偏误，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知道的，特别是在
事情发生之后夸夸其谈。

清醒这本书样篇二

这本书的排版很有规律，总共有52种思维错误，每一种都是1
页插图3页文字。内容比较轻松，有用，篇幅短，不深入。

里面讲到的东西，有一种汇总的感觉吧。有不少章节在其他
书里面见过。比如西奥迪尼的《影响力》里面讲到的几大原
理这本书都涉及到，有个别例子都是一样的。另外，看过一本
《看不见的大猩猩》，跟本书也有一些重叠。或者这些思维
错误(错觉)是所谓的客观存在，大家都来阐述到也不足为奇
吧。

关于电梯关门按钮制造的控制错觉也很有意思。有一期“冬
吴相对论”由这个错觉作引谈到这本书，吴伯凡还讲了一个
很没品的例子。说有许多医学研究证明，经常过性生活的人
身体更健康，其实是犯了因果错觉，应该是身体健康的人更
经常地过性生活。哈哈。

清醒这本书样篇三

“不惑”不仅是先贤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普通大众工作、



生活的一种境界。虽然人是生而自由的，然而处于无往不在
枷锁之中，这句话十分精到的描述人类为思维错误所累的情
形。思维错误、认知陷阱就像伴于人类，细究起来无处不在、
不经意之时又无迹可寻。难道人们注定要带着无形的“有色
眼镜”看世界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通过清醒地思考
来避免进入思维误区。罗尔夫•多贝里的《清醒思考的艺术》
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手术刀般精确的指出了我们容易陷入52
种思维误区，该书一经刊出，便风靡德国，迅速击败《乔布
斯传》登上德国畅销书榜首。
《清醒思考的艺术》的作者既有锐利的观察力，又有出色的
讲故事能力，引用生动趣事、名人轶事、历史故事、爱情关
系、人际关系、心理试验等论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雄辩地
指出了思维误区在哪里，并给出了纠正的办法。比如书中通
过游泳选手身材错觉指出了因果错误认知、通过从众心理指
出不要因为多数人的错误而改变自己的正确选择、通过幸存
偏差指出成功者背后是数量众多的失败者、现成偏误指出为
什么宁可用错误地图也不愿没有地图、通过稀少性谬误指出
为什么饼干越少感觉越好吃……
作者博览群书，以显微镜般的观察发现人们常犯的思维错误，
当明白了错误思维是如何发生后，人们就有可能熟知思考方
式的隐形陷阱，远离错误思维、少犯错误，从而离成功更近。
同时人性中弱点在本书中完全体现，是在自己的反思中进步，
还是抓住别人的弱点进攻，全在于读者自己的理解和决定。

清醒这本书样篇四

2.举例不当，共情很差；

3.逻辑陷阱多，a推导b的过程逻辑不顺畅；（这个问题我30%
的时间都在怀疑是翻译的锅）

啰嗦的举例说明：



在好名声的牢笼（17章节）中，作者举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你想成为世界上最聪明但别人，认为是最愚蠢的人还是世界
上最愚蠢的人但被别人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另一个是你想成
为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情人即使别人都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差的
情人还是想成为世界上最差的情人即使别人都觉得你是最棒
的情人（依然是巴菲特说）。

首先聪明是一个可用客观数据理论去论证的一个值（或说程
度），属于自带属性，别人不管怎么认为都不会影响这个程
度的效用。但是情人这个好坏本身就是你作用在别人身上才
能得到的反馈结果，别人的反馈会直接决定效用等级及好坏，
几乎可以简要套用情商和智商两个东西，根本不是一个维度
和作用效果，感受到了一种辩论赛中常用的诡辩技术。

另外，作者又举例说，对原始人来说“外部评分卡”更加重
要，不在乎的祖先都早已从基因库中消失了。这是因为原始
人生活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之后的一万年
里闲话便统治了世界，以村庄和城市为单位的群体依然以名
声这类外部评价为重。但时至今日，你已经不处于石器时代
了，对人对你的评价对你生活造成的实际影响远远小于你的
自尊心或者羞耻感所带来的影响。——啥？中国人，有被冒
犯到。

清醒这本书样篇五

一个月前，忙里偷闲去国家大剧院看歌剧《卡门》，由于之
前的舞剧《卡门》美好的观看体验，对于歌剧也同样寄予厚
望。到了取票点，报出票号，却没有显示购票信息。仔细核
实后，发现我买的是第二天的票。郁闷之余，驱车半小时回
家。第二天晚上，准时到达，大幕开启，座无虚席。歌剧完
全摧毁了我之前舞剧的美好体验，也许是我无法欣赏歌剧之
美?中场休息时，我起身离开。我付出的成本包括，二层楼
座480元的票，两个晚上的时间，往返15公里的路程。我知道，
继续观看下去，只会更为糟糕，泼出去的水就当买个教训吧。



文化消费有时候是没有逻辑可循的，尤其是观看歌剧经验不
多的情况下。我的消费决策来自于，第一，周末有时间;第二，
之前看过的舞剧《卡门》不错;三，在国家大剧院观看歌剧是
逼格很高的行为，是身份认同和文化表征。其中两项已经得
到满足。第一，两晚的时间被消耗了，尽管效果不佳。第三，
装逼行为已经完成，类似于著名景点作为背景拍一张到此一
游照片，逼格高涨。

发现决策效果不佳之后果断放弃，是一种理性行为。当我们
投入了过多的时间、精力、情感、资源在一个项目、爱人、
消费上的时候，沉没成本积淀在我们的意识中，那种“我已
经花费了这么多，如果放弃，不是一切都白费了吗?”的思维
惯性驱使着我们像失控的列车，呼啸着朝已经坍塌的断桥冲
去。我们投入的越多，这种惯性思维就会越强烈，我们就会
越发难于罢手。

成本和决策、选择与行为密切相关。在考虑成本时候，往后
看，考虑的全部是沉没成本，不可撤销无法恢复。沉没成本
属于历史，可能会让你遗憾，但是你已经付出的不重要，重
要的是你当下的体验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如此纠结于沉没成本?

除了作者提到的坚韧传统以外，还涉及到本书中提到的认知
失调。纠结沉没成本就是陷入认知失调中。每个人做出的决
策以及行为，都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当别人问我，歌剧好看吗?我有两种回答方式。第一种是说，
不错啊!这能证明我的消费决策是正确的，但是我撒谎了，这
会造成认知失调。第二种回答是，不好看，我中场就离开了。
结论是我的消费决策是错误的，这也是认知失调。必要的时
候撒谎会让我们看起来没有那么傻，这也是书里提到的修复
策略。



可见，如作者所言，所有的思维错误都是相互关联的。应对
的策略只能是，大事依据思维逻辑避免犯错误，小事依靠直
觉做决策，否则，会陷入另外一种纠结。

最后，之前提到的那位男同事，在一年后结婚，新娘是另外
一个女孩。理由是，他已经烦透了那两个女孩的互相撕咬，
希望重新开始。


